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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分6個專欄，計刊登12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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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欄位刊登兩篇專文：一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李豐楙講

座教授〈巡守南邦：東南亞地區代巡信仰的傳播及演變─以馬六

甲勇全殿2012送王舡為例〉一文，作者以紮實的田野調查，翔實論

析近代甲州代巡信仰的演變過程，並對王爺神格及職司經過在地演變

後，形成禮生退位及三壇複合現象的原因提出論證與闡釋，最後以道

教代巡信仰的送王舡儀式之傳播與衍變，說明東亞宗教發展至今，

仍展現適應當代的活力與創造性，而不斷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本

文揭示了在觀念史研究中較少措意的東亞宗教問題，開啟東亞觀念

史新的研究視野與可能性。二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安德魯．

瓊斯（Andrew F. Jones）講座教授〈兒童如何變成了歷史的主題：論

民國時期發展話語的建構〉（The Child 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A Discourse on Development），作者從黃翼《兒童繪畫之心理》中兩

幅兒童畫的分析出發，省視1917年新文化運動到1937年之間有關兒

童、童年和兒童發展的話語爆發，如何體現在知識論、意識形態、教

育制度、文學作品乃至於商業生產中，並點出西方知識話語在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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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稿件17篇（國內稿件8篇，海外含大陸來稿9篇）。除特稿1篇
由兩位以上編審委員推薦；書評2篇為短文，會議報導1篇及舊文新譯3
篇譯稿不需送審外，餘10篇分送至兩至三位外審委員審查。外審10篇計
通過5篇，通過率為50%。本期共刊登12篇（含壓稿4篇）；內稿1篇，
內稿率8.3%。內稿認定原則：（1）當期所刊載之論文為任職於本刊編輯
部同仁或主編與常務編審委員所撰寫之論文；（2）期刊刊載論文若為多人
合著時，其中一位作者為任職於本刊之同仁或主編與常務編審委員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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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過程中，因發展主義思維貫串所造成的悖論與張力。本文以新

穎的視角與方法提揭出中國近現代思想中重要的觀念問題，作者的方

法論及所帶出「兒童」發展話語的建構，置於觀念史研究中，甚具啟

發性。

「專題論文」欄位，由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暨中國現代

思想文化研究所楊揚教授策劃主持，專題名稱為「城市‧記憶‧想

像」，共刊載論文2篇，旨在以城市作為觀察焦點，剖析城市中的過

去記憶、現在事實與未來想像，並勾勒時局推移如何對「城市」的空

間概念及文學交通產生深刻的影響。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朱軍

先生〈都市空間與現代激進人文地理的演進─以亭子間文人為中

心〉一文，以「亭子間」作為觀察對象，勾勒出上海此一特殊空間中

所激盪出的種種文化內蘊。此文從時代語境的改變與革命觀念內涵的

嬗變中，指出「亭子間」此一空間背後文化象徵與意涵的變化，「亭

子間」空間型態雖未變化，卻隨時空語境與觀念語境變遷，而改變人

們對「亭子間」的印象與價值判斷，從這可見觀念主軸與內涵的轉

移，影響了對各種人、事、時、地、物的判斷，本文展示了「觀念」

與「空間內涵」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

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陳國球教授〈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一文，以臺

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交通為主軸，論析從1950年代到1997年香港政

權轉移之間，「香港文學」進入臺灣視野的不同表現。文中從五十年

代港臺文學之間「現代主義」詩學的流播與文學群體交流；七○年代

香港的「本土」意識成型及香港在地的文學活動與成品、臺灣出現標

明「香港」的詩文選本；八○年代到九七在臺灣刊物出現的「香港文

學」特輯等，梳理出「香港文學」的「集體」形相。由於「流動」與

「越界」是香港城市與香港文學的重要特色，因而從「香港文學史」

的角度而言，除關注於香港地理「空間」如何以一種「地方感」的情

感歸屬意義蘊藏於作品之中，而生產了「香港文學」外，參酌歷史、

政治和文化，了解臺灣「境外」的觀點有其重要意義，也有助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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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自我認知。本期專題論文，為讀者勾勒出城市記憶與想像的延

異與擴大，及城市文化空間的改變與區域性文學交通與文化流動如何

對文學史產製產生影響，乃至於形塑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趨勢。本專

題提供了東亞文學交通及空間型態與觀念變遷交互影響的研究示範。

「一般論文」欄目，共刊載3篇論文：政治大學劉蕭翔兼任助理

教授〈俄羅斯的黃禍觀念〉一文，主要梳理自古至今「黃禍」觀念如

何在俄羅斯歷史上形塑與衍生。俄國自十九世紀經略遠東之後，俄

國與中日兩國在東亞衝突不斷升高，歷史上所謂的黃禍觀念亦不斷再

現於論述中，伴隨著世局變遷與政權遞嬗有不同的形構與詮釋，並形

成歷史的集體記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劉柏正〈「歷史的小

說」：《故事新編》的歷史意識與敘事策略〉一文，以魯迅《中國小說

史略》所揭櫫之小說觀點，探究被魯迅視為「演義」作品的《故事新

編》，文中從體例、篇目分析開展，以「時間」與「人物」為論述之

兩大核心，對《故事新編》各篇有細緻獨到的分析，並試圖從文本中

挖掘在小說觀與歷史意識之間，魯迅如何改變中國傳統歷史觀念，

融鑄個體意識及記憶於其內，而在「寫史」與「反史」之中，如何

將歷史意識展現於小說文本創作。芬蘭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社會科學博士後研究員 Jarkko Haapanen “The Concepts of 

Bolshevism and Radicalism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觀念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激進化〉）一

文，分析五四時期的兩個重要概念：「過激主義」（Radicalism）與

「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本文以語言翻譯概念作為探討的

核心，文中除整理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對此二主義的看法，也細緻地

爬梳與這兩個主義密切相關的諸概念，如「過激」、「極端」與「過

多」等等。透過檢視五四運動刊物對於新觀念的流佈與轉譯，重新探

討五四運動時期布爾什維克這一觀念與其激進主義的關係。

「關鍵詞報告」欄位，刊載1篇論文：臺灣大學哲學系佐藤將之

教授〈綜合中的統合：《呂氏春秋》的「理」與「理義」概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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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試圖論證《呂氏春秋》的「論述組織」（思想體系）中，以

「理」和「理義」為概念核心。作者主要透過下列四個層次闡述：第

一，《呂氏春秋》所觸及的概念如「忠孝」、「學」、「教」等等，都是

實現「理」的手段；第二，「理」和「理義」是《呂氏春秋》各文本

構造的主題；第三，《呂氏春秋》要求國君及士人皆須實踐「理」和

「理義」；第四，《呂氏春秋》依照「理」和「理義」被實現的程度來

評估各王朝、時代，及社會之優劣。從中也徵現出《呂氏春秋》藉由

「黃學」和「理義」概念之雙層結構的建立，提供一種可資帝王謀畫

的統治藍圖─在地上建立「天—地—人」一貫的秩序準則。其中可

見中國古代便已出現一個「反虐政」意涵的「義理」概念，而《呂氏

春秋》以「理義」為普遍原理，也不應只被歸屬於「雜家」。

「舊文新譯」欄位，刊載日本漢學家與歷史學者─「京都支那

學」的開創者─狩野直喜先生兩篇文章：〈關於支那學研究之目的〉

一文，為狩野先生於1924年在第三高等學校支那學會的演講草稿。

文中首先指出「漢學」與「支那學」之差異，在於「漢學」局限於

經、史、文的範疇，內容較狹，而「支那學」則廣涉人文學科到自然

學科等種種層面，因此支那學的定義更接近現代意義下的學科分類；

其次，狩野先生提出支那學源起於古典，古代中國未有學術分科之概

念，因此支那學的研究，須融攝各種學門，並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狩野先生所推動的中國學研究之觀念與方法，揭示出近代日本的中國

研究，已脫離傳統漢學觀念，使日本的中國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之學

問。〈支那近世國粹主義〉一文，探討清末中國國粹主義如何產生，

並以當時學制內容及新刑法之編纂為切入面，孝察中國國粹主義的內

涵與影響，以及與西學之間的拉扯張力。此外，狩野先生認為清末中

國每欲對舊事物進行變革時，輒引起反動而有主張國粹之傾向，對觀

日本明治時期的國粹論，反興於朝野共同醉心於歐美文明，而對舊事

物進行大規模破壞之後，藉此揭示中國與日本近代化歷程的根本性差

異。然而作者對於中國國粹主義的發展不無期待，中國數千年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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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有其深厚根柢，故能在西方文明進入後復標舉國粹主義，以此為

起點，或能召喚中國人的民族自覺，走向民族主義之路。狩野先生對

支那學與中國國粹主義的考察，之於近世日本中國學的發展具有指標

性意義，在東亞觀念史研究亦有重要性。

「研究通訊」欄位，共刊載 2 篇文章：祝均宙研究員〈清末廣東

《時事畫報》研究綜述〉一文，綜理分析了目前學界對於《時事畫報》

的研究概況，著重於四篇具有學術性與可讀性論文的引介，並歸納出

目前相關研究成果之不足，僅止於重複簡單的介紹報導，且多是分散

與附帶的研究，並未形成主題。本文為《時事畫報》相關研究進行文

獻探討，有益於讀者掌握該報研究概況。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博

士生徐明瀚先生〈「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中的眾聲與複調：第十二

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報導〉一文，透過2013年7月30-31日於中

興大學所召開之「第十二屆的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評介當前在

「文學」與「影像」場域中，「華語語系」如何由文學「表述」轉進視

覺「呈現」的過程，以及「華語語系」如何成為一種研究方法、戰略

意義、文學觀念的多元圖像，當可使讀者快速掌握「華語語系」相關

討論的核心要義與論述前沿。

本期榮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際合作出版補助類」獎

助，是對《東亞觀念史集刊》的最大肯定。本刊將持續秉持著對東亞

觀念史研究一貫的學術關懷與熱忱，希望透過精進而永續的出刊，開

啟多元交流與對話的契機，使東亞觀念史研究更為拓展、更形深入，

以推動東亞觀念史研究有更新的進展與突破。本期能順利出刊，要感

謝所有投稿學人的支持，審查委員的撥冗審稿，以及編審委員會暨 

常務編審委員會全體委員、編輯部同仁的鼎力協助。本期專題由華 

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楊揚教授策劃主持，在此一併致上衷心的

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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