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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為了解臺灣四十年漢學研究趨勢，本研究即以近四十年之間，漢學領域的學術

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分為四個時期，1981-1990、1991-2000、2001-2010、2011-

2021，探討各時期期刊論文的發表狀況，以了解各時期的漢學研究趨向。

本研究利用國圖建置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收集研究資料，從大約 5,500 種學

術期刊，逾 286 萬筆篇目資料中進行普篩，找出收錄於系統資料庫中，符合時間範

圍及漢學領域類目、類號的學術期刊論文，共計 107,944 篇。

本研究進一步就匯出之各類篇目數量進行統計分析，並進行關鍵詞權威處理和詞

頻統計。除分別統計總篇數、各時期篇數及各類之篇目數量，並計算各類篇數占全

部符合研究範圍之篇數的比例。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及各主題在各時期的篇數來了

解漢學各領域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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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以 2001-2010 年間是漢學研究最盛時期，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1,615 篇；在研究領域方面，則以語言文學類最受重視，其次是歷史地理類；各時

期各類期刊論文數量之占比則相差不多。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the trend of Sinology research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statistics for this study were based on the published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indexed by the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onstruc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bbreviated as NCL TPL Database）. The statistics 

concerning the publishing of Sinology academic articles were generated for four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and 2011-2021 under the intention to 

discover the Sinology research state and trends of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There are about 5,500 journals indexed by the NCL TPL Database,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dexed is over 2.86 million. The filtering of  Sinology articles from 

the database was conducted by Boolean searches of  all th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related with Sinology, with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as filtering settings. The 

results of  all the searches has retrieved 107,944 articles.

Thereafter, further processing was conducted as follows: Firstly, gathered all the 

keywords of  the retrieved articles while reta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keywords 

and their affiliated articles´ publishing year. Secondly, did the authority control for 

all the variant keywords of  same meaning. Thirdly, calcu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all 

the keywords, number of  Sinology articles published in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and number of  articles for each Sinology-related classification number.   Thereby, it 

wa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proportion of  articles in each classification number over 

the total Sinology articles, i.e., 107,944 articles from the preliminary Boolean searches. 

It is believed that from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Sinology-related articles 

for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combining wit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umber of  

articles in each classification number for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it is possible to 

depict the state of  researches for different sub-fields of  Sinolog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major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During the year 2001-2010, 

there were as many as 31,615 Sinology-related articles published, ranged top among 

the four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As for research domain, articles i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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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terature＂ counted the most, and articles in “history and geography” followed. 

Nevertheless, number of  articles for each classification number of  each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their proportion over the total retrieved articl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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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打造臺灣成為世界漢學重鎮，是自政府遷臺以來，人文學界長久的期盼與目標。

當時由於國家大批重要文物古籍移存臺灣，且很多優秀學者隨政府避禍來臺，而當

時中國共產黨採鎖國政策，臺灣遂成為國際研究漢學的窗口；然而國際漢學界僅視

臺灣為研究資料的庋藏地，巴黎、東京方被認為是國際漢學研究重鎮，因此臺灣和

海外華人學者，一直力圖提升國內漢學研究質量與國際能見度，且積極催生具整合

功能的學術行政機構（耿立群，2019）。

直至今日，移存臺灣的文化遺產仍持續發揮其影響力：臺灣擁有世界一流的漢學

家在知名機構中進行研究，同時逐年地邀請世界各地的漢學家來使用這些特殊的檔

案和圖書資料，（國立中山大學國際漢學平台，2021）。1981 年漢學研究中心創設，

即為政府順應學界的呼籲，以及響應國際間漢學研究的蓬勃發展，促進傳統歷史文

化研究的科學化及現代化，使其迎合潮流，與當代學術接軌。

面對當前全球華人與中國的崛起，歐美的傳統漢學與中國研究需要更多契機的注

入。臺灣因特殊的歷史經驗，不僅更好地保存中國文化，又能在西方文化衝擊下對

中國文化進行現代化的融通與轉型，亟能承擔重建華人學術傳統，引領國際建立新

漢學研究典範的重責大任（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2021）。

近年，不少人擔心政府的「臺灣主體性」政策，以及民間去中國化的聲浪，會影

響漢學研究的發展，以及既設漢學相關單位的存續；孫秀玲、廖箴（2008）在〈興

與變：近二十五年來臺灣漢學研究發展初探〉乙文提到，雖著時移勢往，臺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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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社會快速變遷，臺灣漢學研究的發展顯然也受到波及，多元化、本土化的價

值隱然成形。政黨輪替後，政府政策以建立「臺灣主體性」、發揚臺灣特色為主要目

標，臺灣學術界以「臺灣研究」為題，申請系所、研究計畫、研討會者，大為增加；

相關之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數量呈現等倍成長。對於漢學研究的發展皆抱持較為

不樂觀，甚至悲觀的態度。

然而，近年來，政府對漢學研究單位的補助、學界或民間投入漢學研究與交流合

作之推動，如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平台、天主教輔仁大學華

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以及教育部設於國圖之漢學研究中心，仍然持續，並努力創新；

其中，大學校院以研究中心的方式投入漢學研究的推廣，不僅愈來愈有創意，更跨

平台、跨地域、結合國際，試圖走出一條更有特色的漢學研究發展之路，似未受到

臺灣主體性政策的影響。漢學研究中心亦努力在世界各國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使臺灣的軟實力及研究成果，可以在各國擴散，並爭取更多合作的空間。

學界充滿能量，希望重新定義漢學，並將傳統漢學賦予臺灣特色，走向國際，發

揮影響力。民間基金會亦在國際漢學交流與合作上有豐碩成果。相較於臺灣學術界

的國際連結行動力，在學術研究成果及學術論文發表上，究竟有無消長，或者有無

一定的脈絡、趨勢，需要有一個較全面性的觀照。

過去，有關臺灣地區漢學的研究能量，學者們的相關討論，主要是針對某一個

學門，如歷史學、哲學或宗教等，概念式的探討與敘述性描述，而對臺灣地區 1945

年以後的漢學研究進行全面性分析者較少，僅限於某學門，如歷史學、中國近代史。 

因此，想要了解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之後，這四十年來，漢學研究的發展究竟有如何

的變化，亟需透過大型資料庫，利用書目計量法，整理出一個面貌。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建置全國性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及圖書資料庫，

筆者就工作之便，較容易取得書目資料。因此，決定以此為探討的資料來源。

學術期刊主要的功能在於快速傳播新知與交流學術意見，因此，期刊論文在引介

新知和呈顯新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雖然專書的刊行或許更能展

現人文學研究的成果，但因專書數量過於龐大，且時有舊書新刊的情形，很難以較

短時間及有限人力完成如此艱巨的工作；而博碩士論文的分析，雖有國圖之博碩士

論文資料庫，較容易獲取書目資料，然過去已有學者專家利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

訊網」整理分析 1972 年至 2006 年有關中國文學系所、史學系所及哲學系所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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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從中梭巡臺灣漢學研究的學術發展脈絡孫秀玲、廖箴（2008），因此本研究評

估後決定以學術期刊刊載之漢學相關論文為研究範圍，並利用國圖建置之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收集研究資料。

本研究從大約 5,500 種學術期刊，逾 286 萬筆篇目資料中進行普篩，找出符合漢

學領域之類目的類號，盤點收錄於系統資料庫內，自 1989 年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之

間發行的漢學領域期刊論文共計 107,944 篇。

由於資料量龐大，花很多時間匯出的論文書目資料，限於時間，本研究僅就各類

篇目數量進行統計分析，並進行關鍵詞權威處理、詞頻統計。其他已存檔之篇目資

料，將來再加以利用，另行發表。

二、相關研究分析

漢學研究的發展情形，可由新成立漢學相關研究所的興替、系所課程的特色、漢

學研究相關研討會議的籌辦、研究的成果、政府對漢學相關研究計畫的支持、臺灣

出版漢學相關圖書、博碩士論文相關題材數量，以及期刊論文之發表情形，略窺端

倪。孫秀玲、廖箴（2008）所發表之〈興與變：近二十五年來臺灣漢學研究發展初

探〉，曾撰文檢視 1980 年代迄於 2006 年，臺灣漢學研究的脈絡。第一部分以漢學研

究中心出版的期刊《漢學研究通訊》為藍本，分析大學校院中新興的漢學相關研究

所及因應時勢變遷而更改系所名稱的興替現象；第二部分以《漢學研究通訊》25 年來

所刊登的「會議報導」為分析藍本，分析國內學術會議活動的增長。第三、第四部分

則透過國圖「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等資料庫，觀察臺灣博

碩士論文題目、新創期刊發行的變化，探求臺灣 25 年來漢學研究發展趨勢的「興」

與「變」（孫秀玲、廖箴，2008）。

除了漢學全領域的觀照，亦有學者針對某一個學門在某一段時期的系所特色及其

研究成果來探討其發展情形。沈清松教授於 2004 年以近二十五年來哲學在臺灣的發

展為題，探討早先成立的哲學系所特色及其晚近發展，並進一步就晚近二十五年來

成立的哲學系所及其特色加以介紹，希望從勾勒出臺灣哲學領域的發展脈絡和趨勢。

此外，沈教授將近二十五年來的哲學發展，區分為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導向、80 年代

中期以後迄 20 世紀末期、晚近專業趨勢的研究特色三部分探討臺灣學界在中國哲學

的研究成果（沈清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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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化分析做為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能提供一個鳥瞰式的圖像，其有針對某一

時期之博碩士論文題目進行量化分析；有針對某一時期之某些重要期刊刊載論文進

行計量分析，探索某一學門之發展趨勢；有針對多種資料類型刊載之某一學門論文，

進行計量分析者；亦有從某一重要學術刊物刊載某一學門之論文，進行計量分析者，

以及從某一重要學術刊物某一學門論文之引用文獻，進行計量分析者。

利用計量分析探討專科領域的發展趨勢，當以彭明輝教授為代表，彭教授曾進行

多項漢學領域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發表多篇以計量分析進行之歷史相關領域之

研究動向和發展趨勢。

彭明輝教授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

《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 8 種期刊，分析期刊論文的內

容取向及關注課題，配合計量分析，嘗試從量化角度探索臺灣地區歷史學發展的趨

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呈現多樣化的取向，仍有過度集

中的現象；諸如區域集中於中國史；斷代史集中於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古史和明清史；

專史集中於思想文化史、政治軍事史、社會史與史學相關論題（彭明輝，2002a）。

彭明輝的另一項研究，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

《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 8 種期刊為分析

對象，並以 1945-2000 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

容取向及關注課題，配合計量分析，嘗試從量化角度探索臺灣地區歷史學發展的趨

勢。研究結果顯示，以整體區域比例來看，中國史占 87.3%，臺灣史 4.9%，世界史

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研究重心之所在。在與歷史研究所博、碩

士論文進行比較時，我們看到博、碩士論文的中國史占 73.0%，臺灣史 15.9%，史界

史 11.1%。在中國史部分，期刊論文所占比例較博、碩士論文高 14.3%，顯見期刊論

文更集中於中國史研究；臺灣史部分兩者間差異亦大，期刊論文占 4.9%，博、碩士

論文占 15.9%，較期刊論文高 11.0%，超過 3 倍，可見博、碩士論文對臺灣史的關注

高於期刊論文甚多。

在專史分類方面，思想文化史、政治軍事史和社會史是比例較高的 3 種專史（思

想文化史 35.6%，政治軍事史 17.4%，社會史 10.5%）（彭明輝，2002b）。

此外，彭明輝和唐志宏（2003）為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時代線性趨勢，以

1945-2000 年間，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及 8 種曾經刊行或目前仍在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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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學期刊論文為分析母體，分析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動向。在討論過程中一面

分析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時代線性趨勢，一面討論專史分類的分布，同時亦與整體

本國史研究的專史分類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近現代史同為本國史研究中，

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占比最高都是斷代史，而博碩士論文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

每個分期都高於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的斷代史研究更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彭明

輝、唐志宏，2003）。

彭明輝和唐志宏在 2007 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則利用計量分析，全面針對

1945-2000 年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博碩士論文發表一系列論文，藉此觀察二次戰後

五十餘年來臺灣歷史學的研究趨勢。他選取 42 種歷史學相關期刊，包括民間期刊 8

種、歷史學報 20 種、官方期刊 14 種，就其中 17,690 篇論文進行計量分析，探討其

內容取向和關注課題，所得結論為：在區域方面，以中國史研究為重心，占 81.0%，

選超過臺灣史（14.4%）和世界史（4.6%）。在本國斷代史方面，以近現代史（26.5%）、

臺灣史（15.1%）、明清史（13.3%）、上古史（10.4%）所占比例較高，且跨斷代的

通史性論文亦占有相當比例（13.1%）。而專史分類方面，係以思想文化史（19.8%）、

政治軍事史（19.3%）、藝術史（16.7%）較為熱門（彭明輝、唐志宏，2007）。

耿立群女士曾經擔任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組長，先後於 2010 年及 2011 年，

利用《漢學研究》進行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及引用文獻計量分析。《漢學研究》是漢

學研究中心所出版之學術期刊，多年來被評定為核心期刊，是臺灣歷史學門的重要

刊物。

有關《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該研究以計量分析的方法，針對《漢學

研究》自 1983 年創刊號迄第 26 卷（2008 年），計 55 期所刊載之歷史類論文 408 篇，

分析其研究主題、作者性別與所屬地區、語文、引用型態，及圖表利用等，以一窺

歷史學在此二十年來的發展趨向，以及國內外學者關注的主題與研究方法之特色等。

研究結果顯示，《漢學研究》以刊登歷史類論文居多，研究主題斷代部分以「明清史」

為主，專題史部分以「思想及學術史」居多。《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大部分以中文

撰寫，且幾乎全部包含附註或引用書目，然文中使用圖表不算普遍。該研究亦發現，

《漢學研究》登載之論文多半由作者一人單獨創作，男性占大多數，而作者所屬地

區具國際性（耿立群，2010）。

耿立群女士另於 2011 年進行史類論著引用文獻計量分析（2004-2009），以引文

分析的方法，針對《漢學研究》近六年（第 22-27 卷）歷史類論著 82 篇之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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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3 筆做計量分析，以一窺歷史學論文的引用習慣和特性，並進一步了解其研究概

況與發展趨勢。研究結果顯示，《漢學研究》近六年刊登之歷史類論文，皆附有很多

附註和引用文獻，其中以古籍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專書。引用文獻以中文資料最

多，中國大陸出版者居半。出版距今六至三十年的書刊被引用得最多，可見文獻老

化速度十分緩慢。引用文獻主要集中於史學領域，雖參考利用的書刊種類相當廣泛

分散，該研究仍試圖找出最常被引用的期刊 21 種、圖書 29 種、和現代作者 18 位。

至於自我引用，該研究亦發現《漢學研究》期刊本身的自我引用並不明顯，而雖有

近六成的論文有作者自我引用的現象，但引用筆數的比例很低（耿立群，2011）。

國圖於 2021 年慶祝漢學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特就經學、出土文獻、語言學、

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臺灣史、明清社會史、思想史、性別史、醫療

衛生史、藝術史、先秦諸子、宋明儒學、佛學、道教學、人類學及國際漢學等學科

領域，邀請相關領域重要學者撰文介紹該學科領域四十年來的發展脈絡及各階段關

注主題之變化、該學科領域的重要性和臺灣特色，並與國際或中國大陸學界相對照

比較；該學科領域四十年來之重要學者和論著介紹；該學科領域重要學術團體、研

究計畫或研討會概況；該學科領域之教學和人才培育概況；前瞻未來，該學科領域

尚可精進或拓展之處。該書堪稱近年對於臺灣漢學發展有較完整且權威之論述，對

於了解臺灣漢學各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耿立群主編，202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收錄之國內出版期刊作為研究工具，分析

學術期刊所刊載之學術論文性質，以了解臺灣四十年來漢學研究趨向。學術期刊主

要的功能在於快速傳播新知、交流學術意見，以及分享學術研究成果。有的專書、

學位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往往要耗費數年時間，未免他人進行相同研究而搶先發表，

或希望能儘早發布研究成果，以免研究資料過時，通常會在全部完成之前，就分階

段研究成果或心得，先行於期刊發表。因此，期刊論文之篇幅雖不若博碩士論文、

研究報告或專書完整，但以較精簡方式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是非

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本研究主要利用書目計量的方法進行研究，書目計量可謂「文獻計量學」的一

種。過去，不少圖書館學者利用「書目計量學」來研究某學科領域的發展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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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書目計量法」或稱為「書目計量學」，是以書目、目錄和主題為對象，利用

統計、數學和邏輯方法，對它們所涵蓋的特質，作個別或集體的研究和分析。「書

目計量法」是文獻研究中的一種特別的方法，於圖書館學及資訊科學計量化的發展，

自 1923 年稱「統計書目」，1969 年改稱「書目計量學」，1978 年又衍成「科學計量

學（Scientometrics）」，至 1988 年又新興「資訊計量學（Informetrics）」。「文獻計

量學」則是何光國認為最恰當的中文譯名，其為「文獻計量學」定義如下：「凡利用

教學、統計和邏輯方法，對各類型文獻的本質做理論上和運用上的研究和分析，通

稱為文獻計量學。」（彭慰，1995）。

本研究即利用統計和數學方法，以書目、目錄為對象，目的在於為文獻生產力分

布狀況分析，以了解本研究領域學科之發展趨向（彭慰，1995）。以下分別說明研究

範圍、研究時期、利用《中文圖書分類法》決定漢學領域範圍、利用《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篩選符合漢學領域之期刊論文。

（一）研究範圍

1. 研究時期

為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究人士服務，教育部於 1981 年 9 月

正式成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嗣後為加強中心之學術研究功能，於

1987 年 11 月，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2021 年慶祝漢學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年，

本研究即以這四十年（1981-2021）來，漢學領域的學術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

分為四個時期，1981-1990（第 1 期）、1991-2000（第 2 期）、2001-2010（第 3 期）、

2011-2021（第 4 期），探討各時期期刊論文的發表狀況，以了解各時期的漢學

研究趨向。

2. 利用《中文圖書分類法》決定漢學領域範圍

研究者利用國圖編印之《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

選取漢學相關領域類別範圍後，再從「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撈取符合範

圍之期刊文獻篇目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漢學相關類別範圍涵蓋總類、哲學類、

宗教類、史地類、語言文學類及藝術類等六項基本大綱，各基本大綱內的類目

符合漢學範圍者如下表所示（國家圖書館，2016）。

為便於讀者以中文圖書分類法之類號查詢，國圖針對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所收錄的學術性期刊論文，皆賦予每一篇期刊論文一個分類號，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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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即利用中文圖書分類法中符合該學科領域之類目的類號盤點收錄於系統資料

庫內，自 1989 年至 2021 年之間發行的學術性期刊論文，統計分析各時期各類

目的書目數量，探討各學術領域的研究趨向。

表 1  

本研究收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學術文獻之類別範圍

中文圖書

分類法基

本大綱

中文圖書分類法類號及類目

000

總類

030 國學總論

031 古籍源流、032 古籍讀法及研究

090 經學通論

091 易經、092 書經、093 詩經、094 禮、095 春秋、096 孝經、097 四書、098 群

經總義、099 小學及樂經 

100

哲學類

112 中國思想、學術

120 中國哲學總論、121 先秦哲學、122 漢代哲學、123 魏晉六朝哲學、124 唐代

哲學、125 宋元哲學、126 明代哲學、127 清代哲學

200

宗教類

220 佛教總論

221 經及其釋、222 論及其釋、223 律及其釋、224 佛教儀制；佛教文藝、225 佛

教佈教及信仰生活、226 佛教宗派、227 寺院、228 佛教史地、229 佛教傳記

230 道教總論

231 道藏、233 道教規律、234 道教儀式、235 道教修鍊、236 道教宗派、237 道

觀及道教組織、238 道教史、239 道教傳記

271 中國其他宗教

282 中國神話、291 陰陽五行、293 命相 、294 堪輿

600 

中國

史地類

610 中國通史

611 中國史學理論、612 中國史學參考工具、613 中國史學教育、614 中國史學辭

典、615 中國史學期刊、616 中國史學團體、617 中國史學論文集、618 中國史學

叢書、619 中國史研究

620 中國斷代史

621 先秦、622 漢及三國、623 晉及南北朝、624 唐及五代、625 宋及遼金元、

626 明、627 清、628 民國、629 中國方隅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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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

分類法基

本大綱

中文圖書分類法類號及類目

 630 中國文化史

631 先秦文化史、632 漢及三國文化史、633 晉及南北朝文化史、634 唐及五代文

化史、635 宋及遼金元文化史、636 明代文化史、637 清代文化史、638 現代文化

史、639 中國民族史

640 中國外交史

641 前代中國外交史、642 現代中國外交史、643 中國與亞洲、644 中國與歐洲、

645 中國與美洲、646 中國與非洲、647、中國與大洋洲、648 中國與國際機構、

649 中國各地方外交史

650 中國史料 

651詔令、652奏議；公牘、653起居注、654實錄、655檔案、656族檔、657公報、

658 中國史料叢刊、659 雜史料 

660 中國地理總志

661 先秦地理志、662 漢及三國地理志、663 晉及南北朝地理志、664 唐及五代地

理志、665 宋及遼金元地理志、666 明代地理志、667 清代地理志、669 中國歷史

地理

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 

671 華北地區、672 華中地區、673 華南地區、674 東北地區、675 塞北地區、

676 西部地區

680 中國地理類志

681都城；疆域、682水志、683山志、684名勝古蹟、685人文地理、686經濟地理、

687 人物、689 雜記、690 中國遊記 

700 世界

史地類

791 文物彙考；金石志、792 甲骨、797 中國古物志 

800 

語言

文學類

802 漢語

820 中國文學總論

821 中國詩論、822 辭賦論、823 詞論；詞話、824 中國戲曲論、825 中國散文論；

語體文論；新文學論、826 中國雜文學論、827 中國小說論、829 中國文學批評

史

830 中國文學總集

831 中國詩總集、832 辭賦總集、833 詞總集、834 中國戲曲總集、835 中國散文

總集、836 中國國文課本、837 中國語體文總集、838 婦女作品總集、839 中國各

地藝文總集

表 1（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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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篩選符合漢學領域之期刊論文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主要收錄自 1970 年以來，國圖館藏之臺灣出版

的中西文學術期刊、學報以及部分港澳地區出版的期刊逾 5,500種，其中約 2,970 

種為學術期刊。館藏中，民國以前之學術期刊亦陸續回溯建檔中。至 2021 年 12

月，系統中已包括逾 286 萬筆篇目資料，其中約 47 萬篇已獲得出版社或作者授

權開放於網際網路供眾使用。此系統不只服務國內大專校院學生及研究人員，

也廣為世界學者利用以查詢臺灣的期刊論文；每年使用人次達 1,000 萬之多（國

家圖書館，2021.7.3）。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收錄之文獻分為三種性質，包括學術性文獻、

研究報告及一般性文獻：（1）學術性文獻的撰寫格式應大致符合所謂學術著作

的基本格式，且包含出處的期刊與卷期、篇名、作者、摘要、關鍵詞、參考文

獻（以註腳或章節附註提供參考資料者亦視之為具備參考文獻）等基本書目資料；

（2）研究報告、綜合評述等專業性論著，雖不具完整論文格式，仍歸類為學術

性文獻；（3）一般性文獻，乃指內容為文件、報導、講話、心得、知識等，僅

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資料而非論著本身者（國家圖書館，2021.7.3）。

由於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所收錄之學術性文獻，國圖皆依據《中

國圖書分類法 （試用本）》（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訂，1979）加註該篇文獻所屬分

類號，以便提供研究人員得以按類查詢所需資料，因此，本研究以「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所收錄之學術性文獻為範疇，便於較準確的依文獻之類別性質

統計分析其研究趨向。由於《中國圖書分類法（試用本）》年代較久，經過多次

中文圖書

分類法基

本大綱

中文圖書分類法類號及類目

840 中國文學別集、842 漢及三國別集、843 晉及南北朝別集、844 唐及五代別集、

845 宋及遼金元別集、846 明代別集、847 清代別集、848 現代別集

850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

851 中國詩、852 詞、853 曲、854 劇本、855 散文；隨筆；日記、856 函牘及雜著、

857 小說、858 民間文學；俗文學、859 中國兒童文學

900

藝術類

922 中國建築、941 中國書畫、942 書法、943 法帖；拓本、944 中國畫、945 中

國畫冊、982 中國戲劇

表 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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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於 2007 年完成新版修訂並易名為《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正

式出版。新的類目必須依賴館員依據國圖公布採行之新的分類法增補，難免有

不一致及疏漏之處。本研究於研究過程中發現有非屬該類號類目的期刊文獻，

遂與國圖期刊部門同仁討論，為使分類系統更完整，於 2021 年新系統建置完成

後，進一步對照新舊分類法，於 2021年 12月經比對，轉移至新的分類系統架構，

亦即《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重新進行相關統計及分析，本研究亦因

此而延後半年完成。

（二）資料統計分析

為確定漢學研究的範疇，研究者先與漢學研究中心組長黃文德博士討論確定漢學

相關領域於《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涵蓋類別，包括總類、哲學類、宗教類、

史地類、語言文學類及藝術類等六項基本大綱，各基本大綱內的類目符合漢學範圍

者如表 1 所示。然後於 2021 年 3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由國圖期刊中心同仁利用「臺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撈取符合範圍之期刊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漢學領域之

類目的類號盤點收錄於系統資料庫內，自 1989 年至 2021 年之間發行的漢學領域期

刊論文共計 107,944 篇。

1. 匯出符合範圍之文獻

有關整理臺灣期刊論文索引中漢學相關之篇目欄位資訊，先從「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中選取符合研究範圍之學術文獻，然後匯出各類之篇目存檔備

用，出版時間為 198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匯出之篇目資料包括編號、篇目識別號、期刊主要篇名、期刊識別號、期

刊名稱、出版日期（民國年）、出版日期（西元年）、分類號、分類標目、原引

關鍵詞 - 中文、原引關鍵詞 - 英文、自訂關鍵詞、資料性質等 13 項。

2. 統計各類篇目數量 （輸出各類篇目篇數統計）

本研究分別統計各類之篇目數量，包括 1981-2021 年 12 月總篇數，以及各

時期（第 1 期 1981-1990、第 2 期 1991-2000、第 3 期 2001-2010、第 4 期 2011-

2021.12）篇數，並計算各類篇數占全部符合研究範圍之篇數的比例。

3. 進行各類文獻詞頻統計

本研究進一步進行各基本大綱內的各類目領域文獻的詞頻統計。詞頻統計

會用到的欄位為：出版日期—西元年、分類號、原引關鍵詞—中文、自訂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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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性質。

為便於讀者檢索，學術期刊於出版時，所刊登之各篇文獻，均要求作者於

投稿時，提供數個關鍵詞。本文即根據作者自訂之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分析。

進行詞頻統計時，除了以 41 年的整體統計外，並分別以各時期為統計區間，

關鍵詞並進行權威處理；之後，依據各類各時間之詞頻統計次數，惟限於文章

篇幅，僅列出各類 41 年間期刊文獻之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

4. 以文字雲呈現熱門主題

本研究最後透過 HTML5 文字雲（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之

線上工具，將各類篇目之關鍵詞詞頻統計次數，以視覺化方式表示文獻關鍵詞

的熱門程度，並於結論呈現各類文字雲。

四、研究結果分析

經過資料選取、歸類，進而統計分析後，此部分將統計結果依各基本大綱，次依

類目呈現各類及各時期的研究結果。

（一）各類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數量分析

1. 各時期論文數量分析

總計 1981 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符合研究範圍之漢學方面期刊文獻計有

107,944 篇；1981-1990 年 間 22,206 篇，1991-2000 年 間 27,615 篇，2001-2010

年間 31,615 篇，2011-2021 年 12 月間 26,508 篇。從各時期的論文篇數可知，漢

學研究較興盛的時期在 2001-2010 年間，其次是 1991-2000 年間（見表 2）。

2. 各類論文數量分析

若以論文所歸入的類別來看，總計 1981 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符合研究

範圍之漢學方面期刊文獻，總類 7,287 篇，占 6.82%；哲學類 12,472 篇，占

11.67%；宗教類 14,040 篇，占 13.14%；史地類 29,466 篇，占 27.57%；語文類

30,791 篇，占 28.81%；藝術類 12,830 篇，占 12.00%。最熱門的研究主題類別

為語文類，其次為史地類、宗教類。圖 1 清楚顯示各時期各類數量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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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類國學及經學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國學

國學係指中國固有之學術文化，包括古代經史子集等文獻，國外之漢學研

究入此；中國研究、中國學亦可入此，而群經入 090；中國思想史入 112；中國

哲學史入 120（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訂，1979）。本研究納入研究範圍者有 030 國

學總論、031 古籍源流、032 古籍讀法及研究等 3 類。

表 2  

各時期各類期刊論文篇數

     時期

類別
1981-2021.12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21.12

000 總　類 7,287（6.75%） 1,802 1,705 1,782 1,998 

100 哲學類 12,472（11.55%） 2,557 3,072 3,551 3,292 

200 宗教類 14,040（13.01%） 3,420 2,882 4,299 3,439 

600-700 史地類 29,466（27.30%） 6,444 7,360 8,519 7,143 

800 語文類 31,849（29.51%） 5,102 8,365 10,060 8,322 

900 藝術類 12,830（11.89%） 2,881 4,231 3,404 2,314 

總計 107,944 22,206 27,615 31,615 2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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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學總論

A. 論文數量分析

030 類「國學總論」之期刊論文計有 183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

有 48 篇；1991-2000 之間，有 43 篇；2001-2010 之間，有 48 篇；2011-

2021 之間，有 44 篇，各時期之文獻數量相差不多（見表 3）。

B. 研究主題分析

1981-2021 年出版學術性與一般性期刊篇目共有 183 篇（見表 3），進

一步將每一個類目的期刊關鍵詞詞頻按數值高低排列，四十年間之相關期

刊文獻，其前十大熱門關鍵詞為漢學研究（35）、漢學（29）、中國文化基

本教材（25）、高中（15）、國學（10）、臺灣地區（10）、期刊（9）、論文

選目（8）、漢學研究中心（6）、宋學（5）、教學（5）。

（2）古籍源流

031 類「古籍源流」之期刊論文計僅有 3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0 篇；1991-2000 之間，有 2 篇；2001-2010 之間，有 1 篇；2011-2021 之間，

有 0 篇（見表 3）。

（3）古籍讀法及研究

032 類「古籍讀法及研究」之期刊論文計有 111 篇，其中，1981-1990 之

間，有 22 篇；1991-2000 之間，有 31 篇；2001-2010 之間，有 33 篇；2011-

2021 之間，有 25 篇（見表 3）。進一步將該類目的期刊關鍵詞詞頻按數值高

低排列，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古籍（21）、古籍整理（18）、古書

表 3  

「國學總論、古籍源流、古籍讀法及研究」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030 國學總論 18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48 43 48 44 

031 古籍源流 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2 1 0 

032 古籍讀法及研究 11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2 31 33 25 

總計 297 70 76 8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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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古籍善本（8）、國家圖書館（8）、整理（8）、中國（6）、漢學研究

（5）、國學（5）、大陸（5）。「古籍整理」在每一個時期，均受到重視，以

第 3 期最多；另在 1991-2000 期間，古籍自動化開始引起關注。

2. 群經

經為儒家之典籍，自漢代劉歆七略首列六藝為一略以來，中國目錄無不以經

列為首部。現代的分類原則有二：第一法為分散方式；第二法為集中方式 092-

099 各目均依注疏者之時代細分，本研究採第二法之分類方式（國立中央圖書館

編訂，1979）。

（1）論文數量分析

090-099 經學通論及各種經之期刊論文計有 6,990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

相關期刊論文的 6.48%，其中，易經（2,259，占 32.3%）、經學通論（1,160，

占 16.6%）、詩經（1,007，占 14.4%）、四書（797，占 11.4%）、春秋（752，

占 10.8%）、禮（545，占 7.8%）、書經（329，占 4.7%）等類目的篇數較多（見

表 4），其他都不及百篇。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易經（802）最多，其次

為四書（290）及詩經（220）；1991-2000 之間，以易經（660）最多，其次

為詩經（244）及四書（219）；2001-2010 之間，以經學通論（395）最多；

其次為易經（391）及春秋（253）；2011-2021 之間，以經學通論（515）最多；

其次為易經（406）及詩經（295）。

另以各經在各時期的研究興衰來看，「易經」研究在各時期的研究冷熱

程度，是呈現逐漸遞減的情形，最盛時期為第 1 期，該時期之期刊論文篇數

為第 3 期、第 4 期的一倍。「經學通論」、「禮」在各時期的研究則是都是

遞增，且在第 4 期達到高峰。「書經」的研究在第 1 期和第 4 期較多，第 4

期是高峰；而第 2 期和第 3 期的篇數較少，兩期差不多。「詩經」研究自第

1 期開始微幅遞增，而在第 4 期達最高峰。「春秋」之研究自第 1 期一路上揚，

至第 3 期達高峰，而在第 4 期略減。「孝經」則是在第 3 期和第 4 期顯著多

於第 1、2 期。「四書」研究在第 1 期的論文篇數不少，之後，逐期遞減，

到了第 3、4 期則持平，差距不大。「群經總義」研究在各時期的篇數不是很

多，且高峰是在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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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經學通論」及各種經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090 經學通論 1,16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4 136 395 515

091 易經 2,25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02 660 391 406 

092 書經 32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1 57 65 116 

093 詩經 1,00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20 244 248 295 

094 禮 54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4 132 152 177 

095 春秋 75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2 152 253 235

096 孝經 6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 9 28 25 

097 四書 79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90 219 142 146 

098 群經總義 6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 19 25 13 

099 小學及樂經 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1 1 1 

總計 6,990 1,732 1,629 1,700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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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090 類「經學通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論語（272）、經學

（161）、四書（113）、孔子（74）、朱熹（63）、中庸（56）、大學（55）、

孟子（43）、儒家（31）、經學史（30）。論語、經學及大學在每一期皆為最

熱門關鍵詞，四書在第 3、4 期則超越經學。在人物方面，孟子及朱熹在每

一期皆有討論，在第 4 期達到高峰，孔子則在第 3、4 期有較多學者研究。

091 類「易經」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易經（546）、周易（502）、

易學（255）、易（213）、易傳（112）、易圖（80）、河圖（50）、洛書（48）、

漢易（48）、伊川（43）、繫辭傳（43）。

092 類「書經」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尚書（180）、洪範（21）、

堯典（19）、古文尚書（17）、尚書學（16）、伏生（12）、尚書大傳（10）、

思想（10）、經學（7）、經筵（7）、閻若璩（7）、皋陶謨（7）、書經（7）。

093 類「詩經」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詩經（591）、詩（62）、

朱熹（59）、詩集傳（40）、詩序（40）、詩經學（36）、毛詩（33）、興（28）、

小雅（25）、關雎（22）；「詩經集注」為朱熹研究詩經的作品，因此，「朱

熹」於第 2 至第 4 期均在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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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類「禮」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禮記（164）、周禮（77）、

儀禮（63）、鄭玄（32）、禮學（29）、考工記（26）、樂記（24）、學記（19）、

禮運（19）、禮（18）、三禮（17）。兩漢經學家鄭玄除了第 1 時期外，第 2

至第 4 時期，皆占有一席之地。

095 類「春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左傳（344）、春秋（211）、

公羊傳（54）、穀梁傳（27）、三傳（22）、公羊學（21）、經學（21）、敘事（20）、

孔子（18）、何休（17）。左傳、春秋及公羊傳在第 1、2、3、4 期皆為最熱

門關鍵詞，也皆在第 3期達到研究的高峰；穀梁傳在第 2、3期也有許多關注。

在人物方面，孔子在第 1、2、4 期都有許多文獻探討，何休在第 4 期也開始

受到關注。

096 類「孝經」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孝經（49）、孝（5）、

唐玄宗（4）、日本（3）、孝感（3）、韓國英（3）、楊起元（3）外，其他的

關鍵詞包括：中、王羲之草書孝經、司馬光、朱熹、朱彝尊、呂維祺、孝子、

孝治天下、孝經刊誤、孝經正義、孝經翻譯、孝道、邢昺、南朝、春秋繁露、

倫理、馬一浮、康熙、御注孝經、經典翻譯、經義考、論語、鄭玄、鄭注、

儒家、儒家思想、輯佚等，都各有 2 篇論文提及。唐孝宗曾御注孝經，因此，

亦有關鍵詞列入。

097 類「四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論語（389）、中庸（100）、

孟子（88）、大學（56）、孔子（45）、四書（42）、朱熹（24）、仁（20）、

思想（19）、本義（13）。論語在各時期均是最熱門的關鍵詞；孟子及中庸在

各時期各有高下；大學次之，再者為孔子。

098 類「群經總義」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讖緯（18）、經義考

（13）、朱彝尊（9）、緯書（8）、經典釋文（7）、漢代（6）、王念孫（4）、

清代（3）、經學（3）、經義述聞（3）、王引之（3）、圖讖（3）、陸德明（3）、

目錄（3）。「經義考」在第 2、3 期皆居第一；「讖緯」在第 2 期居第 2、第 3

期居第 3、至第 4 期則竄至第一。

099 類「小學及樂經」期刊文獻僅有 4 篇，其關鍵詞為小學（4）、目錄

學（1）、四庫全書總目（1）、語文思想（1）、儒家知識框架（1）、四書五

經（1）、學令（1）、學習規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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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學類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中國思想、學術

（1）論文數量分析

112 類「中國思想、學術」之期刊論文計有 510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

相關期刊論文的 0.48%；第 1 期文獻數量最少，第 2 期增加達一倍，第 3 期

是最高峰，第 4 期則大幅度減少。

（2）各類文獻關鍵詞詞頻

112 類「中國思想、學術」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中國（88）、

思想（66）、中國思想（39）、中國思想史（22）、思想史（14）、中國文化（12）、

知識分子（11）、儒家（11）、文化（10）、自由主義（10）、中國哲學（10）、

清代（10）；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83 篇；前 3 名關鍵詞為思想、中國、

中國思想；1991-2000 之間，有 150 篇；前 3 名關鍵詞為中國、思想、中國

思想、思想史； 2001-2010之間，有 193篇，達到高峰；前 3名關鍵詞為中國、

中國思想、中國思想史；2011-2021之間，有84篇。前3名關鍵詞為中國思想、

中國思想史、氣（見表 5）。

表 5  

「中國思想、學術」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112 中國思想、學術 51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3 150 193 84 

2. 中國哲學總論及各朝代哲學

（1）論文數量分析

120-127 類「中國哲學總論及各朝代哲學」之期刊論文計有 11,962 篇，

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11.08%，其中，以先秦哲學（7,265，

占中國哲學類的 60.73%）的篇數最多；其次為宋元哲學（1,569，占

13.12%）、明代哲學（1,027，占 8.59%）（見表 6）。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先秦哲學（1,586）最多；

其次為宋元哲學（312）及中國哲學總論（206）；1991-2000 之間，以先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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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823）最多；其次為宋元哲學（275）及中國哲學總論（235）；2001-

2010 之間，以先秦哲學（1,928）最多；其次為宋元哲學（465）及明代哲學

（334）；2011-2021 之間，以先秦哲學（1,928）最多；其次為宋元哲學（517）

及明代哲學（325）（見表 6、圖 3）。

另以各朝代哲學在各時期的研究興衰來看，「先秦哲學」在各時期都是

顯學，每個時期的論文篇數都居首，其中，第 3 期及第 4 期的篇數相同，同

列最盛時期；其次為第 2 期。「宋元哲學」研究的高峰在第 4 期，其次為第

3 期；第 2 期則略少。「明代哲學」、「清代哲學」的研究盛期在第 3 期，其

次為第 4 期（見表 6）。

表 6  

「中國哲學總論及各朝代哲學」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120 中國哲學總論 69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06 235 146 105 

121 先秦哲學 7,26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586 1,823 1,928 1,928 

122 漢代哲學 50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0 126 155 128 

123 魏晉六朝哲 64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2 176 251 133 

124 唐代哲學 10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0 26 35 19 

125 宋元哲學 1,56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12 275 465 517 

126 明代哲學 1,02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42 226 334 325 

127 清代哲學 15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6 35 44 53 

總計 11,962 2,474 2,922 3,358 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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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120類「中國哲學總論」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中國哲學（277）、

中國（54）、哲學（26）、道（22）、中國文化（22）、天人合一（21）、中

國哲學史（20）、方法論（19）、儒家（15）、馮友蘭（14）。「馮友蘭」在第

3（8）、4（5）期的熱門度較高，皆居於第 4。另外，勞思光（4）、唐君毅（3）、

胡適（3）於第 4 期也在前十大關鍵詞之列。

121 類「先秦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莊子（1,037）、老子

（800）、孔子（689）、儒家（662）、孟子（598）、荀子（554）、思想（434）、

道（368）、道家（293）、儒學（272）。「莊子」在第 2、3、4 時期均居於領先；

「老子」於第 2、3 時期僅次於「莊子」；而在第 1 期則超越「莊子」；在第

4 期，不僅在「莊子（305）」之後，甚且不及孟子（178）、儒家（158）、荀

子（155）。「孔子」則在第 1 至第 4 期，分居第 3、4、3、6。

122 類「漢代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董仲舒（111）、王充

（81）、淮南子（71）、論衡（38）、春秋繁露（29）、思想（28）、鹽鐵論（21）、

人性論（20）、漢代（19）、白虎通（18）、氣（18）、道（18）、揚雄（18）。「董

仲舒」在第 2、3、4 期的熱門度都居首，僅在第 1 期，「思想（24）」、「王

充（21）」、「淮南子（14）」的熱門度超過「董仲舒（10）」。「春秋繁露」

在第 1 時期未見於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之列，而第 2、3、4 期則均在前 10 個

熱門關鍵詞之列。「鹽鐵論」僅在第 1 期出現在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之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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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國哲學類各時期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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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4 期則均未在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之列。

123 類「魏晉六朝哲學」期刊文獻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王弼（88）、魏晉

（76）、嵇康（67）、玄學（66）、郭象（51）、魏晉玄學（40）、自然（36）、

阮籍（31）、清談（30）、名教（27）、顏氏家訓（28）。「嵇康」在第 3 和第

4 期的熱門度均居首，而在另兩個時期，則不如王弼熱門。

124 類「唐代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韓愈（38）、柳宗元

（16）、思想（8）、李翱（6）、重玄（6）、成玄英（6）、孟子（5）、皮日休

（4）、原性（4）、原道（4）、道教（4）、儒學（4）、莊子（4）。「韓愈」

在各時期皆為最熱門之關鍵詞；「柳宗元」緊追其後；不過，在2001-2010期間，

唐代道士「成玄英（5）」的熱門度略微超過「柳宗元（4）」。

125 類「宋元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朱熹（529）、理學

（168）、張載（90）、宋代（76）、陸象山（51）、思想（49）、宋明理學（47）、

朱子學（47）、心學（46）、周敦頤（46）、周濂溪（46）。「朱熹」在各時

期皆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張載在每個時期均有關注者，尤其第 3 期 （22）、

第 4 期（39），研究者不少。

126 類「明代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王陽明（274）、良知

（77）、心學（68）、陽明學（53）、致良知（48）、劉蕺山（47）、知行合一

（43）、李贄（36）、理學（35）、王龍溪（35）。「王陽明」在各時期皆是最

熱門的研究主題。

127 類「清代哲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清代（28）、章太炎

（10）、清代學術（10）、經世（9）、理學（7）、思想（7）、儒學（6）、晚清（6）、

經學（6）、哲學（6）。「章太炎」及「朱熹」在第 3、4 期的熱門度較高。

（四）宗教類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佛教總論及佛教各種主題

（1）論文數量分析

220-229 類「佛教總論及佛教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計有 12,003 篇，占

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11.12%，最盛時期是第 3 期；其中，以佛教

總論（4,138，占佛教類的 34.47%）的篇數最多；其次為佛教宗派（2,473，

占 20.60%）、經及其釋（1,888，占 15.73%）、佛教儀制；佛教文藝（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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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3.43%）、論及其釋（1,038，占 8.65%）。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佛教總論（1,130）最多；

其次為佛教宗派 （680）及經及其釋（471）；1991-2000 之間，以佛教總論

（731）最多；其次為佛教宗派（541）及佛教儀制；佛教文藝（368）；2001-

2010 之間，以佛教總論（1,332）最多；其次為佛教宗派（715）及經及其釋

（555）；2011-2021 之間，以佛教總論（945）最多；其次為經及其釋（546）

及佛教宗派（537）（見表 7）。

另以各主題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佛教總論」之相關研究，非

常受重視，其最盛時期在第 3 期，其次是第 1 期；第 2 期和第 4 期則相差不

遠。「經及其釋」研究的最盛時期亦在第 3 期，其次為第 4 期，第 1 期也有

不少研究者，而第 2 期的相關研究略少。「論及其釋」之研究，起起伏伏，

最盛時期為第 1 期，至第 2 期則遽降，第 3 期再度提高，第 4 期則再微幅

增加。「律及其釋」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第 1 期數量最多，之後一路下滑。

「佛教儀制、佛教文藝」之研究在第 3 期最為盛行，其他時期也不少，但各

時期研究數量相差不大。「佛教宗派」之研究呈現雙高峰現象，第 1 期和第 3

期的篇數較多，第 2 期和第 4 期則略少。「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寺院」、

「佛教史地」的研究，較盛行時期都在第 3 期。「佛教傳記」的研究文獻很

少，在第 4 期有稍多的研究文獻（見圖 4）。

表 7  

「佛教總論」及佛教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220 佛教總論 4,13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30 731 1,332 945 

221 經及其釋 1,88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471 316 555 546 

222 論及其釋 1,03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43 194 240 261 

223 律及其釋 15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64 40 36 1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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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220 類「佛教總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939）、人間佛

教（272）、佛學（203）、佛法（192）、中國（122）、星雲大師（102）、臺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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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佛教總論及佛教各時期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篇數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224
佛教儀制：

佛教文藝
1,61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77 368 466 401 

225
佛教佈教及

信仰生活
28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2 38 117 59 

226 佛教宗派 2,47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680 541 715 537 

227 寺院 26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51 59 89 66 

228 佛教史地 12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3 20 60 24 

229 佛教傳記 1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0 6 11 

總計 12,003 3,212 2,307 3,616 2,868 

表 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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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67）、佛陀（64）、思想（60）。「星雲大師」在第 3、4 時期皆在

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占有一席之地；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在第 3、4

期亦是高度受關注的主題；另外，「印順」法師在第 4 時期入列。

221 類「經及其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94）、華嚴經

（78）、金剛經（70）、講話（61）、維摩詰經（56）、佛經（49）、雜阿含經（45）、

法華經（44）、阿含經（42）、大乘佛教（39）。華嚴經在第 1、4 時期入列；

金剛經、心經於第 1、3 時期入列；藥師經於第 3 期入列；法華經於第 2、4

期入列。

222 類「論及其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大智度論（124）、菩

薩（66）、中論（49）、龍樹（45）、大乘三系（41）、大乘起信論（40）、

中觀（38）、佛教（32）、唯識學（30）、因明（28）。「大智度論」在第 1、2

期的相關文獻皆居首，第 3期以「唯釋學」、「成唯識論」最多，第 4期則以「大

承三系」最多。

223 類「律及其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戒律（34）、瑜伽戒

疏（29）、見月律師（12）、律學（12）、釋義（11）、在家菩薩戒本（11）、

菩薩戒（9）、佛教（9）、四分律（6）、戒學（6）。

224類「佛教儀制；佛教文藝」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199）、

佛教藝術（126）、藝術（80）、佛像（79）、中國（51）、造像（48）、美術

（35）、敦煌（29）、佛教美術（28）、佛教文化（27）。「佛像」及「造像」

在各時期的相關文獻皆不少。

225類「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71）、

比丘尼（24）、六和敬（14）、戒律（13）、出家（13）、佛教僧團（13）、人

間佛教（11）、佛陀（11）、佈教法（11）、臺灣（9）、五戒（9）。第 4 期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中的「素食」、「蔬食」是未見於其他時期的關鍵詞，顯見這

時期開始，佛教人士開始重視養生之道。

226類「佛教宗派」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禪宗（286）、禪（114）、

六祖壇經（105）、天臺宗（103）、佛教（72）、止觀（69）、華嚴宗（67）、

淨土宗（64）、中國（59）、壇經（57）。「禪宗」在各時期均有大量研究，

是最熱門的關鍵詞。「六祖壇經」則在第 1、2、3 時期入列；「天臺宗」在第

2、3、4 期入列；「華嚴宗」在第 1、2、3 時期入列。佛教相關人物在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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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玄奘大師、第 3 期有僧肇、智顗、惠能、第 4 期有胡適之相關文獻。

227 類「寺院」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32）、寺院（29）、

寺廟（11）、中國（11）、佛寺（9）、法門寺（8）、光孝寺（7）、寺院經濟（7）、

臺灣（7）、唐代（7）。「寺院經濟」於第 3、4 期有相關研究。第 1 期的「少

林寺」、第 2、3 期的「法門寺」、第 1、4 期的「光孝寺」、第 4 期的「龍

山寺」亦有相關研究。

228類「佛教史地」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佛教（56）、臺灣（14）、

中國（9）、人間佛教（4）、臺灣佛教（4）、日本（4）、法難（4）、日據時期

（4）、佛教史（4）、香港（4）、傳播（4）、佈教（4）。因各期的文獻數量較

少，在關鍵詞詞頻出現的次數上，未見集中於特定主題。

229 類「佛教傳記」期刊文獻之數量較少，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呂碧城

（3）、居士（3）、佛教（3）、名僧傳抄（2）、中外佛教人物論（2）、僧傳

（2）外，其他關鍵詞，比觀、高僧傳、付法藏因緣傳、聖嚴法師、黃夏年、

耶輸陀羅、付法藏經、寰遊自傳、吉迦夜、佛陀、分類、雜寶藏經、旅遊文學、

付法藏傳、心靈環保、阿育王傳、禪七、曇曜、編次、寶雲、經抄、合本經、

抄經、寶唱、宗性的詞頻都只有 1 次。

2. 道教總論及道教各種主題

（1）論文數量分析

230-239 類「道教總論」及道教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總計有 1,262 篇，約

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1.17%，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85 篇，

1991-2000之間有398篇，2001-2010之間有428篇，2011-2021之間有351篇，

以第 3 期之相關文獻最多。若以各類來看，其中，以道教總論（299，占道

教類的23.69%）的篇數最多，其次為道藏（246，占19.49%）、道教儀式（215，

占 17.04%）、道教修鍊（214，占 16.96%）（見表 8）。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道教總論（28）最多；其

次為道藏（25）及道教儀式（10）；1991-2000 之間，以道教總論（118）最

多；其次為道藏（75）及道教儀式（75）；2001-2010之間，以道教修鍊（118）

最多；其次為道教總論（86）及道藏（66）；2011-2021 之間，以道藏（80）

最多；其次為道教儀式（69）及道教總論（67）（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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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道教各相關主題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道教總論」相關研

究在第 1 期較少，第 2 期則突飛猛進，為最盛時期，之後，在第 3 期和第 4

期則遞減。「道藏」之研究，在第 2 期和第 4 期最多，呈現雙峰，第 3 期略

少，第 1 期則最不受關注。「道教儀式」在第 2 期有較多人投入，其次是第 4

期，第 3 期與第 4 期相差不遠。「道教修鍊」和「道教宗派」研究趨勢則相同，

高峰都是在第 3 期，其次是第 4 期，第 1 期則最少（見圖 5）。

表 8  

「道教總論」及道教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230 道教總論 29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8 118 86 67 

231 道藏 24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5 75 66 80 

233 道教規律 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1 2 0 

234 道教儀式 21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 75 61 69 

235 道教修鍊 21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 36 118 52 

236 道教宗派 14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 34 56 49 

237
道觀及

道教組織
4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13 11 16 

238 道教史 5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16 20 12 

239 道教傳記 4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30 8 6 

總計 1,262 85 398 428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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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230 類「道教總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165）、道家

（14）、宗教（6）、道教研究（6）、道教信仰（6）、六朝（6）、道教倫理（6）、

神仙（6）、生命哲學（6）、佛教（5）。第 2 期除了傳統道教相關主題之研究，

亦出現道教美學、道教文化、道教倫理、生命哲學等主題，是最為多元的時

期。

231 類「道藏」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49）、太平經

（34）、道藏（19）、黃庭經（13）、內丹（8）、道經（8）、靈寶（6）、存思（5）、

周易參同契（5）、真誥（5）。太平經的文獻篇數在第 2 期居第一、在第 3 期

居第二、在第 4 期則退出前 10；黃庭經的研究篇數在第 2 期居第四、第 3 期

居第五、第 4 期則為第四。

233 類「道教規律」期刊文獻在各時期的文獻均僅有個位數，前 10 個熱

門關鍵詞，除道教（2）、功過格（2）外，自知錄、抱朴子、雲棲袾宏、文

化移植、宗教認同、道家、五戒、倫常觀、戒律、善惡、承負說、報應論、

修誡成仙的詞頻皆僅有 1 次。

圖 5　道教總論及道教各時期各種主題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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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類「道教儀式」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76）、科儀

（19）、臺灣（13）、齋醮（9）、正一派（6）、建醮（6）、重慶（6）、醮（6）、

道教科儀（6）、儀式（5）、道教音樂（5）、音樂（5）、道教儀式（5）、道壇（5）、

靈寶（5）。每一時期最常見的關鍵詞包括科儀、儀式、齋醮、醮祭、建醮等；

另外，第 1 至 3 時期均有道教音樂的研究文獻；第 3、4 期的靈寶、靈寶齋，

有數篇相關研究；第 2 期，亦有人關注喪葬祭祀儀式（3）；值得關注的是第

1 期出現的「瘟儀式」是否會因疫情在這兩年增加關注度。

235類「道教修鍊」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內丹（51）、道教（47）、

養生（16）、道家（15）、丹道（13）、氣功（13）、修煉（11）、內丹學（11）、

外丹（9）、丹道學（6）。「內丹」的研究在各時期都是最熱門，每期也有研

究「外丹」者，數量較少；以較廣範圍研究道教「氣功」和「養生術」者，

不在少數；亦有人關注「房中術」；在人物方面，則第 4 期有翁葆光（3）、

李道純（2）、陳攖寧（2）、陳景元（2）等。

236 類「道教宗派」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全真道（35）、道教

（27）、全真教（27）、王重陽（17）、淨明道（11）、丘處機（9）、先天道（8）、

天師道（7）、內丹（5）、許遜（5）、白玉蟾（5）。「全真道」、「全真教」

在各時間的關注度皆最高，而「天師道」在第 2、3 期和「先天道」在第 1、

2、4 期也都有相關研究。在人物方面，則第 1、2、3、4 期，均有人研究「王

重陽」和「丘處機」。

237 類「道觀及道教組織」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11）、

道士（4）、清代（2）、臺灣北部（2）、女冠（2）、正一派道士（2）、譜系

（2）、道觀（2）、白雲觀（2）、中國社會（2）、火居道士（2）、道教史（2）。

由於文獻數量較少，各時期的主題較為分散，無法看出研究趨勢。

238 類「道教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35）、日本（5）、

宋代（3）、江南（2）、崇道（2）、唐玄宗（2）、宋真宗（2）、北宋（2）、

南詔（2）、雲南（2）、臺灣（2）、明代（2）、道教史（2）、信仰（2）、唐

代（2）。由於文獻數量較少，各時期的主題較為分散，無法看出研究趨勢。

239類「道教傳記史」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道教（6）、陳摶（6）、

陶弘景（4）、葛洪（4）、神仙傳（3）、葉法善（2）、張雨（2）、全真道（2）、

顧歡（2）、真靈位業圖（2）、杜光庭（2）、丘處機（2）、道教文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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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傳（2）、黃帝（2）、墉城集仙錄（2）。有關「陳博」的 6篇研究全在第 2期。

由於文獻數量較少，各時期的主題較為分散，無法看出研究趨勢。

3. 中國其他宗教

（1）論文數量分析

271 類「中國其他宗教」及相關主題期刊論文計有 216 篇，其中，1981-

1990 之間，有 44 篇；1991-2000 之間，有 34 篇；2001-2010 之間，有 42 篇；

2011-2021 之間，有 96 篇（見表 9）。

282 類「中國神話」之期刊論文計有 344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35篇；1991-2000之間，有 93篇；2001-2010之間，有 135篇；2011-2021之間，

有 81 篇（見表 9）。

291 類「陰陽五行」之期刊論文計有 43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12篇；1991-2000之間，有 11篇；2001-2010之間，有 12篇；2011-2021之間，

有 8 篇（見表 9）。

293 類「命相」之期刊論文計有 50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11 篇；

1991-2000 之間，有 8 篇；2001-2010 之間，有 18 篇；2011-2021 之間，有

13 篇（見表 9）。

294類「堪輿」之期刊論文計有 122篇，其中，1981-1990之間，有 21篇；

1991-2000 之間，有 31 篇；2001-2010 之間，有 48 篇；2011-2021 之間，有

22 篇（見表 9）。

「中國神話」和「堪輿」之研究，從最少的第 1 期，遞升至第 3 期達高

峰期，至第 4 期下降甚多。「命相」以第 3 期最受關注，「中國其他宗教」則

是在第 4 期最受關注，「陰陽五行」則是第 1、第 3 期為雙高峰。

表 9  

「中國其他宗教」及相關主題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271
中國其他

宗教
21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44 34 42 96

282 中國神話 34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5 93 135 81

（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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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291 陰陽五行 4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2 11 12 8

293 命相 5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 8 18 13

294 堪輿 12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1 31 48 22 

總計 775 123 177 255 220

表 9（續）

（2）研究主題分析

271 類「中國其他宗教」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一貫道（100）、

儒教（18）、孔廟（16）、臺灣（8）、宗教（7）、發一崇德（6）、道統（6）、

王覺一（6）、孔子（6）、天命（5）、聖訓（5）、三教合一（5）、孔教（5）、

儒學（5）、軒轅教（5）、白蓮教（5）、孔子廟（5）。一貫道的研究文獻在

各時期均高居第一，尤其第 4 期的文獻數量（56）超過前 3 期的總數（44）。

孔廟和儒教的研究在各時期亦受到關注，數量僅次於一貫道。

282 類「中國神話」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神話（136）、山海經

（57）、中國（25）、中國神話（20）、傳說（14）、女媧（13）、創世神話（10）、

臺灣（9）、古代（9）、盤古（9）。其中，「山海經」在各時期均獲得很多關注；

女媧在第 2、3、4期亦有人研究。「臺灣原住民」則在第 3、4期都有相關研究。

291類「陰陽五行」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五行（13）、陰陽（7）、

陰陽學說（5）、中國（4）、劉向（3）、宇宙（3）、災異（2）、董仲舒（2）、

五行學說（2）、劉歆（2）、洪範五行傳（2）、宇宙觀（2）、五行說（2）、

存在（2）、典型（2）。由於文獻數量較少，各時期的主題較為分散，無法看

出研究趨勢。

293 類「命相」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關鍵詞為算命（11）、八字（4）、

相術（4）、命理（4）、術數（3）、姓名學（3）、相書（3）、命名（3）、姓名（3）、

中國（2）、神相全編（2）、日書（2）、面相學（2）、電腦（2）、命理學（2）、

象徵（2）、命相（2）、易經（2）、擇日（2）、看相（2）。由於文獻數量較少，

各時期的主題較為分散，無法看出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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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類「堪輿」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風水（65）、陽宅（13）、

堪輿（8）、方位（6）、風水信仰（6）、風水術（5）、設計（5）、吉凶（4）、

臺灣（4）、文化基因（3）、風水學（3）、客家（3）、中國（3）、空間（3）。

「風水」在各期均居首位，其次，「陽宅」、「堪輿」在各期都有人研究；從

關鍵詞也可看出，有人從「文化基因」來切入，有人關心「客家的風水」問題，

有人從「空間設計」來考量。其他主題則因文獻數量少，主題亦難凸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