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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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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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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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10-years periods of  time. As for research domain, articles i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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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Keywords】

漢學研究、計量分析、期刊論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Sinology research; Bibliometrics; NCL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Journal 

articles

（五）史地類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中國通史

（1）論文數量分析

610-619 類「中國通史」之期刊論文計有 2,611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

關期刊論文的 2.42%；占史地類的 8.86%；其中，以中國史學理論（1,023，

占 39.18%）最多；中國通史（903，占 34.58%）、中國史學教育（507，占

19.42%）（見表 10）。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通史（314）最多；

其次為中國史學理論（285）及中國史學教育（88）；1991-2000 之間，以中

國史學理論（291）最多；其次為中國通史（186）及中國史學教育（181）；

2001-2010 之間，以中國史學理論（286）最多；其次為中國通史（208）及

中國史學教育（121）；2011-2021 之間，以中國通史（195）最多；其次為中

國史學理論（161）及中國史學教育（117）（見表 10）。

另以中國史各主題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中國史學理論」之研

究，最受重視的時期為第 2 期較第 1 期略高，第 3 期微幅下降，第 4 期再度

下降。「中國通史」之研究，第 1 期之數量為最高，之後，至第 2 期遽降，

第 3 期微幅上升，第 4 期再度微幅下降。「中國史學教育」之研究，第 1 期

最少，至 2 期遽升且達高峰，第 3、4 期則下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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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10 類「中國通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史記（345）、史記會

注考證（143）、司馬遷（115）、史通（38）、劉知幾（30）、資治通鑑（27）、

漢書（21）、中國（19）、列傳（18）、太史公（14）、史學（14）。各時期都

是史記和司馬遷的天下；列傳和漢書得到的關注亦不少。在人物方面，第 1

期出現的關鍵詞有「司馬遷（9）」、「孔子（7）」；第 2 期出現的關鍵詞有「司

馬遷（23）」、「劉知己（8）」；第 3 期出現的關鍵詞有「司馬遷（51）」、「劉

知幾（12）」、「司馬光（9）」、「章學誠（7）」；第 4 期出現的關鍵詞有「司

馬遷（32）」、「劉知幾（6）」、「項羽（6）」、「漢武帝（4）」、「劉邦（3）」、

表 10

「中國通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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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中國通史 90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14 186 208 195 

611
中國史學

理論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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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291 286 161 

612
中國史學

參考工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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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13
中國史學

教育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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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181 121 117 

614
中國史學

辭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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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4 0 

615
中國史學

期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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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7 6 

616
中國史學

團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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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7 1 

617
中國史學

論文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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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618
中國史學

叢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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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6 37 13 

619 中國史研究 2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7 15 3 

總計 2,611 720 710 685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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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3）」、「霍去病（3）」、「衛青（3）」。

611 類「中國史學理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史學（151）、歷

史（126）、中國（65）、歷史學（51）、口述歷史（48）、歷史哲學（33）、

史學思想（28）、唯物史觀（26）、臺灣（23）、新史學（22）。

613類「中國史學教育」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歷史教學（104）、

國中（103）、歷史（87）、高中（74）、教科書（52）、歷史教育（50）、歷

史教科書（50）、教學（40）、地理（29）、中學（28）。國中史學教育在第 1、

2 期受到的關注度較高中為高；第 3、4 期則是高中略多；歷史教學、教科書

之探討，在每一個時期亦有不少的研究文獻。第 3 期的影視史學及第 4 期的

閱讀素養，則有更多的面向探討史學教育。

614 類「中國史學辭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工具書（4）、

歷史辭典（3）、辭書評論（3）、中共（2）、中國歷史（2）、歷史學（2）、

二十五史專書辭典叢書（1）、中國（1）、研究（1）、高崢（1）、參考書（1）、

國史（1）、張錦郎（1）、現代史（1）、臺灣（1）、臺灣歷史辭典（1）、辭典

（1）。文獻數量很少，很難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勢。

615 類「中國史學期刊」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古代中國、

目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期刊、期刊評比、評比排序、歷史月刊各有 2

次詞頻外，其餘的大地地理雜誌、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

國歷史學年鑑、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公共歷史、分類、引用頻率、文革、

主成分分析法、以書代刊、出版物、北大史學、史地學報、史學、史學研究、

史學理論、史學集刊、年鑑學報、抗日戰爭研究、林本源基金會、政治運動、

計量分析、停刊、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期刊、國史館、新史學、群落分析法、

電子期刊、寡佔、臺灣地區、臺灣研究、臺灣風物、黎澍、學術威權、歷史、

歷史文獻、歷史地理學、歷史研究、歷史與政策、歷史學門、歷史學專業期

刊、歷史學期刊、歷史學學術期刊、期刊排序等，詞頻皆僅有 1 次。文獻數

量很少，較難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勢。

616 類「中國史學團體」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國史館（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外，其餘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近史所、中國唐史

學會、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古蹟、史官、史料文獻、史館檔、社會科學院歷

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建築物、故宮博物院、胡適、修纂業務、院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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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室、 張其昀、清史稿、清史館、清國史館、復館、黑龍江省、業務資訊化、

臺灣、歷史學會、韓國、魏晉隋唐史研究會等關鍵詞皆僅有 1 次詞頻。相關

文獻之數量很少，較難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勢。

618 類「中國史學叢書」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史通（38）、

劉知幾（20）、文史通義（12）、章學誠（9）、史學（8）、疑古（4）、史學

思想（4）、史記（4）、十七史商榷（4）、實錄（4）、王鳴盛（4）。唐朝劉

知幾史學著作「史通」在各時期都是關注度最高者。清朝章學誠及其著作「文

史通義」的關注度亦不低，尤其在第 3 期有 7 篇文獻提及「文史通義」，有 6

篇提及「章學誠」。

619 類「中國史研究」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史學研究（5）、史

學（3）、方法論（2）、史學理論（2）、田野工作（2）、計量分析（2）、計

量史學（2）、記憶（2）、臺灣地區（2）、歷史學（2）、歷史學報（2）。文

獻數量很少，很難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勢。

2. 中國斷代史

（1）論文數量分析

620-629 類「中國斷代史」之期刊論文計有 6,789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

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6.29%；占史地類的 23.04%；其中，以民國（2,668，占

39.30%）最多；其次為清（1,033，占 15.22%）及明（616，占 9.07%）（見

表 11）。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民國（790）最多，其次

為清（223）及先秦哲學（161）；1991-2000 之間，以民國（549）最多，其

次為清（290）及宋及遼金元（160）；2001-2010 之間，以民國（610）最多，

其次為清（300）及明（245）；2011-2021 之間，以民國（719）最多，其次

為清（220）、宋及遼金元（140）、明（138）（見表 11）。

另以各朝代歷史之研究在各時期的發展情形來看，「民國史」的研究，

居於領先地位，其中以第 1 期的研究數量，尤其明顯，第 2 期則下滑不少，

之後，在第 3 期上揚，第 4 期持續飆高。「清史」的研究最盛期在第 3 期，

其次是第 2 期；第 1 期和第 4 期則相差不遠。「宋及遼金元史」的研究，在

各時期起起伏伏，但皆有一定程度的關愛者，第 2 期的篇數居首，其次依序

為第 1 期、第 4 期、第 3 期。「明史」在各時期受到的關愛皆不少，第 3 期



臺灣四十年來漢學研究趨勢：期刊論文書目計量分析（下） 39

領先，其次依序為第 4 期、第 2 期、第 1 期。「先秦史」的研究在第 1 期受

到較多關愛的眼神，之後，漸次下滑。「唐及五代史」、「晉及南北朝」及「漢

及三國」同樣從第 1 期一路揚升，至第 4 期則下降不少（見圖 6）。

表 11

「中國斷代史」及各朝代歷史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20 中國斷代史 1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3 11 3 

621 先秦 55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61 147 141 109 

622 漢及三國 47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7 117 151 112 

623 晉及南北朝 40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6 89 141 96 

624 唐及五代 44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6 119 129 89 

625 宋及遼金元 57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56 160 117 140 

626 明 61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4 129 245 138 

627 清 1,03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23 290 300 220 

628 民國 2,66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90 549 610 719 

629 中國方隅史 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1 0 

總計 6,789 1,714 1,603 1,846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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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國斷代史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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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國斷代史之期刊論文篇數

（2）研究主題分析

620 類「中國斷代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中國歷史（8）、

中國（3）外，其餘的不平等條約、中心、中古、中江兆民、中國古代、中國觀、

中華民族、支那、日本、比較歷史、成住壞空、夾門魚鱗陳、周邊、帕提亞、

拂菻、東北亞重建、垂簾聽政、帝國、帝國霸權、政治經濟、政變、軍事擴張、

時代、核心地區、核心集團、區分、清君側、犁靬、逼宮、漢土、歐洲、黎軒、

歷史、歷史教科書、歷史變革、轉移、羅友枝、羅馬帝國等關鍵詞，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21類「先秦」期刊文獻熱門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國語（38）、秦（30）、

春秋（29）、中國（25）、左傳（22）、西周（20）、戰國策（20）、戰國時期（19）、

周代（18）、秦始皇（15）、商代（15）、逸周書（15）。記錄周朝王室和魯國、

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歷史的「國語」在第 1、2、

4 期都有不少相關文獻；另外，「春秋」在第 1、2、3 期均有不少相關文獻；

「左傳」則在第 1、3、4 期有不少相關文獻。在人物方面，第 1 期出現「左

丘明（7）」；第 2 期出現「秦始皇（5）」；第 3 期出現「黃帝（11）」、「秦

始皇（7）」、「項羽（4）」、「炎帝（4）」；第 4 期出現「劉邦（8）」、「張良

（4）」、「蕭旭（4）」。

622 類「漢及三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漢書（60）、漢代

（51）、西漢（33）、三國志（27）、漢武帝（27）、東漢（26）、匈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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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22）、三國（21）、孫吳（15）、孫權（15）。除了「漢書」是每一期

出現最多的關鍵詞外，史記、三國志在第2、3、4期均有不少相關研究；另外，

「匈奴」在第1、2、3期的關注度都不低。在人物方面，第2期出現漢武帝（7）、

王莽（5），第 3期出現漢武帝（12）、孫權（7），第 4期的陳壽（7）、孫權（6）、

諸葛亮（5）、班固（5）、漢武帝（5）等。

623 類「晉及南北朝」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北魏（46）、

北朝（18）、東晉（18）、隋代（18）、南北朝（17）、五胡十六國（16）、魏

晉南北朝（18）、匈奴（14）、南朝（14）、漢化（14）。除了以此時期的歷

史為研究對象的關鍵詞外，第 1 期的「突厥」和第 2、3、4 期「匈奴」的關

注度都不低，顯見外來遊牧民族的議題亦是研究者關心的課題。在人物方面，

第 2 期出現隋文帝（3）、陳霸先（3），第 3 期出現隋煬帝（6）、高歡（5），

第 4 期則有劉裕（4）、魏收（3）等。

624 類「唐及五代」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唐代（115）、唐太

宗（32）、安史之亂（26）、五代十國（21）、唐史研究（19）、史學（18）、

唐代學術研究（16）、唐玄宗（14）、舊唐書（14）、武則天（13）、藩鎮（13）。

除了以此時期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關鍵詞外，第 1、3、4 期「安史之亂」及

第 1、3期的「藩鎮」的關注度都不低。在人物方面，第 1期出現唐太宗（4）、

唐玄宗（3）；第 2 期出現唐太宗（7）、唐玄宗（4）、唐德宗（4）；第 3 期

出現唐太宗（15）、武則天（7）、唐玄宗（5）；第 4 期則有陸游（10）、唐

太宗（6）、武則天（3）、郭子儀（3）等。

625 類「宋及遼金元」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宋代（88）、遼代

（46）、元代（45）、南宋（44）、宋史（40）、北宋（34）、金代（29）、宋

高宗（17）、契丹（16）、西夏（15）。除了以此時期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關

鍵詞外，第 1 期的「契丹」的關注度不低，顯見外來遊牧民族的議題亦是研

究者關心的課題。在人物方面，第 1期出現高宗（6）、第 3期出現宋高宗（7），

第 4 期則有宋神宗（6）、宋真宗（4）、宋高宗（4）、范仲淹（4）等。

626 類「明」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明代（152）、鄭成功（38）、

鄭和（36）、明史（35）、鄭和下西洋（32）、臺灣（22）、明太祖（16）、研究（15）、

清代（15）、歷史（15）。在人物方面，第 1 期出現黃仁宇（5）、鄭和（4）；

第 2 期鄭成功（11）、鄭和（6）、明成祖（4）、谷應泰（3）、明太祖（3）、



42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一一年第一期 （2022.6）

嘉靖（3）、熊廷弼（3）、鄭經（3）；第 3 期出現鄭和（25）、鄭成功（19）、

朱元璋（10）、明太祖（9）、嘉靖（7）；第 4 期則有鄭成功（6）、鄭芝龍（4）、

明太祖（3）、崇禎（3）、張煌言（3）、嘉靖（3）、魯王（3）等。第 4 期「鄭

和下西洋」歷史事件受到關注，各有 19 和 6 篇相關文獻。

627 類「清」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清代（172）、中國（82）、

康熙（57）、太平天國（48）、鴉片戰爭（41）、乾隆（40）、雍正（39）、戊

戌變法（38）、甲午戰爭（32）、近代史（30）。除了以此時期的歷史為研

究對象的關鍵詞外，第 1、2、3 期的「太平天國」和第 1、2、3、4 期的「鴉

片戰爭」的關注度都不低；在人物方面，第 2 期康熙（20）、康有為（11），

第 3 期出現雍正（23）、乾隆（15）、康熙（14）、曾國藩（8），第 4 期則有

康熙（22）、乾隆（15）、雍正（11）、嘉慶（10）、康有為（9）、伯克（5）等。

628 類「民國」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五四運動（177）、中日戰

爭（158）、蔣介石（156）、辛亥革命（150）、228 事件（143）、中國（123）、

中央工作日記（117）、阮毅成（117）、西安事變（106）、日本（93）。「五四

運動」、「辛亥革命」在每一時期均受到高度關注；「二二八事件」在第 2、3、

4 期均是熱門研究主題；「西安事變」在第 1、2、3 期也有不少人研究。在人

物方面，第 3、4 期均出現阮毅成（63）及蔣介石（59），相關研究文獻不少；

第 3 期則另有孫逸仙（23）。

629 類「中國方隅史」僅有 1 篇期刊文獻，關鍵詞為中國北方（1）、少

數民族（1）。

3. 中國文化史

（1）論文數量分析

630-638 類「中國文化史、各朝代文化史」之期刊論文計有 822 篇，占

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0.76%；占史地類的 2.79%；其中，以中國

文化史（705，占中國文化史、各朝代文化史類的 85.77%）、明代文化史（34，

占 4.14%）、清代文化史（26，占 3.16%）較多（見表 12）。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文化史（247）最多，

其他各朝代文化史都是零星 3 篇或無；1991-2000 之間，最多為中國文化史

（263）；其次為唐及五代文化史、宋及遼金元文化史及清代文化史各有 6 篇、

明代文化史有 5 篇；2001-2010 之間，最多為中國文化史（112）；其次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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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史（25）、清代文化史（11）、宋及遼金元文化史（9）；2011-2021 之間，

最多為中國文化史（83）；其次為清代文化史（8）及宋及遼金元文化史（4）

（見表 12）。

中國文化史在前兩期的研究文獻頗多，第 2 期是最高峰，之後，漸次下

滑；另以各朝代文化史在各時期的發展熱度來看，除了「唐及五代文化史」

外，各朝代文化之研究皆以第 3 期受到較多關愛的眼神，其中又以「明代文

化史」在第 3 期一枝獨秀（見圖 7）。

表 12

「中國文化史」及各朝代文化史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30 中國文化史 70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47 263 112 83 

631 先秦文化史 1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 2 4 3 

632
漢及三國文

化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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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8 0 

633
晉及南北朝

文化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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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 3 

634
唐及五代文

化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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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3 0 

635
宋及遼金元

文化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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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9 4 

636 明代文化史 3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5 25 3 

637 清代文化史 2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6 11 8 

638 現代文化史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總計 822 253 291 17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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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30 類「中國文化史」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關鍵詞為中國文化（190）、

文化（103）、中華文化（85）、中國（70）、臺灣（44）、傳統（28）、臺灣

文化（28）、河洛文化（24）、現代化（21）、文化建設（17）。「中國文化」

和「中華文化」在每一時期均受到高度關注；「臺灣文化」在第 2、3、4 期

均是熱門研究主題；「河洛文化」在第 3、4 期也有不少人研究。在地域方面，

第 1 期出現中國（30），第 2 期出現中國（33）、臺灣（33）、大陸（9）、香

港（8）；第 3 期出現臺灣（7）、中國（4）；第 4 期出現中國（3）、東亞（2）、

硯臺（2）、越南（2）等。

631-637 類各類各時期的期刊文獻篇數皆不多，且主題分散後，較難形

成一個研究趨勢。

631 類「先秦文化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中原文化、中國、

文化、先秦、秦、楚文化等關鍵詞各有 2 次詞頻外，其他文化職責、考古學、

東方、東周時期、城址、秦文化、耆老、張正明、都城型態、陶器、楚文化史、

墓葬、銅器、器用制度、器物、戰國時代、三星堆文明、中國文化、文化變遷、

出土文物、先商文化、安撫、攻滅、和親、哲學人類學、秦陵、採借、涵化、

傳播、經濟、舊石器時代等關鍵詞皆僅有 1 次詞頻。本類文獻篇數較少，主

題過於分散，較難看出研究趨勢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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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中國文化史及各朝代文化史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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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中國文化史及各朝代文化史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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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類「漢及三國文化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漢代（8）、

文化（2）外，其餘三國、中西貿易、文化史、文物、文學、文藝、日用雜品、

世風、史學、市井生活、市場管理、死義、西域、東漢、南漢國、政教、科技、

唐代、娛樂生活、商人、創造、絲綢、葡萄酒、熊鐵基、審美觀、謠諺、醫學、

藝術等的關鍵詞詞頻皆僅有 1 次。

633 類「晉及南北朝文化史」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關鍵詞，除魏晉南北

朝有 2 次外，其他士人文化、中尚方、天竺、文中子、文史整合、王通、西

域、佛教史、法顯、法顯傳、思想文化史、胡化漢族、胡族、奢華、陳寅恪、

隋、意識形態、禁物、違禁品、漢化胡族、學術史、轉承時期、邊境貿易等，

關鍵詞詞頻皆僅有 1 次。

634 類「唐及五代文化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唐代（4）、

唐代文化（2）外，其他文化、文化現象、文化產業、文化意蘊、文化變遷、

仙女下凡、外來文化、本紀、全唐詩、多元化、多元族群、宋代、李龜年、

杜甫、物質文明、知性的反省、社會文明、美典、胡風文化、風格類型、唐

宋文化變遷、時代相、馬克思、族譜、盛行、陳寅恪、傳統、新唐書、詮釋、

種族、歷史分期、獨異志、職官志、舊唐書、觀點等關鍵詞的詞頻，皆僅有

1 次。

635 類「宋及遼金元文化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宋代（4）、

文化（3）、士人（2）、元代（2）、墓誌銘（2）、遼代（2）外，其餘九老圖、

人倫關係、三教合一、中原典籍、中國文化、元代文化史、元符、元朝、內

斂文化、文士、文化交流、文化政策、文吏、文彥博、文藝、文獻、日本、

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北宋、玉山雅集、地方、宋仁宗、李照、武質文人、

社會文化、空間、金、政治、政治文化、旅行、旅宿、旅遊、書緣、耆英會、

酒業、高麗、崇文抑武、敘事、淵源、婺州、馮元、傳統、資聖院、熙寧、

蒙元文化、豪俠、撰銘、樂制、請銘、顧瑛等的關鍵詞詞頻皆僅有 1 次。

636 類「明」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明代（13）、晚明（5）、狂

士（3）、明清文化（3）、士人（2）、中晚明（2）、文人（2）、文化史（2）、

江南（2）、明清（2）、物質文化（2）、情欲（2）、場域（2）、認同（2）。

第 4 期出現的園林、思想轉化、空間、旅遊思想、獨立性易、徐霞客等，顯

示研究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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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類「清代文化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清代（5）、文化

（2）、西學東漸（2）外，其餘八旗通志、上諭檔、士商文化、中日、中西

文化交流、中西體用、中法文化交流、中國、中國城市、中華文化、中體西用、

內山、文化交流、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傳播、文學思潮、日本訪書志、日常

生活、北戴河、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史蹟、生活文化、交流、在地創新服務

方法論、朱啟鈐、西學、何如璋、吳伯婭、使東述略、宜蘭、明末、東學西播、

物質文化、知識倉庫、後利瑪竇時代、玻璃、皇太極、科技化服務、美學、

苗栗、軍機處檔、香港、宮中檔、旅遊指南、海浴、消費社會、乾坤正氣集、

乾隆、區域活化、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康熙、惜字、晚清文化史、晚清

外交使節、清中葉、清末民初、清初、清客筆談、現代性、揚州文化、欽定、

湖北、筆談、開墾史、楊守敬、雍正、滿洲、漢人、碧霞宮、鳳山、價值、

廣告字紙、潘錫恩、黎世昌、學術文化、雙向文化交流、纂修書籍、顧沅等

的關鍵詞詞頻皆僅有 1 次。

4. 中國民族史

（1）論文數量分析

639 類「中國民族史」之期刊論文計有 3,783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

有 378 篇；1991-2000 之間，有 981 篇；2001-2010 之間，有 1,064 篇；2011-

2021 之間，有 1,360 篇。各時期的論文逐步上升至第四期最多（見表 13）。

表 13

「中國民族史」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39 中國民族史 3,78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78 981 1,064 1,360

（2）研究主題分析

639 類「中國民族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原住民族（470）、

臺灣（262）、平埔族（203）、泰雅族（184）、阿美族（155）、排灣族（145）、

客家（140）、臺灣原住民族（94）、布農族（92）、文化（86）。「阿美族」

在每一時期均受到高度關注；「原住民族」、「平埔族」、「泰雅族」、「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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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家」在第 2、3、4期均是熱門研究主題；「臺灣原住民族」和「布農族」

在第 3、4 期也有不少人研究。

5. 中國外交史

（1）論文數量分析

640-649 類「中國外交史」及中國與各洲關係之期刊論文計有 2,741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2.54%；占史地類的 9.30%；其中，

以現代中國外交使（680，占 24.81%）最多，其次為中國與歐洲（679，占

24.77%）、中國與亞洲（589，占 21.49%）、中國與美洲（506，占 18.46%）（見

表 14）。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與歐洲（253）最多，

其次為中國與美洲（148）及中國與亞洲（127）；1991-2000 之間，以現代中

國外交史（194）最多，其次為中國與歐洲（167）、中國與美洲（122）、中

國與亞洲（118）；2001-2010 之間，以中國與歐洲（159）最多，其次為現代

中國外交史（152）最多及中國與亞洲（129）；2011-2021 之間，以中國與亞

洲（215）最多，其次為現代中國外交史（214）及中國與美洲（149）（見表

14）。

另以中國與各洲關係之研究受歡迎的程度來看，「中國與亞洲」在第 1

期至第 3 期持平，在第 4 期升幅較大；「中國與歐洲」在各期的情況，則是

一路下滑，「中國與美洲」在第 3 期下滑程度較大，但在第 4 期又增加（見

圖 8）。

表 14

「中國外交史」及中國與各洲關係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40 中國外交史 1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4 5 3 3 

641
前代中國外

交史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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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0 72 43 

642
現代中國外

交史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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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94 152 21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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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43 中國與亞洲 58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27 118 129 215 

644 中國與歐洲 67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53 167 159 100 

645 中國與美洲 50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48 122 87 149 

646 中國與非洲 6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4 11 11 24 

647
中國與

大洋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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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1 2 

648
中國與國際

機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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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649
中國各

地方外交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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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總計 2,741 717 660 614 750 

表1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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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40 類「中國外交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中外關係（3）、

中國外交史（2）、中國（2）、中外交流史（2）外，其他關鍵詞，包括外交、

丁韙良、中外條約、中西外交史、中原、中琉關係、中福公司、分析架構、

文化交流、北方、古代、史書、史學史、外事人員、全球化、同文學院、岑

春�、明清時代、培育、清華、朝廷、游牧民族、湖南、焦作、華夷共治、蔡

鴻生、蔣廷黻、選擇性實用主義、礦權、籌辦夷務始末等，皆僅有 1 篇文獻

提及。由於相關文獻數量少，較難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勢。

641 類「前代中國外交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外交（27）、

中國（20）、清代（17）、宋（14）、遼（14）、琉球（10）、日本（8）、明代（8）、

鄭和（8）、英國（7）、使節（7）、關係（7）。第 1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

有研究中國、琉球、日本、美國、英國；在時代上，有研究清代、明代者。

第 2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有研究中國、英國、美國，不過，主題更多

元，對外關係、外交、不平等條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修約外交、清代、

外交檔案、鴉片戰爭、國民政府、北伐、政策、主權、北洋外交、外交關係、

近代中國等；在時代上，有研究清代、民國者。第 3 期和第 4 期皆有不少研

究遼、宋者；第 3 期，在人物方面，有研究葉公超、蔣介石者。

642 類「現代中國外交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外交（136）、

中共（122）、臺灣（52）、中國（47）、外交政策（40）、中國外交（32）、

一帶一路（26）、中國大陸（24）、中共外交（21）、務實外交（20）。第 1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有研究美國、第三世界者；第 2 期的期刊文獻，

在地域上，有研究臺灣、中華民國、中國者；第 3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

有研究臺灣、中國、蒙古；第 4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有研究中國者。

在人物方面，第一期有研究趙紫陽者；第 4 期有研究習近平、蔣介石者。

643 類「中國與亞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中共（112）、日本

（72）、關係（66）、中日關係（57）、中國（57）、臺灣（36）、中（35）、

中印關係（30）、韓國（24）、印度（23）。第 1 期的期刊文獻，在地域上，

有研究日本、中國、韓國、印尼、印度、中華民國、北韓。第 2 期的期刊文

獻，在地域上，有研究日本、中國、臺灣、韓國、東南亞、南韓、中華民國者；

在時代上，有研究後冷戰時期者；在主題上，有東協之相關研究。第 3 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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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獻，在地域上，中國、日本、臺灣、印度、越南；在主題上，亦有中

日關係、臺日關係、中印關係、東協等。第 4 期，在地域上，有研究中國、

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印度、朝鮮半島；在主題上，亦有中日關係、中印

關係、中韓關係、臺日關係、新南向政策、一帶一路者。

644 類「中國與歐洲」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關鍵詞為中共（101）、關係

（85）、中國（63）、俄羅斯（61）、中（42）、蘇俄（39）、蘇聯（39）、德國（38）、

英國（37）、中俄關係（27）。各時期的研究主題，大部分圍繞在俄羅斯、蘇聯、

蘇俄、德國、英國等；第 3期出現臺灣、法國；第 4期出現澳門；在人物方面，

則有蔣介石之研究主題。

645 類「中國與美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美國（151）、中美

關係（135）、中共（88）、拉丁美洲（30）、中國（29）、關係（29）、臺灣（24）、

兩岸關係（23）、中（20）、臺美關係（19）。各時期的研究主題，大部分圍

繞在中美關係，第 2 期出現拉丁美洲、臺灣；第 3 期出現兩岸關係、美中臺

關係、權力平衡、地緣政治、臺灣關係法、現實主義；第 4 期出現中國崛起、

一帶一路；在人物方面，第 1 期有雷根、趙紫陽；第 4 期則出現習近平等相

關研究。

646 類「中國與非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非洲（27）、中共

（12）、中非合作論壇（10）、外交（9）、中國（7）、中非關係（6）、政策（5）、

趙紫陽（4）、外交政策（3）、軟權力（3）、援助（3）、演變（3）、臺海兩岸（3）、

臺灣（3）。由於文獻數量較少，較難從詞頻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向。

647 類「中國與大洋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中共、南太平

洋島國、臺灣、澳洲等，各有 2 篇文獻提及外，其餘中國大陸外援政策、分

析、太平洋島國區域、文化交流、文化溝通能力、外交戰略、白澳政策、地理、

多邊關係、建交、政治地位、背景、紐、能源外交、區域主義、斐濟、發展、

溫家寶、經濟力量、魅力攻勢、歷史、澳洲外援政策、澳洲研究、澳洲認知、

雙邊關係皆僅有 1 篇。由於文獻數量較少，較難從詞頻看出各時期的研究趨

向。

6. 中國史料

（1）論文數量分析

650-659 類「中國史料」之期刊論文計有 546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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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期刊論文的 0.51%；占史地類的 1.85%；其中，四十年來，有關中國史

料之期刊文獻以中國史料（265，占 48.53%）為最多，其次為檔案（179，

占 32.78%）、實錄（39，占 7.14%）、奏議、公牘（37，占 6.78%）（見表

15）。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史料（146）最多，

其次為實錄（18）及檔案（17）；1991-2000 之間，以檔案（69）最多，其次

為中國史料（31）及奏議、公牘（8）；2001-2010 之間，以中國史料（60）

最多，其次為檔案（56）及奏議、公牘（15）；2011-2021 之間，以檔案（37）

最多，其次為中國史料（28）及實錄（9）。

另以各種史料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中國史料」在第 1 期受到

很大的關愛眼神，到了第 2期，則遽然下降，只有四分之一；之後，在第 3期，

上揚 1 倍；到了第 4 期，則降幅不小。「檔案」在第 1 期未受重視，至第 2

期則揚升 4 倍多；之後，第 3 期、第 4 期則是逐次下滑。「實錄」在第 1 期

數量頗多，第 2 期遽降之後，起起伏伏，但數量很少。「奏議、公牘」在第 1、

第 2 期，旗鼓相當；至第 3 期，則大幅揚升；之後，在第 4 期，則下降甚多。

（續下頁）

表 15

「中國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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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中國史料 26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46 31 60 28 

651 詔令 2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 5 7 5 

652 奏議；公牘 3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 8 15 6 

653 起居注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654 實錄 3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8 5 7 9 

655 檔案 17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7 69 5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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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50類「中國史料」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史料（70）、中共（48）、

抗戰（37）、先總統（35）、蔣介石（35）、方策（35）、手稿（34）、文件（33）、

邊區（33）、歷史（32）、根據地（32）。第 1 期的期刊文獻，有關「中共」

的相關研究，數量頗多，有關「抗戰」的相關文獻亦不少；在人物方面，出

現方策（28）、先總統（28）、蔣介石（27）；第 2 期，「抗戰」持續受關注，

在人物方面，出現方策（7）、先總統（7）、蔣介石（7）、王引之（2）、王

念孫（2）等人；第 3 期，史料的數位典藏開始有人關注；而人物方面則有

陳誠（4）；第 4 期，關於白色恐怖的史料，亦有相關研究。

651 類「詔令」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詔書（5）、清代（4）、

宋代（3）、硃批諭旨（3）、雍正（3）、宋徽宗（2）、御筆（2）、詔令（2）、

聖諭廣訓（2）、違制罪（2）、雍正硃批諭旨（2）。此類僅有 25 篇文獻，數

量少，主題過於分散，較難看出其趨勢脈絡。

652類「奏議；公牘」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清代（10）、奏摺（9）、

硃批奏摺（8）、明代（3）、奏摺制度（3）、奏議文學（3）、雍正（3）、故

宮博物院（2）、皇帝（2）、宮中檔（2）、乾隆（2）、硃批（2）。在人物方面，

第 1期有文天祥（1）、王鴻緒（1）、康熙（1）、雍正（1）；第 2期有文天祥（1）、

王鴻緒（1）、康熙（1）、雍正（1）；第 3 期有李斯（1）、秦王政（1）、乾

隆（1）、清世宗（1）、雍正（1）；第 4 期有乾隆（1）、劉銘傳（1）。37 篇

期刊文獻，數量很少，研究主題相當分散，難以看出趨勢。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56 族檔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657 公報 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1 0 0 

658
中國史料叢

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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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659 雜史料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總計 546 197 119 145 85 

表1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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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類「實錄」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實錄（10）、康熙（7）、

清代（6）、明代（4）、明實錄（4）、起居注（3）、滿洲實錄（3）、入承大統（2）、

玄燁（2）、名臣（2）、明史（2）、唐代（2）、起居注冊（2）、張位（2）、

清世祖（2）、萬曆（2）、熙朝（2）、韓愈（2）、舊檔（2）、藏書（2）。39

篇期刊文獻的研究主題相當分散，難以看出趨勢。在人物方面，第 1 期有康

熙（4）、玄燁（2）、清世祖（2）；第 2 期有康熙（2）、李國祥（1）、楊昶

（1）、韓愈（1）；第 3 期有張位（2）、王世貞（1）、張四維（1）、張居正

（1）、雍正（1）、潘檉章（1）、錢謙益（1）；第 4 期有康熙（1）、韓愈（1）、

林道乾（1）、俞大猷（1）、乾隆（1）、張儉（1）、張應魁（1）、順宗（1）、

葉萼（1）、薛侃（1）。

655 類「檔案」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檔案（43）、國史館（31）、

清代（24）、檔案館（12）、史料（9）、清代檔案（9）、故宮博物院（7）、

蔣介石（7）、目錄（6）、臺灣（6）。「國史館」、「檔案館」是各時期較受關

注的主題；此外，「故宮博物院」在第 1、2 期受到關注；「明清檔案」在第 2、

4 期受到關注；「臺灣總督府檔案」則是從第 3 期開始受到關注。

657 類「公報」期刊文獻僅有 1 篇，其關鍵詞為字幕疊加（1）、衛星直

播節目（1）、垂直遮沒區間（1）。

7. 中國地理總志

（1）論文數量分析

660-669 類「中國地理總志」及各朝代地理志之期刊論文計有 178 篇，

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0.16%；占史地類的 0.60%；其中，以中

國歷史地理（115，占64.61%）最多，其次為唐及五代地理志（15，占8.43%）、

中國地理總志（9，占 5.06%）及宋及遼金元地理志（9，占 5.06%）（見表

16）。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歷史地理（38）最多，

其次為唐及五代地理志（6）及宋及遼金元地理志（4）；1991-2000 之間，以

中國歷史地理（16）最多，其次為唐及五代地理志（4）及清代地理志（4）；

2001-2010之間，以中國歷史地理（27）最多，其次為宋及遼金元地理志（3）、

中國地理總志（3）、漢及三國地理志（3）；2011-2021 之間，以中國歷史地

理（34）最多，其次為晉及南北朝地理志（4）及唐及五代地理志（3）、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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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地理志（3）（見表 16）。

另以各朝代地理志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各時期各朝代地理志的

研究，除「中國歷史地理」外，皆未受到重視，較難看出研究趨勢。「中國

歷史地理」的研究高峰在第 1 期，之後，在第 2 期下降幅度明顯，僅有前期

的一半，第 3 期則呈上揚之勢，第 4 期持續升高。

表 16

「中國地理總志」及各朝代地理志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60
中國地理

總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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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3 2 

661 先秦地理志 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1 0 0 

662
漢及三國

地理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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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1 

663
晉及南北朝

地理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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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 

664
唐及五代

地理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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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2 3 

665
宋及遼金元

地理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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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3 1 

666 明代地理志 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1 0 3 

667 清代地理志 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4 1 1 

669
中國歷史

地理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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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6 27 34 

總計 178 59 30 40 49 

（2）研究主題分析

660 類「中國地理總志」期刊文獻僅有 9 篇，其熱門關鍵詞，除中古地

記（2）、輯佚（2）外，其他大地、中國、方志、王謨、地記、地理、佛藏、

皇朝地理志、真臘風土記、區域、清國史館、球形、莊申、善本、湘中記、

圖經、漢唐地理書鈔、輿地志、羅含等，皆僅有 1 篇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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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類「先秦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3篇，其熱門關鍵詞為三神山、山西、

北亳、西亳、南亳、蚩尤、涿鹿、黃帝、運城、韓終、鹽池等，都僅有 1 篇

相關文獻。

662 類「漢及三國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 8 篇，其關鍵詞除漢代（4）、

地理位置（2）、地理志（2）、居延縣（2）、漢書（2）、關（2）外，其他的

關鍵詞：不韋縣治、王都、地志、地理分布、里、東漢、肩水縣、前漢、南

界問題、政區分布、梁、漢簡、關中、關中區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63類「晉及南北朝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 7篇，其關鍵詞除高華嶼（2）、

釣魚島（2）、隋代（2）外，其他關鍵詞：山越、中古華南土著、中國早期姓氏、

北魏、地方官員、地記、地理知識、多重身分、東晉、東陽兵、南朝、政治

文化、洛陽伽藍記、荊揚二州、陳稜、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彭湖島、發展、

華夏化、會稽郡、義安郡、魏晉時代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64 類「唐及五代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 15 篇，其關鍵詞除唐代（10）、

交通（2）、交通圖（2）、秦嶺（2）、關隘（2）外，其他關鍵詞：子午道、

子午鎮、元和志、古北口、交通圖考、回訖、地區、地理書、地理總志、成都、

西南、東北、東西、幽州、括地志、軍事地理、原州、唐六典、唐史、唐詩、

海岱、區宇圖志、帳道、現地研究、通奚王衙、隋唐時代、楊凝、劍南道、

寰宇記、歷史地理學、蕭關、邊區、關中、關內道、隴山、嚴耕望等，皆僅

有 1 篇文獻提及。

665 類「宋及遼金元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 9 篇，其關鍵詞除海南（3）、

輿地廣記（3）、方志（2）、宋代（2）、洞（2）、新定郡（2）、圖經（2）、

歐陽忞（2）、嚴州（2）外，其他關鍵詞：元代、地方統治、地域、汪大淵、

奉使、近世論、宣和、研究整理、島夷誌略、時代性、海西、馬潤潮、高麗

圖經、商業城市等，都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66類「明代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6篇，其關鍵詞有大明一統志、中國、

中葉、地理總志、明代、南海、城鎮體系、帝京景物略、流傳、倭寇、海防、

清初、開封、黃河、黃泛區、勢力、寨遊、福建巡撫、臺灣地圖、編修、驛

路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67 類「清代地理志」期刊文獻僅有 6 篇，其關鍵詞有地理志（3）、清

史稿（3）外，其他關鍵詞：中國地圖的影響、地理指南、皇輿要覽、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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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中國學院、馬國賢、亂世從政、滇緬南段邊界總圖、滇緬段、粵越段、銅

版皇輿全覽圖、職官、羅澤南、邊界條約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69 類「中國歷史地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地名（15）、中

國（11）、歷史（6）、歷史地理（6）、涿鹿（5）、臺灣（5）、歷史地理學（5）、

關東（4）、山西（3）、山東（3）、地理（3）、地圖集（3）、阪泉（3）、沿

革（3）、釜山（3）、漢代（3）、關西（3）等地名相關文獻數量不只 1 篇外，

其他各期的地名關鍵詞大都只有 1 篇文獻，過於分散，較難看出研究趨勢。

8. 中國地方志總論

（1）論文數量分析

 670-676 類「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期刊論文計有 9, 480 篇，

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8.78%；占史地類的 32.17%；其中，四十

年來，有關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期刊文獻以華南地區（7,926，

占 83.61%）最多；其次為華中地區（510，占 5.38%）及西部地區（315，占

3.32%）、華北地區（308，占 3.25%）（見表 17）。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有 1,826 篇文獻，其中，以

華南地區（1,159）最多，其次為華中地區（194）及華北地區（188）；1991-

2000 之間，有 2,184 篇文獻，其中，以華南地區（1,897）最多，其次為西部

地區（84）及華中地區（75）；2001-2010 之間，有 3,314 篇文獻，其中，以

華南地區（2,986）最多，其次為華中地區（133）及西部地區（60）；2011-

2021 之間，有 2,156 篇文獻，其中，以華南地區（1,884）最多，其次為華中

地區（108）及西部地區（75）（見表 17）。

另以各地區方志在各時期的研究熱度來看，「華南地區」之研究，一枝

獨秀，遙遙領先，從第 1 期一路上揚，第 3 期為最盛時期，之後，雖下滑，

但第 4 期的數量，仍然可觀。

「華中地區」研究最受關愛的時期為第 1 期，第 2 期遽降，第 3 期上揚

不少，第 4 期則再次下降。「西部地區」研究在第 1 期受到較多關愛，之後，

下滑，至第 4期則微幅上揚。「華北地區」的研究高峰為第 1期，第 2期遽降，

之後未再爬升，維持差不多的數量。「塞北地區」研究最受關愛的時期為第 1

期，第 2 期遽降，第 3 期上揚不少，第 4 期則再次下降（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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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70 類「中國地方志總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方志（44）、

方志學（21）、地方志（21）、中國（19）、地方文獻（14）、史學（10）、

地方史（8）、臺灣（6）、中國方志（5）、地方志書（4）、區域史（4）、歷

表 17

「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70
中國地方志

總論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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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35 31 17 

671 華北地區 30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88 43 45 32 

672 華中地區 51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94 75 133 108 

673 華南地區 7,92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59 1,897 2,986 1,884 

674 東北地區 4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7 9 5 2 

675 塞北地區 23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5 41 54 38 

676 西部地區 31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6 84 60 75 

總計 9,480 1,826 2,184 3,314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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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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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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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4）、纂修（4）、體例（4）。第 1、2、3 期都有不少關心地方文獻的研

究者。

671類「華北地區」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山東（27）、山西（20）、

河南（19）、清代（12）、北京（10）、研究（9）、抗戰期間（8）、辛亥革命（8）、

河南省（8）、區域（8）。山東在第 1、2 及 3 期，山西在第 1、3 及 4 期，陝

西在第 2、3 期，河南在第 1、3 期都有較多的關注。

672 類「華中地區」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上海（73）、湖北省

（22）、抗戰時期（19）、湖北（17）、湖南（14）、清代（14）、江西（13）、

浙江（13）、蘇州（11）、沿革（10）、人物（10）、抗日戰爭（10）、湖南省

（10）、歷史（10）。上海在每一時期均有不少相關研究；湖北在第 1、4 期

有較多相關研究。南京則是在第 2、3 期有相關文獻。

673 類「華南地區」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臺灣（1,190）、清代

（445）、日治時代（279）、臺灣史（231）、地名（189）、歷史（181）、澎湖（164）、

古蹟（109）、日本（105）、高雄市（97）。臺灣、清代、日治時代都是出現

頻率很高的關鍵詞。澎湖在第 2、3、4 期、金門在第 3、4 期皆有不少相關

研究文獻。

674 類「東北地區」期刊文獻僅有 43 篇，其熱門關鍵詞除東北（3）、東

三省（2）、哈爾濱（2）、偽滿（2）、殖民工業（2）、滿州（2）、遼海志略（2）、

清代（2）、東北地區（2）外，其他關鍵詞：20 世紀、中央大街、中央政治

隸屬關係、中國東北、日本殖民地史、北部、史語所、外滿、布特哈、打牲

烏拉、地區、地理上、江日昇、西藏地方、西藏對外關係、抄本、抗戰時期、

辛亥革命、奉天、東北木幫、東北史綱、東北亞地區、金毓黻、俄人、建築

調查、研究、美國、軍事意義、清末、移地研究、習俗、陸路口岸、傅斯年、

開發、新政、經略、經濟地理、義縣、圖書館、滿洲里市、漢化、臺灣、論著、

戰略地位、歷史、歷史文化名城、遼寧省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675 類「塞北地區」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蒙古（65）、外蒙古

（49）、內蒙古（21）、蒙古人（20）、清代（16）、中國（9）、社會（8）、

西藏（7）、唐努烏梁海（7）、成吉思汗（6）、歷史（6）。蒙古、內蒙古、

外蒙古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軍事問題、獨立運動、民族關係、社會經

濟，甚至音樂、舞蹈等，都是研究者關心的課題；朝代則以清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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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類「西部地區」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西藏（117）、新疆

（46）、達賴喇嘛（37）、中共（26）、西藏問題（15）、中國（11）、維吾爾

族（11）、西藏流亡政府（9）、清代（8）、喇嘛（8）。

環繞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問題，如流亡政府、獨立運動、抗暴事件、藏

傳佛教、西藏佛教、每一期研究達賴喇嘛的期刊文獻皆不少。

9. 中國地理類志

（1）論文數量分析

680-689 類「中國地理類志」之期刊論文計有篇 835，占四十年漢學研究

相關期刊論文的 0.77%；占史地類的 2.83%；其中，四十年來，有關中國地

理類志之期刊文獻以名勝古蹟（264，占 31.62%）最多；其次為都城；疆域

（238，占 28.50%）及人物（211，占 25.27%）（見表 18）。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都城；疆域（93）最多，

其次為名勝古蹟（59）及水志（29）；1991-2000之間，以名勝古蹟（93）最多，

其次為都城；疆域（66） 及人物（53）；2001-2010 之間，以名勝古蹟（81）

最多，其次為人物（67）及都城；疆域（33）；2011-2021 之間，以人物（72）

最多，其次為都城；疆域（46）及名勝古蹟（31）（見表 18）。

另以各主題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各時期中國地理類志的研究，

除「名勝古蹟」、「都城；疆域」、「人物」和「水志」外，其他皆未受到重視，

較難看出研究趨勢。「名勝古蹟」的研究高峰在第 2、3 期，之後，第 4 期下

降幅度明顯。「都城；疆域」研究之最盛時期為第 1 期，之後，漸次下滑，

第 4 期則微幅上揚。「人物」的研究從第 1 期逐步受到重視，第 2 期遽增，

第 4 期達到高峰。「水志」研究的最盛期為第 1 期，之後，持續下滑，且以

第 4 期的下降幅度較大。

表 18

「中國地理類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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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中國地理類志 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1 0 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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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680 類「中國地理類志」期刊文獻僅有 1 篇，其關鍵詞為顧炎武（1）、

天下郡國利病書（1）。

681 類「都城；疆域」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中國（68）、邊疆

（36）、洛陽伽藍記（34）、清代（20）、邊政（20）、長安（18）、明代（16）、

長城（16）、都城（14）、歷史（14）、北京（14）、洛陽（14）、漢代（14）、

城市（14）。各時期有關邊疆、邊政、洛陽伽藍記的研究相當多；此外，有

關長安、長城的研究，亦不在少數。

682 類「水志」期刊文獻熱門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水經注（54）、黃河

（34）、胡適（10）、元代（8）、唐代（8）、清代（8）、酈道元（8）、靈（8）、

中國（6）、水患（6）、束水攻沙（6）、河工圖（6）、金（6）、金元（6）、

都江堰（6）、黃河故道（6）、運河（6）、靳輔（6）、歷史（6）。各時期有

關水經注、黃河的研究不在少數；酈道元在每一期亦有關注者；對於水患和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81 都城；疆域 23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3 66 33 46 

682 水志 9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9 26 22 14 

683 山志 2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9 8 6 

684 名勝古蹟 26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59 93 81 31 

685 人文地理 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4 0 0 

686 經濟地理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687 人物 21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9 53 67 72 

689 雜記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總計 835 203 252 211 169 

表18（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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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也有相關研究。 

683 類「山志」期刊文獻僅有 25 篇，主題以五臺山（10）、峨嵋山（9）、

普陀山（6）、佛教聖地（4）、長白山（4）、佛教（4）、黃山（3）等較多，

其他關鍵詞：地景、五嶽、天山、地氣、地脈、沿革、祁連、空間符碼、庵寺、

晚明、創建時代、森林、黃山旅游、慧持、隱喻、地形、西岳華山志、古濟

水源區、中國、九華山、天臺山、太和山、太姥山、文殊、文殊信仰、日治

時期、四大名山、玉山、行政管理、西岳華山、巡禮、宗教史研究、昆侖、

明代、明代佛教與武官、析城山、武宗滅佛、武當山、法雨寺、花崗岩、南

嶽、流紋岩、原型山體、唐代、浙江、探險、望山、普濟寺、登山、雁蕩山、

新高山、聖地、遊記、寧波、滿族、福建、臺灣、靈驗記皆各有 2篇文獻提及。

684 類「名勝古蹟」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古蹟（136）、古蹟保

存（54）、保存（30）、維護（26）、臺灣（26）、文化資產（16）、寺廟（16）、

古蹟維護（12）、修復（12）、文化資產保存（10）、清代（10）、管理（10）、

歷史建築（10）。每個時期的文獻範圍，大抵與古蹟的管理、保存、維護、

修復，以及文化資產問題有關；而各時期亦有針對特定類型古蹟，如寺廟、

陵墓、花園、亭台樓閣、神壇；特定朝代，如唐代、清代；特定城市，如北京、

南京，進行研究者。

685 類「人文地理」期刊文獻僅有 5 篇，關鍵詞包括：文化（3）、地理

（2）、歷史（2）、文化地理（1）、臺灣文化（1）、因素（1）、多元文化（1）、

島嶼文化（1）、浮盪文化（1）、海洋文化（1）、景觀（1）、進展（1）、語

文（1）、陳正祥（1）、中國（1）。

687 類「人物」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家族史（18）、家族（17）、

族譜（11）、清代（9）、林家（7）、霧峰（6）、宗族（5）、新竹（5）、臺灣（5）、

關隴集團（5）。「家族」是每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族譜」在第 2 期獲得較多

關係。

10. 中國遊記

690 類「中國遊記」之期刊論文計有 48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7 篇；

1991-2000 之間，有 13 篇；2001-2010 之間，有 15 篇；2011-2021 之間，有 13 篇。

（見表 19）46 篇文獻的題材非常分散，有研究不同地域、不同創作形式、也有

著名人物的旅遊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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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中國遊記」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690 中國遊記 4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 13 15 13 

690 類「中國遊記」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遊記（8）、旅遊文學

（5）、中國（4）、文學（3）、中國遊記（2）、徐霞客（2）、旅遊（2）外，

其他包括：大埔、大陸遊記、小品、山水、中國現勢新志、中華山水掌故辭典、

文學地景、日治時期、王士性、北游錄、北臺灣漫游、北濱、古代、民初、名

山遊訪記、地圖學、自我書寫、行走在美麗的最深處、西班牙傳教士、西遊筆略、

吳采�、吳濁流、李明、李暠廟、貝爾德．泰勒、阮毅成、和田玉、明末、東方主義、

東方白、波羅的花、空間變遷、青島、青藏高原、南京雜感、城市指南、後殖

民書寫、指標系統、故事、紀水沙連、耶穌會士、軍師爺、修學旅行、徐成志、

徐宏祖、旅遊書寫、旅遊攝影書、秦關、紙本書製作、茶陽、袁宏道、袁枚、郜瑩、

高鶴年、基隆河、敘事、晚明、異文化、設計傳達、連橫、陳逢源、陳資雲、

勞萊與哈臺遊臺灣、富春江、掌故、景點、絲路、貳師泉、新支那素描、葡萄牙、

蜀道、跨界、翟珮君、臺灣人、臺灣圖像、認同、遠遊記、廣志繹、廣東海岸、

談遷、導覽圖、歷史想像、澳門、獵奇、藍鼎元、辭典、譯註、攝影等，皆僅

有 1 篇文獻提及。遊記和旅遊文學在各時期都受到重視。

11. 中國文物彙考、甲骨、金石志、古物志

（1）論文數量分析

700 類與漢學相關之文獻計有 1,633 篇，791 類「文物彙考；金石志」之

期刊論文計有 50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11 篇；1991-2000 之間，有

12 篇；2001-2010 之間，有 13 篇；2011-2021 之間，有 14 篇。「文物彙考；

金石志」的研究數量不多，且各期呈現持續微幅上升情形（見表 20）。

792類「甲骨」之期刊論文計有 425篇，其中，1981-1990之間，有 70篇；

1991-2000 之間，有 130 篇；2001-2010 之間，有 125 篇；2011-2021 之間，

有 100 篇。「甲骨」之研究，在第 1 期的數量最少，第 2 期為最盛時期，第 3

期相差不遠，第 4 期下降不少（見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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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 類「中國古物志」之期刊論文計有 1,158 篇，其中，1981-1990 之間，

有 289 篇；1991-2000 之間，有 375 篇；2001-2010 之間，有 273 篇；2011-

2021 之間，有 221 篇。「中國古物志」研究，各時期的數量皆不少，最受關

愛的時期為第 2 期，之後，則持續下滑（見表 20）。

表 20

「文物彙考；金石志、甲骨、中國古物志」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791
文物彙考；

金石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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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792 甲骨 42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0 130 125 100 

797 中國古物志 1,15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89 375 273 221 

總計 1,633 370 517 411 335 

（2）研究主題分析

791 類「文物彙考；金石志」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金石學（10）、

金石萃編（4）、文字（3）、宋代（3）、八思巴字（2）、文字學（2）、王昶

（2）、古文字（2）、考釋（2）、拓片（2）、金文（2）、金石（2）、翁方綱（2）、

乾隆（2）、鹵（2）、黃易（2）。此類期刊文獻除了的研究題材非常分散，不

同材質文物的研究，從印石、田黃、雞血、到陶片、銅柱皆有，也有技術方

面的研究，如押字、銘刻、失辣法；亦有研究鑑定、影像處理者。

792類「甲骨」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甲骨文（176）、卜辭（57）、

甲骨（55）、綴合（25）、甲骨學（17）、殷墟（13）、商代（12）、字形（11）、

金文（11）、甲骨卜辭（10）。各時期之期刊文獻大部分圍繞著甲骨，包括卜

辭、刻辭、卜刻、綴合、辨偽、字形、文字、金文等。

797 類「中國古物志」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敦煌（167）、敦煌

學（95）、遺址（59）、考古（50）、文物（27）、臺灣（26）、目錄（25）、

中國（24）、唐代（24）、墓葬（22）。各時期的期刊文獻以敦煌相關研究居多，

包括敦煌學、敦煌文獻、敦煌寫卷、敦煌藝術等；另外，每一時期亦有不少「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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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之研究；在第 1、3 期亦有不少人關心「絲路」；第 3、4 期，則有「墓葬」

之相關研究。

（六）語言文學類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漢語

（1）論文數量分析

802 類「漢語」之期刊論文計有 10, 503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

論文的 9.73%；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1,329 篇；1991-2000 之間，有 2,676

篇；2001-2010 之間，有 3,490 篇；2011-2021 之間，有 3,008 篇。各時期的

研究論文數量皆不少，從第 1 期一路上揚，至第 3 期達高峰期，第 4 期則微

幅下滑（見表 21）。

（2）研究主題分析

802類「漢語」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漢語（541）、臺語（436）、

漢字（291）、修辭（283）、客家語（224）、教學（216）、臺灣（204）、方

言（203）、華語教學（193）、文字（176）。

「漢語」、「臺語」及「漢字」在每一時期均受到高度關注；「國語」

在第 1、2 期均是熱門研究主題；「客家語」及「粵語」在第 3、4 期有不少

人研究；「修辭」在第 2、3、4 期也有不少人進行相關研究；「華語教學」則

到第 3 期受到不少關注，在第 4 期甚至居第 1。

2. 中國文學總論

（1）論文數量分析

820-829 類「中國文學總論」及各種文體論之期刊論文計有 6,465 篇，占

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5.99%；占語文類的 20.30%；其中，以中國

表 21

「漢語」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02 漢語 10,50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329 2,676 3,490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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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1,787，占 27.64%）最多；其次為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1,711，占 26.47%）、中國文學總論（988，占 15.28%）、中國文學批評史

（716，占 11.08%）、中國小說論（659，占 10.19%）（見表 22）。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

新文學論（344）最多，其次為中國詩論（331）及中國文學總論（224）。

1991-2000 之間，以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422）最多，其次為

中國詩論（396）、中國小說論（295）；2001-2010 之間，以中國詩論（661）

最多，其次為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546）、中國文學總論

（270）；2011-2021 之間，以中國詩論（399）與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

文學論（399）最多，其次為中國文學總論（222）。中國文學批評史在各時

期的數量亦不少（見表 22）。

另以各種文體論在各時期的研究熱度來看，「中國文學總論」、「中國詩

論」、「辭賦論」、「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與「中國雜文學論」

皆從第 1 期上揚，至第 3 期為最高峰，第 4 期則下降；「中國戲曲論」、「中

國小說論」及「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趨勢則類似，最盛時期皆是第 2 期，

從第 3 期逐步下降（見圖 10）。

表 22

「中國文學總論」及各種文體論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20 中國文學總論 988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24 272 270 222 

821 中國詩論 1,78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31 396 661 399 

822 辭賦論 14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1 39 48 28 

823 詞論；詞話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824 中國戲曲論 38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4 128 102 11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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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820 類「中國文學總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文學（128）、大

陸（43）、中國文學（40）、中國（39）、現代文學（35）、五四運動（34）、

臺灣（27）、中國現代文學（26）、文藝（24）、中共（23）、唐代（23）。「五四

運動」在第 1、2、3 期均是熱門研究主題。在年代方面，第 1 期有抗戰時期

（11）、明代（9）；第 2 期有唐代文學研究（9）、唐代（8）、晚明（8）、唐

代學術研究（8）；第 3 期有唐代（7）、晚明（7），在人物方面有胡適（10）、

高行健（7）、蘇軾（7）等；第 4 期有中國現代文學（22）、民國文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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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中國文學總論及各種文體論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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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中國文學總論及各種文體論之期刊論文篇數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25

中國散文論；

語體文論；

新文學論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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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422 546 399 

826
中國雜文學

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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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4 39 21 

827 中國小說論 65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21 295 162 81 

829
中國文學批

評史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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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215 178 172 

總計 6,465 1,239 1,781 2,006 1,439 

表2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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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學史（7）、現代文學（6）等。在人物方面，則有莫言（6）。

821類「中國詩論」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詩（195）、詩論（156）、

詩學（104）、詩歌（103）、新詩（68）、詩話（61）、詩品（54）、中國（45）、

詩評（44）。「詩」、「詩論」、「詩學」、「詩歌」、「新詩」在第 1、2、3、4

期均為熱門研究主題；「詩品」在第 1、2、3 期受到許多關注；在人物方面，

在第 1 期有司空圖（8）；第 2 期有鍾嶸（12）；第 3 期有杜甫（17）；第 4 期

有杜甫（15）及蘇軾（12）。

822 類「辭賦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駢文（27）、辭賦（14）、

與陳伯之書（11）、陶淵明（7）、歸去來辭（7）、六朝麗指（6）、劉伶（6）、

孫德謙（5）、屈原（5）、滕王閣序（5）、中國文學（5）、丘遲（5）、酒德頌（5）、

楚辭（5）。駢文在每一時期均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

 824 類「中國戲曲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戲曲（86）、目連

戲（25）、明代（19）、李漁（17）、中國（13）、傳奇（13）、中國戲曲（12）、

戲曲理論（10）、古典戲曲（10）、南戲（9）、戲曲研究（9）。每一時期的

研究題材都非常豐富。

825 類「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

詞為散文（682）、散文集（57）、簡媜（45）、余秋雨（44）、余光中（41）、

現代散文（37）、林文月（27）、楊牧（27）、王鼎鈞（25）、臺灣（25）。在

人物方面，「簡媜」在第 2、3、4 期皆是熱門研究主題；「余秋雨」、「余光

中」、「楊牧」在第 2、3 期也有不少人探討；「林文月」、「周芬伶」、「韓愈」

則是在第 3、4 期有較多關注者；其餘如「鄭明娳」、「蕭蕭」、「王鼎鈞」、「魯

迅」等在各時期亦有許多討論。

826 類「中國雜文學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旅行書寫（6）、

旅行文學（5）、文學（4）、留學生文學（4）、飲食文學（4）、銀髮文學（4）、

老人文學（3）、明代（3）、差異（3）、旅行（3）、清代（3）、廖鴻基（3）、

臺灣（3）。研究題材非常豐富，對於文學類型和人物的興趣較無聚焦，很難

看出特別的研究趨向。

827 類「中國小說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小說（260）、中國

（46）、臺灣（38）、古典小說（18）、魯迅（18）、中國小說（13）、張愛玲

（12）、大陸（12）、梁啟超（11）、通俗小說（11）、現代小說（11）。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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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方面，第 2 期有張愛玲（9）、魯迅（8）；第 3 期有魯迅（8）梁啟超（4）、

賴和（4）、王禎和（3）、東方白（3）、張文環（3）；第 4 期有嚴歌苓（3）、

梁啟超（3）、陳寅恪（3）。

829 類「中國文學批評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文心雕龍

（344）、劉勰（139）、文學批評（100）、文學（27）、批評（24）、文學理

論（19）、文學評論（18）、中國文學（17）、曹丕（15）、文體論（13）、評

點（13）。除了文學批評、文學評論、文學理論、文論等關鍵詞，數量都不

少外，「文心雕龍」、「劉勰」的研究在各時期都是最受歡迎者；「曹丕」在第

1、2、3 期也有不少關注者；「趙甄北」在第 1 期的研究者不少；第 4 期另有

研究「紀昀（3）、莫言（3）、陳映真（3）」者。

3. 中國文學總集

（1）論文數量分析

830-839 類「中國文學總集」及各種文體總集之期刊論文計有 5,402 篇，

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5.00%；占語文類的 16.96%；其中，以中

國詩總集（4,302；占 79.64%）最多；其次為辭賦總論（695；占 12.87%）

及婦女作品總集（237；占 4.39%）（見表 23）。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詩總集（742）最多，

其次為辭賦總論（75）及中國散文總集（36）；1991-2000 之間，以中國詩

總集（1,166）最多，其次為辭賦總論（202）及婦女作品總集（80）；2001-

2010 之間，以中國詩總集（1,516）最多，其次為辭賦總論（244）及婦女作

品總集（89）；2011-2021 之間，以中國詩總集（878）最多，其次為辭賦總

論（174）及婦女作品總集（65）（見表 23）。

另以各種文體總集在各時期之研究受青睞的程度來看，「中國詩總集」

之研究是最受青睞的主題，研究數量自第 1 期一路上升，第 3 期為最盛時期，

至第 4 期則巨降。「辭賦總論」之研究，高峰期在第 1 期，第 2 期下降幅度

頗大，第 3 期數量與第 2 期差不多，第 4 期則再度爬升，與第 1 期相近。「中

國散文總集」之研究，高峰期在第 1 期，第 2 期降幅幾近 50%，第 3 期微幅

爬升，第4期再度遽降。「婦女作品總集」之研究，在第1期的文獻數量最少，

而第 2 期是最高峰，第 3、4 期則下滑（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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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國文學總集」及各種文體總集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30 中國文學總集 6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 14 14 25 

831 中國詩總集 4,30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42 1,166 1,516 878 

832 辭賦總論 695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5 202 244 174

833 詞總集 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0 0 0 0 

834
中國戲曲總

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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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835
中國散文總

集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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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9 22 6 

836
中國國文課

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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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8 12

837
中國語體文

總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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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838 婦女作品總集 23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 80 89 65

839
中國各地

藝文總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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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總計 5,402 865 1,484 1,893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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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中國文學總集及各種文體總集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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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國文學總集及各種文體總集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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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830 類「中國文學總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文選（33）、

昭明文選（12）、蕭統（8）、文選學（4）、李善（4）、文心雕龍（3）、李善

注（3）、劉孝綽之外，其餘關鍵詞包括：五臣注、文選序、文選學講義、文

類、代筆、玉臺新詠、物色、風雅翼、唐代、楊守敬、詩歌、駱鴻凱、顏延之、

讓表等，皆各有 2 篇文獻提及。

831 類「中國詩總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新詩（443）、詩

（393）、現代詩（380）、詩經（274）、臺灣（262）、詩歌（179）、唐詩（131）、

唐代（109）、詩人（105）、中國（84）。「新詩」、「詩」、「現代詩」、「詩經」、「詩

歌」在第 1、2、3、4 期均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陶淵明」在第 2 期也有不

少關注者；「蘇軾」及「杜甫」在第 3 期的研究者不少；「杜甫」在第 4 期持

續有人探討。

832 類「辭賦總論」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賦（71）、辭賦（53）、

漢賦（48）、蘇軾（29）、駢文（28）、臺灣賦（22）、洛神賦（20）、律賦（20）、

赤壁賦（18）、唐代（18）、庾信（18）。辭賦及漢賦在前 3 期的研究熱度很

高，第 4 期則是臺灣賦居首；另，第 1 期提到的作品有洛神賦、歸去來辭、

與陳柏之書、登樓賦；第 2 期提到的作品有洛神賦、與陳柏之書；第 3 期提

到的作品有臺灣賦；第 4 期提到的作品有臺灣賦、赤壁賦。第 1 期提到的人

物有李退溪（9）、陶淵明（2）；第 2 期提到的人物有蘇軾（10）、庾信（7）、

宋玉（6）、司馬相如（6）；第 3 期提到的人物有蘇軾（12）、司馬相如（8）、

陶淵明（7）、揚雄（7）；第 4 期提到的人物有庾信（6）。

835 類「中國散文總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小品文（17）、

晚明（14）、小品（11）、山水小品（11）、雅舍小品（6）、山水小品文（5）、

北宋（5）、唐代（5）、梁實秋（5）、林語堂（4）、遊記（4）。第 1、2 期皆

有人研究梁實秋、雅舍小品；第 3、4 期則有文獻對林語堂感興趣。

836 類「中國國文課本」期刊文獻僅有 24 篇，其熱門關鍵詞除大專（2）、

大學國文（2）、文本（2）、文學（2）、生命教育（2）、國文（2）、國文教學（2）、

國文課程（2）、教學（2）、通識教育（2）、創新教學（2）、愛情文學（2）外，

其他 PBL 教案、人工智慧、人文教育、人性論、三生石、大一中文、大一國

文、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導讀課群、互動式多媒體、心智繪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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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本閱讀、文學經典、世代、古典文學、古典文學教學、生命價值、生

涯規劃、白娘子、白蛇、多媒體、佛教文學、典範學習、夜奔、性別意識力、

社會、紅樓夢、美感、朗讀劇場、茶文化、茶文學、健康活力餐、國文教材、

國文通識、專科學校、教材、深度閱讀、現代文學、現代詩課程、逍遙遊、

通識文學教育、通識課程、創意寫作、單元主題、虛擬、超文本、飲食文學、

傳統、遊戲化測驗、雷峰塔、圖像、夢想、網路文學、語文教學、影本、憐

香伴、閱讀書寫、儒家教育思想、學生核心能力、學習、學習動機、磨課師、

靜默、戲劇、聲音演繹、蘭亭集序、讀寫能力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各

文獻關注的主題較為分散，很難看出研究趨向。

838 類「婦女作品總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女性文學（49）、

臺灣（23）、女性小說（20）、女作家（14）、女性（14）、小說（14）、中國（13）、

女性書寫（12）、女性主義（11）、李昂（11）。女性文學在第 2、3、4 期皆

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在人物方面，第 1 期提到的作家有凌叔華（1）；第 2

期提到的作家有李昂（6）；第 3 期提到的人物有李昂（3）；第 4 期提到的作

家有李昂（2）、汪端（2）、孟瑤（2）、林海音（2）、單士釐（2）、謝冰瑩（2）、

蘇雪林（2）。

4. 中國文學別集

（1）論文數量分析

840-848 類「中國文學別集」及各朝代文學別集之期刊論文計有 565 篇，

約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0.52%；占語文類的 1.77%；其中以現

代別集（309，占 54.69%）最多；其次為清代別集（79，占 13.98%）及宋及

遼金元別集（72，占 12.74%）（見表 24）。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現代別集（53）最多，

其次為宋及遼金元別集（18）、明代別集（11）、清代別集（11）、漢及三國

別集（10）；1991-2000 之間，以現代別集（63）最多，其次為宋及遼金元

別集（15）、清代別集（13）；2001-2010 之間，以現代別集（86）最多，其

次為宋及遼金元別集（18）與清代別集（18）；2011-2021 之間，以現代別集

（107），其次為清代別集（37）、宋及遼金元別集（21）（見表 24）。

另以各朝代文學別集在各時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文學別集」、「清代

別集」與「現代別集」都是自第 1 期一路上揚，至第 4 期達到高峰。「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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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別集」第 1 期為高峰，第 2 期起則遽減，至第 4 期仍未見起色。「晉及

南北朝別集」第 1 期數量很少，第 2 期降至一半，至第 3 期上揚，第 4 期達

高峰；「唐及五代別集」之研究，第 1 期數量最多，第 2 期降幅超過五成，

第 3 期與第 2 期相關，至第 4 期則微幅上升；「宋及遼金元別集」之研究，

各時期的篇數差不多，第 2 期略少，第 4 期最多；「明代別集」研究則起起

伏伏，第 1 期和第 3 期之數量相同，第 2 期遽減，第 4 期則達高峰（見圖

12）。

表 24

「中國文學別集」及各朝代文學別集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40 中國文學別集 1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 2 3 3 

842
漢及三國別

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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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0 1 

843
晉及南北朝

別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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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5 8 

844 唐及五代別集 23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 4 4 6 

845
宋及遼金元

別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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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5 18 21 

846 明代別集 4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 3 11 16 

847 清代別集 7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1 13 18 37 

848 現代別集 30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53 63 86 107 

總計 565 118 103 14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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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題分析

840-846 類各時期的期刊文獻篇數皆不多，且主題分散後，較難形成一

個趨勢。

840類「中國文學別集」期刊文獻篇數很少，各關鍵詞的詞頻皆僅有1次，

包括中央圖書館、中國圖書館事業、文化地理學、母愛、冰心、在地作家、

在地書寫、地誌書寫、作家全集、別集、李昂、故事新編、故宮博物院、眉

間尺、情感書寫、晚學齋文集、晦菴、晦菴先生文集、陰性書寫、景印宋刊本、

跋宋刊本、愛的哲學、新歷史小說、漂流之旅、編纂原則、蔣復璁、魯迅式

風格、戰時陷區購書、謝婉瑩、鑄劍。 

842 類「漢及三國別集」期刊文獻僅有 12 篇，其熱門關鍵詞除曹丕（8）、

作品（7）、時間（7）、創作（7）、文學（5）、背景（4）外，其餘關鍵詞包括：

三國、三曹、五一六、反諷、弔詭、文學作品、文學背景、文輯佚、古文、

存有、周公情結、空間化、姜維、建安七子、海德格、曹操、創作時間、喬

埃思、換喻、焦慮、詩文、隱喻、隱藏作者等，都僅有 1 次詞頻。篇數很少，

且主題分散後，較難形成一個趨勢。

843 類「晉及南北朝別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陶淵明（7）、

思想（2）、陶淵明集（2）外，其他關鍵詞包括：山水詩、文人與酒、文學

史地位、文學創作、文體革新、比較詩學、任昉、任筆、共飲、老莊、作品、

宋玉、序文、李公煥、典範、忠憤說、注疏、注釋、金樓子、金樓子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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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中國文學別集及各朝代文學別集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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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樓子校箋、哀祭、英譯、校勘、桃花源、神話、袁行霈、商榷、專書、庾信、

悼亡、接受史、接受史研究、梁元帝、理想社會、許德平、貧士、造境、陶

淵明集箋注、陶集、陶潛、陸機、悲秋、曾集本、湯漢、著述考、詠史、飲酒、

傳記、傷春、意象、感傷主義文學傳統、詩文序、箋注、聚書篇、寫景文、

寫境、樂園、歎逝、潘岳、論語、儒學、獨飲、輯錄、隨飲、鮑照、謝靈運、

謝靈運集、懷古、辭賦、顧長康等，都僅有 1 篇文獻提及。文獻篇數不多，

且主題分散後，較難形成一個趨勢。

844 類「唐及五代別詞」期刊文獻僅有 23 篇，其熱門關鍵詞除有韓愈

（6）、詩文（4）、白居易（3）、柳宗元（3）、文集（2）、宋本（2）、韋蘇州（2）、

集敘錄（2）外，其他關鍵詞包括：山水游記、山水詩、山水詩文、中華叢書、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元稹、天命思想、文庫、日本、王勃、王勃集佚文、王

維、王績集、古文創作、白居易集箋校、寺院、朱金城、佛教、作品、宋刊

本、李太白、李遐叔、杜甫、性別面貌、昌黎、版本、版本考、故宮博物院、

洪州禪、唐代、孫昌武、校勘、神聖化、秦少游、秦觀、淮海集、祭文、陸

游、善本古籍、華字闕筆、著作目錄、跋、董弅、詩文集、道統論、劉禹錫、

劉賓客文集、寫本、靜嘉堂、韓學研究、魏仲舉、讖緯思想。文獻篇數不多，

且主題分散後，較難形成一個趨勢。

845 類「宋及遼金元別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除蘇軾（11）、

詩文（4）、元人別集（3）、元代（3）、文淵閣四庫全書（3）、朱熹（3）、

佚文（3）、版本（3）、范仲淹（3）外，其餘文學、古文、四庫本、未錄輯、

安陽集、別集、宋代、李丙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清代、散文、飲食、

虞集、道園類稿、歐陽修、鄭思肖、題跋、鐵函心史等關鍵詞之詞頻各有2次。

846類「明代別集」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除詩文（4）、文集（3）、

明代（3）、王世貞（2）、王陽明（2）、風格（2）外，其他關鍵詞包括：十

山文集、上海、大復論、女權觀、內容、公安派、反諷、孔子、文章、文論、

文學、文學人格、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文錄、方正瑗、王十朋、王梅溪、

王華、王陽明思想、出版文化、刊本、史料、史傳文、史實探析、史語所、

四庫本、四庫全書、石田稿、石匱書、全臺詩、竹巖集、何景明、佚作、佚

詩文、利瑪竇、宋濂、李開先、李開先全集、李滉、沈光文、沈周、牢獄、

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孟子、宗譜、居士文人、居士佛教、明人、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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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燿德、版本、祁彪佳、空間、前七子、後現代、拼貼、政治、故宮博物院、

春卿、唐宋派、徐光啟、徐光啟全集、徐渭、泰泉集、海浮山堂、烈女、真

實性、神異、秦漢派、馬愉、高拱傳、偏見根源、張岱、張貞女、張翀、張

綖、梅溪、殺妻、都市詩、陳繼儒、寓林集、復古運動、復旦大學、朝鮮刊

本醫閭先生集、湯顯祖全集、著作、著述、詔令、詞稿、賀欽、鄉誼、鈔本、

陽明心學、馮惟敏、黃汝亨、黃佐、碑傳文、筠溪翁、群經、萬曆、虞淳熙、

虞德園先生集、補正、詩文全集、詩文集、詩經學、獄中書寫、臺灣圖像、

劉基、劉謙、談愷、鄭成功、鄭芝龍、震川集、整菴續稿、歷史演義小說、

澹軒文集、輯佚、輯釋、辨偽、遺稿、錢謙益、歸有光、歸震川、羅貫中全集、

嚴嵩、鶴樓集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847 類「清代別集」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王鳴盛（10）、輯佚

（10）、佚文（7）、西莊始存稿（5）、乾嘉學術（5）、遺文（4）、錢謙益（4）、

西莊遺文（3）、著作（3）、蒲松齡（3）、題跋（3）。王鳴盛在第 2、3、4

期皆有人研究，其他主題則較為分散，較難看出研究趨向。

848類「現代別集」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文學（20）、作品（19）、

小說（15）、魯迅（15）、張愛玲（12）、散文（11）、臺灣文學（11）、高

行健（10）、詩（10）、龍瑛宗（8）。在人物方面，「魯迅」在每一期都受到

不少關注，「張愛玲」在第 1、2、3 期也有不少的文獻，「高行健」及「陳千

武」在第 2、3 期則有比較多的討論，「龍瑛宗」則是在第 3、4 期有人探討。

此外第 1 期有方師鐸（2）、王詩琅（2）、李安（2）、胡適（2）、徐志摩（2）、

陳若曦（2）；第 2 期有林語堂（2）、黃春明（2）、賴和（2）；第 3 期有白

先勇（2）、張文環（2）、陳武雄（2）、陳獨秀（2）、管錐編（2）、鄭觀應（2）、

鍾理和（2）。 

5.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

（1）論文數量分析

850-859類「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之期刊論文計有 8,914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的 8.26%；占語文類的 27.99%；其中，

以小說（1,910，占 21.43%）最多；其次為散文；隨筆；日記（1,284，占

14.40%）、詞（1,282，占 14.38%）（見表 25）。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小說（337）最多；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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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散文；隨筆；日記（279）、詞（254）。1991-2000 之間，以詞（500）最多，

其次為小說（462）、散文；隨筆；日記（375）；2001-2010 之間，以小說

（580）最多，其次為中國兒童文學（440）及曲（354）；2011-2021 之間，

以小說（531）最多，其次為詞（424）及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

學（394）（見表 25）。

另以各體文學在各時期的發展情形來看，「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研究趨勢則是自第 1 期一路上揚，至第 4 期達最高峰。「曲」、「劇

本」、「小說」、「民間文學；俗文學」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趨勢皆是第 1

期一路上揚，至第 3 期達最高峰，第 4 期則下降「散文；隨筆；日記」第 2

期達到研究高峰，第 3 期起則逐步下降。「詞」、「函牘及雜著」之研究則起

起伏伏，第 2 期和第 4 期的較受關愛；第 1 期和第 3 期則略少。「中國詩」

則第 1 期至第 4 期皆僅有 1 篇（見圖 13）。

表 25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50

各地方文學；

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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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79 197 394 

851 中國詩 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 1 1 1 

852 詞 1,28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254 500 104 424 

853 曲 1,04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88 276 354 226 

854 劇本 28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8 62 110 77 

855
散文；隨筆；

日記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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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375 343 287 

856 函牘及雜著 636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95 147 216 178

857 小說 1,91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37 462 580 531 

（續下頁）



臺灣四十年來漢學研究趨勢：期刊論文書目計量分析（下） 77

（2）研究主題分析

 850 類「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

關鍵詞為馬華文學（92）、香港文學（87）、原住民文學（68）、華文文學（39）、

澳門文學（35）、香港（24）、澳門（23）、夏曼．藍波安（21）、文學（19）、

小說（17）。「馬華文學」及「香港文學」在每一期皆是熱門研究主題；「原

住民文學」、「華文文學」在第 2、3、4 期亦受到很多關注。在地域方面，「香

港」在每一期都持續被討論；「臺灣」在第 2、3 期也有許多文獻探討，第 1

期則另有「臺灣文學」。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858
民間文學；

俗文學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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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14 181 142 

859
中國兒童文

學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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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305 440 256 

總計 8,914 1,551 2,321 2,526 2,516 

表25（續）

圖 13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各時期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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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類「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期刊文獻僅有 4 篇，其

關鍵詞有：口傳傳統（1）、口說故事（1）、文本脈絡式論述（1）、北美原住

民（1）、北美原住民文化（1）、生態地域式敘事（1）、物活主義（1）、物種

交相冥想（1）、美國原住民（1）、殖民論述（1）、開放的冥思（1）、雅列希（1）、

愛情詩（1）、楊瑩（1）、煙信（1）、說故事人（1）等，皆僅有 1 篇文獻提及。

852 類「詞」期刊文獻前 10 個關熱門鍵詞為詞（247）、楚辭（152）、

屈原（91）、蘇軾（86）、九歌（57）、離騷（56）、詞學（44）、宋詞（37）、

李清照（28）、天問（24）。「屈原」在每一期均是熱門研究主題；「李清照」

只有在第 1 期較多討論；「柳永」在第 1、2 期較多學者探討；「蘇軾」則是

在第 2、4 期受到比較多的關注。

853 類「曲」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雜劇（98）、牡丹亭（81）、

元雜劇（68）、傳奇（65）、散曲（63）、關漢卿（62）、湯顯祖（57）、長

生殿（41）、西廂記（38）、桃花扇（35）。「元雜劇」在每一期皆為熱門研

究主題；「雜劇」及「散曲」在第 1、2、3 期受到比較多的關注；「牡丹亭」

和「長生殿」則是在第 2、3、4 期有不少文獻探討；「桃花扇」在第 2、4

期有不少相關研究；「關漢卿」在第 2、3 期有不少文獻探討；「湯顯祖」在

第 3、4 期有不少文獻探討。

854 類「劇本」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劇本（33）、高行健（20）、

戲劇（18）、曹禺（14）、張愛玲（12）、戲曲（11）、雷雨（9）、傾城之戀（8）、

八月雪（7）、改編（7）、電影劇本（7）。「張愛玲」與其作品《傾城之戀》

在第 2、4 期及高行健與其作品《八月雪》在第 3、4 期皆有不少文獻探討；

汪其楣在第 3、4 期亦有文獻探討。

855 類「散文；隨筆；日記」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散文（80）、

回憶（70）、韓愈（68）、柳宗元（66）、古文（43）、遊記（40）、蘇軾（39）、

桃花源記（29）、永州八記（25）、陶淵明（25）。在人物方面，「韓愈」及「柳

宗元」在第 2、3、4 期持續受到關注；「蘇軾」則是第 2、3 期受到比較多的

關注；第 1 期有邵玉銘（2）、梁實秋（2）；第 2 期有歐陽修（13）、蘇洵

（10）；第 4 期有陶淵明（10）。

856 類「函牘及雜著」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寓言（64）、日記

（42）、報導文學（37）、對聯（34）、八股文（24）、報告文學（17）、書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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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16）、中國（13）、臺灣（13）。寓言在第 2、3、4 期均是最熱門的

研究主題；報導文學在第 2、3、4 期亦有很多關注；日記則是在第 3、4 期，

研究熱度僅次於寓言；對聯在第 1 期為最熱門研究主題，第 2、3、4 期亦有

不少相關研究。

857 類「小說」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紅樓夢（567）、西遊記

（187）、金瓶梅（150）、水滸傳（135）、三國演義（103）、三言（53）、小說（47）、

曹雪芹（47）、馮夢龍（45）、紅學（38）。《紅樓夢》、《西遊記》、《金瓶梅》、

《水滸傳》在每期皆是熱門研究主題；其中探討《紅樓夢》相關的主題有「紅

學」「曹雪芹」、「賈寶玉」、「石頭記」與「大觀園」。《三國演義》在第 2、3、

4 期皆是熱門研究對象。

858 類「民間文學；俗文學」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民間文學

（83）、敦煌（46）、變文（40）、俗文學（37）、寶卷（29）、竹枝詞（27）、

敦煌變文（25）、彈詞（17）、歌仔冊（16）、臺灣（13）。「敦煌變文」、「敦

煌」與「變文」在各時期皆受到關注；「民間文學」則亦是每一個時期的熱

門研究主題，尤其第 3 期最多。其他較為特別的還有第 2、3、4 期都有相關

文獻的「竹枝詞」，以及在第 4 期才成為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的「歌仔冊」。

859類「中國兒童文學」期刊文獻前 10個熱門關鍵詞為兒童文學（384）、

童詩（161）、兒童（103）、童話（98）、少年小說（96）、繪本（71）、臺灣

（61）、李潼（48）、詩（48）、圖畫書（48）。「兒童文學」、「童詩」、「童話」

在每一時期皆為熱門研究主題；在地域方面，第 1、2 期有中國，第 2、3、4

期有臺灣；在人物方面，李潼在第 3、4 期受到不少關注。

（七）藝術類期刊論文數量及主題分析

1. 中國建築

（1）論文數量分析

922 類「中國建築」之期刊論文計有 971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

刊論文的 0.90%，其中，1981-1990 之間，有 166 篇；1991-2000 之間，有

378 篇；2001-2010 之間，有 311 篇；2011-2021 之間，有 116 篇。最鼎盛時

間為第 2 期，之後則一路下滑（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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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中國建築」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922 中國建築 971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66 378 311 116 

（2）研究主題分析

922 類「中國建築」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建築（180）、臺灣

（155）、中國（96）、傳統建築（79）、中國建築（38）、金門（33）、民宅（31）、

歷史建築（31）、現代建築（23）、建築史（22）。臺灣建築在各期都有極大

數量的研究文獻，另外，金門建築在第 1、2、3 期受到不少關注，客家建築

則是在第 3、4 期有不少相關文獻。

2. 中國書畫

（1）論文數量分析

941-945 類「中國書畫」之期刊論文計有 9,540 篇，占四十年漢學研究

相關期刊論文的 8.84%，其中，以中國書畫（3,990）最多；其次為中國畫

（2,414）、書法（1,977）（見表 27）。

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1981-1990 之間，以中國書畫（870）最多，其

次為中國畫（796）、書法（328）、中國畫冊（163）；1991-2000 之間，以中國

書畫（1,846）最多，其次為書法（541）、中國畫（510）；2001-2010 之間，以

中國書畫（937）最多，其次為書法（608）、中國畫（599）；2011-2021 之間，

以中國畫（509）最多，其次為書法（500）、中國書畫（337）（見表 27）。

另以各主題在各時期受重視的程度來看，「中國書畫」之研究最受青睞，

第 2 期得到最多關愛，第 3 期下降不少，第 4 期再下降，降幅不少。「中國

畫」之研究第 1 期得到最多關愛，第 2 期下降不少，第 3 期上升頗多，第 4

期則回復到第 2 期的數量。「書法」之研究，數量頗多，自第 1 期一路上揚，

至第 3期達高峰，第 4期則下降，降幅頗多。「中國畫冊」之研究則起起伏伏，

在第 3 期最受關愛。「法帖；拓本」之研究，第 2 期微幅下降後，第 3 期逐

漸上揚，第 4 期達研究高峰（見圖 14）。



臺灣四十年來漢學研究趨勢：期刊論文書目計量分析（下） 81

表 27

「中國書畫」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941 中國書畫 3,990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870 1,846 937 337 

942 書法 1,97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328 541 608 500 

943 法帖；拓本 467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00 93 122 152 

944 中國畫 2,414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796 510 599 509 

945 中國畫冊 692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163 154 229 146 

總計 9,540 2,257 3,144 2,495 1,644 

圖 14　中國書畫之期刊論文篇數

（2）研究主題分析

941 類「中國書畫」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繪畫（382）、畫家

（314）、水墨畫（101）、臺灣（101）、張大千（97）、藝術（94）、中國（72）、

油畫（69）、書畫（66）、八大山人（60）。在畫家方面，「張大千」在每一

時期都是熱門研究主題，「八大山人」在第 1、2 期有相關研究文獻；另外，

書畫家之研究，在第1期有任柏年（31）及徐悲鴻（17），第2期有江兆申（27）

及廖繼春（20），第 4 期有陳澄波（17）、席德進（9）及陳進（8）。在主題

方面，「水墨畫」在每一時期都是熱門研究主題，「山水畫」則是在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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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不少人研究。

942 類「書法」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書法（762）、書法藝術

（118）、中國（109）、草書（55）、書學（50）、書法教育（40）、書法家（38）、

書風（36）、書論史（34）、書藝（33）。人物部分，第 1 期有顏真卿（8）、

第 3 期有于右任（12）、蘇軾（11）、米芾（11）、傅山（11），第 4 期有顏

真卿（11）、王羲之（11）等書法家之相關研究文獻。朝代部分，第 1、2 期

皆有人研究唐代書法。書法體的部分，第 1、3、4 期皆有不少人研究草書，

第 4 期另有隸書之相關研究。主題部分，「書法藝術」在每一時期均有很多

人關注；「書法教育」在第 2、4 期受到不少關注。

943 類「法帖；拓本」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書法（48）、王羲

之（31）、碑碣（21）、自敘帖（20）、蘇軾（20）、碑帖（16）、米芾（14）、

拓碑（14）、碑文（14）、懷素（14）。法帖部分，第 1 期有蘭亭（4）、寒食

帖（5）、快雪時晴帖（3），第 3 期有自敘帖（16）。人物部分，第 1 期有蘇

軾（6）、東坡（3）、王羲之（3）、顏真卿（3）；第 2 期有蘇軾（5）、王羲

之（3）；第 3 期有王羲之（11）、懷素（11）、米芾（6）、顏真卿（3）；第 4

期有王羲之（12）、蘇軾（8）、米芾（5）、顏真卿（5）。

944 類「中國畫」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中國（355）、山水畫

（197）、繪畫（193）、水墨畫（184）、中國畫（135）、國畫（96）、人物畫

（82）、文人畫（74）、明代（57）、宋代（56）、臺灣（56）。南宋在第 1 期

有較多相關文獻；明代和清代在第 2 期有較多相關文獻；宋代、清代在第 3

期有較多相關文獻。水墨畫、山水畫、人物畫等各種繪畫在各期均有不少研

究，而花鳥畫、肖像畫則是出現在第 4 期。

945類「中國畫冊」期刊文獻前10個熱門關鍵詞為壁畫（68）、明代（27）、

清代（23）、敦煌（22）、岩畫（20）、清明上河圖（20）、張大千（18）、敦

煌壁畫（18）、富春山居圖（15）、中國（13）、唐代（13）、溪岸圖（13）。

壁畫在第 1、2、3 期均是最熱門的研究對象，第 4 期則略少於清明上河圖；

此外，每一期均有研究敦煌壁畫者；人物部分，第 1 期有李流芳（10）、吳

歷撫（9）、惲壽平（9）；第 2 期有董源（5）、倪瓚（5）；第 3 期有張大千

（12）、仇英（7）、宋徽宗（5）、董源（5）；第 4 期黃公望（5）、董其昌（4）、

仇英（3）。各種畫冊在第 1 和第 4 期均有不少研究，而番社采風圖考、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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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風圖、風俗畫、中國古代天象圖、長崎貿易圖冊、墓室天象圖、墓室壁畫

則是出現在第 4 期。

3. 中國戲劇

（1）論文數量分析

 982 中國戲劇之期刊論文計有 2,319 篇，各時期的研究都不少；其中，

1981-1990 之間，有 458 篇；1991-2000 之間，有 709 篇，是高峰期，之後下

滑，2001-2010 之間，有 598 篇；2011-2021 之間，有 554 篇（見表 28）。

表 28

「中國戲劇」之期刊論文篇數統計表

分類號 類目 篇數 時期／篇數

982 中國戲劇 2,319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458 709 598 554 

（2）研究主題分析

982 類「中國戲劇」期刊文獻前 10 個熱門關鍵詞為京劇（283）、歌仔戲

（187）、臺灣（172）、崑劇（126）、戲曲（118）、戲劇（115）、中國（96）、

劇場（54）、傳統戲曲（42）、梅蘭芳（35）。京劇、歌仔戲在每一期均有很

多相關文獻；崑劇、劇場在第 2、3、4 期均獲得較多關注；傳統戲曲在第 2、

3 期有較多相關研究；其他較特別的文獻主題，在第 1 期梨園（12）、地方戲

（11）、地方戲曲（11）；第 2 期有儺戲（20）；第 3 期有北管（13）、採茶

戲（11）；第 4 期有梅蘭芳（14）、話劇（13）、莎士比亞（10）等。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於研究過程中，遭遇一項棘手問題，然因此有了意外且重要的收穫，即是

發現期刊論文系統所使用的分類架構問題。資料庫收錄之期刊文獻無法正確歸入相

對應之類號及類目，造成本研究耗費相當時日比對新舊分類系統架構，原已接近完

成的統計分析，大部分捨棄，重新依新的分類系統，撈取漢學相關文獻，重新統計

分析，除了研究成果，對於期刊系統的盤整，也可謂是本項研究的另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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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結論分別就各漢學領域的研究發現加以敘述，並以文字雲說明各類的

熱門研究主題；進一步研究建議則針對未來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加以說明。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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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中國文學類最受重視，其次是中國歷史地理類；

各時期各類期刊論文數量之占比則相差不多。漢學相關之總類期刊論文篇數以第 4

期為最多，藝術類以第 2 期最盛，其他哲學類、宗教類、史地類、語文類都是以第 3

期為最盛時期。

1. 經學領域

經學之研究以易經最受青睞（2,259，占 32.3%），其次是詩經（占

14.4%）、四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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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時期的論文篇數來看，均以易經最

多；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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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書經」、「詩經」、「禮」都是在第 4 期達到高峰。

「春秋」、「孝經」、「群經總義」研究都是至第 3 期達高峰。「四書」的研究高

峰期則是第 1 期。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經

學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論語、詩經、易經、周易、左傳（見圖 15）。

2. 哲學領域

中國哲學之研究，以先秦哲學（占中國哲學類的 60.73%）之研究最興

盛；其次為宋代哲學（占中國哲學類的 13.12%）、明代哲學（占中國哲學類的

8.59%）。第 3 期所產生的期刊文獻數量最多，先秦哲學、漢代哲學、魏晉六朝

哲學、唐代哲學及明代哲學都是在第 3 期達研究最盛時期；宋代哲學及清代哲

學的研究最盛時期則是第 4 期。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哲

學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莊子、老子、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朱熹、思想（見

圖 15）。

3. 宗教領域

佛教和道教研究的最盛時間都是在第 3 期，而有關佛教研究受到青睞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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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遠高於道教研究。佛教之研究題材，以佛教總論（占佛教類的 34.47%）

的篇數最多；其次為佛教宗派（占佛教類的 20.60%）、經及其釋（占佛教類的

15.73%）、佛教儀制：佛教文藝（占佛教類的 13.43%）、論及其釋（占佛教類的

8.65%）；道教則是以道教總論（占道教類的23.69%）的篇數最多，其次為道藏（占

道教類的 19.49%）、道教儀式（占道教類的 17.04%）、道教修鍊（占道教類的

16.96%）。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宗

教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佛教、道教、人間佛教、中國、禪宗、佛法、佛學（見

圖 15）。

4. 歷史地理領域

中國斷代史之研究，以民國史（占中國斷代史類的 39.30%）最受歡迎，其

次為清（占中國斷代史類的 15.22%）及明（占中國斷代史類的 9.07%）。各朝代

文化史則以中國文化史（占各朝代文化史類的 85.79%）受到較多青睞，其次為

明代文化史（占各朝代文化史類的 4.14%）、清代文化史（占各朝代文化史類的

3.16%）。

中國外交史、中國與各洲之關係之研究，以現代中國外交史（占 24.81%）

最受重視，其次為中國與歐洲（占 24.77%）、中國與亞洲（占 21.49%）。

中國地方志總論及各地區方志之研究，以華南地區（7,926，占中國地方志

總論及各地區方志的 83.61%）受到高度關注；其次為華中地區（占 5.38%）及

西部地區（占 3.32%）、華北地區（占 3.25%）。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史

地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中共、史地、臺灣史、史學、辛亥革命、宋代、臺北市、

史記會注考證、中央工作日記 （見圖 15）。

5. 語言文學領域

在語言文學領域，漢語之研究一枝獨秀，占四十年漢學研究相關期刊論文

的 9.83%；占語文類的 34.11%。

中國文學總論及各種文體論之研究，以中國詩論（1,787，占 27.64%）最

多，其次為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占 26.47%）、中國文學總論（占

15.28%）、中國文學批評史（占 11.08%）、中國小說論（占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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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總集及各種文體總集之研究，以中國詩總集（占 87.99%）最受重

視；其次為婦女作品總集（占 3.95%）及辭賦總論（占 3.37%）。

中國文學別集及各朝代文學別集之研究，以現代別集（占 54.69%）最多；

其次為清代別集（占 13.98%）、宋及遼金元別集（占 12.74%）。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之研究，以小說（占 22.82%）最受歡迎；

其次為散文；隨筆；日記（占 15.34%）及詞（占 15.32%），中國兒童文學（占

14.79%）也不少。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史

地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散文、臺灣、詩、紅樓夢、漢語、新詩、中國、臺語、

現代詩、小說、兒童文學、修辭、文心雕龍（見圖 15）。

6. 藝術領域

中國書畫之研究，以中國書畫（3,990 篇，占 41.82%）最受青睞；其次為中

國畫（占 25.30%）、書法（25.30%）。

本研究進一步以文字雲產生工具將字詞的出現頻率以文字圖案來顯示，藝

術方面的熱門研究主題為書法、中國、繪畫、臺灣、畫家、水墨畫、京劇、山

水畫（見圖 15）。

本研究對照於耿立群女士針對《漢學研究》單一期刊自 1983 年創刊號迄

2008 年，計 55 期所刊載之歷史類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其研究結果與本研究顯

有差異，耿女士指出歷史類論文刊登比例最高的研究主題，就「斷代」而言，

以「明清史」最多，遙遙領先其他斷代，占總論文數幾達三成的比例；「通史」

居次，「宋遼金元史」和「近現代史」並列第三（耿立群，2010）。本研究含括

年代較廣，選取資料來源來自 2,970 種學術期刊刊載的 107,944 篇，研究結果發

現中國斷代史之研究，以民國史最受歡迎；其次為清及明。

而對照彭明輝教授對由 8 種歷史學相關期刊，以量化方式考察臺灣地區的

歷史學研究，呈顯中國史是 1945-2000 年間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的重心。斷

代研究以中國近現代史最受青睞（19.3%），其次是中國上古史（13.9%），依序

為明清史（13.3%）、宋遼金元史（13.1%）（彭明輝、唐志宏，2007）。本研究

之研究結果，與彭教授之研究較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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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一步研究建議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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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分類法之編制主要用於圖書館圖書資料之

歸類，圖書分類法之架構雖根源於學術分類，但與學術分類不完全相同，必須依據

實際的圖書資料出版情形，使館藏圖書資料有系統地陳列，雖有其便利，但也有其

限制。因此，本研究未完全涵蓋漢學的所有相關領域，如人類學，專史如中國科學史、

中國醫學史、中國社會哲學史、中國社會史、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國財政史、中國

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軍事史，值得繼續就這些領域探究，以獲得較完整之全貌。

本研究限於時間，僅先就漢學領域之各學門期刊論文總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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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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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可善用這些資料繼續進行其他相關研究，或先暫

時保存此批資料，供有心研究者進一步利用。

限於篇幅，本文未附各類目各時期的論文熱門關鍵詞一覽表，完整的報告內容可

向本刊編輯索取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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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總類 100 哲學類

200 宗教類 600-700 史地類

800 語文類 900 藝術類

圖 15　各類熱門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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