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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語獻所：深化漢學文獻研究　建構文化核心金字塔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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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設有全國唯一的「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在全球學漢語的外國人口將達

1億，同時「漢學國際化」成為世界必然的新趨勢。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之特

色為擴展漢學研究，以深化漢語文化學及文獻學之研究，進而了解由「文獻」及「語

言」所構成的金字塔頂端「文化」的主要精華，並依此發展為「東方文化、在地思考

」之漢語文化學。 

所長陳仕華 

由於「漢語熱」的興起，外國人接觸「漢語」頻繁，若僅接觸漢語而未深入研究，無

法融入中國文化，而文化的藩籬並非單靠學習漢語即可上手。學習漢語除了自語言著

手外，亦須倚靠文獻及文字的記載溯源，進而瞭解其中的思想及文化。「漢語文化暨

文獻資源研究所」的成立宗旨則是經由「文獻」及「語言」兩方面著手進行文化的論

述，進而了解由「文獻」與「語言」所構成的金字塔頂端－文化」的主要精華，語獻

所依此為教學目標。 

本校的三化教育理念是「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其中「國際化」便為孕育「漢

學國際化」的成長背景，「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依此為基石，成為特色獨具

、全國唯一的專業科系。語獻所期望深化漢語文化圈、文獻學理論、編篡採集歷代文

獻、當代語言，成為語言、文獻、文化整合的國際研究中心，創造新社會的文化人才

。 

98學年度語獻所即將與中文系合併，分為文學組、語言文化組兩組，不管是哪一組其

皆強調駕馭文字的能力，藉由語言及文獻的專業論述，追溯固有文化仍為主要學習重

點。 

 

教師專精語言文獻文化領域 

為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本所聘專任教師3名，與中文系合聘2名，並與本校外系

合聘4名教師，皆為文獻學、語言學、文化學領域之學者。所長陳仕華以圖書文獻學

、目錄版本學研究著長，對研究方法、論文寫作、專題文獻編輯實務有深厚研究，著

重基本功，為學生在專業領域扎下深根。吳哲夫教授則為前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



長，以嚴謹的教學態度在學術界著稱，在校開設古籍鑑定與調查、文獻經營與管理等

課程，使學生在研究理論之餘進一步實際操作、整合資訊之能力。張佩琪教授為莫斯

科大學語文學系理論暨應用語言學教研室博士，專精於語言學的理論與應用，深厚的

外國理論的基礎，使語獻所進一步跨向國際學術殿堂。 

課程三核心富涵含漢語文化學 

為擴展漢學研究、培養實務人才及領域整合，本所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文獻

典籍調查整理、當今社會語言文化調查採集能力。課程規劃方面，共分20%基礎知識

、52%理論與28%實作三類，並以「語言」、「文獻」、「文化」為三大核心，先由

語言及文獻為文化做詮釋，再從文化核心金字塔溯源而上，探尋思想，以豐富漢語文

化學內涵。基礎內容為加強論文寫作能力、增進國際漢學研究能力、國際漢學網路搜

尋能力與外語能力，對此開設「漢學英文」、「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等課程。奠定

基礎後，再進階到理論類，設有「社會語言學」、「中國文獻學理論」、「漢語文化

圈專題研究」等課程。奠定前兩項基礎後，最後以訓練就業能力的實作類課程，如「

語言調查與統計」、「古籍鑑定與調查」等，培養學生除了基本的資料蒐集能力外

，尚有文獻鑑定、文化論述、資訊整合之能力。 

另外，為配合「國際漢學資源整合能力」、「蒐集當代詞語能力」、「古籍調查與整

理能力」三項基本能力指標，語獻所尚開設「古籍鑑定與調查」、「文獻經營與管理

」、「出版與資訊專題研究」、「語言政策與規劃」等課程，訓練學生掌握未來社會

文化趨勢之眼光及實用的就業能力。為擴展學生修習視野，亦有「史學方法」、「田

野調查」、「資訊圖書學」等相關選修，穩固基礎，進階專精，呈現理論與實務並重

之特色，進而達到豐富漢語文化學內涵之目標。 

 

學術活動將漢學推向國際化 

將漢學推向國際化也是語獻所的一大特色，除了每年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合辦學術會議

外，也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95學年度，邀請國際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2006年台灣

•日本•韓國哲學國際學術會議」；96學年度，前往湖北大學參加「中國文獻學－文

化、文獻、語言研討會」及與故宮博物院中研院文哲所合辦「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等會議皆為重要指標。 

此外語獻所在國際交流方面，成立全球漢語研究機構，與慶應、早稻田、復旦、湖北

等8所學校進行學術交流，亦鼓勵學生參與，希望藉此開拓學生眼界，培育其國際觀

、未來觀。研究生共發表12篇論文，其中3篇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如97學年度，研

究生高雅琪參加由寧夏社會科學院主辦「第三屆國際西夏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其論文

。 



語獻所透過學生參與計畫，提供實務訓練。語言方面，接受教育部委託，由所長陳仕

華主持「94、95年度臺灣常用語詞調查工作」。文獻方面，接受國科會委託，由吳哲

夫教授主持「台灣所藏宋元版古籍調查分析研究」以及與大陸北京師範大學、河北大

學合作「四庫提要校證」計畫，目的是透過研究過程，加強文獻採集、調查、分析之

能力，並幫助群體概念之建立。而日前與書泉出版社合作出版《地下好樂》，即同學

練習編輯出版行銷的成果。文化方面，執行「淡水立體方志」計畫，以數位攝影製作

方志，結合文獻、文化、數位為一體。與淡水社區緊密結合，經營地方文化。 

語獻所亦重視在地研究，由周彥文教授主持設立的「田野調查研究室」編製「淡水立

體方志」，便是「東方文化、在地思考」的目標呈現，其中包含人文志、民生志、聚

落志三區塊，透過學生親身的田野調查與影像拍攝，集文獻與數位為一體，與淡水社

區緊密結合，經營地方文化，並每年舉行發表會，迄今已發表沿革志、廟宇志、民俗

志，深受地方人士肯定。 

語獻所經常舉辦各類演講，兩年內語獻所共邀請26個相異文化背景的講者，透過演講

讓學生發現各國文化內包含的漢語文化，擴大視野，從各方面看到社會文化現象，藉

以觸發思維。文學院籌辦的「文化創意產業」更為人文研究者打開一條活路，語獻所

的任務便是論述文化的新現象，並透過語文、文獻二途展現中國文化的意蘊與靈魂。 

 

校友憶當年 

古籍研究廣泛涉獵漢語文化範疇 

南華高中教師郭妤綺 

在淡江語獻所學習到的經驗，至今仍深深影響我的生活，大學時念淡江中文系，那時

盧國屏教授給予我相當多讀書上的建議與鼓勵，而教授活潑的教學方式與理念也讓我

十分嚮往，於是決定進入淡江語獻所繼續深造。語獻所有別於中文系，它透過古籍研

究與數位做各種不同的文化結合，呈現出多面向的文化內涵，讓漢學變得極具創意

，同時也重視實作，在學期間語獻所正在推動「21世紀視覺文化藝術工程」計畫，此

活動將歷史悠久的中國的文字與國際木雕大師吳榮賜的雕刻相結合，並將成品展示於

101大樓，在當時我擔任展示品解說員，透過這活動不但成功地對外推廣中國文化

，也大幅提升我的口語表達能力。 

語獻所除了系內的專業外，也兼顧其他技能，如盧國屏教授開設「漢語文化與理論應

用」課程，不只針對漢語文化做研究，更請統計系教授指導我們基本的商業統計，以

充實專業範疇外的其他領域。在多元化環境的培育下，淡江學生相當活潑且善於表現

，除了讀書外也應兼顧社團，利用參與社團的機會增強自己的能力。現代世界充斥著

「漢語熱」氛圍，同學在學期間應致力加強自己的英、日語能力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



合，並對未來作深入的思考規劃，若想朝學術路線前進，必須下足基礎功夫，而淡江

各項資源豐富，若善加利用必定能獲益無窮。 

 

引發對文獻研究的熱情 

康橋雙語中學教師徐韶君 

回憶當年攻讀語獻所時，是源自對語言學的熱衷，原本對於語言較有興趣，但自從就

讀語獻所後，引發出對於文獻研究的熱情，並從語言及文獻中，深化對漢學文化的了

解。在理論的學習方面，盧國屏老師在語言學方面歸納整理的功夫，讓我對於語言方

面了解更為透徹；周彥文老師治學的嚴謹態度，對了解文獻方面有更多不同的認識。

而教授們對文獻及語言的理論的闡述十分精闢，讓學生能直接深入了解艱深的理論

，這讓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我更能掌握時間，活用這些理論，探索文獻學的精髓。 

我曾經參加由周彥文老師開設的田野調查研究室，並進行「淡水立體方志」的計畫

，以數位攝影製作方志，部分資料可由居民的口述及生活方式得知，另外一部分則在

書籍及文獻方面進行調查，使我對地方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此外也藉由立體的影

像及居民生活的記錄（即活人文），引導出對「活人文」的極大熱忱。雖然在田野調

查研究室時，工作上的配合及組員的磨合稍顯困難，但在成品完成後，卻讓我更加熱

愛淡水這塊土地。此過程除了讓我學習到剪接及製作外，也對淡水居民純樸的生命力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此外，了解製作「淡水立體方志」是文獻保存的一種方式，在實

務與理論上做了最完美的呼應。 

在田野調查研究室中，大家族的感覺令我難忘，專業能力是一時的，可能會隨環境的

變遷而轉變，但人際關係是一輩子的，若能妥善經營人脈關係，那麼未來的生涯藍圖

會多一扇窗。 

 

透過語言文獻了解人文力量 

康橋雙語中學教師林惠珍 

當初會進入語獻所是因對文獻方面有極大的熱忱，再加上語獻所不僅僅是以文獻或語

言為單一的研究中心。由於語獻所是以文獻及語言兩種為核心架構為基礎，因格局不

同，視野也較他校之單一文獻或語言研究基礎更具宏觀，因此便進入語獻所進修。 

記得當年在語獻所進行研究時，對於文獻的部份特別有興趣，語獻所的教授們各個都

獨具特色，吳哲夫教授實務探究的精神、周彥文教授引導思考的學習，但其中影響我

最大的莫過於陳仕華教授，由於他重視基本功的學習，一步步按部就班的學習方式

，使我在學習上更能得心應手。記得曾有幸與他一同參與研究計畫，內容為整理族譜

。在調查過程中，他給了我許多的建議，如：至故宮尋找資料。最後從顯微膠片的檔



案整理出族譜。除了在族譜的報告中教授給了我許多的機會，在我的碩士論文上教授

也不遺餘力地幫助我，由於我的碩士論文的題目主要是以戲曲為主軸，陳仕華教授亦

幫我介紹了多位教師，幫助我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更駕輕就熟。 

在語獻所學習的這段期間，學習到研究學問的方法，過去在做學問方面總是一知半解

，經由語獻所的訓練後，所學的方法及態度，讓我對未來所學更能融會貫通。這樣的

態度也影響我目前的教學方式，以不同於過去刻板的解說課文，而是以找資料或小組

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更加能引導學生學習，一掃過去的枯燥乏味。現代人不能忽視

人文力量，經由語言及文獻的研究後，深知人文力量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希望這股

力量能夠受到重視，並有更多的莘莘學子將這此力量延續並傳承下去。 

 

近身體會大師風範 

大師房屋經紀人劉邁壬 

語獻所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國際觀，這個概念讓我受惠無窮，並非侷限在台灣，而會想

往高處爬，刺激自我各式各樣的思維。記得當時有門課為漢語英文，這門課主要是學

習國外的文學，雖然學漢語的人在外語方面可能沒有外文系的優秀，但語獻所這項課

程能讓我在學習語獻所的專業科目之外，還能充實外語能力，培養國際觀的遠見。當

時亦舉辦了數場相關漢語文化國際研討會，其交流的國家遍及世界，有大陸、日本、

歐美等地，讓學生可以不同的角度研究漢語文化領域，同時學者們淵博的學問，讓我

在在工作、視野及人生格局更為寬廣。 

此外，當時也經常邀請國內外的大師前來演講或進行學術研究，從閱讀大師的文章中

可以體會其理論精髓，實際接觸交流更直接感受其大師思想，震撼感更為巨大。我想

語獻所在現代、傳統、國際等方面切入，多元性的活動刺激到我的對於世界的視角更

為寬廣。 

所上有許多大師，舉凡吳哲夫、陳仕華、顏崑陽等教授，其中以顏崑陽對我的影響最

大。顏崑陽教授在當時指導我碩士論文，原創的理論與找尋資料相比較為困難，加上

自己尚待拓展學習領域，原創的理論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顏崑陽教授是大師級

的散文家，但在研究過程中，他幫助我將論文去蕪存菁，並像慈父般鼓勵我，讓我重

拾信心。語獻所教師的大師的風範成為其特色之一，他們在待人處世方面的態度、做

學問方面的態度，對我來說都是深遠的影響，在學期間，觀察老師在想什麼、做什麼

，會發現課堂外意想不到的收穫，因為從他們身上看到一個人是如何成功的，細細咀

嚼，令人意猶未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