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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一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結案報告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葉國良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推動要務，在於：（1）召集學門複審委員，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與工作

重點，目標在提昇文學一學門學者之研究意願與水準。（2）處理各類學術活動申

請案、申訴案。（3）宣導國科會既定政策。（4）紀錄各項業務執行情形與成果。

關鍵詞：文學一學門（中文學門）

二、英文摘要

The main missions of the project are: 1) mapping 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levate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quality in the field. 2)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s and pleadings. 3) publicizing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s policies. 4)
tracking the execut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project.

Keyword: Chinese Discipline

三、本計畫執行期間與金額

本計畫之執行，核定執行時間為 95/01/01~~96/12/31，核定金額 95 年為新台

幣 314,000 元整，96 年為新台幣 283,000 元整。

四、本計畫之例行業務

本計畫之例行性工作項目，與此前學門召集人大致相仿，可分為以下數項陳

述：



1、召集複審委員處理專題研究計畫推薦送審名單事宜。

2、召集複審委員複核專題研究計畫案送審結果，兩年通過率均約 50%。

3、召集複審委員處理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申覆案。

4、召集複審委員處理吳大猷獎案。

5、處理舉辦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申請案。

6、處理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申請案。

7、處理延攬科技人才申請案。

8、處理科技人才短期訪問。

9、審查教師出國研究申請案。

10、處理大學生參與計畫案。

11、處理大學生參與計畫成果報告獎勵案。

12、處理大陸人士來臺資格案。

以上均依程序在時限內處理完畢。

五、本計畫之特殊業務

（一）文學一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研究計畫

中文學門往年曾作過兩次國內期刊排序工作，由李豐懋先生負責。但兩次排

序，僅限國內，且有各種名目之排序，較難突顯學術意義。民國 94 年 11 月 1 日

至 95 年 4 月 30 日止，召集人葉國良教授接受本會委託，擔任「文學一學門國際

暨國內期刊評比研究計畫」主持人，張寶三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半年之內，依

計畫如期完成，除繳交一百餘頁之完整報告外，將精簡版刊載於 95 年 9 月《人

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7卷第 4期，並以 e-mail 廣泛寄予各學報及近年曾向國科

會提出計畫申請案之學者。該項排序已明顯在中文學界產生影響。



（二）2001 年至 2005 年文學一學門研究地圖之檢討

文學一學門各研究範疇中，以臺灣文學、原住民文學、中國文學佔４６％為

最多，符合本學門之屬性。但中國文學中古典文學之部分有消退之趨勢，需要加

強，原住民文學（或文化）雖具特色，但涉及語言問題，有能力研究者極少，此

一部分必需等待原住民中接受高等教育且能進入大學院校任教人數增多後始能

改善。

至於經學１３％與學術思想１８％之比例，並不理想，比例應該互換。因為

經學為根本，而目前本學門中所謂研究學術思想者，經典常識與思想訓練往往不

足，論文每有欠缺深入之弊，故提倡經學研究，使學者厚紮根柢，實有其必要。

與此相關者，則為召集人葉國良教授接受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之委託，就

中文、外文、語言、歷史、哲學、藝術六個學門，調查熱門與具前瞻性議題，完

成近五百頁之報告，並將精簡版刊載於 96 年 3 月《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8

卷第 2期，其中包含文學一學門部分，可供本學門學者參考。

（三）組團參訪日本漢學重鎮八所

文學一學門第一次組團赴外國參訪工作，由召集人葉國良教授推動，決定以

日本漢學為考察之主題，成員除葉教授外，有楊儒賓教授、徐興慶教授、朱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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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廖肇亨教授、何醇麗小姐，時間為 96 年 4 月 1 日至 10 日。依行程先後依

序，參訪之大學為：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二松學舍大學、京都大

學、關西大學、大阪大學、九州大學。除拜會重要學者、參觀漢學機構、了解日

本漢學資源及近年研究動態外，亦為台灣學界提出各種邀請，包括：為 97 年 3

月臺大文學院主辦之「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及 97 年 7 月清大文學

院主辦之「中國傳統自然觀之再考察（題目暫定）」邀約講員，以及邀約重要學

者赴臺演講或擔任客座。結果反應熱烈，成果豐碩。返國後成員已完成一萬五千

字之考察報告繳會，並將精簡版〈中文學門日本漢學參訪紀要〉刊載於民國 96

年 9 月《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8 卷第 4 期。

（四）文學一學門 90~94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結集出版

文學一學門 90~94 研究成果發表會，參考 2001 年至 2005 年文學一學門研究

地圖之檢討，選定古典文學與經學為提倡範圍，於民國 95 年 11 月 25 日委託彰

化師範大學舉辦，共發表古典文學論文 35 篇，經學論文 15 篇，合計 50 篇，約

一百萬字。會後該會負責人林明德、黃文吉兩位教授並將所有論文編為三大冊，

書名《臺灣學術新視野，由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6 年 6 月出版。

林明德、黃文吉兩位教授並撰文介紹該會成果，刊載於 96 年 3 月《人文與社會

科學簡訊》第 8 卷第 2 期。

（五）宣導專題研究計畫案及專書寫作案申請注意事項

為宣導專題研究計畫案及專書寫作案申請注意事項，俾申請人有正確理解，

召集人邀同蔡英俊教授於 96年 11月 22日及 23日分別於臺灣師大及高雄師大舉

行兩場說明會，兩處聽眾合計約一百人。會前並將顏崑陽教授所撰〈如何申請多

年期專題研究計畫〉及葉國良所撰〈關於中文學門的一些思考〉（均刊載於 96 年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二文以 e-mail 傳予近年曾向本會提出申請案之學者，

俾增加宣導效果。

六、本計畫研究成果自評

本計畫二年來，除如期執行例行性業務外，下列四項應屬成效顯著之一作：



（1）第一次組團赴外國參訪，增進國際了解；（2）舉辦本學門規模最大之研究

計畫成果發表會，宣示提倡研究之範疇；（3）進行本學門國際優良期刊排序，並

進行本學門第三次國內期刊排序，且為第一次純以學術為考量之單一排序，已明

顯促進國內期刊之改進；（4）第一次進行本學門熱門與前瞻學術議題之調查，足

供學界參考與反省。因而本計畫之執行，應屬負責盡力。然而本學門仍有一些應

積極改善處，召集人所撰〈關於中文學門的一些思考〉，提出（1）相關措施應加

強宣導；（2）注重計畫案的事後考核；（3）催促學報加入電子期刊銷售網；（4）

催促專業學會加入世界性組織；共有四點，應該列為近期努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