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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岷先生著作在大陸地區學位論文
的引述及意義探論

楊晉龍 *

一、前　言

中國傳統文化傳入臺灣本島，就歷史記載，乃在十七世紀明清之際，隨後鄭成

功 (1624-1662)驅逐荷蘭人在臺灣建立政權，從此傳統中國文化逐漸在臺灣發芽生

根 1，臺灣終至於成為傳統中國文化圈的一分子。可惜滿清皇朝並不重視這個偏遠的

海島地區，因此在甲午戰敗後的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接收統治臺灣之

後，雖不禁止傳統中國文化的流傳，但禁止與大陸的文化與學術交流，導致臺灣與

文化母國的交流中斷了半個世紀。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雖有短暫的交流，但接

下來則又因為國共政治鬥爭的關係，導致一九四九年之後文化交流全面中斷。必須

等到一九七六年大陸地區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一九七八年來自四

本文曾以「孺慕回歸隱故里　洛帶鄉賢天下知：王叔岷先生著作在大陸地區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

探論」之標題，發表於 2014年 10月 15-17日，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

學院主辦的「龍泉驛歷史文化名人暨紀念王叔岷先生百年華誕研討會」。發表之際渥蒙與會學者提

供意見，又蒙未具名審查學者指正訛誤，並提供修改的睿見，謹此致謝。再者，亦有學者要求，針

對王先生被引用論著的內容和引述人的學術地位等，作較詳細的闡述，唯此類涉及「內部研究」之

內涵，已超出本文設計寫作之原意，是以無法在本文呈現，謹此說明，並致謝忱。最後，本文原係

科技部（原國科會）通過的「二十世紀臺灣詩經學研究」(NSC 98-2410-H-001-079-MY3) 專題研究計

畫項下後續研究的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經費與人力的協助。

*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1 
荷蘭人盤據臺灣時期，固然也有漢人抵達臺灣開墾，但主要多為缺乏文化素養的農民，雖也帶入

某些傳統中國的文化習俗，但確實無法與明鄭時期起始，有意識傳播漢族文化的狀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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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鄧小平 (1904-1997)提議「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被中共中央接受之後，

兩岸纔又逐漸恢復交流；一九八七年臺灣政府開放人民赴大陸，從一九四九年起

算，時間又過了四十年左右了。一九九〇年林慶彰先生 (1948- )引進大陸書籍在臺

灣販售，正式開啟了兩岸的學術交流。總計自滿清皇朝將臺灣割給日本帝國之後，

臺灣與大陸有將近百年的時間，無法進行正常的文化與學術交流。但也就因為國共

的政治鬥爭，國民黨敗退臺灣，許多大陸學者跟隨國民黨遷移臺灣，在這些大陸學

者的帶領建構之下，臺灣於是有機會擺脫日本殖民統治者政治與文化的牽絆，重新

回歸到傳統中國文化的懷抱；學術研究也因而與大陸重新接軌，開展出與大陸意識

形態不同的學術研究。僅就臺灣中文學界相關的狀況而論，大陸學者來臺引導建構

的學術傳承，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迄今，雖然學術系譜無法很明確地指稱，但大致已

傳到第五、六代了 2。

一九四九年以後跟隨國民黨從大陸到臺灣的中文學界第一代學者，大致上可

以分成兩個不同來源的學術體系：一是北京大學系統的學者 3；一是南京大學系統的

學者 4。這些學者們任教於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等等各大學，造

就了臺灣許多學術研究人才。由於這些抵達臺灣的第一代中文學者，大致都經歷

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因此臺灣的現代學術研究，乃能與大陸五四以來的

學術直接接軌；以往日本帝國殖民下的學術研究，對臺灣中文相關學術研究的影響

力，於是越來越趨於式微 5，終至於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2 
胡適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等學者，到臺灣後主要是擔任行政職，並不開課講授，因此不列入排

序。學術系譜無法明確，主要是大學開課修課和指導教授制度的關係。以筆者為例，博士論文指

導教授是第二代學者張以仁老師和吳宏一老師，但也曾修過第一代學者孔德成老師和高明老師的

課程。再如張高評學長的博士論文，即由第一代的林尹先生和第二代的黃永武先生共同指導。
3 
臺灣大學有來自北京大學的毛子水先生、董作賓先生、洪炎秋先生、臺靜農先生、戴君仁先生、

張敬先生、李孝定先生、王叔岷老師；來自燕京大學的鄭騫老師；來自清華大學的董同龢先生；

來自中山大學與燕京大學的何定生先生，以及章太炎先生門下的許壽裳先生；還有自學有成的屈

萬里先生；家學淵源的孔子後裔孔德成老師等等。
4 
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有黃侃先生的三位著名弟子：林尹先生、潘重規先生、高明老師

等。政治大學也有出身北京大學的陳大齊先生、熊公哲先生；出身中央政治學校的成惕軒先生；

留學日本的王夢鷗先生。臺灣師範大學也有出身北京大學的何容先生，留學日本的程發軔先生；

留學英國的高鴻縉先生，以及自學有成的魯實先先生等等。
5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初設立之時，曾聘任原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科東洋文學專攻畢業

的文學士吳守禮先生和黃得時先生為副教授。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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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前後受到國共鬥爭影響，因而從大陸移居臺灣的第一代學者們，

不僅對臺灣學術界的貢獻良多，同時在兩岸重啟交流之後，學術成果也跟著重新回

饋大陸學界，於是對大陸的學術也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在這些既對臺灣學術界有

重大貢獻，同時也對大陸學術界有所影響的臺灣第一代學者中，任職於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臺灣大學的王叔岷先生 (1914-2008)，自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

員。王先生出生於四川簡陽縣（今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

系本科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共內戰之際，跟隨傅斯年先生 (1896-1950)移居

臺灣，再到新加坡，晚年重回臺灣，最終則回歸「生於斯，長於斯」的四川故鄉。

有關王先生的生平、經歷、論著及出版狀況，以及學界對王先生的研究、引述及

評論，還有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及開創臺灣斠讐學研究，並在《莊子》、陶淵明及

《史記》等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學術貢獻等等，筆者已在二〇一四年五月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的「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探討說

明 6，因此不再重複贅述。然而為了更確實了解王叔岷先生對整個中國學術界的影響

與貢獻，因此延續該論文的研究構思，從「外部研究」的角度，並以較具學術指標

性的學位論文為對象，經由對大陸研究生論文引述表現的實證性探討，以見王叔岷

先生對大陸學術研究的影響狀況，從而了解王先生對大陸學術界的實質性貢獻。

本研究將透過筆者設計建構的以學術論著實際應用表現為根據的「傳播研究」

方式進行探討 7。資料的來源有三：一是「中國知網」(CNKI)中的「中國優秀碩士

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8、「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9；二是「華藝線上圖書

館」10；三是「萬方數據庫」11。以這三個網站收錄的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三年的學位論

文為對象，輸入「王叔岷」三字進入「全文」搜尋，進而統計這三個網站收錄的大

陸地區學位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為說的實情，並歸納分析引述王先生論著的表現狀

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頁 11。
6 
楊晉龍：〈引導與典範：王叔岷先生論著在臺灣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論〉，《中國文哲研究通

訊》第 24卷第 3期（2014年 9月），頁 117-143。
7 
「傳播研究」方式的相關說明，請參考楊晉龍：〈論《埤雅》及其在宋代《詩經》專著中的傳

播〉，《中國學術年刊（春季號）》第 35期（2013年 3月），頁 25-62一文。
8 
網址為：http://cnki50.csis.com.tw/kns50/Navigator.aspx?ID=CMFD。

9 
網址為：http://cnki50.csis.com.tw/kns50/Navigator.aspx?ID=CDFD。

10 
網址為：http://www.airitilibrary.com/。

11 
網址為：http://g.wanfangdat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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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藉以彰顯王叔岷先生在一九四八年跟隨中研院史語所離開大陸之後，因著大陸

改革開放的政策，於是學術論著也跟著回饋故國，因而對大陸學術界產生影響的實

情。研究進行的程序，除本節說明研究緣由的「前言」之外，以下將再分四小節進

行探討：首先，說明王先生學術論著進入大陸地區學術界的概況；其次，搜尋歸納

一九九九至二〇一三年大陸研究生學位論文中引述王先生論著的實際表現；接著，

歸納分析這些引述表現的內涵及其在學術影響上的狀況；最後，則統合前述所得的

研究成果，分析探討這些成果背後的意義與研究上的價值做為結束。

二、學術回饋大陸學界概說

王叔岷先生未移居臺灣之前，就以《莊子校釋》一書，獲得大陸許多當代學

者的讚賞及青睞。移居臺灣之後，學術創作不僅質精且量多，總計王先生出版的

論著，包括學術專著二十四部、單篇學術論文二四五篇及非學術論著九部，單篇

論文除收入專書者外，另有五十二篇單篇流傳 12。論著探討涉及的學術內容，若以

《四庫全書總目》分類的經、史、子、集四部為標準，則「經部」有：《尚書》、

《左傳》、《論語》、《孟子》及「斠讎學」、「虛字研究」等。「史部」有：《晏子春

秋》、《史記》、《漢書》等。「子部」有：《老子》、《莊子》、《列子》、《文子》、

《管子》、《墨子》、《慎子》、《鶡冠子》、《荀子》、《韓非子》、《商君書》、《申

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仙傳》、北齊劉晝 (514-565)《劉子》、《顏氏家

訓》、《世說新語》、隋代王通 (584-617)《中說》，以及「先秦道法思想」等。「集

部」有：《文心雕龍》、《詩品》、《紅樓夢》，曹植 (192-232)、左思 (250-305)、陶

淵明 (365-427)、謝靈運 (385-433)、林逋 (967-1028)等人詩作。王先生的著作橫跨

了四部的書籍，以上是王先生學術研究探討範圍的實況。

12 
王先生著作目錄數據，參考陳恆嵩：〈王叔岷先生主要著作目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 74本第 4分（2003年 12月），頁 765-78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著作目

錄網址：http://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1&uid=97；〈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簡介〉，網址：http://www.cl.ntu.edu.tw/people/bio.php?PID=146#personal_writing等而成。

惟王先生另有〈讀《紅樓夢》札記一則〉，《（南京）中央日報》，1947年 5月 5日第 9版《文史

週刊》第 40期；〈讀《莊》論叢〉，《道家文化研究》第 10輯（1996年）；〈《淮南子》引《莊》

舉偶〉，《道家文化研究》第 14輯（1998年）等三文，前述三篇目錄皆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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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王叔岷先生論著流傳的情況觀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主要流傳在大陸之

外的地區；一九七八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某些研究者固然也開始引述王先生的論

著，但並不十分普遍，且多以引述王先生未移居臺灣前在大陸發表的論著為主，甚

至僅是轉引前輩學者論著中的二手資料 13。必須等到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出版了

《王叔岷著作集》之後 14，王先生論著在大陸纔取得正式流傳的地位，學界因而有了

公然引述的依據，學術引述的狀況纔比較趨向於正常，不再刻意製造訛誤的訊息 15。

大陸改革開放後引述王先生論著，若以前述三個網站收錄的學術論著為例，

則北京大學哲學系李中華教授 (1944- )發表於一九八一年的〈論郭象與莊子人生哲

學之異同〉一文，或當是大陸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公開正式引述王先生論著者；

文中說明《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郭象《註》云：「為能无待而常通，豈

〔獨〕自通而已哉。」中之「獨」字，「依王叔岷說補」16。其後斷斷續續有研究者引

述，如：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皆有引述者 17；自一九

13 
例如：振亞：〈從語言的運用角度對《列子》是托古偽書的論證〉，《四平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82年第 2期，頁 69引述王先生之論，轉引楊伯峻：《列子集釋‧黃帝篇》（北京：中

華書局，1979年），卷 2，頁 67。張自然：《《史記志疑》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

碩士論文，2003年），頁 9-10註 26引述王叔岷老師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的〈校讎通例〉，轉引程千帆、許有富：《校讎廣義》（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 25等之

類。
14 
王叔岷：《王叔岷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該著作集將《斠讎別錄》附入《斠讎

學》；將《慕廬演講稿》、《慕廬雜著》、《慕廬雜稿》、《世說新語補正》、《文心雕龍綴補》、《顏

氏家訓斠注》、《呂氏春秋校補》等合編為《慕廬論學集》一部，故全部學術著作為 13部。
15 
「不正常」引述，如：刻意轉引二手資料，以便取得某種保護，又如：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陳

淑容：〈精平裝漢文圖書版本簡論〉，《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 3期一文，引述《史記斠

證》，出版單位不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卻寫印刷廠商「臺北久忠實業有限公

司」；天津城市職業學院圖書館張愛萍：〈鍾嶸《詩品》研究論著索引（1926年－ 1996年）〉，《許

昌師專學報》，2000年第 6期一文，引述《鍾嶸《詩品》箋證稿》誤作《鍾嶸《詩品》箋稿》，

出版單位不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而寫印刷廠商「久忠實業公司」；青島大學中文

系王今暉：〈鍾嶸四言詩論解析〉，《萊陽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卷第 3期（2003年 9

月）一文，引述《鍾嶸《詩品》箋證稿》，出版單位作「臺北：臺灣久忠實業有限公司」；北京大

學哲學系王博：〈說「寓作于編」〉，《中國哲學史研究》，2006年第 1期一文，引述《先秦道法思

想講稿》出版單位也作「久忠實業有限公司」等之類。
16 
李中華：〈論郭象與莊子人生哲學之異同〉，《晉陽學刊》，1981年第 2期，頁 75註 3。

17 1982年 1篇：振亞：〈從語言的運用角度對《列子》是托古偽書的論證〉。1983年、1984年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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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年以後，則年年均有引述王先生論著者，但數量依然稀少 18。觀察二〇〇〇年之

有引述者。1985年 1篇：孫以昭：〈評莊子的散文藝術〉，《文學評論》，1985年第 2期。1986年
1篇：歐揚：〈《莊子》中的若干語法現象〉，《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 2期。
1987年未見。1988年 1篇：劉紹瑾：〈尋找中國純藝術精神的根〉，《學術研究》，1988年第 1

期。1989年未見。
18 
（一）1990年 1篇：曹旭〈論西晉詩人張華〉，《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 4期。（二）1991

年 3篇：孫以昭：〈莊子哲學與養生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第 1期；

孫明君：〈試論莊子的天人思想〉，《寶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 3期；趙明：

〈道家詩學原論─兼論道家哲學由認知向審美的衍變〉，《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 5期。

（三）1992年 1篇：白亞仁 (Allan H. Barr)：〈《田七郎》與《聶政傳》關係探源〉，《文史哲》，
1992年第 4期。（四）1993年 3篇：曹慕樊：〈《莊子‧逍遙遊》篇義〉，《樂山師專學報》（社會

科學版），1993年第 4期；周先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史記‧孔子世家》〉，《齊魯學

刊》，1993年第 3期；王暉：〈論先秦道家「體用不二」的本體構建〉，《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 3期。（五）1994年 2篇：郝逸今：〈莊子與《莊子》〉，《內蒙古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1期；張永言：〈馬譯《世說新語》商兌續貂（一）─為

紀念呂叔湘先生九十壽辰作〉，《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 4期。（六）1995年 6篇：支宇：〈論郝

經「內游」說的美學意義〉，《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卷第 4期（1995年 10月）；

李翔海：〈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詮釋─傅偉勳哲學方法論述評〉，《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 3

期；蔣宗許：〈《世說新語校箋》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5年第 4期；陳鼓應：〈先秦

道家研究的新方向─從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說起〉，《管子學刊》，1995年第 1期；索

介然：〈《慎子佚文》簡介〉，《管子學刊》，1995年第 4期；張愛萍〈鍾嶸《詩品》研究論文索引

（1920年 1月－ 1983年 12月）〉，《周口師專學報》第 12卷第 2期（1995年 6月）。（七）1996

年 4篇：閻艷：〈《列子集釋》的音義訓詁〉，《語文學刊》，1996年第 1期；王發國、曾明：〈水

流花放；老樹春深─評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文學遺產》1996年第 3期；陳建樑：

〈吳王闔廬身世考辨〉，《學術月刊》，1996年第 6期；李華：〈鍾優民《陶學史話》述評〉，《江

西社會科學》，1996年第 8期。（八）1997年 7篇：李長庚：〈訓詁與文化習俗四證〉，《古漢語

研究》，1997年第 2期；劉可欽：〈「游」與莊子詩學的主體精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

文‧社會科學），1997年第 2期；李華：〈近 20年陶淵明研究綜述〉，《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

第 3期；陳淑容：〈精平裝漢文圖書版本簡論〉；王曉毅：〈向秀《莊子注》研究〉，《山東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 3期；陳應鸞：〈論鍾嶸對四言詩的態度〉，《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 4期；汪少華：〈也談孫臏的「坐」與趙太后的「持踵」〉，《南昌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卷第 2期（1997年 6月）。（九）1998年 5篇：李賢中：〈尹文子

思想探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 1期；洪濤：〈《紅樓夢》英譯本中

的改譯和等效問題〉，《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 2輯；饒宗頤：〈（傳老子師）容成遺說鉤沉─

先老學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 3期；傅剛：〈世紀的盛會─記

北京：北京大學漢學研究國際會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 4期；魏

正申：〈陶淵明壽年 63歲說辨證〉，《九江師專學報》1998年增刊號。（十）1999年 6篇：黃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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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引述都在十篇以下 19，直到二〇〇一年以後，纔有超過十篇的引述，二〇〇七年

之後，每年的引述都在四十篇以上，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二〇一三年即有八十三

篇論文引述。這是王叔岷先生論著在大陸單篇學術論文引述的大概，同時，也就是

王先生在大陸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學術回歸故鄉的狀況。接著，討論大陸研究生在

學位論文中引述王先生論著的實際表現。

三、大陸學位論文引述探實

大陸地區學位論文引述王叔岷先生的論著情況，博士論文最早引述的，是在

單篇論文引述二十一年後的二〇〇一年五月，獲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位的

馬慶洲 (1958- )，論文是《《淮南子》研究》，由費振剛教授 (1935- )指導 20。碩士論

文最早引述的，則是在單篇論文引述二十三年後的二〇〇三年五月，獲得河南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學位的張自然 (1970- )，論文是《《史記志疑》研究》，由王立群教授

(1945- )指導 21。此後學位論文的引述即沒有間斷，但也僅是零零星星的引述，二〇

〇七年開始纔逐漸增多，終至於成為學術研究者的常態性徵引。

本文以「王叔岷」之詞，搜尋前述三個網路資料庫的學位論文，考察引述王先

生論著及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學術專業範圍，所得結果為：（一）二〇〇一年博士論

〈試論《漢書‧藝文志》「諸子出於王官」說（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第 2期；

謝文學：〈鍾嶸交游五考〉，《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 2期；裘錫圭：〈漢簡中

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 3期；王發國等：〈曹旭《詩品

集注》補正〉，《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 20卷第 4期（1999年 7月）；張豐

乾：〈關於「韓非讀過《文子》」及其他〉，《管子學刊》，1999年第 4期；洪曉楠：〈傅偉勳與中

國哲學重建的方法論〉，《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卷第 2期（1999年）。
19 2000年有 8篇：李水海：〈老子學於商容考證〉，《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 20卷第 1期（2000年

3月）；汪維輝：〈《世說新語》詞語考辨〉，《中國語文》，2000年第 2期；曉名：〈《列子集釋》

補正一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 2期；任朝霞：〈《劉子校釋》簡

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 5期；張愛萍：〈鍾嶸《詩品》研究論著索引（1926年－
1996年）〉，《許昌師專學報》，2000年第 6期；程國賦：〈鍾嶸《詩品》研究 70年〉，《許昌師專

學報》，2000年第 6期；陳友冰：〈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評論》，2000

年第 6期；蕭旭：〈《說苑校證》校補（四）〉，《江海學刊》，2000年第 6期等。
20 
馬慶洲：《《淮南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1年）。

21 
張自然：《《史記志疑》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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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篇 22。出自「中國文學類」一篇 23；出自「藝術學類」一篇 24。（二）二〇〇二年博

士論文三篇 25。出自「哲學類」二篇 26；出自「教育學類」一篇 27。（三）二〇〇三年共

四篇：博士論文三篇，碩士論文一篇 28。出自「中國文學類」二篇；出自「哲學類」

一篇；出自「藝術學類」一篇。（四）二〇〇四年共六篇：博士論文四篇，碩士論

文二篇 29，均出自「中國文學類」專業。（五）二〇〇五年共十四篇：博士論文六

篇，碩士論文八篇 30。出自「中國文學類」七篇；出自「語言學類」二篇 31；出自「哲

學類」四篇；出自「史學類」一篇 32。（六）二〇〇六年共九篇：博士論文三篇，碩

士論文六篇。出自「中國文學類」七篇；出自「哲學類」一篇；出自「政治學類」

一篇。（七）二〇〇七年共二十一篇：博士論文八篇 33，碩士論文十三篇 34。出自「中

22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馬慶洲、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韋兵。

23 
「中國文學類」包括：古代文學、古典文學、文藝學、古典文獻學、語言文學、古籍研究、現當

代文學、文學理論等專業。
24 
「藝術學類」包括：美術史、美術學、藝術學等專業。

25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張豐乾與金德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學劉貴華。

26 
「哲學類」包括：哲學、思想文化、藝術哲學、文化哲學、科技哲學、倫理思想、美學、倫理

學、宗教學、文化史等專業。
27 
「教育學類」包括：教育學、心理學、課程與教學等專業。

28 
博士：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劉亞璋、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黃聖平、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趙生

群。碩士：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自然。
29 
博士：成都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李占平、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強、蘭州西北師範大學

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葛剛岩、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阮氏明紅。碩士：成都四川大學古

代文學李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文藝學王培娟。
30 
博士：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沈振奇與刁生虎、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李銳、西安西北大學中

國思想文化史潘俊杰、杭州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楊玲、北京大學哲學黃蕓。碩士：南昌大學中國

古典文獻學李智耕、南昌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周振風、南昌江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蔡欣、上海

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邱慧蕾、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哲學秦曉慧、開封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

高鈺京、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文藝學鄂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哲學魏冬。
31 
「語言學類」包括：漢語言文字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古代漢語等專業。

32 
「史學類」包括：歷史學、古代史、專門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史

學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近現代史、民俗學等專業。
33 
博士：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楊世鐵、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彭樹欣、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中國哲學臧要科和萬勇華、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克鋒、上海華東政法學院中國

法律史王沛、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王永吉、杭州浙江大學文藝學王焱等。
34 
碩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藝術哲學林秀麗、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晁瑞蓮、濟南山東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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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學類」十篇；出自「語言學類」三篇；出自「哲學類」四篇；出自「史學類」

一篇；出自「藝術學類」一篇；出自「政治學類」一篇；出自「法律學類」一篇 35。

（八）二〇〇八年共四十五篇：博士論文十五篇 36，碩士論文三十篇 37。出自「中國文

學類」二十三篇；出自「語言學類」四篇；出自「哲學類」七篇；出自「史學類」

九篇；出自「藝術學類」一篇；出自「中醫學類」一篇。（九）二〇〇九年總共六

十三篇：博士論文十九篇 38，碩士論文四十四篇 39。出自「中國文學類」二十九篇；出

學中國古代史胡岳潭、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化哲學許傳昆、長春吉林大學政治學理論趙榮華、長

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楊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楊瑰瑰、武漢華中科技

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劉俊、揚州大學文藝學劉昱、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蔡德龍和蘇芃、呼

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劉海燕、昆明理工大學科技哲學顧德志。
35 
「法律學類」包括：法律史、法學等專業。

36 
博士：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周錄祥、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史張錚、長春東北師範大學

中國古代史張居三、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專門史袁清湘、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韓國良、華中

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區永圻、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學史劉聰、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陳德福、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史國良、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范正群、廈門大學

歷史文獻學陳家寧、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黃亦錫、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孫寶、浙江大學文

藝學孫旭輝、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鄧聯合。
37 
碩士：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韓永紅、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方艷霞、福建師

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黃綺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永青、曲阜師範大學文藝學宋東

陽、武漢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周愛民、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孫小妹、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

傳統倫理思想史楊輝、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藝學趙琰、蘇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顧莉丹、湘潭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王卉和陳艷、湘潭大學中國哲學馮登立、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王江

兵、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哲學李智福、大連大學專門史何勝冰、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俊、

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龔碧虹、鄭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建婷、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

祿書果、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苗苗、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哲學李路兵、呼和浩特內蒙

古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雪梅、揚州大學文藝學宗亞玲、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彩霞、長春東北

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姜陸陸、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胡曉杰、長沙湖南大學專門史黃敏、

蘇州大學中國哲學宋智、成都西南交通大學文藝學郭格婷。
38 
博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專門史肖海燕、西安西北大學專門史夏紹熙、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哲

學魏冬、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陳偉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余強軍、上海華東師

範大學中國哲學孫穎和朱曉鵬、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葉蓓卿、華東師範大學文藝學劉泰

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專門史王英杰、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守亮、蘇州大學文藝學

徐國超、蘇州大學中國哲學劉小剛、瀋陽遼寧大學文藝學胡海迪和楊鵬飛、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

學金永健、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儲曉軍和李小山、濟南山東大學專門史張魯君。
39 
碩士：濟南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李元朋、山東大學專門史王美美、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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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語言學類」五篇；出自「哲學類」十四篇；出自「史學類」十三篇；出自「藝

術學類」二篇。（十）二〇一〇年共六十六篇：博士論文二十四篇 40，碩士論文四十

二篇 41。出自「中國文學類」三十三篇；出自「語言學類」八篇；出自「哲學類」八

偉、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美學王振民、山東師範大學專門史林飛飛、曲阜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牛

和林與劉相山、曲阜師範大學專門史李春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云、石家莊河北

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海霞、河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李偉超、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哲

學王強與羅娟容、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李昭、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談笑、南京師範大

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吳昱昊、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歷史文獻學孟巖、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連凱

文、上海復旦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劉佳、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旭、貴陽貴州師範大學馬

克思主義哲學劉昆、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專門史路傳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勝奇與

朱聞宇、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高皓彤、陝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張蓉、杭州中國美術學院

美術學李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奕、開封河南大學歷史文獻學李強、蘇州大學中

國美學姚高峰、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新安與章繼成、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范國

華、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陳湘君、長沙湖南大學中國哲學雷吉振、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

國哲學倪永強、成都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克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劉鵬、蘭

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哲學何少甫、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淑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汪

小燕、無錫江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辛文與鹿博、南京林業大學倫理學葛富蓮。
40 
博士：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兵、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周運中、復旦大學比較文

學與世界文學田晉芳、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肖能、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李培志、上海

師範大學文藝學劉永、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袁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藝學武重淑子、華

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秀華和陳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賈海建、濟南山東大學

考古學及博物館學朱磊、山東大學中國哲學李季、山東大學史學史劉秀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

國哲學劉白明、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孫豔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王偉、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王興芬、瀋陽東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洪波、瀋陽遼寧大學文藝學楊艾璐、保定河北

大學中國哲學邢文祥、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哲學陳曦、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潘葦杭、長

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史林榮。
41 
碩士：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理論陳陽、重慶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康年華、重慶大學法學理

論葛鑫、鄭州大學中國古代史王明強與王鵬、鄭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鄢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漢

語言文字學任連明、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文勝與周如月、廣西師範大學文藝學陳博、金

華浙江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勝男、鄭州大學課程與教學論胡金萍、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苗慧、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專門史楊銘、開封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葉飛、濟南山東師範大

學漢語言文字學韓剛、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孫興國、濟南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林琳、

濟南大學文藝學楊陽、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旅遊管理王金偉、湘潭大學中國哲學朱小略、重慶大學

法學理論李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燕、劉永濤和李征松、臨汾山西師範大學專門史卓

志峰、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哲學張鋒賓、揚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翟悅英、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韓

麗敏、延吉延邊大學漢語言文字學趙麗麗、開封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劉麗、長沙湖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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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出自「史學類」九篇；出自「外國文學類」三篇 42；出自「教育學類」一篇；出

自「政治學類」一篇；出自「法律學類」二篇；出自「管理學類」一篇。（十一）

二〇一一年共八十七篇：博士論文十八篇 43，碩士論文六十九篇 44。出自「中國文學

漢語言文字學鄧慧愛、哈爾濱師範大學文藝學關學銳、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王

琰、昆明雲南大學美學成春菊、西寧青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高敏、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

獻學張金玲、無錫江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陳天旻、咸陽西藏民族學院中國古代文學閔文亮、蘭州

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靳婷婷、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魏曉娟、南昌大學中國哲學賴

偉鈞。
42 
「外國文學類」包括：英語語言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專業。

43 
博士：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郜同麟、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吳增輝、復旦大學中國

哲學左國毅與汲廣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屏、曲阜師範大學專門史宋立林、長春

吉林大學文藝學李希、吉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谷喬、哈爾濱師範大學文藝學丁媛、成都四川師

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斯斌、昆明雲南大學文藝學楊園、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黃瑩、杭州

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金少華、浙江大學宗教學朱文信、濟南山東大學歷史文獻學李勇慧、山

東大學專門史孟鷗、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審美文化史王娟、哈爾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高方。
44 
碩士：泉州華僑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皛璐、上海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趙夢、復旦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張翔與陸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岳賢雷、華東師範大學古代漢語趙思木、華東

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徐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徐漢相、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哲學金麗文、上

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曹琦華、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宗教學閻恒、首都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趙樹

龍、成都理工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王挽瀾、開封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王楠、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王麗偉、曹麗靜與李明霞、河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王紅、瀋陽遼寧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史慧、遼寧大學文藝學任莎莎與李晶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存興、鄭州大

學中國古代史李金陽、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周曉玲、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劉靜、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武良成、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葛海燕與劉向輝、漢中陝西理工學

院中國古代文學張金偉與武宏璞、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張亮、昆明雲南大學美學莊鵬、

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郭寧、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齊秀秀、長沙湖南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劉偉、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周嬪、湘潭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琦、北京中央

民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愛蓮、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卜鑫、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哲

學李彥榮、陝西師範大學美學程澤明、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程維、哈爾濱師範大學文藝學

于晏如、延吉延邊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千光玉、南京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王錄芳、南京師範大

學中國古代文學李曉菲、張翽、梁加花與張寧、南京師範大學基礎心理學蔣東平、蘭州西北師範

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石龍巖、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中國古代史安子毓、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李云、內蒙古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田俊杰、咸陽西藏民族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胡發

萍、南昌江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慧玲、漳州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許彥龍、昆明雲南大學

民俗學楊雨、青島大學專門史耿文風、南昌江西科技師範學院美術學張利利、保定河北大學中國

古典文獻學張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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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五十篇；出自「語言學類」九篇；出自「哲學類」十一篇；出自「史學類」十

三篇；出自「外國文學類」二篇；出自「教育學類」一篇；出自「藝術學類」一

篇。（十二）二〇一二年共七十二篇：博士論文十八篇 45，碩士論文五十四篇 46。出自

「中國文學類」四十一篇；出自「語言學類」九篇；出自「哲學類」十二篇；出自

「史學類」八篇；出自「政治學類」一篇；出自「法律學類」一篇。（十三）二〇一

45 
博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王懷義、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秦蓁、合肥安徽大學中國哲

學周葉君、揚州大學文藝學尹泓、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宋展云與高勝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周貞余、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魏現軍、北京大學中國文學辛曉娟與金溪、長春吉林

大學歷史學曲文、保定河北大學中國哲學張乃芳、武漢大學美學黃沁茗、天津南開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徐利華、南開大學哲學吳保平、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楊健、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孔祥

來、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金相圭。
46 
碩士：溫州大學文藝學韓曉蕾、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陳思、北京大學古代文學陳菡思、北京中央

民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譚笑、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學李娜、長沙理工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尹旖、長

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李靖華、長沙湖南大學中國哲學鄧夢軍、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王

延朋、瀋陽遼寧大學中國哲學王春莉、重慶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王洋河、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張瑞鑫、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胡鈴鳳、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吳鑫宇、楊煜、

梁育與曾潔、新鄉河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呂春暉、上海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李果、復旦大

學中國哲學張榕坤、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律裴乾坤、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哲學王央央、華東師

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吳銘、南寧廣西民族大學政治學理論白少華、南寧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

學李敬、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趙保勝、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丁陽、南寧廣西師範學

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王鳳年、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哲學張麗萍、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

白楊青、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田雅寧和宋蒙、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朱亞棟、南

京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洪一麟、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郭成波、徐州江蘇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

學高華與王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高磊與楊富軍、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張

陽、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陳光文、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渡邊優子、濟南山東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賀光耀、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楊楊、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潘靜如、重慶工商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朱慧、廣州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李淑蓮、西寧青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孫貴蓉、

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孫黎生、錦州渤海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張依、漳州師範學院中國古代

文學黃明芳、太原山西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楊挺、湘潭大學中國哲學龔瑤、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葉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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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共四十一篇：博士論文十四篇 47，碩士論文二十七篇 48。出自「中國文學類」二

十四篇；出自「語言學類」五篇；出自「哲學類」三篇；出自「史學類」六篇；出

自「藝術學類」一篇；出自「圖書館學類」二篇。以上即自二〇〇一年至二〇一三

年大陸學位論文引述王叔岷先生論著，及引述之學術專業的狀況，為求更清楚地展

示，以下即以表格方式示之。

徵引王叔岷先生論著的學位論文數量及學術專業統計表

專
業

年
代

中
國
文
學
類

語

言

學

類

哲

學

類

史

學

類

外
國
文
學
類

藝

術

學

類

教

育

學

類

政

治

學

類

法

律

學

類

中

醫

學

類

圖
書
館
學
類

管

理

學

類

總

計

2001年 1 1 2
2002年 2 1 3
2003年 2 1 1 4

2004年 6 6
2005年 7 2 4 1 14
2006年 7 1 1 9

47 
博士：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鄧芳寧、中央民族大學宗教學林冬子、長沙湖南師範大

學漢語言文字學鄧慧愛、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郭萬青、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關萬

維、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康盛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陳才、華東師

範大學歷史學鄔建麟、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劉佩德、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胡紅偉、北

京大學圖書館學周余姣、北京大學文藝學呂亭淵、瀋陽遼寧大學文藝學楊楠、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張華。
48 
碩士：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石磊與張秋霞、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竇葳、上海華東師

範大學中國各體文學理論顧雯、金華浙江師範大學法學院民俗學李富祥、銀川寧夏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戴環宇、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王倩倩、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呂素云、

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朱珠與郭林、瀋陽遼寧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邵永會、重慶西南大學中

國古代文學胡穎佳、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張記忠、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徐勝利、長春東

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由與黃金艷、成都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肖嬌嬌、西安陝西師範

大學中國哲學侯依汐、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龔思、杭州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胡俊佳、杭

州浙江大學中國哲學張曉俊、鄭州大學中國古代史孫瑞芳、鄭州大學圖書館學劉怡君、石家莊河

北師範大學文藝學徐超、南寧廣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李蓉、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陶張印、

北京服裝學院藝術學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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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0 3 4 1 1 1 1 21
2008年 23 4 7 9 1 1 45

2009年 29 5 14 13 2 63
2010年 33 8 8 9 3 1 1 2 1 66
2011年 50 9 11 13 2 1 1 87
2012年 41 9 12 8 1 1 72
2013年 24 5 3 6 1 2 41
總計 233 45 67 60 5 8 3 4 4 1 2 1 433

經由前述的實際搜尋統計，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政策之後，自一九八一年起即有單

篇學術論文引述王先生的論著，學位論文則要到二〇〇一年纔開始有引述者。根據

前表的統計顯示，可知在二〇〇六年之前的引述狀況較為稀少。自二〇〇七年起學

術論文引述纔呈現較熱絡的狀態，並從此成為相關學術專業研究生寫作學位論文之

際的常態性作為。自二〇〇一年起至二〇一三年止的十三年間，大陸各級大學中十

二類學術專業的研究生，總共有四三三位引述王先生的論著為說，平均每年有超過

三十三位的研究生在其論文中引述王先生的論著，這也就表示，這些研究生們在研

究及寫作過程中，確實都受惠於王先生的學術論著。以下即探討這些受惠於王先生

的研究生們的學校及其論文研究內容，以見王先生論著對大陸學術研究實質影響的

概況。

四、引述意義與範圍的分析

考察王叔岷先生的學術論著對大陸學界產生的實質影響，大致可以根據前述

的歸納統計而獲得初步的了解。經由前表呈現狀況的分析，可知大陸地區研究生

學位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的學科專業，至少包括十二類的專業，若依引述數量的

多寡排列則是：中國文學類二三三篇、哲學類六十七篇、史學類六十篇、語言學類

四十五篇、藝術學類八篇、外國文學類五篇、法律學類四篇、政治學類四篇、教育

學類三篇、圖書館學類二篇、管理學類一篇、中醫學類一篇等。若以引述數量的多

寡論之，則王先生對中國文學類的專業研究者影響與貢獻最大，對哲學類、史學類

與語言學類等研究者的影響也不小。至於藝術學類、外國文學類、法律學類、政治



•   113   •

王叔岷先生著作在大陸地區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論文哲論壇

學類、教育學類、圖書館學類、管理學類與中醫學類等專業的影響則較為普通。以

傳統中國學術而論，文史哲的互動關係一向密切，一般人文學界因此大致有三者不

分家的基本認知；出身中文系的王先生，學術著作對中國文學、哲學、史學與語言

學等四大類學術專業研究者有較大的學術影響，以及對外國文學研究者稍有影響，

自也理所當然。但居然也對文史哲學術專業之外的藝術學、法律學、政治學、教育

學、圖書館學、管理學、中醫學等專業研究者有所影響，這在學術越來越專精，學

術視野越來越趨向於狹窄專業範圍的現代學術界，恐怕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從

而也就可推知王先生在學術上的影響，不僅在人文學術研究的層面而已，實際上已

跨出了人文學研究的範圍，直接影響到社會科學及藝術與中醫學的研究者。這也就

是王先生對大陸地區學術專業影響範圍的實際狀況，同時也表現了王先生對大陸學

術專業貢獻的範圍。

了解王先生學術研究影響的範圍之後，接著探討王先生影響貢獻的研究內容。

歸納前述四三三篇學位論文十二大類的研究，若依照《四庫全書總目》的四部分類

再加以細分，則大致可以獲得下述的結果：（一）經部類研究四十六篇。包括：「語

詞研究」十七篇 49、《左傳》研究十五篇 50、「版本文獻研究」十篇 51、「斠讐學」研究二

篇、《詩經》和「孔孟」研究各一篇 52。（二）史部類研究二十五篇。包括：《史記》

學二十一篇 53、《國語》研究三篇、《漢書》研究一篇 54。（三）子部類研究二四八篇。

49 
即：楊世鐵、劉海燕、劉佳、任連明、韓剛、翟悅英、劉麗、鄧慧愛、王楠、王錄芳、王央央、

吳銘、魏現軍、鄧慧愛、康盛楠、戴環宇、徐勝利等之論文。
50 
即：趙生群、蘇芃、方艷霞、金永健、朱聞宇、趙麗麗、郜同麟、高方、曹琦華、樊瑩瑩、洪一

麟、張陽、孫黎生、李石磊、張秋霞等之論文。
51 
即：彭樹欣、黃綺煒、牛和林、孟巖、金少華、李勇慧、張麗艷、王延朋、陳光文、肖嬌嬌等之

論文。
52 
即：「斠讐學」研究：周余姣、劉怡君；《詩經》研究：陳才；「孔孟」研究：李銳等。

53 
即：張自然、李智耕、周振風、王永吉、蔡德龍、龔碧虹、周錄祥、陳家寧、吳昱昊、王明強、

王鵬、王金偉、李晶晶、張金偉、郭寧、卜鑫、安子毓、田俊杰、耿文風、陳思、郭林等之論

文。
54 
即：《國語》研究：張居三、張金玲、郭萬青；《漢書》研究：朱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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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莊子》學九十七篇 55、「哲學思想」研究十八篇 56、「日常生活」研究十三篇 57、

「繪畫藝術」研究十一篇 58、《韓非》研究十篇 59、《淮南子》研究九篇 60、《世說新語》

研究九篇 61、「審美鑑賞」研究八篇 62、「郭象」研究七篇 63；《文子》與「道教」研究各

五篇 64；《列子》、《老子》、《荀子》、「法家」、「黃老思想」、「教育與心理」、「政治

思想」等研究各四篇 65；《呂氏春秋》、《劉子》、《顏氏家訓》、「玄學」、「類書」等

55 
即：金德三、李占平、李晶、沈振奇、刁生虎、秦曉慧、魏冬、吳小玲、侯曉麗、廖靜梅、徐治

初、單紅、馬曉樂、王永豪、萬勇華、王焱、林秀麗、顧德志、王永青、王卉、王江兵、李智

福、馮登立、黃敏、宋智、陳德福、史國良、鄧聯合、肖海燕、夏紹熙、葉蓓卿、魏冬、楊鵬

飛、李元朋、王云、王振民、王強、劉昆、羅娟容、姚高峰、范國華、陳湘君、雷吉振、何少

甫、李淑霞、鹿博、路傳頌、李勝男、苗慧、朱小略、林琳、張鋒賓、鄢莉、關學銳、劉兵、武

重淑子、劉白明、陳曦、左國毅、丁媛、史慧、周曉玲、岳賢雷、金麗文、張亮、莊鵬、齊秀

秀、于晏如、石龍巖、李彥榮、張慧玲、劉靜、趙陽、蔣祥瑞、甘愛燕、李羽茜、尹旖、王春

莉、王洋河、吳鑫宇、李果、張瑞鑫、張榕坤、張麗萍、宋蒙、賀光耀、楊煜、鄧夢軍、李淑

蓮、孫貴蓉、王倩倩、張記忠、顧雯、李由、胡俊佳、李蓉、陶張印等之論文。
56 
楊輝、李路兵、朱曉鵬、葛富蓮、卓志峰、劉永、肖能、潘葦杭、朱文信、閻恒、程澤明、陸

樂、龔瑤、金溪、張乃芳、孔祥來、鄔建麟、李富祥等之論文。
57 
即：孫小妹、黃亦錫、儲曉軍、高皓彤、陳陽、周運中、朱磊、王挽瀾、徐珊、梁加花、楊雨、

丁陽、竇葳等之論文。
58 
即：韋兵、劉亞璋、李雪、張克鋒、周愛民、劉泰然、張魯君、李良、李燕、尹泓、曹海洋等之

論文。
59 
即：何勝冰、孫穎、劉小剛、康年華、李為、陳冬、周嬪、曲文、吳保平、宋立林等之論文。

60 
即：馬慶洲、劉愛敏、楊棟、林飛飛、李秀華、胡鈴鳳、梁育、周葉君、楊楠等之論文。

61 
即：劉強、高鈺京、楊瑰瑰、陳艷、趙夢、呂春暉、張依、秦蓁、黃沁茗等之論文。

62 
即：王培娟、劉昱、韓國良、徐國超、連凱文、楊陽、成春菊、王娟等之論文。

63 
即：黃聖平、趙榮華、趙琰、賴偉鈞、李希、任莎莎、徐漢相等之論文。

64 
即：《文子》研究：張豐乾、葛剛岩、姜陸陸、孟鷗、李存興；「道教」研究：袁清湘、余強軍、

李昭、趙樹龍、張曉俊等。
65 
即：《列子》研究：李俊、楊富軍、侯依汐、劉佩；《老子》研究：王英杰、邢文祥、黃云川、白

少華；《荀子》研究：張錚、李季、楊艾璐、王紅；「法家」研究：楊玲、區永圻、王美美、劉相

山；「黃老思想」研究：王沛、葛鑫、胡海迪、李培志；「教育與心理」研究：劉貴華、胡金萍、

劉秀俊、蔣東平；「政治思想」研究：黃蕓、裴乾坤、關萬維、胡紅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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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三篇 66；《管子》、《鶡冠子》、「雜家」、「中醫學」等研究各二篇 67；《慎子》、

《墨子》、《孔子家語》、「名家」、《抱朴子》等研究各一篇 68。（四）集部類研究一一

四篇。包括：「詩歌」研究三十七篇 69、「小說」研究十六篇 70、「魏晉南北朝文學」研

究十六篇 71、「陶淵明」研究十二篇 72、「神話」研究五篇 73；「詞作」與「辭賦」等研究

各四篇；《詩品》與「戲劇」等研究各三篇 74。此外還有散文、文論、文學思想等文

學相關內容之研究十四篇 75。此即以傳統中國四部分類為原則的分析。

歸納前述四大類的論文篇數，若依據數量多寡排列，則「子部類」二四八篇最

多，其次「集部類」一一四篇，接著「經部類」四十六篇，而「史部類」二十五篇

最少。前述的統計顯示，王先生在大陸學術專業研究範圍內之影響與貢獻的強弱，

子部思想類的影響最強，史學類的影響則最弱。若再根據細部的分類，觀察專門人

物、學科與書籍的研究，則超過十篇論文引述者的狀況如下：《莊子》九十七篇、

66 
即：《呂氏春秋》研究：顧莉丹、王偉、林榮；《劉子》研究：蔡欣、晁瑞蓮、劉向輝；《顏氏家

訓》研究：邱慧蕾、劉俊、陳天旻；「玄學」研究：臧要科、倪永強、鄭偉；「類書」研究：武良

成、趙思木、金相圭等。
67 
即：《管子》研究：汲廣林、周貞余；《鶡冠子》研究：祿書果、林冬子；「雜家」研究：潘俊

杰、胡岳潭；「中醫」研究：劉聰、劉鵬等。
68 
即：《慎子》研究：許傳昆；《墨子》研究：李強；《孔子家語》研究：李春紅；「名家」研究：高

磊；《抱朴子》研究：李金陽等。
69 
即：陳博、王鳳年、程維、李曉菲、張翔、白楊青、楊楊、王艷、朱慧、韓永紅、李建婷、宗亞

玲、胡曉杰、郭格婷、李小山、王海霞、李奕、張蓉、談笑、李偉超、汪小燕、辛文、張旭、周

如月、孫興國、韓麗敏、李斯斌、黃瑩、王麗偉、劉偉、劉琦、葉艷玲、辛曉娟、徐利華、胡穎

佳、陳偉娜、李征松等之論文。
70 
即：李苗苗、范正群、王守亮、張克然、賈海、張皛璐、李明霞、李敬、鄧芳寧、邵永會、呂素

云、高華、陳菡思、黃明芳、張新安、王興芬等之論文。
71 
即：呂亭淵、孫寶、葉飛、劉永濤、靳婷婷、孫豔慶、高勝利、楊健、田雅寧、楊園、劉坤、曾

潔、李靖華、郭成波、葛海燕、張寧等之論文。
72 
即：阮氏明紅、王勝奇、閔文亮、魏曉娟、田晉芳、劉愛蓮、武宏璞、胡發萍、許彥龍、張利

利、靳成誠、李娜等之論文。
73 
即：袁梅、王懷義、張華、孫瑞芳、朱亞棟等之論文。

74 
即：「詞作」研究：劉彩霞、章繼成、張屏、趙保勝；「辭賦」研究：劉洪波、張翽、宋東陽、孫

旭輝；《詩品》研究：高敏、譚笑、徐超；「戲劇」研究：曹麗靜、楊挺、王琰等。
75 
即：宋展云、李云、渡邊優子、李雪梅、潘靜如、鄂霞、韓曉蕾、楊銘、李文勝、吳增輝、龔

思、李谷喬、千光玉、黃金艷等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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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二十一篇、「哲學思想」十八篇、「語詞研究」十七篇、《左傳》十五篇、

「日常生活」十三篇、「陶淵明」十二篇、「繪畫藝術」十一篇、《韓非子》十篇、

「版本文獻」十篇等。經由這些細部的分析，顯示了王先生在《莊子》學、《史記》

學、「哲學思想」研究、「語詞研究」和《左傳》學等的研究上，受到大陸學界較高

的重視，這也就是王先生對大陸學界影響與貢獻方面較大的學術專業範圍。

大陸地區幅員廣闊，引述王叔岷先生論著的學校及地理位置分布上的狀況，以

及引述研究生就讀學校的排名狀況，當該也是觀察王先生影響大陸學術範圍的一項

重要指標。歸納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三年共產出四三三篇學位論文的學校，則引述王

先生論著的研究生來自九十五所大學及一所社會科學院 76，詳細的引述學校與論文篇

數，以及在大陸全部七三四所大學中的排名，如下表 77：

引述王叔岷先生論著學位論文之篇數、學校及全國大學排名狀況表

排
名

32 5 55 10 62 70 2 46 95 68 1 38 162 37 61 35 139 151 90 127
24 4 54 16 71 無 6 40 86 111 1 36 168 64 37 51 83 148 127 120

學
校
名
稱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復

旦

大

學

南
京
師
範
大
學

山

東

大

學

陝
西
師
範
大
學

河

南

大

學

浙

江

大

學

東
北
師
範
大
學

首
都
師
範
大
學

揚

州

大

學

北

京

大

學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鄭

州

大

學

西

北

大

學

蘇

州

大

學

遼

寧

大

學

河
北
師
範
大
學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山
東
師
範
大
學

篇
數

24 18 18 17 17 15 13 13 12 12 11 10 10 10 9 9 9 9 8 8

76 
本為 96所大學，但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即後來的「華東政法大學」，故以一校計算。再者「中

國社會科學院」雖有 4篇學位論文引述，由於係研究機構，故未列入表格計算。
77 
排名的上層依武書連主編：《挑大學選專業─ 2014高考志願填報指南》（北京：中國統計出版

社，2013年）之 200強排名，收錄大學共 734所。下層則依「中國校友會」的「2014中國大學
600強排行榜」，見：http://wenku.baidu.com/view/103ebe6110661ed9ad51f36d.html?re=view，檢索

日期：2014年 9月 6日。兩個排名系統均未收錄者有：漳州師範學院、江西科技師範學院等 2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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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190 119 11 71 13 159 80 239 160 33 162 77 97 176 92 51 47 329 257 6
206 129 12 無 9 80 102 無 139 28 376 56 93 189 107 62 81 236 183 8

學
校
名
稱

曲

阜

師

範

大

學

西

北

師

範

大

學

華

中

科

技

大

學

湖

南

師

範

大

學

吉

林

大

學

中

央

民

族

大

學

湘

潭

大

學

重

慶

師

範

大

學

江

西

師

範

大

學

湖

南

大

學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雲

南

大

學

福

建

師

範

大

學

哈
爾
濱
師
範
大
學

河

北

大

學

暨

南

大

學

江

南

大

學

新

疆

師

範

大

學

內
蒙
古
師
範
大
學

南

京

大

學

篇
數

8 7 7 7 7 6 6 4 4 4 4 4 4 4 4 4 3 3 3 3

排
名

8 131 85 67 14 無 100 50 136 279 28 42 無 無 22 無 134 171 200 192
13 178 115 78 15 293 88 無 216 無 33 50 524 293 19 無 138 187 134 189

學
校
名
稱

四

川

大

學

四
川
師
範
大
學

浙
江
師
範
大
學

南

昌

大

學

南

開

大

學

西
藏
民
族
學
院

安

徽

大

學

西
南
交
通
大
學

江
蘇
師
範
大
學

南
京
藝
術
學
院

重

慶

大

學

西

南

大

學

陝
西
理
工
學
院

青
海
師
範
大
學

廈

門

大

學

漳
州
師
範
學
院

天
津
師
範
大
學

遼
寧
師
範
大
學

延

邊

大

學

華
東
政
法
大
學

篇
數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排
名

166 311 無 3 120 172 163 105 148 224 27 147 96 78 293 191 195 無 43 7
95 無 376 2 67 無 151 163 無 224 38 218 153 75 無 176 248 無 50 5

學
校
名
稱

內

蒙

古

大

學

中

央

美

術

學

院

北

京

服

裝

學

院

清

華

大

學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中

國

中

醫

科

學

院

南

京

林

業

大

學

河

南

師

範

大

學

成

都

理

工

大

學

重

慶

工

商

大

學

蘭

州

大

學

濟

南

大

學

青

島

大

學

山

西

大

學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杭

州

師

範

大

學

溫

州

大

學

江
西
科
技
師
範
學
院

武

漢

理

工

大

學

武

漢

大

學

篇
數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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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149 15 283 94 102 135 89 276 41 256 9 242 247 227 356
152 無 243 99 109 178 104 284 34 196 10 197 357 106 無

學
校
名
稱

長

沙

理

工

大

學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大
學

廣

西

民

族

大

學

廣

西

大

學

昆

明

理

工

大

學

華

僑

大

學

黑

龍

江

大

學

大

連

大

學

東

北

大

學

貴

州

師

範

大

學

中

山

大

學

山

西

師

範

大

學

渤

海

大

學

寧

夏

大

學

安

慶

師

範

學

院

篇
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大陸的大學數量頗有變動，若以二〇一四年共七三四所大學的數量觀之，研究生學

位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的大學有九十五所，占全部大學的 12.8％，若扣除其中純以

理工掛帥，未開設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大學，則引述王先生論著的大學當超過二成

五，就是約有四分之一左右大學的研究生，學位論文曾引述王先生的論著為說。

觀察引述的學校若以武書連 (1953- )等的排名為例，則有四十六所排名在一百名以

內；七十六所排名在前二百名之內，其中超出十篇以上學位論文引述的大學有：華

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河南大學、浙

江大學、東北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揚州大學、北京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廣

西師範大學及鄭州大學等十四所大學，這些大學的排名多數在前一百名之內。引述

學校的數量，可以了解王先生學術影響各大學的範圍；各大學學位論文引述王先生

論著篇數的多寡，可以了解前述各大學受到王先生影響程度的深淺；引述學校的排

名雖不見得十分精確，但也可以了解王先生學術影響對象的學校，在大陸總體學術

上大致性的地位，進而可推知王先生學術影響的價值。

由學校引述狀況，可以觀察王叔岷先生的學術影響，除此之外，引述學校的

地理位置，可以了解王先生學術影響的區域。大陸的學位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者，

若依畢業時間先後，以城市而論，首先出現在北京，接著是上海，然後是南京、開

封、成都、濟南、蘭州、西安、杭州、武漢、長春、南昌、金華、蘇州、合肥、呼

和浩特、昆明、桂林、揚州、大連、天津、曲阜、長沙、哈爾濱、湘潭、廈門、福

州、鄭州、石家莊、無錫、貴陽、瀋陽、西寧、延吉、保定、咸陽、重慶、烏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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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廣州、臨汾、青島、泉州、漢中、漳州、太原、南寧、徐州、新鄉、錦州、

安慶、銀川等五十一個城市，這也就是王先生論著在學位論文引述上被接受而傳播

流衍的次序。其中超過十篇引述者，上海的大學有五十二篇、北京三十八篇、濟南

和西安各二十六篇、南京二十五篇、長春二十篇、武漢十九篇、杭州和開封各十五

篇、揚州和長沙各十二篇、瀋陽及鄭州和桂林各十篇。這是城市引述王先生論著大

略的狀況，亦即王先生論著在各城市的大學被接受傳播的狀況，可見王先生論著在

上海、北京、濟南、西安及南京等城市的大學，相對於其他城市確實受到較高的重

視。除城市之外，以下則略依當下大陸行政區域的劃分 78，考察王先生學術影響的省

區地理分布情形，並從北向南及往西的次序製成下表：

引述王叔岷先生論著學位論文省區分布表

省
區

黑

龍

江

吉

林

內

蒙

古

遼

寧

河

北

山

西

陝

西

寧

夏

山

東

河

南

江

蘇

安

徽

浙

江

福

建

江

西

湖

北

湖

南

廣

東

廣

西

貴

州

篇
數

5 22 5 14 56 2 31 1 34 26 103 4 19 9 8 19 18 5 16 1

省
區

雲

南

四

川

青

海

甘

肅

新

疆

篇
數

5 18 2 7 3

觀察引述的省區遍及全國二十七個省區中的二十五個，除西藏與海南之外，其他省

區大學的研究生均有引述王先生論著為說者。比較各省區引述多寡的狀況，依次

為：江蘇、河北、山東、陝西、河南、吉林、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西、遼

寧、福建、江西、甘肅、黑龍江、內蒙古、廣東、雲南、安徽、新疆、山西、青

78 
「略依」即非全依，因此不將直轄市另外標出，例如：「北京市」、「天津市」等歸入「河北地

區」；「重慶市」歸入「四川地區」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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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寧夏、貴州等。其中江蘇、河北、山東及陝西等四個省區相加，超過全數引述

的五成，這當是王先生學術影響較為深入的地區。

了解王叔岷先生論著，在那些地區、那些城市、那些學校、那類學術專業，

有多少篇學位論文曾引述運用為說之後，接著要問：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三年這十三

年間的四三三篇學位論文，引述了王先生那些論著？亦即在王先生二十四部學術專

著、五十二篇單篇學術論文及九部非學術論著的著作中，到底何者與大陸研究生的

專業研究關係最為密切？根據閱讀搜尋引述學位論文「全文」的結果，在四三三篇

論文中，除其中十一篇或缺乏細部資訊，或僅提及王先生名諱 79，其餘四二二篇總共

引述了王先生論著五三四篇次，每篇論文平均引述王先生論著一‧三篇。引述論著

來自二十三篇論文、二十四部學術專著及文學創作一種。以下即根據引述實況製成

表格，首先是單篇論文引述的情況：

引述王叔岷先生單篇論文狀況表

篇名 發表時間 引述篇數

《呂氏春秋》與《莊子》 1947 1
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 1947 2
《莊子》向郭注異同考 1947 4
《莊子》通論 1948 1
跋日本高山寺久鈔卷子本《莊子》殘卷 1950 2
論今本《列子》 1950 1
斠讎通例 1952 3
倫敦博物館敦煌《莊子》殘卷校補 1952 1
《淮南子》斠證 1953 5
跋日本古鈔卷子本《淮南鴻烈兵略間詁》第廿 1954 2
《文子》斠證 1956 4
《淮南子》斠證補遺 1956 5
《淮南子》斠證續補 1958 5
《淮南子》與《莊子》 1960 4

79 
即：劉秀俊、張乃芳、王延朋、鄔建麟、劉佩德、張華、呂素云、徐勝利、黃金艷、龔思、曹海

洋等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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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氏家訓》斠注補錄 1962 1
《荀子》斠理 1962 2
《顏氏家訓》斠注補遺 1963 1
論日本古鈔《史記‧殷本紀》 1968 1
《劉子集證》續補 1968 1
論「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 1988 1
讀《莊》論叢 1996 1
《呂氏春秋》引用《莊子》舉證 1996 2
《淮南子》引《莊》舉偶 1998 9

就王先生二十三篇被引述的論文內容觀之，若涉及重複者分別計之，則十一篇與

《莊子》相關，六篇與《淮南子》相關，二篇與《呂氏春秋》相關，二篇與《顏氏

家訓》相關；與「斠讎學」、《列子》、《文子》、《荀子》、《史記》、《劉子》等相

關者各一篇。就學位論文引述的篇數而論，與《淮南子》相關者三十篇最多，其次

與《莊子》相關者二十八篇。可見王先生除《莊子》的研究成果之外，《淮南子》

的研究也受到較多注意。王叔岷先生專著被學位論文引述的狀況如下表：

引述王叔岷先生專著狀況表

書名 初版時間 引述篇數

莊子校釋 1947 42
列子補正 1948 2
呂氏春秋校補 1950 2
郭象莊子注校記 1950 11
斠讎學 1959 2
劉子集證 1961 4
諸子斠證 1964 9
顏氏家訓斠注 1964 5
文心雕龍綴補 1975 1
世說新語補正 1975 9
陶淵明詩箋證稿 1975 28
古書虛字新義 19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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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學管闚 1978 50
史記斠證 1983 19
校讎別錄 1987 1
莊子校詮 1988 91
古籍虛字廣義 1990 9
鍾嶸詩品箋證稿 1992 33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1992 53
慕廬憶往 1993 3
列仙傳校箋 1995 55
左傳考校 1998 21
慕廬雜稿 2001 1
慕廬論學集 2007 4
斠讎學　斠讎別錄 2007 8

觀察王先生被引述的這二十五部專書，以涉及《莊子》研究方面的書籍，受到一九

四篇學位論文引述最多，《列仙傳校箋》和《先秦道法思想講稿》則都有五十篇以

上的引述，《鍾嶸詩品箋證稿》有三十三篇、《陶淵明詩箋證稿》有二十八篇、《左

傳考校》有二十一篇，這些書籍顯然較受研究生們的注意。雖然各書被引述的數量

不同，但王先生出版的學術專書，除《劉子補正》外均被引述，可見王先生學術專

書不僅早期出版者受到注意，即使二十世紀九○年代後纔出版的書籍，同樣也受到

研究生們的關注，引述的論文占全數四二二篇學位論文中的 44％，由此可見，王

先生學術論著受到研究生們全面性關注的實情。

統合以上論文與專書引述的實際表現，若依《四庫全書總目》的四部分類觀

之，且重複者兩計之，可發現王先生「經部」類論著有四十五篇論文引述；「史

部」類論著有二十篇論文引述；「子部」類論著有三九三篇論文引述；「集部」類論

著有六十五篇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在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三年大陸學位論文中被引

述者，以「子部」最多，「集部」次之，「經部」再次之，「史部」最少。這也是王

先生對大陸學術界影響與貢獻的實況，亦即「子部」類的影響程度最高，「集部」

其次，「經部」再次，而「史部」最低。這個結果正可以和前文歸納引述王先生論

著的學位論文學術專業情況的統計互相證明，從而更加確定王先生對大陸學術的影

響與貢獻，確實在「子部」類的研究範圍內最高，尤其以《莊子》研究方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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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雖然《史記》研究方面的學位論文也有二十一篇的引述，《史記斠證》也被

十九篇論文引述運用，但相對來說，「史部」類研究的影響與貢獻確實稍低於「子

部」。

五、結　論

王叔岷先生在一九四八年隨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離開故鄉，一直到

二〇〇二年回歸故鄉，這位生於四川、長於四川、學成於四川，最後長眠於故鄉的

學者，因緣際會而離開家鄉五十五年，將其一生的學術，貢獻給臺灣與海外地區的

學子。在大陸開革開放之後，王先生終於有機會將自己學術研究的心血回饋給故鄉

的學者與學子，尤其北京中華書局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王先生的著作之後，王先生在

大陸的學術影響狀況於是越來越顯著，此後的影響也必然是越來越廣泛且深入，這

應該可以預期。本文經由歸納統計大陸研究生學位論文引述王先生論著的表現，探

討王先生對大陸學界的影響與貢獻。就引述的運用狀況而論，無論是基於贊成或反

對，或基於和王先生商榷，事實上也都表現了引述者對王先生學術見解的重視，以

及王先生學術成果對他們研究的影響與貢獻。贊成者固不必說，商榷者與反對者必

然也是站在王先生的學術基礎上，或者補充或者更進一步發揮。這自然也就同樣表

現了王先生的學術成果，對大陸學界實質影響與貢獻的事實。

本文立基於「外部研究」的立場，以大陸各大學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為對象，從

傳播擴散的實際表現，探討王叔岷先生對大陸學界影響與貢獻的狀況。經由前述實

證性的考察與分析，大致可以獲得下述幾點初步的結果：

（一）王叔岷先生的論著在一九八一年以後，始有學者在單篇論文中陸陸續續

地引述，至於研究生學位論文則要到二〇〇一年纔開始有引述。而單篇論文引述在

二〇〇一年以後即成為常態性的作為；學位論文則在二〇〇七年以後進入正常狀

態，這是王叔岷先生學術回饋大陸的過程。

（二）王叔岷先生論著被大陸研究生學位論文引述的狀況，歸納起來總共有九

十五所大學一所社會科學院，共四三三篇學位論文述及王先生。其中四二二篇論文

曾引述王先生的論著為說，引述王先生學位論文的學術屬性包括：中國文學、語言

學、哲學、史學、外國文學、藝術學、教育學、政治學、法律學、中醫學、管理

學、圖書館學等十二類學術專業的研究生，其中以中國文學、哲學、史學、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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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類專業的研究生引述最多。若以傳統中國學術的「四部分類」觀之，則引述數

量最多者是「子部」，其次是「集部」，其三是「經部」，「史部」的引述最少；若

以學科對象觀之，則《莊子》、《史記》、「哲學思想」、「語詞」、《左傳》、「日常

生活」、「陶淵明」、「繪畫藝術」、《韓非子》、「版本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專業引述

較多，尤其在《莊子》學、《史記》學、「哲學思想」、「語詞」和《左傳》學等的

專業研究上，明顯受到較高的重視。這是王先生論著影響與貢獻於大陸學位論文專

業範圍的實際表現。

（三）引述王叔岷先生學術論著的研究生，就讀的大學來自五十一個城市，其

中以上海、北京、濟南、西安、南京、長春、武漢、杭州、開封、揚州、長沙、瀋

陽、鄭州、桂林等十四個城市的大學引述較多，占全部引述論文的 67％；尤其是

上海、北京、濟南、西安及南京等五個城市的大學研究生，占了全數引述學位論文

的 39％，明顯高於其他城市。以研究生就讀的大學所在省區觀之，全國二十七個

省區中，除西藏與海南之外的二十五個省區，均有大學的研究生引述王先生的論

著，尤其是江蘇、河北、山東及陝西等四個省區，大學研究生的引述超過全部引述

者的五成，這是引述王先生學術論著較多的省區。此即王先生論著影響的空間範圍

的實際狀況。

（四）大陸學位論文引述王叔岷先生論著為說的九十五所大學，以二〇一四年

為準，占大陸全數大學七四三所的 12.8％，以武書連等的排名觀之，排名在前一百

名以內者有四十六所，占全部引述學校的 48％；排名在前二百名之內者有七十六

所，占全部引述學校的八成。其中，引述最多的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師

範大學、山東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河南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師範大學、首都師

範大學、揚州大學、北京大學等，排名多在前一百名之內；而北京大學、浙江大

學、復旦大學和山東大學，更分居全國排名的第一、第二、第五與第十名。雖然排

名並非百分之百準確，但應該也可以了解王先生學術論著影響的研究生，就讀學校

學術之地位的高下，從而也就可以了解受到王先生學術影響的學位論文，在學術要

求上大致的品質及狀況。

（五）歸納四三三篇學位論文引述的王叔岷先生論著，總計來自二十三篇論文

及二十五部專書，其中涉及《莊子》的《莊子校釋》、《郭象莊子注校記》、《莊學

管闚》、《莊子校詮》等書的引述數量最多，其他依次則是《列仙傳校箋》、《先秦

道法思想講稿》、《鍾嶸詩品箋證稿》、《陶淵明詩箋證稿》及《左傳考校》等。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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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單篇論文與專著的引述狀況，以傳統中國學術的「四部分類」觀之，則王先生論

著屬於「子部」者被引述最多，其次是「集部」，再其次是「經部」，「史部」則殿

後。總體而言，王先生的學術論著中，最被大陸研究生學位論文重視的是《莊子》

系列的論著，其次則是《列仙傳》、先秦道法思想、《詩品》、陶淵明詩及《左傳》

等，這也就是王先生的學術論著被大陸學界重視與影響的實際狀況。

（六）若以 CNKI收錄的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三年大陸學位論文觀之，以莊子

（莊周）為題者四七四篇、《史記》二八四篇、《左傳》二二六篇、《世說新語》一

三七篇、《淮南子》九十六篇、陶淵明（陶潛）九十二篇、《韓非》五十八篇、《文

子》十七篇等為基準，用來與徵引王先生論著之學位論文進行比較，則徵引王先

生論著的學位論文，占該議題全數論文的比例為：「文子」29％、「莊子」20.5％、

「韓非」17.2％、「陶淵明」13％、「淮南子」9.4％、「史記」7.4％、「左傳」6.6％、

「世說新語」6.6％等。王先生論著各學術議題學位論文在兩岸的影響狀況，若以筆

者〈引導與典範〉一文獲得的成果作為基準而加以比較，則「莊子」部分，臺灣

54％，大陸 20.5％；「史記」部分，臺灣 20％，大陸 7.4％；「陶淵明」部分，臺灣

60％，大陸 13％等，以上三個學術議題臺灣的影響高於大陸。「韓非子」部分，臺

灣 14％，大陸 17.2％，大陸的影響高於臺灣。此外，大陸涉及「語詞研究」一類

的學位論文有十七篇之多，相對於臺灣僅有六篇的狀況，為求仔細故增列此類 80。以

上是王先生在兩岸學術影響上的不同表現。這雖然僅是簡略不精確的比較，但應該

也可以具有部分參考的功能。不過，引述量或引述率只表示在該學術議題影響的大

小，影響大小與學術水準的高低，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同時判斷王先生學術論著學

術水準的高低，更非本文研究探討的範圍，此則需要特別申明之處 81。

（七）本文經由實證的方式，探索了王叔岷先生對大陸學位論文的影響實情，

80 
大陸學位論文共有 17篇涉及「語詞」方面的研究，名單見腳註 49，因此另出一類。臺灣研究生

的學位論文涉及「語詞研究者」，僅有翁敏修《清代說文校勘學研究》、林啟新《《五音集韻》

俗字研究》、李蘇和《唐玄度《九經字樣》研究》、鍾哲宇《沈濤《說文古本考》研究》、楊志

團《王筠《說文釋例‧存疑》駁證段《注》論述之研究》、劉雅芬《慧琳《一切經音義》異體字

研究》等 6篇，數量不多，是以歸入經部訓詁類「斠讎研究」內。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謹此說

明。
81 
楊晉龍：〈引導與典範：王叔岷先生論著在臺灣學位論文的引述及意義探論〉，頁 132-135。再者

本條所得統計比較之結果，係由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典文獻學碩士蘭釗同學和成都市龍泉驛區檔

案局胡開全先生的協助整理而成，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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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證明了王先生論著在大陸的學術專業、省區、城市及大學等影響研究生的

狀況，同時也證明了王先生在「子部」，以及《莊子》、《史記》、《列仙傳》、《左

傳》、《詩品》、陶淵明詩及先秦道法思想等各學術專業領域，對大陸學界頗有影響

與貢獻的實情。本文所得的研究成果，對於有心了解王先生對大陸的學術貢獻，以

及探索臺灣與大陸學術的關係，還有探討因為國共政治鬥爭而離開大陸的學者，在

改革開放後，以學術回饋家鄉，重啟兩岸學術交流等等方面的研究者，應該可以提

供某些具有實證價值的可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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