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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創立於 2000 年二月，至今已有二十二

年，本人擔任系主任有七年之久，本人與同仁在 2006年 9月創辦《臺

北大學中文學報》，也在 2007 年 9 月創辦了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班。本系當時發展方向強調體用兼備，以傳統的中文系之中國文

學與中國哲學為系所發展的本體，特別強調中文相關的致用之學，

希望能夠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探索中文系在當代社會文化之中的發

展與更新之道，此一發展方向大體上都能延續至今而更顯多元性。

例如本系的致用之學包含了在深度上的中國文哲的當代詮釋，著重

科際整合，強調國際宏觀；在廣度上，本系強調中文資訊化，以及

華人文化與亞太文學之研究。中文資訊化的目的在於訓練中文人運

用數位化技術，創造經典的時代意義。通過這樣的有體有用的努力，

我們希望能創立一個體用兼美、傳統學問與當代創造二者兼美的中

文系所。「中文」在歷史因緣之中的不斷創新與開放包容，是「中文」

傳統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並博大精深的根本原因，本系也抱持這樣

的願心來從事一些創新的嘗試，在當代的因緣之中的不斷創新與開

放包容，傳承優秀的「中文」傳統並開拓當代的創造。 

自 2002 年以來，本系長年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當時分為「文

學與資訊」、「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兩大系列也大體延續至今，

藉由研討會之舉辦，推動本系「中文現代化（中國文哲當代詮釋）」

與「中文資訊化」的發展重點，進一步完成當時所定的「傳承優秀

的中國文哲傳統」、「培育中國語文研究、應用、語文教學及創作

人才」的本系教學目標。此外，本系也主辦亞太華文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也是本系重要活動，這些研討會加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是本系提供給中文學術界的公開的文化平台，希望學界同道一起來

耕耘這個學術園地。近年來本系在數位化的教學研究上也有許多進



展，而中國文哲當代詮釋的發展目標改成「經典詮釋」以符合本系

思想組多數同仁的實況，經典詮釋的精神仍是本系的特色之一也反

映當前中國文哲學界的思想脈動。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歷經成長現在已經將要度過他的第二個

十年，現在出版的第三十二期刊出了七篇論文，包含：覺──天台

茶禪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林素玟）、論明代韓邦奇《易》與《洪範》

會通圖象數理化之重要內涵（陳睿宏）、「連」字句的特徵、構造

及推導（楊永忠）、現代新儒學創造性轉化的路徑探尋──從熊十

力、牟宗三到林安梧（金麗）、論戴君仁《春秋辨例》對三傳義例

之批判（姜龍翔）、理學化詮釋──陳來之船山學（林柏宏、施超）

以及楊萬里茶詩中所透顯之「理禪融會」（張瑋儀），以上這七篇

論文都經過嚴格的外審，都是脫穎而出的優質論文。各篇論文的原

作者也參酌兩位外審評審又加修改，精益求精。由於本刊篇幅有限，

遺珠之憾，在所難免，在此致歉。此外也有兩篇【學術報導】，何

謂古典博物學，今當如何重構建──《中華博物通考》總說（張述

錚） 以及《中華博物通考》即將面世（陳益民）是關於當前華人世

界的《中華博物通考》出版此一件文化大事，筆者身為此一巨構的

副主編很高興曾經和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嘉義大學一起在台灣共同

主辦《中華博物通考》的論壇，2019 年 5 月 22-24 日在臺北大學主

辦「中華古典博物學與文化資產論壇」，與山東師範大學進行交流。

當時山東師範大學將由副校長與文學院院長組成七人團訪問臺北大

學。而於現在終於看到《中華博物通考》在歷經困難之後可以面世

出版。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賴賢宗賴賢宗教授 
寫於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