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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域外汉籍研究对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意义重大、成果丰富，但缺少文献计量分析。本
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繃繎繋繉优质期刊论文，分析中国近縳縰年域外汉籍研究的演进趋势。
通过知识图谱、普赖斯理论、繌繥繹繤繥繳繤繯繲縋引文理论、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与关键词
共现、聚类、突现、时线分析研究学科演进趋势。研究发现，繜汉籍整理与数字化研
究縢繜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縢为前沿热点，揭示出领域内研究工作已从回归普查转向应用
转化。本研究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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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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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域外汉籍指域外所藏中国古籍、域外刻本及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典籍縨金程宇縬 縲縰縱縰縩。历史
上，我国大量珍稀古籍流入海外。新中国以来，我国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高度重视域外汉籍的
回归和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相关政策重点发生显著的历时迁移：繜十一五縢时期《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繜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加强古籍保护刻
不容缓縢，繜十三五縢时期《繜十三五縢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以繜建立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工
作机制，有计划、分步骤开展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工作縢为目标，縲縰縲縰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编
制繜十四五縢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和縲縰縲縱繼縲縰縳縰年国家古籍规划的通知》
倡导繜对存藏海外中国古籍进行系统性整理，加强古籍数字化开发利用縢，縲縰縲縲年《关于推进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鼓励繜充分利用海外文化平台开展古籍对外宣传推广活动縢。

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始于縱縹縸縶年繜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縢縨张伯伟縬 縲縰縰縶縩，已有三十余年
历史，成果丰富。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综述主要依托短时段样本开展定性研究縨奎欣怡縬 縲縰縲縳縩，
缺乏基于历时数据的量化客观分析，如傅荣贤、华建铭和李琳分别综述了縱縹縴縹年至縲縰縱縹年中
国古典文献学縨傅荣贤繡繮繤 华建铭縬 縲縰縲縰縩和古代文学縨李琳縬 縲縰縱縴縩的发展的演变历程，其中片段
式地简要概述了域外汉籍研究。金程宇、刘泰廷分别综述了縲縰縰縰縭縲縰縰縹年縨金程宇縬 縲縰縱縰縩、縲縰縱縰縭
縲縰縱縴年縨刘泰廷縬 縲縰縱縷縩阶段的域外汉籍学术研究成果，却未对域外汉籍研究内部的发展沿革进行
量化梳理和剖析。因此，该领域目前面临着政策转向显示出的社会需求升级，与学术研究全景
的未经量化、不可捉摸现状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这不利于学者把握研究方向和规划发展路径。
因此，本研究目的是系统分析中国知网（繃繎繋繉）近三十年域外汉籍研究优质期刊（含辑刊）
论文数据，总结归纳出发展沿革与演进趋势。为此，拟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基于知识
图谱绘制和文献计量综合分析筛选的縸縰縹篇文献。这将为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依据。

2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2.1 发发发文文文信信信息息息分分分析析析理理理论论论与与与算算算法法法

2.1.1 普普普赖赖赖斯斯斯曲曲曲线线线

普赖斯曲线认为科学文献的增长与时间成指数函数关系。其公式为：F 縨t縩 總 a ×
ebt，繆縨繴縩表示预测发文量，繡为初始年发表量，繥为常数，繢为时间常数，表示期刊持续增长

率。繢值的计算公式为繢 總 n

√
A
a − 縱，其中繮为统计年限，繁为发文总量。本研究用于拟合实际发

文情况，分析发文时序发展健康程度。

2.1.2 平平平均均均值值值、、、方方方差差差、、、标标标准准准差差差

发文量机构年发文量的平均值、方差、标准差，可以用于评估机构发文量的变异程度。其
公式依次为：

繍繥繡繮 總總
∑

number of publications

number of institution

繖繡繲繩繡繮繣繥 總
∑

(number of publications−Mean)2

number of institution

繓繴繡繮繤繡繲繤 繄繥繶繩繡繴繩繯繮 總 繳繱繲繴縨繖繡繲繩繡繮繣繥縩

2.1.3 斯斯斯皮皮皮尔尔尔曼曼曼等等等级级级相相相关关关系系系数数数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是用于衡量两个变量相关性的非参数统计方法縨白雪涵縬 縲縰縲縲縩，
本研究使用其验证刊文量前縲縰期刊与繃繎繋繉影响因子高低的相关度。其中，ρ表示斯皮
尔曼相关系数，di表示两个变量在排序中的差异，繮表示样本数量。具体公式为：ρ 總
縱− 縶

∑
d2i /n

(
n2 − 縱

)
。

2.1.4 普普普赖赖赖斯斯斯核核核心心心作作作者者者定定定律律律与与与综综综合合合指指指数数数公公公式式式

普赖斯定律公式用于计算核心作者范围。公式为繭 總 縰.縷縴縹 ∗ 縨繮max縩
1/2縬其中繮max为发文最

多作者的总发文量縨丁学东縬 縱縹縹縳縩。确认范围后，进一步通过综合指数法测定核心作者，其
中繚繩是第繩位候选人综合指数值，繘i，繙i分别是第繩位候选人的发文量、被引量，繘，繙分别是候
选人平均发文量、平均被引量。公式为繚繩 總 繘繩/繘 ∗ 縱縰縰 ∗ 縰.縵 縫 繙繩/繙 ∗ 縱縰縰 ∗ 縰.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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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研研究究究热热热点点点前前前沿沿沿分分分析析析理理理论论论与与与算算算法法法

2.2.1 Leydesdorff长长长期期期、、、短短短期期期引引引用用用理理理论论论

引文分析依据繌繥繹繤繥繳繤繯繲縋提出的长期引用、短期引用理论縨繌繯繥繴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縶縩，其认为文献
根据发表到成为高被引文献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长期、短期引用文献。短期引用说明被引文
献处于研究前沿；长期引用说明被引文献对于学科基础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

2.2.2 高高高频频频词词词汇汇汇边边边界界界算算算法法法

高频关键词根据高频词边界公式为T 總 縨−縱 縫
√
縱 縫 縸I縩÷縲确定縨繄繯繮繯繨繵繥縬 縲縰縱縴縩。織为高频

关键词个数，繉为频次为縱的关键词个数。

2.2.3 共共共现现现分分分析析析

共现分析的基本原理是：两两统计一组词在文献中的出现频次，通过共现次数测度其亲疏
关系。共现次数多说明这组词关系更密切，语义上更易产生联系縨李杰繡繮繤 陈超美縬 縲縰縱縶縩。分析
过程如图縱所示。

图 縱縺 共现分析原理示意图

2.3 数数数据据据来来来源源源

繜域外汉籍縢简称繜汉籍縢，为避免以繜域外汉籍縢繜海外汉籍縢为主题检索时有遗漏，或以繜汉
籍縢为主题检索时结果宽泛，采取繜系统縫人工縢方式筛选样本。首先，在繃繎繋繉以繜主题總汉
籍縢进行检索，繜期刊来源类别總北大核心縫繃繓繓繃繉縫繃繓繃繄縫繁繍繉縫繓繃繉縫繅繉縢以保障论文优质，
并纳入两本域外汉籍专门辑刊中的相关研究文献。时间范围为縱縹縹縲年至縲縰縲縳年。检索时间
为縲縰縲縴年縳月縱日。其次，人工去除繜西学汉籍縢繜汉族典籍縢繜汉代典籍縢繜英译汉典縢等无关文献及
干扰信息。共得到縸縰縹篇样本文献。

2.4 研研研究究究流流流程程程

本研究基于繃繎繋繉采集文献数据、繃繩繴繥繓繰繡繣繥与繖繏繓繶繩繥繷繥繲绘制知识图谱、繍繩繣繲繯繳繯繦繴 繅繸繣繥繬绘
制图表、繎繯繴繥 繅繸繰繲繥繳繳辅助词频分析。具体流程如图縲所示。

3 发发发文文文信信信息息息分分分析析析

3.1 发发发文文文时时时间间间分分分布布布与与与拟拟拟合合合分分分析析析

论文数时序变化是衡量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縨邱均平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縲縩。如图縳所示，年发
文量时间分布整体呈上升趋势。按照年发文量与发文增速阶段差异，可将其分为繜萌芽
期縢（縱縹縹縲縭縲縰縰縵）、繜成长期縢（縲縰縰縶縭縲縰縱縲）和繜高速期縢（縲縰縱縳縭縲縰縲縳）。其年均发文量依次
为縱縰篇以下，縲縰篇以下，縲縰篇以上。为研究发文时间分布的健康程度，分别绘制发文量曲
线和普赖斯曲线。结果显示，繜萌芽期縢两条曲线拟合度高，但此后年发文量低于普赖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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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縲縺 研究路线流程图

这说明该领域学科发展的干扰因素可能较多。分析发文峰谷年份的发文环境可能有助于了解干
扰因素。对关键峰值縲縰縰縶年分析发现，縲縰縰縵年创办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縲縰縰縶年《学习与
探索》开设域外汉籍专栏，说明专业刊物对学科的积极影响。此外，縲縰縲縰年出现明显发文量低
谷，这可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引发的线下交流与调查困难导致。但情况在一年后快速好转，说
明该领域已形成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图 縳縺 域外汉籍研究发文时间分布与拟合曲线

3.2 研研研究究究机机机构构构分分分布布布

分析发现，域外汉籍研究机构以文学和历史院系为主（图縴繡）。提取机构信息，按照机构
一级单位归并编码，并生成发文量前十机构逐年发文量图（图縵）。统计发现，发文最多的机构
是南京大学（縸縹篇），其次是山东大学（縲縸篇）、复旦大学（縲縸篇）。高产出机构大部分为繜双
一流縢高校。南京大学于縲縰縰縰年縲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山东大学縲縰縱縳年起承担文化部繜全球
汉籍合璧工程縢，复旦大学縲縰縲縲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繜东亚汉籍版本学史縢。上述因素可
能对其成果产出有增益。在繜双非縢高校中，云南省蒙自市红河学院发文量为全国第縱縱（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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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縲縰縰縸年成立越南研究中心。全球汉籍分布繇繉繓系统0统计，与我国临近的越南等国汉籍资源
丰富（图縴繢）。红河学院的高产出，说明边境省份高校开展域外汉籍研究地缘优势显著。

图 縴縺 发文机构分布与全球汉籍分布繇繉繓系统越南汉籍地图示意

图 縵縺 发文前十机构逐年发文量

为评估机构发文量的变异程度，进一步计算发文前十机构的年发文量的平均值、方差、标
准差（表縱），结果发现，縲縰縱縴年标准差最高，为縳縮縱縱，可知这一年各机构发文量差异最大。且
此后标准差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说明繜高速期縢各机构成果产出差异变大。

3.3 核核核心心心作作作者者者分分分析析析

分析核心作者及其研究方向，有助于快速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最新动态。为确定核心
作者，通过综合指数法进行测定。首先，使用普赖斯核心作者公式计算繭總縲縮縸≈縳，说明发文量
在縳篇及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候选人。结果显示，縳縶縶位作者（图縶，繎總縳縶縶）中有縳縴位候选人，合
计发文縱縵縹篇，占总成果量的縱縹縮縶縥。其次，将发文量和被引量权重值分别定为縰縮縵和縰縮縵縨钟文娟縬
縲縰縱縲縩，计算综合指数值（附表繂）。最后，使用繎繯繴繥 繅繸繰繲繥繳繳对综合指数前縱縰的核心作者成果
进行词频分析（表縲）。结果发现：核心作者关注日本、越南、朝鲜半岛地区，目录书、使臣著
作、东亚汉诗类作品，数字化、传播策略相关策略经验。

0全球汉籍分布GIS系统.https://www.wenxianxue.c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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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縱縹縹縴 縱縹縹縵 縱縹縹縶 縱縹縹縷縭縲縰縰縱 縲縰縰縲 縲縰縰縳 縲縰縰縴 縲縰縰縵 縲縰縰縶 縲縰縰縷 縲縰縰縸 縲縰縰縹 縲縰縱縰

平均值 縰 縰 縰縮縱 縰 縰縮縲 縰縮縱 縰縮縱 縰縮縱 縰縮縹 縰縮縵 縰縮縵 縰縮縳 縰縮縲

方差 縰 縰 縰縮縰縹 縰 縰縮縱縶 縰縮縰縹 縰縮縰縹 縰縮縰縹 縲縮縶縹 縰縮縲縵 縰縮縴縵 縰縮縴縱 縰縮縳縶

标准差 縰 縰 縰縮縳 縰 縰縮縴 縰縮縳 縰縮縳 縰縮縳 縱縮縶縴 縰縮縵縰 縰縮縶縷 縰縮縶縴 縰縮縶縰

年份 縲縰縱縱 縲縰縱縲 縲縰縱縳 縲縰縱縴 縲縰縱縵 縲縰縱縶 縲縰縱縷 縲縰縱縸 縲縰縱縹 縲縰縲縰 縲縰縲縱 縲縰縲縲 縲縰縲縳

平均值 縰縮縵 縰縮縸 縱縮縳 縲縮縱 縲縮縲 縲縮縲 縲縮縴 縲縮縵 縱縮縹 縰縮縸 縲縮縶 縴 縱縮縵

方差 縰縮縴縵 縱縮縱縶 縵縮縸縱 縹縮縶縹 縷縮縵縶 縵縮縷縶 縶縮縲縴 縴縮縰縵 縱縮縴縹 縰縮縳縶 縵縮縰縴 縴 縸縮縴縵

标准差 縰縮縶縷 縱縮縰縸 縲縮縴縱 縳縮縱縱 縲縮縷縵 縲縮縴縰 縲縮縵縰 縲縮縰縱 縱縮縲縲 縰縮縶縰 縲縮縲縴 縲縮縰縰 縲縮縹縱

表 縱縺 各机构年发文量平均值、方差、标准差

另外，图縶显示，海外高校作者表现积极，如陈羽中（日本广岛大学）、水上雅晴（日本中央
大学）。核心作者间合作较少，但存在多组跨国合作，如金程宇（南京大学）与衣川贤次（日
本花园大学）、河野贵美子（日本早稻田大学）与葛继勇（郑州大学）。

图 縶縺 作者分布与合作共现图

3.4 刊刊刊文文文期期期刊刊刊分分分布布布

样本文献分布于縱縶縱本期刊中，学科分布以文献学、文学、图书情报学为主，说明该领域目
前文献辑佚、整理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期刊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
域，说明自然科学学科汉籍研究成果较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提出繜梳理
挖掘古典医籍精华縢的要求，但当前研究缺口较大。统计刊文量前二十的期刊（图縷），发现刊
文最多的期刊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縳縹縴篇），其次为《汉籍与汉学》（縴縳篇），《文献》
（縲縰篇），其中前两者为学科专门性辑刊。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可以验证刊文量前二十的期刊与繃繎繋繉影响因子高低的相关度大小。将
刊文量与影响因子整理为表縳（辑刊无影响因子数据，不计入统计），计算发现两组数据的斯皮
尔曼相关系数ρ總縭縰縮縴縴縱縹，表示该领域刊文量前二十期刊与繃繎繋繉综合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一个较
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刊发该领域论文数量的多少与期刊的综合影响因子并没有强烈的直接联
系。

3.5 域域域外外外汉汉汉籍籍籍研研研究究究的的的热热热点点点与与与前前前沿沿沿

3.5.1 基基基于于于引引引文文文分分分析析析的的的基基基础础础理理理论论论与与与前前前沿沿沿成成成果果果

繌繥繹繤繥繳繤繯繲縋的引文分析理论将文献根据发文到成为高被引文献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和短
期引用。长期引用体现领域基础理论的形成，短期引用体现研究前沿性。将短期引用年限设
为縵年，分析被引频次前縱縰的高被引文献縨胡一尘縬 縲縰縲縰縩。结果发现，縹篇为长期引用，分析其选
题方向发现，域外汉籍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范畴已形成基础理论；縱篇为短期引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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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高频词

縱 张伯伟 方法；文学；书目；东亚汉文化圈；朝鲜

縲 巴兆祥 日本；地方志

縳 卞东波 诗；东亚；日本；诗人

縴 金程宇 日藏善本书志；中日韩戏剧；东亚汉文小说；东亚汉诗

縵 陈羽中 日本；空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诗

縶 刘玉 越南；使臣；燕行诗

縷 王志强 日本；朝鲜；越南；《往津日记》

縸 毛建军 古籍数字化；数据库

縹 任晓霏 蒙学；教育；传播

縱縰 叶少飞 大越史；汉文小说；安南使臣

表 縲縺 前十位核心作者研究方向高频词表

图 縷縺 刊文量前二十期刊分布图

古代蒙学典籍海外传播和影响研究》），说明繜蒙学教育縢与繜传播策略縢是学者近年关注的热点
（高被引文章列表可见于附表繁）。

3.5.2 基基基于于于词词词频频频、、、聚聚聚类类类、、、共共共现现现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热热热点点点分分分析析析

关键词的频率、聚类、共现可以分析研究热点。样本文献包含縴縸縷个关键词
（图縹，繎總縴縸縷），根据高频词边界公式織總縲縷，因第縲縷个关键词出现频次为縳，故将出现频
次大于等于縳的关键词认定为高频关键词，合计縴縱个。使用繖繏繓繶繩繥繷繥繲生成高频词共现图，与使
用繃繩繴繥繓繰繡繣繥生成的聚类图比对分析可以归纳出三个重要研究热点（图縸、縹）。在描述热点及内
部成员发生的时间节点时，结合时线图、突现图进行分析（图縱縰、縱縱）。

热热热点点点一一一：：：“图图图书书书馆馆馆+目目目录录录”模模模式式式下下下的的的汉汉汉籍籍籍普普普查查查研研研究究究

综合观察图縸图书馆、古籍目录等共现词，图縹聚类縣縲图书馆与聚类縣縶目录学，结合突现
与时线图分析。结果发现，从縱縹縹縲年起，以图书馆为依托、以馆藏目录为抓手的汉籍普查已是
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热点。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欧美和东亚。一般采用实地调查与数据检索结
合的研究方式。欧美汉籍普查研究聚焦法国、英国、俄罗斯、梵蒂冈和美国。欧洲汉籍收藏历
史悠久且存量丰富。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与《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为关
键普查线索縨刘蕊繡繮繤 岑咏芳縬 縲縰縱縹縩。英国目前所见的縱縴种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涉及大英
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等縸间图书馆縨谢辉縬 縲縰縱縵縩。俄罗斯汉籍主要藏于俄罗斯国立图
书馆等縴间图书馆縨郑诚縬 縲縰縲縳縩，但其馆藏汉籍目录尚未出版。梵蒂冈图书馆的重要目录是伯希
和所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及高田时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
籍目录补编》縨谢辉縬 縲縰縲縲縩，后者编目采用汉语拼音并标注汉字，更易读。德国、奥地利、瑞典
等国图书馆亦存少量汉籍縨谢辉縬 縲縰縱縶縩。北美汉籍收藏始于縱縸縶縷縭縱縸縶縹年中美之间的图书交换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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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 文献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论坛 文学遗产 中国典籍与文化 国际汉学

刊文量 縲縰 縱縵 縱縲 縱縲 縱縲 縱縰

影响因子 縰縮縳縴縵 縱縮縷縴縷 縲縮縴縴縸 縰縮縴縲縴 縰縮縱縴縵 縰縮縳縰縵

期刊名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学习与探索 大学图书馆学报 中国文化研究 新世纪图书馆

刊文量 縹 縸 縷 縷 縶 縶

影响因子 縱縮縴縱縷 縰縮縰縹 縱縮縵縸縹 縲縮縴縵縷 縰縮縴縶縵 縱縮縰縷縱

期刊名 复旦学报縨社会科学版縩 清华大学学报縨哲学社会科学版縩 浙江大学学报縨人文社会科学版縩 图书馆建设 国外社会科学 文史哲

刊文量 縵 縵 縵 縴 縴 縴

影响因子 縱縮縲縰縲 縱縮縱縷縳 縱縮縱縷縳 縲縮縰縹縱 縱縮縸縳縳 縰縮縹縴縴

表 縳縺 刊文前二十期刊刊文量与影响因子对照表

图 縸縺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

海峥縬 縲縰縲縲縩。主要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数十间图书馆縨严润开縬 縲縰縰縱縩，
其中縲縶间的汉籍普查已完成1。东亚汉籍普查研究聚焦于日本、韩国和越南。日本静嘉堂文库和
韩国奎章阁热度最高。《繜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縢目录》《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研
究最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图书馆从縲縰縱縳年起成为热点（图縱縱）。国内图书馆亦有回
流汉籍，如北京北堂图书馆（今西什库教堂附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天
津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繜大谷文库縢。虽然海外汉籍普查至今尚无系统明确的统计数据公布，但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项目组在縲縰縲縳年表示基本已掌握境外汉籍存藏情况，并通过课题方式逐步落
实普查工作縨陈灏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縳縩。因此，繜图书馆縫目录縢模式下的汉籍普查研究，可能在未来几年
成果加速产出后结束热点。
热热热点点点二二二：：：版版版本本本考考考证证证与与与版版版本本本流流流布布布研研研究究究
综合观察图縸和刻本、写本等共现词，图縹聚类縣縱汉籍（聚类成员版本研究、日本本、写

本等）与聚类縣縱縶汉学（聚类成员安南本、出版等），结合突现与时线图分析。结果发现，
版本是域外汉籍研究的热点，关注版本考证和版本流布研究，以縱縹縹縲年和刻本研究为起点，
在縲縰縱縶年至縲縰縲縰年热度最高。版本考证研究重视域外中国写本、抄本及孤本。研究对象存藏较
为集中的有法国、英国劫购的敦煌遗书。其余孤本存藏分散，仅日藏本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
日本所藏稀见明词研究縨周明初繡繮繤 彭志縬 縲縰縱縴縩。版本流布研究关注域外刻本。其中日本和韩
国的繜和刻本縢繜朝鲜本縢研究热度最高，尤其是江户时代和朝鲜时代。主要是因其汉籍流入时间
早，版本丰富，有助于从版本学视角分析繜和而不同縢的东亚汉文化圈。成果以个案研究为主，
尤其关注佛典儒典（縣縱汉籍）。近十年，越南繜安南本縢研究热度提升。研究材料获取难、部分
文献社会价值不足是该方向的研究难点，可能是其縲縰縲縰年之后前沿性不足的原因（图縱縰）。完
整系统的域外汉籍目录与数据库有助于解决该问题。因此，在汉籍普查完成后，该研究可能再
次成为前沿热点。

1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境外藏书机构联系进展情况一览表. https://hanjihebi.sdu.edu.cn/info/1010/1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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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縹縺 关键词聚类图

热热热点点点三三三：：：名名名家家家名名名作作作专专专题题题研研研究究究

综合观察图縸《史记》《文选》、长泽规矩也等共现词，图縹聚类縣縱汉籍（聚类成员《史
记》等）与聚类縣縴日本列岛（聚类成员严绍氵易

玉、《广韵》《文选》等），结合突现与时线图分
析。结果发现，域外汉籍名家专题研究中，杨守敬、严绍氵易

玉（国内），以及伯希和、岛田翰、
长泽规矩也（国外）是研究热点。其中杨守敬研究起步最早，持续最久，为縱縹縹縳年至縲縰縱縹年。
严绍氵易

玉研究最晚，始于縲縰縰縹年。陆心源、王重民、董康等人的研究热度稍次之，但前沿性更显
著，其中对董康的研究热点在縲縰縱縸年至縲縰縲縲年。国内名家研究关注其藏书、访书情况与代表
作品。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回传情况、陆心源藏书流失日本的情况、董康日本访书及其《书舶
庸谈》、王重民欧洲访书及其所获敦煌遗书和太平天国文献、严绍氵易

玉及其《日藏汉籍善本书
录》。国外名家研究关注其获取、整理汉籍。如日本学者岛田翰与宋楼藏书去日情况、长泽规
矩也中国访书经历及成果、法国学者伯希和在华所购汉籍与海外收藏。名作研究重点关注作品
在海外的经典化路径，热点有《广韵》《史记》《文选》《世说新语》，其中《广韵》研究热
度开始最早。繜世说学縢仍在前沿（图縱縱縣縰），相关研究有日韩对《世说新语》经典化研究、
《世说新语》衍生作品研究縨王子成縬 縲縰縲縳縩。总体来看，名家专题研究热点的热度持续时间大都
较短，前沿性不显著。名作专题研究热点的热度持续时间较长，且繜世说学縢研究仍具有一定的
前沿性。

3.5.3 基基基于于于突突突现现现、、、时时时线线线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前前前沿沿沿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前前前沿沿沿一一一：：：汉汉汉籍籍籍整整整理理理与与与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研研研究究究

基于数字化的汉籍整理出版研究是前沿热点之一，尤其聚焦于数据库平台和数字化技术两
方面（图縱縱縣縵数字化）。数据库平台研究关注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研究。数字化技术研究关注汉
籍数字化整理与转化。繜数字化縢突现首年是縲縰縱縸年（图縱縰），当前处于研究前沿。

数据库建设研究重点关注日本汉籍数据库。其原因是日本相关建设比较成熟。繜日本所藏
中文古籍数据库縢2检索系统是日本目前参与机构最多的汉籍数据库系统。在建设规范和实践路
径上有重要参考价值，包括色彩平衡与数字标尺、采集粒度、存储参数与格式、特殊情况处理
方面（古籍碎片、无字页、书内夹抄、附属物件）縨朱本军縬 縲縰縲縰縩。欧美汉籍数据库研究热度较
低，因其汉籍数据库建设投入不足、发展较慢縨张敏繡繮繤 董强縬 縲縰縱縱縩 。数据库应用研究起步不

2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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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縱縰縺 域外汉籍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久。如縲縰縲縳年《中日汉籍出版中的繜鳌头本縢》使用国内外数据库检索查考出縴縰余部繜鳌头本縢縨潘
超縬 縲縰縲縳縩。繜中国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縢3 数据库索引为汉籍研究提供便利。但整体来看，汉
籍数据库建设仍有不足，大多仍需配合纸本使用。

汉籍数字化研究主要服务于回归汉籍的整理工作。目前汉籍以影像回归方式为主，因此
影像采集阶段的清晰度、速度、还原度，以及采集后的影像自适应智能处理技术是影响数字
化质量的关键。例如，古籍印章识别技术就是古籍副文本智能处理研究的经典案例縨顿泽栋縬
縲縰縲縲縩。但相关技术研究成果多为影像采集阶段，智能处理阶段成果依然不足縨罗渝繡繮繤 黄璜縬
縲縰縱縸縩。繜全球汉籍合璧縢工程等项目显示出，国家主导下汉籍数字回归加速（图縱縱縣縵），其伴
生的汉籍数字化整理工作方兴未艾。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整理、加工是汉籍规模化繜用起来縢的
重要前提，因此，本方向的研究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都将是前沿趋势。

前前前沿沿沿二二二：：：文文文化化化交交交流流流与与与传传传播播播研研研究究究

汉籍承载着中华文化之精神，繜书籍之路縢即是中华文化流播之路。繜传播縢繜书籍之路縢首现
时间为縲縰縱縸年和縲縰縱縹年（图縱縰），图縱縱中多个聚类时线最新的成员词都与传播相关，如縣縰文化
传播、縣縲唐诗传播、縣縴传播途径等，说明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的前沿性趋势。与汉籍普查、
回归、整理等繜引回来縢研究不同，该方向关注繜走出去縢，尤其是繜再次走出去縢的相关研究。包
括三类内容：汉籍与文化传播史、汉籍与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当代传播策略。

汉籍与文化传播史研究，关注汉文化圈国家的汉籍受容。国别上关注日本、韩国、越南；
时代上关注中国的唐代、日本的江户时代、朝韩的朝鲜时代。传播途径上关注赏赐（求书）、
贸易、劫购、访书等。传播者关注来华使臣、留学僧（生）、贸易商、汉学家。具体研究内容
上有蒙学、道教、汉字、儒学、佛学等某一门类汉籍与文化的传播史，以及《三字经》《文心
雕龙》《欧苏手简》等某一汉籍及其文化义涵的受容与变容。少量欧美国家汉籍与汉文化传播
史研究关注欧洲的縱縸世纪繜中国热縢时期。汉籍与文化交流融合研究，关注汉籍中外互动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繜汉籍拟效研究縢繜融合互鉴研究縢。繜汉籍拟效研究縢有三个方向。其一是海外对汉
籍编辑方法拟效，如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以中国传统四分法编著《中国文献解题》。其二是仿
写续写研究，如日本《两假名杂字尽》对中国杂字类蒙书的仿作、縱縷至縱縹世纪日本朝鲜笺释摹
仿《世说新语》热潮研究。其三是科技典籍仿效应用研究，如中国《农政全书》及其日仿本
《农业全书》对日本农业文明与技术发展影响的研究。繜融合互鉴研究縢关注书籍环流中的多元
文化共生，如《纪效新书》等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和日本传播后，其原著及衍生作品回流中
国，其作品中展示出的东亚三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縨蔡艺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当代传播策略研
究，关注如何利用汉籍开展对外交流和文明互鉴。在汉籍译介和学术交流等传统路径外，依托
新媒体的汉籍转化传播开始受到关注縨姚委委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縱縩。但仍属于新兴领域。

3中国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https://www.wenxianxue.cn/view/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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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縱縱縺 域外汉籍研究关键词与时线图

4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综上所述，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以往传统定性研究无法实现的长时段、
大数据样本，对域外汉籍研究情况有了更宏观和全景式的把握，并精确发现：域外汉籍研究在
近几年已形成一门有核心作者群和鲜明研究方向的学科，且热点与前沿方向的发展变化揭示了
领域内研究工作已经出现显著的学科转向。其从繜汉籍回归普查縢的研究，转向为繜汉籍应用转
化縢研究。这表明该领域已经逐渐从繜引回来縢研究，过渡到繜用起来縢和繜再次走出去縢的相关研
究。因此，如何基于数字化手段充分展开域外汉籍开发整理、如何将域外汉籍转化为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的重要材料都是应当关注的重要方向。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如本研究样本不包括硕
博论文、专著，以及主题不符但实际研究内容为汉籍的文献，但整体来看仍能反映出学科研究
的现状，为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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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程宇縮 縲縰縱縰縮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縮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縬 縴縷縨縳縩縺縱縴縮

李杰繡繮繤 陈超美縮 縲縰縱縶縮 繃繩繴繥繓繰繡繣繥縺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縺繴繥繸繴 繭繩繮繩繮繧 繡繮繤 繶繩繳繵繡繬繩繺繡繴繩繯繮 繩繮 繳繣繩繥繮繴繩縌繣
繬繩繴繥繲繡繴繵繲繥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縮

李琳縮 縲縰縱縴縮 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縮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縬 縨縰縲縩縬 縵縷縭縶縴縮

刘蕊繡繮繤岑咏芳縮 縲縰縱縹縮 伯希和縱縹縳縳年北平购书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藏书縮 国际汉学縬 縨縰縳縩縬 縱縵縲縭縱縵縹縬
縲縰縷縭縲縰縸縮

刘泰廷縮 縲縰縱縷縮 中国近五年域外汉籍研究述评縮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縬 縨縰縱縩縬 縶縷縭縷縲縮

罗渝繡繮繤 黄璜縮 縲縰縱縸縮 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繼繼以繜域外汉籍数字服务平台縢为例縮 出版发行
研究縬 縨縰縷縩縬 縳縹縭縴縲縮

潘超縮 縲縰縲縳縮 中日汉籍出版中的繜鳌头本縢縮 古代文明縬 縱縷縨縰縲縩縬 縱縴縱縭縱縵縵縬 縱縶縰縮

邱均平繡繮繤 杨思洛繡繮繤 宋艳辉縮 縲縰縱縲縮 知识交流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縮 中国图书馆学报縬縳縸縨縰縲縩縬 縷縸縭縸縹縮

王子成縮 縲縰縲縳縮 文化传播视域下《世说新语》的经典化縮 明清小说研究縬 縨縰縲縩縬 縱縸縰縭縱縹縵縮

谢辉縮 縲縰縱縵縮 英国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初探縮 新世纪图书馆縬 縨縰縲縩縬 縷縵縭縷縹縮

谢辉縮 縲縰縲縲縮 梵蒂冈图书馆收藏中国传统古籍的历程与价值縮 图书馆论坛縬 縴縲縨縱縰縩縬 縱縵縰縭縱縶縰縮

谢辉縮 縲縰縱縶縮 欧洲图书馆所编早期汉籍目录初探縮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縬 縨縰縲縩縬 縹縶縭縱縰縰縮

严润开縮 縲縰縰縱縮 美国著名的华文汉籍文献收藏的特殊文库縮 情报杂志縬 縨縰縴縩縬 縹縹縭縱縰縰縮

杨海峥縮 縲縰縲縲縮 顾盛与北美汉籍收藏縮 图书馆论坛縬 縴縲縨縰縱縩縬 縱縳縱縭縱縳縶縮

姚委委繡繮繤 金长善繡繮繤 程钰情縮 縲縰縲縱縮 新媒体时代中韩文化交流与传播路径探析繼繼推荐《域外汉籍传播
与中韩词学交流》縮 新闻记者縬 縨縱縰縩縬 縹縷縮

张伯伟縮 縲縰縰縶縮 域外汉籍研究縺域外汉籍研究繼繼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縮 学习与探索縬縨縰縲縩縬 縱縵縹縭縱縶縰縮

张敏繡繮繤 董强縮 縲縰縱縱縮 数字时代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縮 图书馆建设縬 縨縰縹縩縬 縳縸縭縴縰縬 縴縴縮

郑诚縮 縲縰縲縳縮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研究縮 自然科学史研究縬 縴縲縨縰縲縩縬 縱縷縰縭縱縹縰縮

钟文娟縮 縲縰縱縲縮 基于普赖斯定律与综合指数法的核心作者测评繼繼以《图书馆建设》为例縮 科技管理研究縬
縳縲縨縰縲縩縬 縵縷縭縶縰縮

周明初繡繮繤 彭志縮 縲縰縱縴縮 日本所藏稀见明词续补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縬 縨縰縲縩縬 縱縷縳縭縱縷縹縮

朱本军縮 縲縰縲縰縮 海外汉籍数字化加工现状与实践研究縮 古籍保护研究（縰縱）縱縸縮

附附附录录录A.域域域外外外汉汉汉籍籍籍研研研究究究高高高被被被引引引文文文献献献

附附附录录录B.核核核心心心作作作者者者综综综合合合指指指数数数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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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号号号 文文文章章章标标标题题题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发发发表表表时时时间间间 被被被引引引量量量

縱 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 原文无 縲縰縰縳 縳縹

縲 中日韩越古医籍数据的比较研究 汉字文化；古医籍；定量分析；比
较研究；医学本国化；共同现象

縲縰縱縰 縲縹

縳 从繜汉籍縢到繜域外汉籍縢 书籍之路；和制汉语；和而不同；
和刻本；繜域外汉籍縢

縲縰縱縱 縲縸

縴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 原文无 縲縰縱縰 縲縷

縵 中国古代蒙学典籍海外传播和影响研究 蒙学典籍；传播；海外 縲縰縱縹 縲縶

縶 域外汉籍研究繼繼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域外汉籍；东亚汉文小说；东亚汉
诗；中、日、韩民族戏剧；拟效；
汉籍东传、域外访书

縲縰縰縶 縲縴

縷 早期的汉外字典繼繼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 汉外字典；西方汉语研究史；梵蒂
冈馆藏汉籍

縲縰縰縷 縲縱

縸 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 原文无 縲縰縰縴 縲縰

縹 越南汉籍《往津日记》及其史料价值评介 《往津日记》；阮述；中越关系；
轮船招商局

縲縰縱縰 縲縰

縱縰 繜燕行录縢戏曲史料的学术价值初探 燕行录；戏曲史料；域外汉籍 縲縰縱縳 縲縰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平均发文量 被引量 平均被引量 综合指数

縱 张伯伟 縱縴 縴縮縶縸 縹縹 縱縷縮縵 縴縳縲縮縴縲縹縸

縲 巴兆祥 縴 縴縮縶縸 縵縱 縱縷縮縵 縱縸縸縮縴縴縹縳

縳 卞东波 縱縲 縴縮縶縸 縲縰 縱縷縮縵 縱縸縵縮縳縴縸

縴 金程宇 縵 縴縮縶縸 縴縴 縱縷縮縵 縱縷縹縮縱縳縳縱

縵 陈羽中 縱縲 縴縮縶縸 縱縵 縱縷縮縵 縱縷縱縮縰縶縲縳

縶 刘玉 縶 縴縮縶縸 縲縸 縱縷縮縵 縱縴縴縮縱縰縲縶

縷 王志强 縳 縴縮縶縸 縳縷 縱縷縮縵 縱縳縷縮縷縶縵縶

縸 毛建军 縳 縴縮縶縸 縳縳 縱縷縮縵 縱縲縶縮縳縳縷

縹 任晓霏 縳 縴縮縶縸 縳縲 縱縷縮縵 縱縲縳縮縴縷縹縹

縱縰 叶少飞 縹 縴縮縶縸 縹 縱縷縮縵 縱縲縱縮縸縶縸縱

縱縱 王晓平 縳 縴縮縶縸 縲縹 縱縷縮縵 縱縱縴縮縹縰縸縴

縱縲 钱婉约 縴 縴縮縶縸 縲縵 縱縷縮縵 縱縱縴縮縱縶縳縶

縱縳 陈恒新 縴 縴縮縶縸 縲縴 縱縷縮縵 縱縱縱縮縳縰縶縵

縱縴 左江 縶 縴縮縶縸 縱縲 縱縷縮縵 縹縸縮縳縸縸縲縸

縱縵 宋莉华 縳 縴縮縶縸 縲縲 縱縷縮縵 縹縴縮縹縰縸縴縲

縱縶 孙卫国 縴 縴縮縶縸 縱縸 縱縷縮縵 縹縴縮縱縶縳縶縱

縱縷 宋丽娟 縳 縴縮縶縸 縲縱 縱縷縮縵 縹縲縮縰縵縱縲縸

縱縸 严明 縳 縴縮縶縸 縲縰 縱縷縮縵 縸縹縮縱縹縴縱縴

縱縹 河野贵美子 縵 縴縮縶縸 縱縰 縱縷縮縵 縸縱縮縹縹縰縲縳

縲縰 陈东辉 縴 縴縮縶縸 縱縲 縱縷縮縵 縷縷縮縰縲縰縷縶

縲縱 水上雅晴 縳 縴縮縶縸 縱縲 縱縷縮縵 縶縶縮縳縳縷

縲縲 国威 縶 縴縮縶縸 縰 縱縷縮縵 縶縴縮縱縰縲縵縶

縲縳 叶杨曦 縵 縴縮縶縸 縱 縱縷縮縵 縵縶縮縲縷縵縹縵

縲縴 定源縨王招国縩 縴 縴縮縶縸 縴 縱縷縮縵 縵縴縮縱縶縳縶縱

縲縵 顾飞 縳 縴縮縶縸 縷 縱縷縮縵 縵縲縮縰縵縱縲縸

縲縶 付星星 縴 縴縮縶縸 縰 縱縷縮縵 縴縲縮縷縳縵縰縴

縲縷 羽离子 縳 縴縮縶縸 縳 縱縷縮縵 縴縰縮縶縲縲縷縱

縲縸 俞士玲 縳 縴縮縶縸 縳 縱縷縮縵 縴縰縮縶縲縲縷縱

縲縹 杨洋 縳 縴縮縶縸 縲 縱縷縮縵 縳縷縮縷縶縵縵縷

縳縰 何仟年 縳 縴縮縶縸 縲 縱縷縮縵 縳縷縮縷縶縵縵縷

縳縱 童岭 縳 縴縮縶縸 縱 縱縷縮縵 縳縴縮縹縰縸縴縲

縳縲 吴伟明 縳 縴縮縶縸 縰 縱縷縮縵 縳縲縮縰縵縱縲縸

縳縳 刘芳亮 縳 縴縮縶縸 縰 縱縷縮縵 縳縲縮縰縵縱縲縸

縳縴 刘一 縳 縴縮縶縸 縰 縱縷縮縵 縳縲縮縰縵縱縲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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