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特別號 
 

 

ISSN  2185-999X 

 

SINOLOGICAL RESEARCH OF EAST ASIA 

東アジア中国学研究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Society of East Asia 

2022年 12月 

東亞漢學研究 



 

 

東亞漢學研究 2022年特別號 

 

創   刊 2011 年 5 月 

出   刊 2022 年 12 月 

刊   期 年刊 

發 行 人 連 清吉（長崎大學） 

顧    問 龔鵬程・陳學超・黃明理・高木智見 

總 編 輯 楊 曉安（長崎大學） 

副總編輯 李  繼凱（陝西師範大學） 

     江  淑君（台灣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王   暉（陝西師範大學） 

     金  炳基（全北大學） 

     愛甲弘志（京都女子大學） 

     賈 三強（西北大學） 

     逄  增玉（中國傳媒大學） 

     胡 衍南（臺灣師範大學） 

     趙  學清（陝西師範大學） 

     祁 建民（長崎縣立大學） 

林  偉淑（淡江大學） 

     黃  文倩（淡江大學） 

     戴  華萱（真理大學） 

出 版 者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地  址 日本國長崎市文教町 1-14 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 

電話   81-95-819-2166 

E-mail     xiaoan@nagasaki-u.ac.jp；xiaoanster@gmail.com 

學會 HP   http://xiaoan.web.fc2.com/dongyahanxue/dyhx.html 

ISSN      2185-999X 

mailto:xiaoan@nagasaki-u.ac.jp
mailto:xiaoanster@gmail.com


 

  

 

 

 

2022年度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亞文化圈的多樣性交流—— 

 

 

 

 

 

 

 

 

 

 

 

 

 

 

2022年12月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浙 江 師 範 大 學 
 

主辦 
 



《東亞漢學研究》2022年特別號 

 

 

 
  

   

卷首語…………………………………………………………………………… 于逢春 i 

從比較的角度探索郭沫若《雞之歸去來》與魏建功《僑韓瑣談》、 
梅娘《僑民》的視線…………………………………………………………… 

 

朴宰雨 

 

1 

宮崎市定的東洋史論…………………………………………………………… 連清吉 17 

語言文化習俗略論……………………………………………………………… 楊曉安 28 

轉變時期的日本戰爭認識與戰爭研究………………………………………… 祁建民 40 

海外五四新詩的前生今世：中國新詩史補遺………………………………… 王潤華 51 

漢郊祀歌〈天門〉章考釋增詮…………………………………………………… 殷善培 64 

論晏殊詞作心、物對比的感官書寫模式……………………………………… 許嘉瑋 75 

公私之間的精神抒寫：蘇轍記體文的創作特性……………………………… 張秀賢 86 

論李維楨詩論中的「使事」觀………………………………………………… 謝旻琪 98 

清代宮廷御製書籍渡日與再刊刻——以《御定歷代題畫詩類》爲例………… 王文欣 111 

晚清廣東佛山金玉樓刻越南史籍《大南寔錄正編》考論……………… 葉少飛 125 

慕華事大与随俗雅化：朝鮮王朝前期的教化舉措研究……………………… 李毅婷 136 

港大馬禮遜特藏19世紀涉華文獻初探……………………………………… 蔣  碩 146 

從至聖到德育家——羅振玉主編《教育世界》時期的孔子觀 
及日本的影響…………………………………………………………………… 

 
張子康 

 
159 

抗戰時期晉北淪陷區農業經濟考察——以陽高縣富貴村為中心…………… 梁金平 171 

「感心」之美：柯慶明先生之詩本體論試析………………………………… 朱  天 182 

明治陽明學的話語批評——以三宅雪嶺、井上哲次郎、 
西田幾多郎為核心……………………………………………………………… 

肖珊珊 
吳光輝 

 
195 

目   次 



目 次 

   

試論九鬼周造日本文化論的東亞認同意識…………………………………… 徐金鳳 205 

《四庫全書總目》在 18-19世紀的日本與朝鮮的傳播與影響……………… 劉兆軒 214 

儒家道德思想在日本平安時代童蒙教育中的接受…………………………… 呂天雯 225 

近代以來的日本漢文學史論構建……………………………………………… 沈日中 237 

書籍之路與中日“唐決”的交流互鑒——基於“無情有性”思想 
在中日發展的分途的探討……………………………………………………… 

 
黄越泓 

 
247 

文化分析視角下的句式教學探究——以“把”字句教學為例……………… 馮  鴿 258 

“所謂 X”句：能指和所指的阻斷與連接…………………………………… 劉  惠 263 

工程化思維在線上短期漢語留學項目中的應用研究 
——以 HSK&李姐妹中國名校體驗項目為……………………………………… 

李馨郁 
王美玲 

275 

後疫情時代服務反思與溝通表達實踐之學習成效 
—以反思寫作暨口述影像為核心導入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為例…………… 

 
李懿純 

 
285 

略論懸泉漢簡中的篆書遺意…………………………………………………… 
祖全盛 
趙學清 

301 

《稗史彙編》的版本與流傳…………………………………………………… 李雲飛 309 

日本入唐僧與唐代的旅行 
――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中心…………………………………… 

 
付  邦 

 
319 

舊浪與新潮：日本平安時代私攥史著考論…………………………………… 王  冉 332 

自我評定：論江戶後期漢學家賴山陽對日本漢詩的總結與論評…………… 张  波 343 

朝鮮文人金澤榮的中國近代變革觀察——以與張謇的交流爲中心………… 楊  雪 353 

中韓神話元素類電影比較研究——以《哪吒之魔童降世》 
和《與神同行》系列為例……………………………………………………… 

 
張雪姣 

 
363 

侶金母於瑤池：朝鮮王朝哀辭中由西王母神話來建構的死後世界………… 李定河 372 

尋找“自我”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朝鮮半島歷史敘述中對本國與中國的認識變化… 

 
邵  靜 

 
384 

《講話》與馬凡陀山歌「人民性」的生成…………………………………… 白若凡 397 

楊譽龍《文字通詮》的價值說略……………………………………………… 程彥穎 406 



《東亞漢學研究》2022年特別號 

 

 

 

   

淺論《史記》“洗”字詞語及其文化………………………………………… 朱成華 415 

地名詞“圪垛”與“圪坨”考辨……………………………………………… 何  馨 422 

中日量詞研究綜述及其分類考………………………………………………… 楊嬌嬌 435 

基於語料庫對日語“はずだ”的語義分析…………………………………… 趙丹瑩 445 

基于數字叙事的國際中文教育綫上語言文化項目研究……………………… 延  慧 454 

歌謠教學輔助意大利華裔兒童中文學習探究………………………………… 楊  圃 463 

印度學生漢語學習綜合情況調查研究………………………………………… 
馬  蘭 
李哲凱 

472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章程……………………………………………………………………… 481 

第六屆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理事會名單……………………………………………………… 483 

《東亞漢學研究》投稿要求與撰稿格式…………………………………………………… 485 

Contents……………………………………………………………………………………… 487 

執筆者一覽…………………………………………………………………………………… 490 



 

 

 

 

 

 

 

 

 

 

 

 

 

 

 

 

 

 

 

 

 

 

 

 

 

 

 

 
 

 

2022年特別號 

 

発行日 2022年 12月 10日 

発行人 連 清吉 

発行所 長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部 

        〒852-8521 長崎市文教町 1-14 

印 刷 上大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235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60號 7樓 

        TEL 8862-2225-5760  FAX 8862-2222-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