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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參訪、出席國際會議與查閱資料） 

 

 

 

 

赴香港參加第四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 
 

                                                   

 
  
 
 
 
 
 
 

 

      
服務機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徐光台教授 

派赴國家：香港 

出國期間：100 年 12 月 2 日至 100 年 12 月 4 

報告日期：100 年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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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行出國主要的活動就是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參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流委員會、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四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

論壇，發表論文，並與來自兩岸四地的學術名刊負責的主編或總編輯等人交流。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院雜誌社、兩岸四地學術名刊交流、第四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

高層論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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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行出國主要的活動就是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參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流委員會、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四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

論壇，發表論文，並與來自兩岸四地的學術名刊負責的主編或總編輯等人交流。 

 

二、 過程： 

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是在 2008 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學術交流委員會、中

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發起的，旨在加強兩岸四地學術名刊的交流與合作，推動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的進步與發展。首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係以“學術名刊與學術發展＂為主題，於

2008 年 12 月在哈爾濱舉行；第二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則以“共同打造中文學術名

刊——學術名刊的用稿標準與評審程式＂為主題，於 2009 年 10 月在澳門成功舉行，並簽署

了《澳門共識》；第三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以“兩岸四地學術名刊的合作與交流＂，

於 2010 年 10 月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舉行，並簽署了《臺北合作倡議》。今年第四屆兩岸四地學

術名刊高層論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流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香港城市大學中

國文化中心共同主辦，京港學術交流中心協辦，於 2011 年 12 月 2—4 日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

文化中心舉行。會議主題為“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及其超越＂，分議題為：（1）提高期刊

學術品質；（2）推進辦刊機制國際化；（3）推動華文學術超越式發展；（4）其他相關議題。

我在今年二月擔任《清華學報》主編，九月接到邀請，欣然答應前往。 

12 月 2 日（星期五），清晨八時由清大西院出發，前往桃園機場第一航站，搭上午 11:00

中華航空 CI 909 班機直飛香港國際機場。由於桃園機場跑道整修，只剩一條跑道可供起飛，

多花二十分鐘排隊，下午一點抵達，較預定時間晚了一刻鐘。通關後，就乘機場巴士直接前

往會議單位安排的旺角維景酒店，下午二時左右入住，準備明天開會所需的 PDF 檔。香港房

價相當驚人，一間標準式的雙人房每晚價港幣一千八百元。大會只補助一半住宿費，為了不

受干擾，單人住一間，得支付另一半房租。 

12 月 3 日（星期六），天晴。雖然氣溫在十幾度，香港的濕度沒台北或新竹來得高，因

此十一月到次年二月是香港最舒適的時節。上午九時前抵達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十年前

曾來此參加中西文化交流中心主辦的紀念利瑪竇入華四百週年紀念研討會，當時校園內沒幾

棟高樓。曾幾何時，校內高樓林立，不再是當年風貌。 

九時半由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開幕，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

高翔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學術交流委員會副主任張友雲教授、京港學術交流中心

副總裁郭明華先生與澳門基金會行政委員會吳志良主席分別致詞。 

臺灣有三位主編參加，除了筆者是《清華學報》主編，一位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集

刊》主編蔡英文研究員，另一位是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曾慶豹教授，他主編《漢語基督教義

評論》。香港代表包括：鄭培凱（《九州學林》主編）、梁元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朱鴻林（香港理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主任講座教授）、葛曉音(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

授)、林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范家偉（《九州學林》執行編輯）、京港學術交

流中心副總裁郭明華先生，以及在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李國城研究員。澳門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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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澳門基金會行政委員會吳志良主席、林廣志(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劉澤生

(《澳門理工學報》雜誌社總編輯)。 

中國大陸參加的人數最多，有十九位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高翔研究員、中

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學術交流委員會副主任張友雲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余新

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學術交流委員會解莉莉副秘書長、路育松（中國社會科學雜

誌社總編室副主任、《歷史研究》副主編）、計永超(江淮論壇雜誌社主編)、朱劍(《南京大學

學報》執行主編)、陳金清(江漢論壇雜誌社社長)、俞伯靈(浙江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主編)、

徐楓(《浙江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執行主編)、李宏弢(《求是學刊》副主編)、陶原珂(《學

術研究》副主編)、江中孝(廣東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韓璞庚(江蘇省社會科學院《江海學

刊》雜誌社總編輯)、金曉瑜(江蘇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輯)、崔月琴(《吉林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主編)等人。 

會議的主題是中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問題。上午有一場報告與討論，由香港城市大學中

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主持，蔡英文研究員是五位報告人之一。筆者在下午第二場報告

〈文獻探討在學術論文中的重要性〉，是六位報告者最後一位。接下去主持第三場報告，共有

七位報告者，曾慶豹教授報告他主編《漢語基督教義評論》的成功經驗。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上午九時半前往參觀佔地 3.2 公頃志蓮淨苑，十年前興建，

這是一座參照唐代藝術模式興建的木構建築群，殿堂的木構件均以榫接方式接合，不用釘子，

凸顯出唐代建築典雅雄渾的風格，是一座仿照唐代藝術風格設計的木構建築群，佈局層次分

明，順循地勢，將主體與單體建築沿中軸線作主次分佈，配置對稱平衡，內有天王殿、大雄

寶殿等殿堂和馨香撲鼻的荷花公園。它成為香港最具特色的建築群。寺中的佛像依照敦煌壁

畫中唐代的佛像重塑，面容較豐腴，表情亦教親切和靄。  

蓮園池則是一座古式園林，卻位處繁囂的城市建設之間，鄰近商場和港鐵站，猶如鬧市

中的綠洲。南蓮園池總面積達 3.5 萬平方米，山、水、林木和建築小品的建設和佈局，均依

照唐代（公元 618-906 年）法度，莊重樸實，古意盎然，是一個不可多得的靜態遊憩公園。

園內展出中國木結構建築藝術、雅石展、盆景及主題展覽、並設有素食館及茶室。中午在園

內素食館用餐。 

下午一點半回到旺角維景酒店領取行李後，前往國際機場。由於桃園機場跑道整修，只

剩一條跑道可供起飛，從桃園國際機場起飛要多花二十分鐘排隊，因此降落香港機場的時間

晚了一刻鐘，相對地起飛時間亦較預定時間晚了一刻鐘。傍晚五點四十分在落地，回到新竹

時以晚間七時半，結束三天兩夜的香港之行。 
 

三、 心得與建議： 

 

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舉行四屆以來，此行是個人首次參加。帶著觀摩與了解和學

習的心情與會，發現兩岸四地的學術名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異。以香港為例，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出版《九州學林》，在主編鄭培凱與責任編輯范家偉努力下，似乎沒有專任助理

協助，仍然運作的很好。澳門則異軍突起，劉澤生負責編輯的《澳門理工學報》，以及林廣志

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擔任學術總監，與澳門基金會合作編輯出版《澳門研究》學術性理

論期刊，以研究澳門為宗旨。 

相對地，臺灣的學術期刊數目與水準在皆與香港和澳門迥然不同。這幾年積極追求學術

名刊國際化，譬如增加英文稿，海外編輯委員人數，以及學術諮詢委員的人數，並將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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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期刊分為 TSSCI、THCI Core 等優良期刊名單。 

中國大陸的期刊眾多，綜合性期刊高達七千，良萎不齊。好的期刊有充裕經費，每篇論

文都有責任編輯，在校對與其他技術性的工作上強於其他三地。較弱之處還是政治或意識型

態強於其他三地太多，離學術自由與學術社群自治很遠，短期內似乎不易見到這方面的曙光

出現。不過，通過兩岸四地的學術名刊高層論壇，至少可將這種看法傳達給與會的中國大陸

學術期刊負責人，讓他們覺察到此一差距的存在。至於是否院意克服此一差距，端賴主客觀

條件何時來到。 
 

 

四、 附錄： 

 

附件一：攜回資料名稱 

 

1. 張錯，《東西文化比較研究：利瑪竇入華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2。 

2.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術數、天文與醫學：中國科技史的新視野》，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 

3. 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亞洲研究》，第 61 期，2010 年 9 月。 

4. 第四屆兩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論壇代表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