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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城大文史芻論》第三輯終於可以付梓刊印，百感交雜。衷心感謝中文及歷史學

系正副系主任李孝悌教授和陳學然博士、文學碩士（中文）課程主任馬家輝博士的大

力支持，以及辦公室同事的鼎力協助。沒有他們的包容與支持，《城大文史芻論》不

可能走到第三個年頭。

一如既往，我們邀請了應屆碩士班同學幫忙校稿，查正紕漏及核實引用材料和原

文。這本論文集內的每一篇論文都經多次校對，仔細審查，避免出現低級錯誤。不

過，雖然我們都盡了最大努力，但限於經驗、學養和時間不足，錯誤還是在所難免，

各位大家幸勿見笑為盼。

在這裡，特別要感謝潘琛、孫巍和劉妍君三位同學，在文稿最後校對的階段，眼

看差不多來不及趕在這個年度付梓刊印，全仗她們在百忙中放下手頭的工作，協助我

生死時速衝了三天三夜，校好定稿。可以說，沒有她們的幫忙，這本論文集不可能面

世。

第三輯我們收錄了 16 篇論文，全是 2017/18 年度「碩士專題研習」的優秀論文。

這些論文容或有諸多不足，水準也有參差，但都是撰寫論文同學初入學術門檻的印

記。從研究主題而言，以文學研究為主，有 8 篇之多，涵蓋了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

學，分別討論了曹植的遊仙詩、清初戲曲《清忠譜》、李漁的戲曲創作、《紅樓夢》

王熙鳳的性格、張愛玲的《秧歌》、黃碧雲的《微喜重行》、現當代美食散文，以及

《萌芽》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僅次其後的是影視研究，有 4 篇，分別考察了 50 年

代的紅色電影、嚴歌苓的影視改編作品，史態紀錄片《河西走廊》和香港的信用卡視

頻廣告。餘下的是歷史研究 3 篇和教育研究 1 篇，分別探索了六朝孌童文化、中國本

土的觀音變相、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以及中文資優兒童教育。

本年度選擇撰寫「碩士專題研習」論文的同學比去年翻了一倍，我們期待來年度

可以呈上更多更有素質的論文。

林學忠

2019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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