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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遲開的學術花季 

 
初夏的熱力帶來了學校印刷部剛打印出的書稿樣本，看到這部蟄伏五載的論文集

終於破繭而出，心情難免激動。 
回溯到 2020年初春，我們懷着「六月成書」的期許收齊了全部書稿。彼時誰能預

見，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爆發，幾乎使整個世界停擺：學校成了圍城，圖書館的書

香被消毒水的氣味取代，師生都在視頻中對眼相望，就連最基礎的文獻校對，也不得

不依託雲端上的電子數據庫，整個審校流程只能在封鎖區隔中蜿蜒而行——這部論文

集的編纂史本身，已然成為疫情時代學術生態的珍貴片段。 
三年疫情過後，百廢待舉，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一直無法抽身繼續編審工作。每

次看到郵件裡學生小心翼翼的詢問，都深感愧疚——他們將最好的學術青春託付於

此，我卻讓這些心血在硬盤裡沉睡了五年。 
特別要向中文及歷史學系的同仁致意。即使在實體活動停擺的黑暗時刻，學系領

導仍堅持保留出版預算，行政團隊申請書號，準備隨時印刷出版；尤需銘記李浩訓博

士在百忙中為所有論文做了最終校對和版式調校，成就了論文集新生兒的誕生。 
這十六篇跨域研究，是 2019年碩士課程畢業同學的豐碩研究成果。但遲來五年，

到底還剩下多少學術新知值得披覽，令人擔憂。是的，也許當年的新知已有黃花之

嘆，但這些未被演算法馴化的思維野性，這些帶着紙本霉味的考據執念，在知識代謝

加速的今天，反而凸顯出地層化石般的史學價值。這是青年學子們躍動的學術薪火，

是他們在學問探索過程中留下的足印，值得也應該在圖書架上占上一個位置。 
是為序。 

 
 

林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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