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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自宋代以来，古人所留存日记数量逐增，到清代与民国时期，更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张剑《近代日记的多维观照》统计，至今有日

记留存的近代人物超过 1100 人。日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其

私密性在揭示记录者内心世界和情感方面，具有显著价值。相较其他

文献形式，日记能为研究者提供更直接、生动的历史细节和视角，不

仅能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还能加深对研究的理解。尽管日记在文史

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日记系统性和深入性探讨仍然不足。

尤其在马来西亚文史学界，对中国日记文献的研究与关注非常有限。

因此有必要展开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以深化对日记这一文献形式

的理解。 

有鉴于此，第四期《韩江学刊》以“清人日记”为专题号，收录清

人日记研究 4 篇。另加上 3 篇明代南海华人研究、4 篇第二届“文明交

流互鉴”讲座录、3篇相关议题研究以及 1篇书评，共计 15篇文章。 

清人日记专题 4 篇。本次专题特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吴钦根副

教授担任主持人，旨在从多个方面推进当下日记研究。卞娇、吴钦根

《两种文本空间的交织——〈缦雅堂日记〉与王诒寿填词的动态还

原》，提出《缦雅堂日记》是晚清笙月词人王诒寿记录日常生活和文

学创作的重要文献。通过比对不同版本手稿与刻本，分析其词作演变

的过程及删改类型。日记呈现词作创作的现场情境，揭示词作生成的

多种因素，有助于深入探究王诒寿的情感和作品内涵。潘振方《历史

的在场：多维视角下的〈吴荫培日记〉研究》，考察晚清官员吴荫培

日记中所亲历的历史事件。吴荫培以旁观者身份观察历史，记载其作

为考官参与考试和对学堂建设的观察。此外，日记还描述吴荫培的交

游和书画收集，展示晚清文士的日常生活。尧育飞、魏子欣《一位晚

清文人梦中的阅读世界：以〈吉城日记〉为例》，通过日记揭示晚清

文人吉城的梦中阅读世界，包括侍父、得书、作诗、得砚、解题等梦

境，反映晚清普通文人在阅读世界的深度沉浸。该文认为研究晚清文

人的阅读世界，需关注日常阅读活动和梦中揭示的另一层阅读体验。

王诗吟、傅湘龙《晚清苏州沧浪亭的文人游赏与文化记忆：以〈潘钟

瑞日记〉为中心》，探讨晚清苏州沧浪亭的文化记忆。庚申之乱时，

潘钟瑞率领文人群体游赏沧浪亭，见证园林空间和文化记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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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后，苏州文人通过寻访废墟探索文化记忆，对游赏行为有雅俗分

辨，通过文字和文学弥补时弊，蕴含的文人关怀超越历史限制，传承

后世。 

明代南海华人研究 3 篇。本期邀请本地学者王琛发教授担任主持

人，刊载聚焦于明代南海华人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王琛发《“汉丽

宝叙事”：〈马来纪年〉回忆、想像与重构的明朝邦交印象——兼论

上世纪马来西亚中文书刊与课本诸种“汉丽宝”书写的再想像》，认

为《马来纪年》的“汉丽宝叙事”以想像和重构为核心，将明马建交

时间移至满速沙国，呈现充满传奇与隐喻的故事，反映马来世界反抗

西方侵略的历史。松尾恒一《明清代的海上势力和东南亚、东亚的华

侨——以欧洲势力进入亚洲为背景》，探讨明代中国人在亚非成功抵

达及与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同时分析欧洲国家扩张殖民版图对东南

亚华侨社会的影响。欧俊勇《16-17 世纪西方游记中的闽南与世

界》，着重揭示传教士在闽南地区的活动，通过游记传播文化，推动

中西文化交流。这 3 篇论文共同展现南海地区在古代的文化多元性和

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第二届“文明交流互鉴”讲座录 4 篇。姜生《何处是中华：中华

及其复制传布》探讨“中华”思想的渊源、历史形态以及在华人社群

中传承的意义。该思想支撑了华人在海外的拓荒事业，见证大东亚文

明的兴起，促进海外华人文化的形成。通过引用宋人诗句，文章探寻

中华思想的复制传播方式，强调其在华人社会中的精神支柱，体现东

方文明的光辉。王玉主《〈全球文明倡议〉与人文交流合作及命运共

同体建设》，探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强调促进文

明对话、交流与尊重，特别在文化、宗教、教育和语言等领域的合

作，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与包容，增进政治互信，构建命运共同体。

张剑《稿本日记与情景文学史建构——以中国近现代稿本日记为

例》，讨论中国近现代稿本日记在情景文学史中的角色。通过传统文

献学、文本发生学和新兴日记学方法，稿本日记不仅弥补作品、揭示

未知信息，还在与其他文献对比中反映作家创作动态和心理变化。尽

管面临真实性和全面性的质疑，近现代稿本日记更符合构建情境文学

史的需求。童岭《隋唐中国的多元文化及其世界影响》，探讨不同国

家对唐朝的印象。从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到日本

“遣唐使”，不同国家的印象各异。文章以六朝后期至盛唐的历史文

化事件为基础，探讨隋唐帝国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地位，

并考察其对欧亚史和世界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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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 3 篇。张继焦、钟媛婷《海口只是海南城镇和市场体

系的中心，还是更大区域的中心——与施坚雅对话》，探讨学者长

期将海口视为海南中心的观点。该文从“海口—海南”、“海口—

岭南”和“海口—东南亚”三个区域角度与施坚雅展开对话，考察

海口作为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及在岭南和东南亚城

镇市场体系中的角色。梁金群《“南侨诗宗”丘菽园改回本姓的内

在意涵：以“丘”和“邱”字为例》，从文字学角度解读邱姓起

源，认为其源于丘姓避讳的演变。文章探讨了古代避讳学、孔子名

讳对“丘”、“邱”字的影响，结合南侨诗宗丘菽园生平、著作及

思想，研究西化对新加坡现代语境的影响，以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对邱氏的影响，深入探讨丘氏改回本姓的内在意涵。赵润哲《矛

盾与符号：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的社会属性》，探讨清代忆语体笔

记文的叙事矛盾，以及士人创伤心态与身份认同，揭示忆语体笔记

文背后的符号自我还原与回忆空间建构。该文通过清人交游和序跋

等社会性活动，揭示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私语化特性，将文本视为

士人创伤和身份认同表达，展现士人创作心态的演变。 

书评 1 篇。邱文达、陈是呈、曹茂庭《〈穿越动荡地域：槟城

港口的海峡贸易〉书评》，深度剖析槟城的经济历史发展。书中聚

焦槟城作为贸易港口的演变，强调其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详述槟城从地理优势港口到行政贸易中心的发展，以及在外部竞争

和内部政治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

1837 年槟城商业与农业商会成立等关键时刻的探讨，揭示了槟城社

群在困境中的团结与智慧。书中强调槟城在经济竞争中表现出的韧

性和创新力，彰显其作为活力社区的特质。 

自 2019 年韩大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将研究重心聚焦于

近现代文献的课题上，致力于开拓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以深化对中国

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从第四期《韩江学刊》推出“清人日记”

专题伊始，本刊将长期设立“日记研究”专栏。诚邀海内外专家学者

惠赐佳作，分享日记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展学界对近现代文

献研究的认识，为马来西亚的文史研究带来新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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