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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透過提出「新選家」這個新的概念，來探討蔡爾康的編譯事業，以勾勒出清末民初洋場才子的精神面貌。由於蔡爾康在文壇、報刊與出版業皆具有重要的影響力，通過以他為中心的探討，將有助於重新審視他與其同代洋場才子於近現代中國轉型中的作用。

本文中有三個討論重心，分別是蔡爾康的生平與報刊經歷、「申報館」與「廣學會」的出版策略，以及蔡氏編譯的書籍，其中又可分為申報館與廣學會兩個時期。申報館時期以《宮閨聯名譜》、《記聞類編》、《侯鯖新錄》與《屑玉叢譚初集》四部作品為討論對象；廣學會時期則是聚焦於中日戰事，在蔡爾康編譯的書籍中挑選出《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與《李傅相歷聘歐美記》三部作品來加以討論。透過上述三個部分的探究，本論文試圖呈現出蔡爾康與出版機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林樂知、出版書籍及讀者間多重的影響與互動過程。
	摘要(英)	The thesis tend to have a critical view on Cai ErKang′s as an editor and translator identity, by introduce a new term, “New Anthologist”, and provide Shanghai Intellectuals(Yang Chang Cai Zi) a spiritual outlook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ince Cai ErKang had a large influence in literary circles, newspapers and publishing, discussing Cai ErKang publisher life can help to re-examine the important role by he and his generation of Shanghai Intellectuals in the transition of Modern China.

There are three discussion points will present in this thesis. First, his lifetime and experience as a press publisher. Secondly, the marketing plan of Shen Bao press and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Lastly, those books compiled by Cai Erkang can divide to two part. The first part was Shen Bao press period, which contain ”Gong Gui Lian Ming Pu ”, ”Ji Wen Lei Bian ”, ” Hou Qing Xin Lu ” and ” Xie Yu Cong Tan. Chu Ji ”, and the second part was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period, which contain ”Tai Xi Xin Shi Lan Yao ”, ”Zhong Dong Zhan Ji Ben Mo” and ”Li Fu Xiang Li Ping Ou Mei Ji ”, those content is about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From the intercourse above, this thesis try to bring out the chemistry among Cai ErKang and his publishing company, his relationship with Timothy Richard and Young John Allen, and also how his books influenced the Shanghai reader.
	關鍵字(中)	
      	  ★ 蔡爾康
★ 選家
★ 申報館
★ 廣學會
★ 傳教士
★ 西學東漸	關鍵字(英)	
      	  ★ Cai ErKang
★ Anthologist
★ Shen Bao press
★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 Missionary
★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論文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蔡爾康與海上文化生態    11

 第一節 報界之人傑：蔡爾康平生事編譯    12

 第二節 蔡爾康與華洋文化圈    28

第二章 編譯事業的契機與海上出版業    41

 第一節 申報館書籍出版的時空語境    42

 第二節 廣學會之廣西學書籍的譯印    54

第三章 海上報刊博物文化的塑造    69

 第一節 洋場北里與《宮閨聯名譜》的復刊    70

 第二節 中興錄之支流：論《記聞類編》的編纂    84

 第三節 三瑣紀後的文學平台：《侯鯖新錄》與《屑玉叢譚初集》    96

第四章 編譯今典要籍：掌握歐亞國際動態    109

 第一節 甲午敗戰與《泰西新史攬要》的開創    110

 第二節 輯《中東戰紀本末》振聾發聵    123

 第三節 雖敗猶「待」：《李傅相歷聘歐美記》    138

結論    153

附錄一：蔡爾康生平簡表    157

附錄二：蔡爾康編譯書籍一覽表    165

徵引書目    171
	參考文獻	一、報刊

中華書局編，《強學報‧時務報》，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年。

申報館，《申報》，上海：申報館，1872－1949年，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館藏微縮資料。

申報館，《寰宇瑣紀（第九卷）》，上海：申報館，1877年（光緒丁丑年四月）。

申報館，《瀛寰瑣紀（第一卷）》，上海：申報館，1872年（同治壬申年十月）。

沈飽山主編，《侯鯖新錄（第一卷）》，上海：上海機器印書局，1877年（光緒丙子年十二月）。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臺北市：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

孫玉聲，《報海前塵錄》，《晨報》1934年，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復印件。

愛漢者主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年。

新聞報館，《新聞報》，上海：新聞報館，1893－1949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館藏微縮資料。

滬報館，《字林滬報》，上海：滬報館，1882－1899年，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館藏微縮資料。

廣學會，《女鐸》，上海：廣學會，1912－1951年，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館藏電子資源。

二、蔡爾康編譯書籍

李提摩太著，蔡爾康譯錄，《生利分利之別》，收錄於求自強齋主人（梁啟超），《西政叢書》，上海：愼記書莊，1897年。

李提摩太著、鑄鐵生述，《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上海：廣學會，1897年。

貝德禮著，李提摩太譯，鑄鐵生述，《農學新法》，收錄於求自強齋主人（梁啟超），《西政叢書》，上海：愼記書莊，1897年。

林樂知譯，蔡爾康輯，《李傅相（鴻章）歷聘歐美記》，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08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2年。

林樂知譯，蔡爾康輯，《李傅相歷聘歐美記》，上海：廣學會，1900年。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54冊）》，北京市：線裝書局，2003年。

美國林樂知著譯，上海蔡爾康芝紱纂輯，《中東戰紀本末三編》，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六輯第十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發行，2004年。

美國林樂知著譯，上海蔡爾康芝紱纂輯，《中東戰紀本末初編》，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六輯第八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發行，2004年。

美國林樂知著譯，上海蔡爾康芝紱纂輯，《中東戰紀本末續編》，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六輯第九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發行，2004年。

英國馬懇西著，英國李提摩太譯，上海蔡爾康述，《泰西新史攬要》，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1896年）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二九七‧子部‧西學譯著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烏程董恂壺山氏原本，同里陸纘松田氏補輯，上海蔡爾康紫黻氏參定，《宮閨聯名譜》，上海：申報館，1876年。

烏程錢徵昕伯、上海蔡爾康紫黻同輯，《屑玉叢譚初集》，上海：申報館，1878年。收錄於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19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2003年。

蔡爾康選編，《記聞類編》，上海：上海印書局，1877年。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72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9年。

縷馨仙史，《申報館書目》，上海：申報館，1877年。收錄於北京圖書館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十）》，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縷馨僊史手輯，《申報館書目續集》，上海：申報館，1879年。收錄於北京圖書館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十）》，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三、古籍

王炳耀輯，《甲午中日戰輯》，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年。

王樹枬編，《張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議》，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52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0年。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清光緒九年（西元1883年）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五五八‧集部‧別集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韜，《瀛壖雜志》，臺北市：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9 年。

王韜，《艷史叢鈔（上）》，臺北市：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

王韜，《艷史叢鈔（下）》，臺北市：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

老上海，《胡寶玉》，上海：羣益印刷編譯局，1906年。

吳友如主編，《點石齋畫報（上）》，揚州市：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

吳汝倫編，《李文忠公（鴻章）全集‧奏稿》，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92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0 年。

李伯元，《南亭筆記》，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三十六編（四）》，臺北市：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84年。

李書春編，《李文忠公（鴻章）年譜》，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99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0年。

李瀚章編撰、李鴻章校勘，《曾國藩全集‧文集》，北京市：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

汪曰楨，《南潯鎮志》，清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七一七‧史部‧地理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周暉，《金陵瑣事》，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十六編（三）》，臺北市：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7年。

胡鈞撰，《張文襄公（之洞）年譜》，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7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7年。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五七九‧史部‧傳記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張之洞，《勸學篇》，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4-85冊）》，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7年。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清鉛印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四四六‧史部‧雜史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沔陽盧靖校本，1897年。

梁啟超，《李鴻章》，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54冊）》，北京市：線裝書局，2003年。

曾樸，《孽海花》，民國十七年（1928年）真美善書局鉛印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八○○‧集部‧小說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黃協塤，《淞南夢影錄》，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正編（六）》，臺北市：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3年。

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鄒弢，《三借廬筆談》，收錄於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三編‧總類‧第七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

鄒弢，《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印行，1884年。

趙令畤，《侯鯖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

廣學會編，《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清末鉛印本。收錄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市：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

蕭統主編，李善注，《文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

魏源，《海國圖志》，清光緒二年（西元1876年）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七四三‧史部‧地理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四、近人論著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美】葉凱蒂，〈文化記憶的負擔──晚清上海文人對晚明理想的建構〉，收錄於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美】葉凱蒂著，楊可譯，《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英】李提摩太著，李獻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1年。

【德】費南山，〈「糾纏知識」的範本──《記聞類編》研究〉，收錄於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德】魯道夫‧G‧瓦格納，〈申報館早期的書籍出版（1872－1875）〉，收錄於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德】魯道夫‧G‧瓦格納，〈進入全球想像圖景：上海的《點石齋畫報》〉，收錄於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8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1年。

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新聞志》，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上海圖書館編，《近代中文第一報《申報》》，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囯（一）》，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囯（四）》，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64年。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林，〈《中東戰紀本末》與中日甲午戰爭〉，《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9年。

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市：齊魯書社，2004年。

王敏，《上海報人社會生活（1872－1949）》，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

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

田中初，〈遊離中西之間的職業生存──晚清報人蔡爾康述評〉，《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2004年。

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下）》，上海：申報館，1922年。收錄於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893冊）》，臺北市：文海出版社，2001年。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申報館內通訊（第一冊）》，北京市：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2009年。

朱績孝，〈說譜錄〉，《圖書與情報》第4期，1992年。

余潤生，〈選學：中國編輯學史的一大類別〉，《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1994年。

吳圳義，《清末上海租界社會》，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吳瑞秀，《清末各省官書局之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

呂文翠，〈艷史敘述與城市記憶〉，收錄於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八）》，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9年。

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上海市：大東書局，1931年。

李偉，《中國近代翻譯史》，濟南市：齊魯書社，2005年。

李健主编，《早期中文報紙創刊號（二）》，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年。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市：現代出版社，1999年。

汪叔子、王河，〈近代著名報人蔡爾康及其手稿本：江西社科院圖書館發現蔡氏五部未刊手稿本〉，《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1992年。

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邵志擇，〈《申報》第一任主筆蔣芷湘考略〉，《新聞與傳播研究》第5期，2008年。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收錄於阿英，《阿英全集（第六卷）》，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南京圖書館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像傳》，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孫慧，〈《新聞報》創辦經過及其概況〉，《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5期。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市：新華出版社，1988年。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畫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社，2012年。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一八五○──一九四九）》，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張杜生，《絕版李鴻章》，上海市：文匯出版社，2008年。

張秀明，《中國出版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張敏，〈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職業生活（1843－1900）〉，收錄於馬長林主編，《租界裡的上海》，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梁元生，《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東方出版社，2004年。

章暉、馬軍，〈游離在儒耶之間的蔡爾康〉，《檔案與史學》第5期，1998年。

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

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台大》，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年。

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馮志杰，《中國近代翻譯史‧晚清卷》，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12年。

楊春俏，〈清代科場加試試帖詩之始末及原因探究〉，《東方論壇》第5期，2005年。

楊祖熙、徐慶凱，《專科辭典學》，成都市：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年。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2年。

鄒振環，〈19世紀下半期上海的「英語熱」與早期英語讀本及其影響〉，收錄於馬長林主編，《租界裡的上海》，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鄒振環，〈上海出版業百年歷程〉，《檔案與史學》第2期，2001年。

鄒振環，〈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世紀史」的新內容與新形式〉，收錄於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鄔國義，〈《申報》第一任主筆蔣其章卒年及其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1年。

熊月之，〈張園與晚清上海社會〉，收錄於蘇智良主編，《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態》，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趙含坤編著，《中國類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劉葉秋，《類書簡說》，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臺北市：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樊亞平、王小平，〈早期寄身外報者的職業認同──以蔡爾康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6期，2010年。

鄧文鋒，《晚清官書局述論稿》，北京市：中國書局出版社，2011年。

鄭逸梅，《書報話舊》，上海市：學林出版社，1983年。

鄭逸梅，《梅庵談薈》，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魯迅，《集外集》，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年。

韓琦、王楊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收錄於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韓叢耀等著，《中國近代圖像新聞史：1840－1919（第一卷）》，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顏建華，〈清代文選學與清代駢文復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1期，2004年。

羅爾綱，《太平天囯史（第二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年。

羅爾綱，《太平天囯史叢考丙集》，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五、學位論文

孫琴，《我國最早之文學期刊──《瀛寰瑣紀》研究》，蘇州市：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年。

張純梅，《第二代洋場才子的文化創新：蔡爾康與《字林滬報》研究（1882－1888）》，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陳姵君，《趙令畤及其《侯鯖錄》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年。

錢琬薇，《失落與緬懷：鄒韜及其《海上塵天影》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指導教授	
      	  呂文翠(Wen-tsui Lu)
      	 	審核日期	2015-1-27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