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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韓振華選集》第一卷﹕《中外關係歷史研究》(陳佳榮﹑錢江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
　　     支那名稱起源考釋
　　     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 ― 漢書地理志附錄考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 ―   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
　　          考釋
　　     康泰所記西南海上諸國地理考釋
　　     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
　　     (原)河內遠東博物學院所藏越南古史目錄摘錄
　　     越南半島古史鉤沉
　　     西屠國在何處
　　     馬留人是甚麼人
　　     扶桑國新考證
　　     常駿行程研究
　　     公元六﹑七世紀中﹑印關係史料考釋 ―丹丹國考
　　     唐代訶陵(闍婆)新考( 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ern Indo-Chinese Country of
　　           Heling or Zhepo: New Light from Tang Dynasty Sources )
　　     第八世紀印度波斯航海考
　　     宋代兩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元朝有關澳洲的地名名稱及其風土人情的記述
　　     附﹕中國與澳洲(英國李約瑟著﹐韓振華譯)
　　     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
　　     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
　　     中﹑菲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史略
　　     從中國古籍上所見到有關老撾歷史發展概況
　　     中國古籍記載上的緬甸
　　     附錄﹕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韓振華)
　　              諸家學者憶﹑悼文章(夏南林﹑寇俊敏﹑李國強﹑李金明﹑夏應元﹑陳希育﹑陳國
　　                   強﹑楊振藩等)
　　              韓振華生平著作年譜(南溟子編﹐韓丘漣痕訂)
　　《韓振華選集》第二卷﹕《諸蕃志注補》(陳佳榮﹑錢江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
　　      漢譯(德)夏德(F. Hirth)﹑(美)柔克義(W. W. Rockhill)的英文“譯注”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1911.)
　　      另由譯者自加同等份量之補注
　　《韓振華選集》第三卷﹕《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陳佳榮﹑錢江﹑謝方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
　　      古代中西交通考[據玉爾(H. Yule)﹑考迪爾(H. Cordier)《(中國)契丹及其通路》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一卷譯述而成]
　　      中國古代交通往來種種
　　      唐宋以來我國東海海域的東面界限
　　      中國指南針羅盤針的起源
　　      對泉州灣古船的一些看法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幾種水時計
　　      我國古代航海用的幾種火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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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鄭和下西洋船的尺度
　　      論1973年美國加州深海所發現的圓餅形中心穿孔石器
　　      唐代南海貿易志
　　      伊本柯達貝氏所記唐代第三貿易港之Djanfou考
　　      五代福建的對外貿易
　　      五代福建對外貿易港口甘棠港考
　　      蒲壽庚國籍考
　　      唐宋時代廣州蕃坊地域考
　　      唐宋時代廣州蕃坊是居住甚麼人
　　      1650-1662年鄭成功時代的海外貿易和海外貿易商的性質
　　      再論鄭成功與海外貿易的關係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貿易航運業的性質和海外貿易商人的性質
　　      牽星術 ─ 十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鄭和航海圖》西亞東非部分的研究)
　　《韓振華選集》第四卷﹕《南海諸島史地論證》(謝方﹑錢江﹑陳佳榮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
　　      有關我國南海諸島地名問題
　　      駁越南當局所謂黃沙﹑長沙即我國西沙﹑南沙群島的謬論
　　      我國歷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極限
　　      從近代以前中國古籍記載上看南海諸島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七州洋考
　　      宋端宗與七洲洋
　　      南海九島(九峙)和九洲洋
　　      南沙群島古地名考
　　      南沙群島史地研究札記
　　      南沙群島自宋以來便已歸屬中國
　　      西﹑南沙群島的娘娘廟與珊瑚石小廟
　　      海南棚(西沙群島)與青廉頭(中沙群島最北部)考
　　      (土)罷葛鐄﹑(土)罷長沙今地考
　　      宋代的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
　　      宋元時期有關南沙群島的史地研究
　　      元代“四海測驗”中的中國疆宇之南海
　　      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
　　           (附干豆考)
　　      西方史籍的帕拉塞爾不是我國西沙群島
　　      古“帕拉塞爾”考(其一)
　　      古“帕拉塞爾”考(其二)
　　      附錄﹕作者南海紀行詩﹕
　　         (1) 西沙行(八首)
　　         (2) 訪問南沙漁民於海南島
　　         (3) 椰子頌
　　《韓振華選集》第五卷﹕《華僑史及古民族宗教研究》(錢江﹑謝方﹑陳佳榮編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
　　   (一) 華僑篇
　　     《南洋華僑史》編寫大綱
　　      越南華僑歷史背景的幾個問題
　　      菲律賓紀行
　　      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爪哇糖蔗種植業的種植奴隸和雇工
　　      論1740-1743年中﹑印(尼)人民聯合反荷戰爭的原因
　　      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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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鄭氏餘眾與印尼華僑
　　      鄭成功復台後閩台移民交通的一項物證
　　      附﹕人物志﹑家譜學﹑地方史研究與碑銘學之間的關係
　　      十九世紀古巴華僑苦力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
　　      唐人
　　   (二) 民族篇
　　      周代家內奴隸殉死制
　　      烏滸及其族源研究
　　      秦漢西甌駱越(甌駱)之研究
　　      丁零民族考(譯自Otto Maenchen - Halfan原著)
　　      關於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郎)的歷史來源
　　      越王台古蹟考
　　      香港古史鉤沉 ― 大奚山方位之研究
　　   (三) 宗教篇
　　      廣州南海神廟達奚司空考
　　      自南海傳入廣州南海廟之波羅樹考
　　      唐宋元時代廣州和泉州的伊斯蘭古跡
　　      唐代廣州回回墳考
　　      泉州伊斯蘭靈山聖墓的創建
　　      宋元時代傳入泉州的外國宗教古跡
　　      泉州塗門街清真寺與通淮街清淨寺
　　      元時泉州摩尼教的“草庵”
　　
　　
　　    已問世的《韓選》五卷中﹐有不少論著是首次全文發表。其中首推《諸蕃志注補》﹐除將夏
德(F. Hirth)﹑柔克義(W. W. Rockhill)的外文“譯注”首次全部翻成漢文外﹐又加了同等數量的補注。
另如玉爾(H. Yule)﹑考迪爾(H. Cordier)的《(中國)契丹及其通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一卷
近200頁也由作者譯述成《古代中西交通考》﹐首次刊於選集第三卷。其他首次披露的尚有﹕第一卷的
〈中﹑菲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史略〉﹑〈從中國古籍上所見到有關老撾歷史發展概況〉﹑〈中國古籍記
載上的緬甸〉﹔第三卷的〈中國古代交通往來種種〉﹑〈中國指南針羅盤針的起源〉﹑〈牽星術─十
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鄭和航海圖》西亞東非部分的研究)〉﹔第五卷的〈荷蘭東
印度公司時代爪哇糖蔗種植業的種植奴隸和雇工〉﹑〈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周代家內奴
隸殉死制〉﹑〈唐宋元時代廣州和泉州的伊斯蘭古迹〉﹐等等。
　　
　　
　　另外，台灣學者陳國棟寫有《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韓振華選集之三）的書評，参见《漢學研究
》第21 卷第1 期，或者：
　　http://ccs.ncl.edu.tw/Chinese_studies_21_1/445-451.pdf
2、最好看的是讨论量天尺、石碇、水时计的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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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韓振華選集》第一卷﹕《中外關係歷史研究》(陳佳榮﹑錢江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支那
名稱起源考釋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 ― 漢書地理志附錄考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
﹑東南亞的海上交通 ―   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康泰所記西南海上諸國地理考釋魏晉南北朝時期
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原)河內遠東博物學院所藏越南古史目錄摘錄越南半島古史鉤沉西屠國在何
處馬留人是甚麼人扶桑國新考證常駿行程研究公元六﹑七世紀中﹑印關係史料考釋 ―丹丹國考唐代訶
陵(闍婆)新考( 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ern Indo-Chinese Country ofHeling or Zhepo: New Light from Tang
Dynasty Sources )第八世紀印度波斯航海考宋代兩位安海人的安南王元朝有關澳洲的地名名稱及其風土
人情的記述附﹕中國與澳洲(英國李約瑟著﹐韓振華譯)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論
鄭和下西洋的性質中﹑菲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史略從中國古籍上所見到有關老撾歷史發展概況中國古籍
記載上的緬甸附錄﹕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韓振華)諸家學者憶﹑悼文章(夏南林﹑寇俊敏﹑李國強﹑李
金明﹑夏應元﹑陳希育﹑陳國強﹑楊振藩等)韓振華生平著作年譜(南溟子編﹐韓丘漣痕訂)《韓振華選
集》第二卷﹕《諸蕃志注補》(陳佳榮﹑錢江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漢譯(德)夏德(F. Hirth)﹑(
美)柔克義(W. W. Rockhill)的英文“譯注”(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1911.)另由譯者自加同等份量之補注《
韓振華選集》第三卷﹕《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陳佳榮﹑錢江﹑謝方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古
代中西交通考[據玉爾(H. Yule)﹑考迪爾(H. Cordier)《(中國)契丹及其通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一卷譯述而成]中國古代交通往來種種唐宋以來我國東海海域的東面界限中國指南針羅盤針
的起源對泉州灣古船的一些看法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我國古代航海用的幾種水時計我國古代航海
用的幾種火時計論鄭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論1973年美國加州深海所發現的圓餅形中心穿孔石器唐代南海
貿易志伊本柯達貝氏所記唐代第三貿易港之Djanfou考五代福建的對外貿易五代福建對外貿易港口甘棠
港考蒲壽庚國籍考唐宋時代廣州蕃坊地域考唐宋時代廣州蕃坊是居住甚麼人1650-1662年鄭成功時代的
海外貿易和海外貿易商的性質再論鄭成功與海外貿易的關係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貿易航運業
的性質和海外貿易商人的性質牽星術 ─ 十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鄭和航海圖》西
亞東非部分的研究)《韓振華選集》第四卷﹕《南海諸島史地論證》(謝方﹑錢江﹑陳佳榮編香港大學
亞洲研究中心2003)有關我國南海諸島地名問題駁越南當局所謂黃沙﹑長沙即我國西沙﹑南沙群島的謬
論我國歷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極限從近代以前中國古籍記載上看南海諸島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七州洋
考宋端宗與七洲洋南海九島(九峙)和九洲洋南沙群島古地名考南沙群島史地研究札記南沙群島自宋以
來便已歸屬中國西﹑南沙群島的娘娘廟與珊瑚石小廟海南棚(西沙群島)與青廉頭(中沙群島最北部)考(
土)罷葛鐄﹑(土)罷長沙今地考宋代的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宋元時期有關南沙群島的史地研究元代“四
海測驗”中的中國疆宇之南海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干
豆考)西方史籍的帕拉塞爾不是我國西沙群島古“帕拉塞爾”考(其一)古“帕拉塞爾”考(其二)附錄﹕
作者南海紀行詩﹕(1) 西沙行(八首)(2) 訪問南沙漁民於海南島(3) 椰子頌《韓振華選集》第五卷﹕《華
僑史及古民族宗教研究》(錢江﹑謝方﹑陳佳榮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一) 華僑篇《南洋華僑
史》編寫大綱越南華僑歷史背景的幾個問題菲律賓紀行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爪哇糖蔗種植業的種植奴
隸和雇工論1740-1743年中﹑印(尼)人民聯合反荷戰爭的原因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 台灣鄭氏餘眾
與印尼華僑鄭成功復台後閩台移民交通的一項物證附﹕人物志﹑家譜學﹑地方史研究與碑銘學之間的
關係十九世紀古巴華僑苦力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唐人(二) 民族篇周代家內奴隸殉死制烏滸及其族源研
究秦漢西甌駱越(甌駱)之研究丁零民族考(譯自Otto Maenchen - Halfan原著)關於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郎)
的歷史來源越王台古蹟考香港古史鉤沉 ― 大奚山方位之研究(三) 宗教篇廣州南海神廟達奚司空考自南
海傳入廣州南海廟之波羅樹考唐宋元時代廣州和泉州的伊斯蘭古跡唐代廣州回回墳考泉州伊斯蘭靈山
聖墓的創建宋元時代傳入泉州的外國宗教古跡泉州塗門街清真寺與通淮街清淨寺元時泉州摩尼教的“
草庵”已問世的《韓選》五卷中﹐有不少論著是首次全文發表。其中首推《諸蕃志注補》﹐除將夏
德(F. Hirth)﹑柔克義(W. W. Rockhill)的外文“譯注”首次全部翻成漢文外﹐又加了同等數量的補注。
另如玉爾(H. Yule)﹑考迪爾(H. Cordier)的《(中國)契丹及其通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一卷
近200頁也由作者譯述成《古代中西交通考》﹐首次刊於選集第三卷。其他首次披露的尚有﹕第一卷的
〈中﹑菲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史略〉﹑〈從中國古籍上所見到有關老撾歷史發展概況〉﹑〈中國古籍記
載上的緬甸〉﹔第三卷的〈中國古代交通往來種種〉﹑〈中國指南針羅盤針的起源〉﹑〈牽星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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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鄭和航海圖》西亞東非部分的研究)〉﹔第五卷的〈荷蘭東
印度公司時代爪哇糖蔗種植業的種植奴隸和雇工〉﹑〈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周代家內奴
隸殉死制〉﹑〈唐宋元時代廣州和泉州的伊斯蘭古迹〉﹐等等。另外，台灣學者陳國棟寫有《航海交
通貿易研究》（韓振華選集之三）的書評，参见《漢學研究》第21 卷第1 期，或者
：http://ccs.ncl.edu.tw/Chinese_studies_21_1/445-4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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