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研究」這一選題，研究對象是創作於元代的以外國為主要敘寫對象，或

者以作者在國外的活動為主要敘寫內容的漢文文史筆記作品。在元代，這種筆記作品主要有

《真臘風土記》、《安南志略》、《島夷志略》、《異域志》、《安南行記》、《元高麗紀事》、《皇元征緬

錄》等幾部。《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研究》結合筆記的文體特徵與歷史發展，在研究元代筆記基本

情況的基礎上，通過對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傳藏、版本、作者、創作情況、內容、影響的研究，

系統概括出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基本面貌，並同時探討了與此有關的一些具體問題。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通過對於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相關問題的研究，為元代筆記研究提供一種補充，為元

代遊記地理類筆記、風土人情類筆記的總體研究提供一個開端。

作為本研究的一個理論基礎工作，本論文探討了筆記的一些總體問題，特別是筆記的概念

與分類標準問題。論文由此進一步分析了筆記的選擇範圍、文體特徵、研究情況等。

作為本研究的一個背景分析工作，本論文探析了元代筆記的相關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元代筆記的發展背景、歷史地位、發展特點、發展概況、研究情況等內容。研究認為，元代筆

記在宋、明筆記之間起著重要的傳承作用，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特點之一是：遊歷風土類

筆記的大量出現，是筆記這一文體發展到元代而產生的一個新現象。而國外題材筆記，則是遊

歷風土類筆記的一個重要類別。

作為本研究的一個主要工作，本論文系統研究了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相關問題，研究內容

和力圖表現的特色與創新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詳細系統地梳理筆記的定義與分類標準問題，並提出了作者的觀點。

（2）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傳藏與版本分析。

（3）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內容與影響分析。

同時，本論文還研究了與元代國外題材筆記有關的一些具體問題。有的問題前人已有基本

定論，本論文加以彙總分析，如《真臘風土記》版本研究；有的問題前人僅有初步研究成果，

本論文在吸收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儘量加以進一步探討，如《安南志略》版本研究；有的問題前

人基本沒有涉及，本論文則進行力所能及的研究嘗試，如已佚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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