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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憶往──走訪梁庚堯教授 
梁庚堯（臺大歷史學系特聘教授）口述 

吳挺誌（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整理 
 

編按： 

《史原》復刊第 2 期已於 2011 年 9 月

出版，編委會成員為集思廣益，多次走訪活

躍於學界之學長。此系列專訪名之〈《史原》

憶往〉，前已訪問陳識仁、邱澎生先生，本

期由復刊第 2期編委吳挺誌訪問第 6期主編

梁庚堯老師。未來〈《史原》憶往〉將不定期

在「學人專訪」欄位刊出。以下為梁庚堯老

師訪談摘要。 

 

吳挺誌（以下簡稱吳）：老師在第五期

似乎就已經參與編輯《史原》，第六期則成

為主編。老師如何開始參與《史原》的編務？

而後是基於什麼原因接下《史原》主編？ 

梁庚堯老師（以下簡稱梁）：對我來說，

《史原》第六期編務是個非接不可的工作。

當時，照例由博士班研究生輪流編《史原》，

那年正好輪到我這一屆。那時每屆博士班的

學生並不多，當屆的博士班學生（63 學年

度入學）只有兩人：我和目前任教於東海大

學歷史系的陳錦忠先生。陳先生從東海大學

碩士班畢業，當時已經是東海的講師，平時

都在臺中，上課時才到臺北，不能隨時處理

相關事務。因此，編務就由我擔任。當時博

士班人數不多，有時一屆一人，我那屆兩

人 ， 也 有 一 屆 三 人 的 。 如 徐 泓 老 師 那 屆

（D58）有三人，另兩位是張元老師和何烈

先生（畢業後曾任教於中興大學歷史系，已

過世），而我的上一屆（D62）張永堂先生

那 屆 只 收 一 人 ， 下 一 屆 黃 寬 重 先 生 那 屆

（D64）也只收一人。 

協助《史原》第五期編務只是幫忙跑

腿，沒有負責特別的事務。因為第五期《史

原》主編張永堂先生是我的熟朋友，我們大

學、碩士班都一起修習方豪老師的課，他又

是我上一屆的學長，因此找我幫忙。 

吳：《史原》第六期的編務如何運作？

編委如何選出？ 

梁：當時沒有編委，就只有一個主編，

編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主編一手包辦，臨

時有需要再請朋友幫忙。我都是找黃寬重先

生幫忙，他在碩士班、博士班都比我低一

屆，兩個人都研究南宋史，所以很熟。收到

同學的稿件，則是送請系上的師長審查。最

主要的工作是邀稿，再找老師審查。其他的

雜務還有與印刷廠聯絡，送印刷廠的校樣給

作者校定，催促作者早日交稿等。 

吳：當初《史原》的稿件是怎樣來的？

怎麼決定要刊登的文章？ 

梁：我編的這一期（第六期），稿件有

五篇專題論文、兩篇研究討論、一篇書評，

大部分都是邀來的，由我向熟識的同學邀

稿。有兩篇稿件是得自系上師長賜稿，分別

是王德毅老師的〈宋文集中碑銘傳記資料不

著名諱人物彙考〉及佐伯富老師的〈茶と歷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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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學術文章，《史原》刊物最後面附

有當時學術動態的彙報，由系上提供，彙報

記錄當時國內各個與歷史學相關學術機構

的消息，當然也有本系記事。這是《史原》

很大的特色，在漢學研究中心的《漢學研究

通訊》出版（1982 年 1 月）以前，《史原》

蒐羅了最多、最廣的學術動態。 

吳：老師當初為《史原》設定的目標為

何？是否希望《史原》效法哪個成名刊物？ 

梁：我沒有想得那麼遠。這份刊物經過

前幾屆學長的傳承，由我接手，只想到要盡

力編好。系上師長對研究生都很信任，基本

上不會過問《史原》的編務。當時系主任是

孫同勛老師，遇到問題可以請他指點。 

吳：《史原》第 6期有臺大歷史系客座

教授佐伯富老師的一篇文章，這好像是《史

原》第一次刊登外國學者的文章，可以請老

師談一下當時的情況嗎，他又是怎樣知道有

這份刊物的？ 

梁：佐伯富老師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著名的宋史學者，當年應邀到臺大歷史系客

座，開授「中國近世經濟社會史」課程，是

上下兩個學期的課，大部分講宋代，也有一

部分講元、明、清，我和黃寬重先生都修習

了這門課。他是否開授其他課程，我已經沒

有印象。這門課程用日文講授，由鄭欽仁老

師即席翻譯。 

〈茶と歷史〉這篇文章，用日文寫成，

是佐伯富老師的賜稿。我不太確定他如何知

道《史原》這一份研究生刊物，或許是系上

師長向佐伯富老師提及，或許是系上曾贈送

《史原》給他，也有可能他更早就知道這份

刊物。 

《史原》第二期的「後記」中講到，創

刊號（1970）曾寄贈給各國的學術機構，包

括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內，日本

的中國史學界應該已經知道這份刊物。當時

臺大文學院印行已有二十年的《國立臺灣大

學文史哲學報》（1950 年創刊）兼收各人文

學科的論文，歷史系的學報還沒有創刊（《國

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學報》創刊於 1974

年），大學部學生編的《史繹》已經出版了

好幾期（1964 年創刊），內容很明顯是學生

習作，而《史原》既屬歷史學專業，又有比

較好的學術水準，創刊後引起國外學者的注

意，是應該會有的事。 

隨便一提，民國四、五十年代，臺灣刊

登歷史學論文而較受重視的學術期刊，如

《國立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 年創刊於廣

州，1950 年在臺續刊）、《大陸雜誌》（1950

年創刊），都兼收歷史學以外其他學科的作

品，民國五十年代末期以後，也就是《史原》

創刊前後這幾年，專業的歷史學期刊才開始

陸續出現。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史學

系編印的《史學彙刊》（1968）以及《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中國

歷史學會史學集刊》（1969）相繼在民國

57、58 年創刊，比《史原》早一、兩年；

之後在民國 60 年（1971），《食貨》月刊復

刊，我當兵時在高雄市的一家書店意外地買

到這份新復刊的刊物；民國 62 年，國立師

範大學歷史研究所、歷史系合編的《歷史學

報》創刊（1973），接著是次年《國立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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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歷史學系學報》和國立成功大學歷史系

編印的《歷史學報》創刊（1974）。佐伯富

教授的另一篇論文〈鹽與中國社會〉的中文

譯文，就是分為（上）、（下）兩篇，刊登在

《食貨》月刊復刊第四卷第十一期、十二期

（1975）上。 

包括《史原》在內的歷史學專業期刊開

始陸續出現，而且幾年之間就有好幾種，或

許可以說明，這時臺灣的歷史學研究與教育

已經成長到某一個階段。 

吳：當年《史原》的編製情況以及經費

的來源又是如何？ 

梁：當時《史原》的規格，包括排版、

封面，是依循前幾期《史原》的格式。前幾

期《史原》的設計，應該是在第一期就確立

了。我不清楚《史原》創刊的經過，不過我

想逯耀東老師是第一屆博士班研究生，他對

這份刊物的創刊、風格應該有很大的影響，

其他幾位較早期的博士班學長自然也貢獻

了他們的力量。逯老師已經過世，這份刊物

創刊的過程，較早期的學長應該清楚。 

我是臺大歷史系第八屆的博士班（1974

年 9 月入學）研究生。在我大學畢業去當兵

的那一年，正好《史原》第一期創刊。到我

編《史原》時，已是第六期（1975 年出版）。 

順便一提，我當完兵回來，進臺大歷史

系 碩 士 班 時 ， 正 值 《 史 原 》 第 二 期 出 刊

（1971），研究生曾開過一次會，夏德儀老

師也出席。這一期刊登了那時在美國的汪榮

祖先生寄來談《史原》創刊號的一封長信

（頁 142-143），他提出七點綜括批評和建

議，夏老師當時特別提到汪先生。 

當時大家都不用電腦，更不會想到有一

天要用電腦來寫作或寫信，因此不像現在一

樣 用 電 子 郵 件 來 連 絡 刊 物 編 製 的 各 種 事

情；另外也不設徵稿收件信箱，稿件或是直

接交給編者，或是交到歷史系辦公室，再轉

交給編者。徵稿方式就是編者向同學邀稿，

同學答應了，編者就向他催稿，索取文章。

文章都是寫在稿紙上，交給印刷廠用檢鉛字

的方式來排版，和現在用電腦排版不同。 

當時經費來自哈佛燕京學社的補助，這

是從第二期開始的，由系上申請。哈燕社會

寄來支票，由我們拿到寶慶路上的中央銀行

去辦請款。 

吳：《史原》第六期的審稿如何進行？ 

梁：《史原》當時沒有像現在那樣嚴密

的審稿制度，審查老師說通過就通過。我記

得有一篇送審文章沒有分節，審查老師認為

要分。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審稿機制，沒有

書面審查意見，如果審查老師有意見，就由

編者與投稿人當面口頭溝通。 

吳：老師覺得一個研究所有沒有研究生

刊物的差別為何？ 

▲梁庚堯老師（左）於「《南宋鹽榷》新書發表會」

後，與本文整理者吳挺誌合影。（2010 年 11 月 5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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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有刊物比較能凝聚同學的向心力，

也可以鼓勵學術發表，表現研究所的活力。 

吳：老師認為《史原》應該要朝向什麼

方向努力？ 

梁：這份刊物已經有不短的歷史，中間

斷了一個時期，相當可惜。現在你們又將它

復刊，第一個就是要長期維持出刊；第二就

是採取跟目前一般學術期刊相同的審稿制

度，維持刊物的學術水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 年第二屆《史原》座談會暨復刊發表會 

一、主辦單位：《史原》論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二、會議日期及地點：2011 年 10 月 29 日（周六）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監 交 人致詞：甘懷真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卸任主編致詞：復刊第二期（總第二十三期）陳建守（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新任主編致詞：復刊第三期（總第二十四期）黃麗君（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主持人 發 表 人 及 宣 讀 論 文 討論人

蔡明純∕「外國文學門」課程在近代中國大學院校的建置與標準化 

──以北大、清華為討論中心 
韓承樺陳建守 

吳俊瑩∕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誕生與臺灣史研究脈動（2000-2008） 黃唯玲

雷晉豪∕《尚書．商書》「其如台」新探 林宏佳韓承樺 

李冠廷、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均輸律》譯注 林益德

李海默∕1947 年中山大學法學院學潮──薩孟武與廣東政局 曾冠傑陳建元 

馮卓健∕不同的啟蒙──評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王煜芬

游逸飛∕漢代法制研究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 楊曉宜高震寰 

黃庭碩∕中國中古的「二元世界觀」──引介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李長遠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 陳建守黃麗君 

黃旨彥∕亞馬遜女戰士群像──古希臘人身體與性別觀的探討 涂育誠

   

《史原》復刊，敬邀惠賜鴻文 

我們選擇這刊物的名字，就是準備以現代為起點，回溯源頭，返回傳統裏去。但返回傳統卻
不等於復古與保守，因為我們相信走過舊的蹊徑也可留下新的足跡。──《史原．發刊辭》

 
《史原》於 2010 年復刊並改版，由《史原》論壇主辦、臺大歷史系協辦，《史原》編輯委員會編輯。復刊第 2

期（總第 23 期）於 2011 年 9 月出版，復刊第 3 期開始徵稿，收稿時間為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止。

本刊刊載專題論文、研究討論、學術書評，追求更嚴謹的史學訓練；也鼓勵發表學術書介、研究回顧、研究札

記、史料或學術文章的考證、校釋或翻譯、敘事史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片前言等各種體裁的文章，嘗試

創造更多元的史學風貌。為了在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每期均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

件。 
有意投稿者，請先加入《史原》論壇，入會資格不限，尤歡迎海內外歷史學研究生、青年學者。 

史原論壇網址：http://shi-yuan.blog.ntu.edu.tw/   史原編輯部信箱：shiyuan197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