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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68 冊） 

黃俊傑 著       臺大出版中心∕2007 年 10 月出版，493 頁 

本書收錄作者近年所撰 16 篇論文，除導論外，其餘論文分為三

部分：東亞儒學的視野、《論語》的詮釋及《孟子》的詮釋。作者

主張「東亞儒學」在東亞各國儒者的思想互動之中應時而變，而非

抽離於各國儒學傳統之上的一套僵硬不變的意識形態。所以，「東

亞儒學」本身就屬多元性學術領域，其中並不存在前近代式的「一

元論」的預設，所以也不存在「中心 vs. 邊陲」或「正統 vs. 異端」

的問題。本書各篇論文除探討「東亞儒學經典詮釋」、「東亞遺民儒

學」、「東亞儒家身心關係論」等課題之外，也聚焦於東亞儒者對《論

語》與《孟子》的解釋之分析。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特聘教授） 
 

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71 冊） 

古偉瀛 著        臺大出版中心∕2008 年 4 月出版，355 頁 

本書乃作者十餘年來發表或撰寫的臺灣天主教史相關論文修訂

彙集而成。全書首先介紹天主教在十九世紀中葉再傳臺灣後的第一

個重要階段情形，其次討論二十世紀初流行的一本傳教小冊子《四

字經文》的臺灣版本，接著分析九十年前天主教創建靜修女中的經

過，再其次探討在臺灣教會史上兩位重要人物──里脇淺次郎及涂

敏正神父的歷史角色，最後一篇則是從歷年迄今的臺灣主教牧徽設

計，探討國族及地方意識。簡言之，本論集從策略、經文、學校、

人物及圖像五個層面切入，希望勾勒出近代臺灣天主教的發展面貌。

書後附有相關雜文數篇，以較輕鬆的方式釐清若干史實，並增進歷史

知識。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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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 

陳弱水 著          允晨文化∕2007 年 4 月出版，335 頁 

本書主要探索唐代的婦女世界，兼及隋朝與五代。作者透過精

細的研究工作，試圖勾畫出當時婦女生活的各種風貌。本書除了重

建婦女生活的樣態，更進一步考察婦女文化，也就是她們生活的意

義層面，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方式。唐代婦女基本上處於男

性所建構的文化中，她們大多數或者誠心接受這些文化要素，或者

承受巨大的壓力，生活於不得不然的軌道。但本書也發現，婦女和

文化的關係有時是工具性的，如果個人的處境許可，婦女也會運用

既存的價值或文化象徵來建立自己行為的正當性，乃至開展新的行

動，創生新的意義。總之，本書兼具宏觀與微觀的取向，對一千多

年前的婦女世界提供多角度的透視，相信能帶給讀者一些臨場感。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51 冊） 

吳展良 編        臺大出版中心∕2007 年 7 月出版，352 頁 

「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是認識東亞文化的一個關鍵課題，

對此課題深入的研究，將是解開傳統思想與文化特性的一把鑰匙。

「世界觀」指涉人們對宇宙人生最根本也最整體性的預設及看法，

這些預設及看法大致界定其世界之基本性質，從而對其人生有極深

遠的影響。十九世紀後期以降，西方的唯物、機械、演化、元素與

普遍律則觀輸入，逐漸取代東亞傳統以氣化、陰陽、五行、道、太

極、天命、心、性、聖人、鬼神、感應等為中心的有機世界觀。東

方傳統思想體系全面瓦解，有關內涵常被視為迷信或思想不清，而

全面遭到排斥。然而東方思想的傳統不僅在歷史中乃至於在現今社

會，依然發生巨大影響，不容忽視。有鑑於此，編者與臺灣大學「東

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乃廣泛邀請知名學者就此課題做多方面的

研究。本書共選錄九篇文章，分別處理近世東亞傳統世界觀的不同

面向，是針對本課題的第一本論著，很值得讀者注意。 
（編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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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 62 冊） 

甘懷真 編       臺大出版中心∕2007 年 11 月出版，357 頁 

本書的課題主軸是藉由「天下」與「中國」二個概念做為關

鍵字，以探究傳統中國的政體，並希望將此課題置於東亞史研究

的脈絡中。本書主要是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所屬「東亞歷

史上的權力與經典詮釋」研究計畫在 2004 年 11 月所舉辦的同名研

討會的成果。這個研究計畫的主要構想是試圖從「東亞史」與「詮

釋」的兩個角度，重新探討知識與權力的關係。至於具體的歷史

課題，則是歷史上東亞的幾個主要王權與儒教的關係。這是一個鉅

大的課題，本書諸作者參與了這項實驗性的工作，並各自從不同的

觀點與立場立論。本書沒有統一的結論，不同作者有不同的學說，

我們希望讀者能與本書各篇作者的獨特見解進行辯論。不管各自主

張的歧異，我們共同相信，重新思考傳統中國的政治特殊性與普遍

性，當是目前史學研究的重點。本書的主要貢獻正是做為未來辯論

之資。        （編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第七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 

徐光台、郝俠遂、張嘉鳳、張哲嘉、周維強 編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2007 年出版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於 1981 年 7 月成立，1986 年舉

辦第一屆科學史研討會，自此建立三年舉辦一次科學史研討會的傳

統。第七屆科學史研討會於 2005 年 3 月 26 日至 27 日在臺灣師範

大學數學系館舉行，共有 28 篇論文發表。《第七屆科學史研討會

彙刊》蒐集與會學者發表的 22 篇論文及 3 篇摘要，篇數為歷屆彙

刊之最。為了便於閱讀，編輯委員會將論文析為天文史、數學史、

科學思想與科學哲學、生物史與技術史五類。 

（編者張嘉鳳為臺大歷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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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 

蔡宗憲 著        稻鄉出版社∕2008 年 9 月出版，458 頁 
東晉末，南北政權對峙的局面逐漸形成，雙方在戰爭衝突之外，

也互派使節，藉傳遞國書、致贈方物等交聘禮儀，以緩和彼此緊張

關係。兩政權間以對等原則交聘往來，既處理邊陲互市、交換戰俘、

軍事結盟等國家大事，也進行賦詩酬酢、談辯論難、典禮參訪，及

比賽圍碁、騎射等交流活動。南北雙方為了在交聘互動中凌駕對方，

無不妙選聘使與主客，以外交辭令進行政治、文化正統的對決。本

書鉤稽史料，除細緻地實證上述交聘內容，也從聘使與主客身分背

景的變化，映證南北關係發展的軌跡。（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 
 

旭日旗下的十字架──1930 年代以降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下的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學校 

查 忻 著         稻鄉出版社∕2007 年 3 月出版，198 頁 
基督教在世界各地擴張的過程中，學校教育便時常成為一種傳佈

的工具，也因此基督教學校往往成為亞非地區西式教育的先驅。作為

臺灣西式教育先驅的基督教學校，自 1930 年代日本軍國主義興起，

以至於皇民化運動展開後，成為西方列強代表的基督教與日本軍國主

義的角力場。本書旨在剖析 1930 年代以降基督教學校經營主體的歐

美宣教士的應對方式，帶領讀者一探殖民地社會裡政教互動中的多

角關係。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捨穢歸真──中古漢地佛教法滅觀與婦女信仰 

林欣儀 著         稻鄉出版社∕2008 年 9 月出版，340 頁 

作者自承著書目的是為了回答「信仰和性別究竟有什麼關係？」

什麼樣的宗教在創立之初就預言自己未來會消失？為何這個宗教認

為政治力量、組織腐敗和婦女信徒將造成它本身和這個世界的滅亡？

當這個宗教在歷史上面臨即將毀滅的危機感時，政治力量、組織內部

和婦女信徒又作何回應？它們之間將如何彼此牽動？本書以佛教為

例，對許多宗教都具有的終末思想，提供政治、信仰、性別和身體觀

之間融攝互動的多重圖像。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