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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図説台湾の歴史 

周婉窈著，濱島敦俊監譯，石川豪、中西美貴譯 

東京：平凡社，2007 年 2 月出版，229 頁，ISBN: 978-4-582-41106-5 

本書係作者《台灣歷史圖說》的日文版，除了原版照譯之外，此

書增加了「戰後篇」，約占全書篇幅十分之三。本書中文版初版於 1997

年 10 月，主要特色如下：其一，從史前寫至 1945 年，選取主題，擇

要敘述，雖簡而不失其通貫性。其二，以臺灣島為歷史單元，人群方

面則以原住民為敘述起始，且往後篇章中仍時見原住民蹤跡，脫離漢

人開發史觀，為臺灣史的書寫開創新局面。其三，本書配有大量圖片

和圖表，文字和圖像互相補充，彼此參照，大大增加說明力。本書中

文版發行迄今已逾二十餘刷，印數近十萬；2003 年刊行韓文版（新

丘文化）。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漢初的繼承制度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 133 冊） 

劉欣寧 著 

臺大出版中心，2007 年 11 月，195 頁，ISSN: 1682-8461 

本書利用湖北張家山出土西漢初年之《二年律令》，探討漢初之

爵位繼承、戶主繼承及財產繼承制度，與後世中國社會相較，顯得別

具特色之處。第一、漢初社會有設置單獨繼承人之風習，其為爵位或

戶主身分的繼承者，亦為財產主要繼承者。第二，漢初爵位、戶主或

財產繼承之意義，單純為權利的繼承，婦女或長輩亦可為繼承者，反

映軍國主義國家的特殊關懷，援禮入律尚非考量重心。凡此顯示漢初

社會具有強烈的過渡性質，一方面古典要素以不同形式頑強存留，一

方面儒家經典尚未取得支配地位，傳統禮制仍在發展醞釀階段。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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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令興內政──徵兵制與國府建國的策略與實際（1928-1945）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 134 冊） 

汪正晟 著 

臺大出版中心，2007 年 12 月，297 頁，ISSN: 1682-8461 

本書由徵兵制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切入，嘗試跳脫現代化理論

的侷限，重新理解國府建立現代國家的歷史經驗。所謂「以軍令興內

政」，正是指透過徵兵的原則與方法，發展現代國家組織與能力的策

略。內容首先討論徵兵制引入中國的歷史背景，以及晚清以來徵兵建

國思想的發展。其次，敘述抗戰前國府推行徵兵制的困難，以及如何

結合傳統手段與現代動員觀念，迂迴實現徵兵的目標。再者透過比較

廣西與中共的軍事作為，探討以徵兵建國策略的可行性與必要條件。

透過徵兵制在國府時期的建立與運作，本書試圖說明，國府的軍政作

為，或許不符合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化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但確實

存在一套可行的建國策略與實踐。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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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勝源 「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 

葉言都 郵發合一──中共建國後報業發行的變局（1949-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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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光臨 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 

陳榮聲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增補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