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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The Book of Mencius and Its Reception in China and Beyond 

Chun-chieh Huang, Gregor Paul and Heiner Roetz ed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8 年 1 月，VIII+239 頁，ISBN: 978-3-447-05669-4 

2005 年 6 月，國立臺灣大學與 The Fritz-Thyssen-Foundation 在德

國卡斯魯大學（University of Karlsruhe, Germany）舉行 “The Book of 

Mencius and Its Reception” 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臺灣、日本與歐

洲學者，從不同角度探討宋代以降中、日、韓學者對於《孟子》一書

的詮釋。本書收錄 12 位與會學者發表的 13 篇論文，依文章發表序為：

Chen-feng Tsai（蔡振豐）、Wolfgang Ommerborn、Wei-chieh Lin（林維

杰）、Ming-huei Lee（李明輝）、Gregor Paul、Guido Rappe、Chun-chieh 

Huang（黃俊傑，2 篇）、Tadashi Ogawa（小川侃）、Martina Eglauer、

Hans Lenk、Ole Döring、Einer Roetz。 

（編者之ㄧ黃俊傑先生為臺大歷史系特聘教授） 

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7） 

古偉瀛 編 

臺大出版中心，2008 年 12 月，369 頁，ISBN: 978-986-01-6962-1 

天主教從 1859 年來臺傳教，迄今剛好 150 年。編者有感於研究

臺灣天主教史資料蒐集不易，乃將重要史料彙集此編。本書輯有清朝

總 理 衙 門 的 《 教 務 教 案 檔 》； 臺 灣 第 一 位 本 地 出 生 的 神 父 凃 敏正

（1905-1980）的日記；破除此地傳教最大障礙的《迷信歌》；日本早

坂神父〈臺灣拾綴──伴隨使節記行〉的親身見聞，以及難得的本地

「善會」組織章程〈員林天主教青年會規則留存書〉。本書具有針對

性、多樣性及稀有性三個特點，珍貴史料，一手掌握，便於利用，更

能增長見識。 

（編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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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鑒識起源的學術史考察（魏晉以前）（《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36） 

王仁祥 著 

臺大出版中心，2008 年 11 月，416 頁，ISSN: 1682-8461 

「人倫鑒識」一詞雖晚至後漢末期才出現，然其學術起源卻可向

上追溯至先秦時代。鑒識家的方法、術語，及人倫鑒識之所以能成立

的理論前提與思想背景，大體皆承繼自先秦兩漢長時間的發展而來。

本書探討人倫鑒識的學術起源，論列先秦兩漢以來各學術家派的觀人

法，分析各學派對人物分類與品評的標準，並以歷史上的實例為參

照，嘗試建構其理論體系，從時代的演進中探索其流變的過程，藉以

勾勒出人倫鑒識之學在先秦兩漢時期的原始樣貌，再與漢晉間真正的

人倫鑒識之學接軌，以期能描繪出此門學問在歷史上的深度。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興大學歷史學系助理教授） 

 

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林志宏 著 

聯經出版公司，2009 年 3 月，520 頁，ISBN: 978-957-0833-90-4 

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轉變是帝制的結束。這項改變使得中國

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思想產生複雜的現象。其中，辛亥革命

後的一群人物——清遺民，是選擇舊體制、抗拒新時代新思潮的代

表，他們的政治認同和態度格外值得關注。這些人包括晚清變法派

的康有為、發動復辟事件的張勳、以行事「怪異」聞名的辜鴻銘、

翻譯西洋文學的林紓、影響現代中國史學的羅振玉和王國維、詞學家

朱祖謀和鄭文焯，以及成為「滿洲國」總理的鄭孝胥。本書透過考察

遺民在民國後的活動和儀式、個人∕集體的著作書寫、政治主張和思

想，兼及輿論角度下檢視的形象及其變化，探討他們的行為與動機。

作者希望理解近代中國自傳統邁入現代後，如何從王朝專制邁向民族

國家的歷程，以及內在變化的動力。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科會博士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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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體末篇看《史記》的特質──以〈平準〉、〈三王〉、 

〈今上〉三篇為主（《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七編第八冊） 

呂世浩 著 

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8 年 9 月，242 頁，ISBN: 978-986-6657-58-0 

古人著書，常於篇章首、尾有所寓義。本書目的，在於透過論析

書體、世家體、本紀體之末篇作意，及結合前人對表體、列傳體末篇

之相關成果，來研究此一主題。太史公欲以五體首末對照：以〈五帝〉

之公讓，明〈今上〉之私欲；以〈三代〉之非爭貴讓，刺〈漢興〉之

德薄私天下；以〈禮書〉之盡性通王，防〈平準〉之爭利不已；以〈吳

太伯〉之口不言讓而讓心真誠，譏〈三王〉之讓讓不已而心實欲之；

以〈伯夷〉之奔義，諷〈貨殖〉之爭利。然後知撥亂反正之法，惟有

「以禮義防於利」。知此寓意，則《史記》「論治之書」、「百王大法」

之特質，於是明矣！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理研究員） 

 

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的「分陝」政治 

──分權化現象下的朝廷與州鎮（《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初編第七冊） 

趙立新 著 

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9 年 3 月，186 頁，ISBN: 978-986-6449-35-2 

本書主要藉由「分陝」故實的產生到詮釋，探究中古政治文化與

政治社會變動的關係。西晉時期形成「分陝」局面，受到以宗室諸王

為中心的政治集團的支持。隨著宗室政治的消亡，東晉在南北分立的

格局下，同時形成上游州鎮與下游朝廷兩個政治中心，做為支持的政

治集團也由宗室轉變為士族。隨著南北局勢緊張而逐漸擴大與強化的

都督與州鎮，成為士族分張家族勢力與朝廷分立對峙的資源，形成東

晉以後「分陝」政治的基本內涵。在士族政治漸趨衰弱、皇權復興的

南朝，士族分張族人盤據中上游州鎮的情形遭到抑止，「分陝」的意

涵逐漸化約為政治中心的分立與上下游之爭，反映中古政治文化與政

治社會變動的密切關係。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