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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討論會 
施昱丞（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楔子 

2009 年暑假一次偶然的機緣之下，歷

史系博士班學長游逸飛詢問我是否有意參

加 將 在 開 學 後 舉 辦 的 「 中 國 古 代 史 討 論

會」。雖然我並不清楚「古代史」的具體斷

限為何，而且對於「討論會」的內容也不甚

明白，但當時剛考上碩士班，心中正躊躇滿

志；加上大學時參加過學長開辦的「國史大

綱讀書會」，自覺受益良多，因而也對這個

討論會充滿期待。於是我當下一口答允。於

今回想，兩年前所做的這個決定，對我研究

所的學習確實帶來很大的助益。 

討論會成立的主旨 

回顧臺灣近十年來的中國史學界，可說

是蓬勃發展，各個斷代的研究圈內或由幾位

老師帶領，或由學生們自行組織，都出現了

研究生學術社群；唯獨古代史這一段，除了

由邢老師主持的「四分溪簡牘讀書會」之

外，並沒有其他類似性質的團體。因之，逸

飛學長所籌劃的「中國古代史討論會」，對

於古代史研究圈的橫向與縱向溝通，都具有

重要意義。一來，研究生彼此之間能夠有一

個相互切磋砥礪的平臺，並有更多機會就教

於相關領域的學者；二來，不把斷限定於漢

代，而是設定為包含上古史、先秦史在內的

「古代」，更顯示這個討論會力圖向外延

伸，讓相關研究社群充分進行對話的想法。 

在歷史學各個不同的領域之中，因應不

同時代與課題的性質，都會要求研究者具備

對特定文獻的解讀能力。相較之下，古代史

的研究者一方面得熟讀經典，一方面又必須

掌握出土文獻，因而研究者通常都要嫻熟於

古文字學，才能有效運用這些資料。除此之

外，古代史的領域中，又存有材料留存數量

不多、資訊相對不夠完整的問題。以上種種

情況，對有志攻讀古代史的學生造成很大的

挑戰。這個討論會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

希望能結合群力，建立一個日漸茁壯的學群

來支持相關領域的學生，讓在各方面備感壓

力的研究生不必單兵作戰，避開許多無謂的

冤枉路，從而能使各方面的知識與學問有更

完善的互動與交流。 

成員與現況 

迄今為止，參加本討論會的研究生，包

含臺灣大學與中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清

華大學等學校的碩博士生。與會成員的背景

多半為歷史學，但也有許多其他的學科，例
▲中國古代史討論會邀請邢義田老師（左）與閻鴻中

老師演講。（2011 年 4 月 9 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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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藝術史、考古學、古文字學等相關學群。

研究生成員主要的研究領域多以秦漢史與

先秦史為主，同時也多有成員致力於出土文

物、兩周金文等新出材料的解讀。每次會議

固定出席的成員大致有十位。除了研究生之

外，也有許多來自中外各地的學者共同參

與。曾經與會的老師們，包括邢義田、閻鴻

中、陳昭容、郭靜云、黃川田修、安部聡一

郎、蔡宗憲、范麗梅、陳珈貝等，都是學養

深厚且各有專精的重要學者。在逸飛學長的

領銜，以及閻鴻中老師的指導之下，這個討

論會歷經短暫的草創階段，漸次發展為定

期、並且有固定成員輪流報告的健全社群。 

討論會的實質內容 

為了鼓勵研究生勇於發表目前的學習

所得，並且與其他師友產生更多的交流，本

討論會對於發表的作品，在形式上有相當大

的彈性。舉凡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研究成果、

課堂報告、研究大綱、讀書札記等皆可。至

於作品的內容，出土文獻與考古材料的研究

為一大特色，以下依次介紹： 

在出土文獻的部分，目前已發表過的作

品，可以分成金文、石刻史料與簡帛三種。

在金文部分，有蔡佩玲〈西周中晚期數件青

銅器所見之「誓」〉、雷晉豪〈晉侯穌鼎釋

譯〉、
1
楊景舜〈先秦金文中所見的私人商業

活動從事者〉等文章；
2
石刻史料方面，則

有高震寰〈石刻史料中的漢代的地方工程與

                                                      
1  此文已發表《首陽吉金選釋》。 
2  此文為楊景舜 2009 年在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論文

的部分章節。 

官民合作〉、〈漢末社會的地方祭祀與宗族凝

聚〉等作品。至於簡帛，則在三者中佔大多

數，有黃怡君〈試論《二年律令．秩律》中

尚書闕如問題（修訂稿）〉、
3
貝大偉〈秦漢

法律裡的「戶」〉、游逸飛〈說「繫城旦舂」

──秦漢刑期制度新論〉
4
與〈秦出土文獻

所見的「邦」〉、陳巧萱〈漢墓遣策出土情況

分析〉、安部聡一郎〈長沙走馬樓三國吳簡

所見「戶品出錢」簡考──編制帳簿的過程

與「出錢」的性質〉、邢義田〈秦漢基層員

吏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 506.7

（《吏》篇）說起〉、
5
閻鴻中〈從《封診式》、

《奏讞書》和《春秋決獄》論經義在秦漢律

令變革的作用〉等作品。
6 

至於考古學的方面，有李修平〈沒有文

字的歷史──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7施

昱丞〈二里頭社會威望品在生產上的多重技

術合作關係〉、李丞家〈吳城文化青銅器試

析〉、歐陽宣〈試論李濟的考古學分類方

法〉、陳珈貝〈楚系文化研究回顧〉等作品。

而黃川田修也曾在討論會上分享田野考察

的經驗。 

此外，我們還可看到綜合傳世文獻與新

出史料，進行專題探究者。這方面可以細分

成制度史、社會文化史、思想史、歷史地理

                                                      
3  此文已發表於《史原》22 期（2010，臺北）。 
4  此文已發表於《新史學》20 卷 3 期（2009，臺北）。 
5  此文曾發表於 2011 年第三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 
6  此文曾發表於 2007 年紀念蕭公權院士 110 歲誕辰

國際學術研討會。 
7  此文為李修平 2010 年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

業論文的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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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古音韻學等項目。在制度史方面，有李

昭毅〈從漢代兵徭制度看京畿防衛士卒的徵

集和編成〉、〈從兵役分流看漢代地方軍的組

成〉兩篇文章；在社會文化史方面，則有林

盈君〈漢代的免官稱病文化〉、張詔韋〈先

秦媵娣婚制問題〉、李協展〈《後漢書．王充

傳》中的「鄉里稱孝」問題〉等文章。至於

思想史部分，有閻鴻中〈讀史札記數則〉、

李冠廷〈《墨子》的周代傳統連續性與墨家

集團特性〉。另外，江俊偉撰有〈東漢三國

時期武陵郡的發展與衝突──以歷史地理

角度觀之〉，討論東漢時期的歷史地理；范

麗梅也發表〈上古方言寫詞〉，分析上古時

期漢語方言音韻與經典詮釋的關聯。 

以上所羅列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已經公

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其他文章都是研究生正

在撰寫的碩論、博論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

研究大綱、課堂報告與學習札記。這說明本

討 論 會 並 不 要 求 成 員 具 備 一 定 的 研 究 成

果，而是希望各位發表人分享現階段學習所

得。討論會進行時，除了有成員發表作品之

外，還有其他成員輪流擔任評論人，對該次

發表的作品進行評論。這些做法主要的考

量，是希望「古代史」範圍內

的研究生能夠在學習路上得到

良師益友的諍言與指導，獲取

更 多 的 資 源 ， 而 不 是 獨 自 摸

索；並使研究生從中與其他人

相互討論，學習如何評估研究

課題的可行性，並逐漸摸索出

適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對參與

的同學而言，可以藉機訓練與

他人論點對話的能力；至於業已成學的學者

們，則能透過參與討論的過程，與年輕學子

互動，從而使古代史的學術社群，更加完整

而充滿活力。 

未來的展望 

本討論會目前正邁入第二年下半，以半

年一個階段來看，算是進入第四期。雖然已

經具備初步的規模，但正因這個討論會還非

常年輕，所以蘊含了相當多可能性，擁有許

多跌跌撞撞的空間，還望四方學友不吝指

教。另外，我們也歡迎更多研究領域在隋唐

以前的研究生共同參與，希望能讓秦漢史、

先秦史與魏晉隋唐的研究生有更密切的交

流，相互激盪彼此的研究課題與視角。如此

一來，不僅古代史的研究生與學者能夠凝聚

成一個有力量的學術社群，不同研究社群之

間也會出現更多的對話可能。若能以此為基

礎，對臺灣的古代史學界有一絲一毫的貢

獻，那我們或許也算是對臺灣當前的學術

界，略盡了一份棉薄之力！ 

▲中國古代史討論會成員集會實況。（2011 年 4 月 9 日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