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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 

衣若蘭 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年 6 月，419 頁，ISBN: 9787544048248(平裝) 

中國史學史與性別文化有何關係？女性入史的傳統至明清時代有

何傳承與變革？清代史家如何編輯採摭前朝女性入正史《列女傳》中？ 

本書嘗試從性別的視角，分析《明史．列女傳》之建構，思索女性

如何被男性史家表述，及此表述如何在中國史傳傳統與明清女性傳記書

寫風氣下，交織而成。本書的研究一方面從史學的角度考察，試圖彌補

婦女∕性別史研究中史學史探討之闕如；另一方面由性別的取徑來研究

中國史學史，最終期待能開拓婦女史學史的研究方向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副教授） 
 

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王世宗 著 

臺北：三民書局，2011 年 8 月，416 頁，ISBN: 9789571455334(平裝) 

政治所以為必然之惡，乃因人是善心不足的社會性生命，一則現實

上不為善必作惡，二則權力鬥爭使人性之惡作用擴大，以致政治成為少

數善人對抗多數惡人的公共事務。儘管人的惡性可能強於善性，但人的

本性畢竟是善而非惡，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政治事實的陳述，也

是政治良心的省思，如此政治之惡在事實上縱令是必要，良心卻不以為

然，這證明政治只是必然之惡，因其為惡，所以不具絕對的必要性。 

政治的必要性隨人的惡性而存在，人若可以上進，則政治可以消

除，然下達者眾，故政治成為舉世最大的勢力，而一切人事的政治化便

是其活動的強化與其性質的腐化，此即政治是人可以控制的天災。政治

愈蓬勃，表示人性愈墮落，若人本是政治的動物，則人的使命自當是提

升其萬物之靈的層次，而使政治進化至無為之境，易言之政治雖乏目的

性，但政治的目標無疑是政治的消滅。此理顯示原罪也是罪，原罪的承

擔是為去除原罪，是謂「無恥之恥無恥矣」。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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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歷史記憶 

廖宜方 著 

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1 年 5 月，602 頁，ISBN: 9789860280791 

本書分為上、下兩卷，分別採取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的取徑，探討

歷史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維度：久遠的歷史與晚近的歷史、遠方的歷史

與近身的歷史，如何編織個人和群體的認識與認同。 

讓我們設想，唐代有位姓崔的士大夫，他在朝廷上遠舉堯舜治世的

典範、近舉經驗見聞的前例進言立論；在同儕間，他誇耀家族、郡望與

姓氏的輝煌歷史，對故鄉的史跡也瞭若指掌；當他出任地方官員，標舉

漢代循吏為施政模範；當他出使江南，則拜訪各地的名勝古蹟：登臨賦

詩、追憶六朝文人。本書從上述不同面相揭露唐代士人歷史記憶的面

貌，最後提出歷史記憶與地理空間的問題：傳統士大夫如何克服歷史記

憶與地理空間的錯位？古典文化的傳承是維繫認同的紐帶嗎？中國是

一個文化想像的共同體嗎？文化認同是由政治權力建構而成？抑或文

化有其自主的運作，進而導引政治的動向？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臺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吳俊瑩 著 

臺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2010 年 5 月，318 頁，ISBN：9789860231724 

本書以人們所熟悉的「代書」出發，剖析代書在臺灣經歷性質相異

政權統治下，內涵與意義呈現何種轉變，以及代書深根民間社會的歷史

動因，嘗試發掘這個過去受人忽視的現代型西方法律制度向下傳播的中

介管道。今日臺灣社會的法律事務分工具有濃厚「日本因素」，代書的

存在即是著例。代書在日治時期「生活法律化」脈絡下，逐漸職業化與

專門化，在臺灣人首次接觸現代型（modern-style）法院訴訟、土地登記、

政府行政規制等面向上，都與代書密不可分。戰後來臺的國民黨政府在

其歷史經驗中，並無相似臺灣的代書發展歷程，長期消極以對，不過民

間仍舊延續日治以來與代書的互動經驗，以其在民間法律生活的分量，

終於讓原無代書之制中華民國法體制，融入臺灣在地經驗，承認代書的

存在意義與價值。 

（作者為臺大歷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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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第 47期 

《臺大歷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2011 年 6 月，294 頁 

梁庚堯 南宋溫艚考──海盜活動、私鹽運販與沿海航運的發展 

吳翎君 民初美國企業對黃河鐵橋和南方大港的投資──企業、政府 

與外交關係的考察 

劉 慧 土地與叛亂──十三世紀中期英格蘭貴族改革運動的一個面 

向 

劉巧楣 想像的字體──布萊斯．馬登的《王紅公蝕刻》圖冊 

肖清和 故紙堆裡覓新知──評張先清、趙蕊娟編，《中國地方志基督

教史料輯要》 

韓承樺 引介尤根．歐斯特哈默著，劉興華譯，《亞洲去魔化：十八世

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 

艾立德 評介達索彬，《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歷史地理學思潮，

1900-1949》 

 

 

史原復刊第二期（總第二十三期） 

《史原》編輯委員會主編，2011 年 9 月，2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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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海默 1947 年中山大學法學院學潮──薩孟武與廣東政局 

吳俊瑩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誕生與臺灣史研究脈動（2000-2008） 

黃旨彥 亞馬遜女戰士群像──古希臘人身體與性別觀的探討 

雷晉豪 《尚書．商書》「其如台」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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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承樺 評介兩岸學界近十年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 

李冠廷、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年律令．均輸律》譯注 

王萬雋 〈謝鯤墓誌〉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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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卓健 不同的啟蒙──評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oads to Moder-

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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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繹第 36期 

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36 期史繹編輯小組主編，2011 年 7 月，119 頁 

袁偉杰 體用觀念來源之爭議考 

劉百里 瓦舍文化在宋代社會中的歷史意義──以北宋開封瓦舍為 

    主軸的討論 

李沐恩 朱子語類所見王安石形象 

李孟衡 從上海看一九四八年的中國幣制改革──以《申報》為考察 

中心 

鄭宏興 國民黨政治菁英與解嚴以前臺灣的政治轉型（1950-1988） 

 

99學年度學位論文彙目（2010.8-2011.7）                     （依作者姓氏筆劃序） 

博士論文 

陳思宇 冷戰、國家建設與治理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理體制的形成 

（1949-1973） 

黃裕元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流行歌之研究──兼論一九三○年代流行文化與社會 

賴玉玲 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理──以中北部臺灣金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 

（1834-1920） 

碩士論文 

石秀英 民國時期內蒙古教育政策中的國家意識 

朱祐鋐 清代杭州的火災、火政與社會生活（1644-1861） 

艾立德 晚清民族主義中的省籍意識──以新知識分子關於湘、粵的論述為例 

吳挺誌 北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以陝西沿邊五路經略安撫使為例(1038-1100） 

邱建智 漢魏南北朝墓誌的起源與發展 

范珮芝 抗戰之際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 

徐乃義 荀子思想中的「知慮」問題 

高震寰 漢代地方大姓與政府的依存關係──以成陽仲氏為例 

陳姵琁 東漢的三輔士人 

陳昶安 東北流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1945-1948） 

傅 揚 從喪亂到太平──隋朝的歷史記憶與意識形態 

楊月惠 試論十八世紀的「世界觀」──以伏爾泰《風俗論》為例 

蔡耀緯 雖非真而近於真矣：庚子年武昌假光緒案鉤沉 

黎康翰 法西斯主義、反理性主義與中國三○年代的思潮 

羅貫倫 閻錫山參加北伐的決策歷程──從保境安民到出師討奉（1926-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