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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基督宗教與近代中國（From Antoine Thomas S.J., to Celso Costantini: 

Multi-aspect Studies on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古偉瀛、趙曉陽 主編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2 月，639 頁，ISBN：9787509728710 

本書由 23 篇論文組成，10 篇英文，13 篇中文，涵蓋的範圍甚廣，

適時反映出新世紀以來，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趨勢及展望。首先，大家會

注意到有三篇是關於清初比利時傳教士托馬安多（Thomas, Antoine, S.J. 

1644-1709）的研究，這一方面有關他的資料愈來愈多，而且也由於學界

對語言、禮儀及接受方的重視而對他有更多的發現。其他的諸篇也都是

從這些新角度、出現的新史料及前人忽視的項目研究而完成的。從十七

世紀到二十世紀，舉凡由東往西的書籍流通、中國語言學的初起、傳教

士與主流學術界的互動、宗教藝術的發展，民教衝突的宏觀與微觀分

析，乃至於利用中外文資料細探保教權的鬆動等，都是以往的時空環境

下很難企及的學術研究成果。細心而有志於研究教會史的讀者，應可從

此書中得到不少資訊及未來研究的啟示與靈感。 

（編者古偉瀛為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身分、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 

甘懷真 主編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 2 月，445 頁，ISBN: 9789860245356 

士族是臺灣之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書的論文反映了目前臺灣

三十歲世代學者的士族研究傾向。全書的特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反

省既有士族學說的前提下，從個案出發，希望能發掘更多的史實；二是

從社會、學術、文化的樣態上，開發士族研究的新領域；三是從石刻墓

誌的新史料再探中古士族的發展。此外，本書也嘗試由地域統治階級的

觀點思考士族課題，在跨時代的比較研究下，討論了元代士人文化與清

末民初士人文化的轉變。 

（編者為臺大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研究成果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2∕2012 年 4 月 93 

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 

周婉窈 著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3 月，545 頁，ISBN: 9789570839555 

本論文集收錄 10 篇論文及附錄的 2 篇小文，論文性質分屬海洋臺

灣（maritime Taiwan）和殖民地臺灣（colonial Taiwan）的研究範疇。 

海洋篇收有四篇論文，主題依序為：明朝人對臺灣的認識、1582

年美麗島船難事件、陳第〈東番記〉的介紹與分析，以及明清文獻中「臺

灣非明版圖」的例證，按主題的「歷史時間」排序。 

殖民地篇收有六篇論文，四篇和日本殖民地教育相關，其一，是公

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的總說；其二，討論公學校修身書中的日本人

典範；其三，是比較研究，以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

教育為分析對象；其四，則從五期公學校國語（日文）讀本的插畫看殖

民者所呈現的臺灣人形象的變化。附錄二則是有關作者母校的小品文。

這幾篇文章，是筆者研究日本殖民教育的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北朝的祠祀信仰 

蔡宗憲 著 

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 年 9 月，150 頁，ISBN: 9789862546017 

祠祀信仰是中國傳統宗教的主要內涵，其淵源甚早，在政治、社會、

經濟、軍事、禮學、民眾的精神與生活等層面均有深遠的影響，是研究

中國文化時不可輕忽的一個重要範疇。先秦時，大致已經發展出祭祀天

神、地祇與人鬼的祠祀體系，官方祠祀有明顯禮制化的傾向，民間祠祀

則時有新變，但常受統治者的節制。自東漢至北朝期間，中國內部發生

一些巨大的變動，如佛教傳入、統一帝國瓦解、北亞草原民族進入中原

建立政權等，對中國本土的祠祀信仰產生了不少衝擊與影響。就民族、

宗教與文化的融合而言，北朝明顯處於一個過渡性的階段，祠祀信仰在

此時所引發的種種現象，不僅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也有助於我們理解

隋唐的祠祀文化。 

本書首先探究祠祀信仰的構成要素與宗教特性，繼而剖析北朝時祠

祀信仰所引發之政治與社會現象、祠祀與佛教的互動情形，並根據《魏

書．地形志》和《水經注》中的祠廟紀錄，歸納統計，以呈現北朝時各

類祠廟的數量比例與分布情形。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系博士，現為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