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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
學術專長

法律史、法律與社會之研究

學術成就

2018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2013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終身成就獎
2013 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0 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5 教育部第四十八屆學術獎
200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第一屆傑出臺灣文獻獎
2001 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1 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
1999 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獎學金
1996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亞洲青年學者獎學金
1988 宏碁企業龍騰論文獎

經歷

2018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2017 台灣制度與經濟史學會理事長
2014 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2011 台灣法學會理事長
2010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諮詢委員
2009 國立臺灣大學優良導師獎、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2007 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法律學門召集人
2006 台灣法律史學會理事長
2005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2003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或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2000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
1993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講師
1988 聯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1986 第一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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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 讓世界看見臺灣法律史
在臺灣法學界，臺大法律系王泰升教

授顯得相當「異類」，放棄很多法律人夢
寐以求的國際商務律師，半路出家轉行當
學者，且是研究原本沒人過問的臺灣法律
史，提出許多與眾不同的歷史詮釋。他以
跑百米的研究精神衝刺，跑出一條截然不
同的路，不僅讓世界看見臺灣法律史，也
從多元法律在地匯合的觀點，希望能將包
容與進步融入當代台灣法律生活！

放棄律師高薪，轉行當學者
王泰升出身自平凡的商人家庭，高中時

立志要念臺大法律系，後來如願考上，專
攻商事法，並孕育出批判改革的精神。他

不但同時考上律師、司法官、公證人，且
進入聯鼎法律事務所，成了「錢」途看好
的國際商務律師，還在 1988 年出版了第
一本書《從所有與經營分離論公開發行公
司法制》。為提升國際律師的執業能力，
1989 年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
院唸碩士，卻因「華人法律傳統」這門課
的期末報告，改變了他的人生，後來還成
為博士論文。

那時他拋出一個問題：「為何西方化的
中華民國法在中國施行得很糟糕，但到了
臺灣，至少民商法方面施行得不錯？」經
研究後，意外發現關鍵在於日本殖民統治
臺灣時，已開啟繼受西方法之途，這是他
自己、甚至是當時整個臺灣法學界，不曾

關心過的議題。自忖臺灣不缺他一個商務
律師，卻少他一個法律史研究者，他做了
個「浪漫的決定」，放棄律師，展開學術
研究生涯。

專研法律史，從一個人到一群人
王 泰 升 1992 年 取 得 博 士 學 位，1993

年在臺大法律系任教，為填補自己在法史
學上的不足，7 度隻身前往澳大利亞、美
國、日本、新加坡等 6 所法學院擔任訪問
學者，且始終以「學生」自居，汲取各方
知識以自我提升，故被他戲稱為「另類的
18 年博士後」。

在學術研究上，1997 年他出版《台灣
法律史的建立》，闡述第一次在臺灣學術
界出現的「臺灣法律史」概念，2001 年
出版臺灣法律史第一本教科書《台灣法
律史概論》，而當年的博士論文「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1895-1945）：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aw」，經修改後
在 2000 年獲得華盛頓大學出版，是臺灣
法學界唯一以英文、華文、日文等 3 種語
文出版的專書，從此奠定了王泰升的國際
學術地位，成為公認的日治臺灣法律的專
家。

2010 年再以《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
串連論文，主張應將臺灣法社會史納入法

律規範論證當中。2015 年起致力於出版
專書，《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討論日
治時期臺灣人的國籍觀念，《臺灣法律
現代化歷程》則描繪從 1895 到 2015 年，
120 年來現代法在臺灣的發展。2017 年
出版《去法院相告》，探究日治時期人
民司法正義觀的轉型，曾獲中研院人文
社會專書獎，同年還舉辦了「法律與歷
史的交匯：台灣法律史二十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並在 2019 年由中研院法律所
出版特刊，見證了臺灣法律史從當初王
泰升教授一個人，到引領一群人投入研
究的歷程。

在王泰升的學術研究路上，檔案的運
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2000 年他發現
了日治時期地方法院民刑事判決原本、
公證書等，經整編為《日治法院檔案》
後向學界公開。接著他確認最高法院收
藏著 1949 年帶至臺灣的審判卷宗，並
促成《最高法院遷臺舊檔》的整編與公
開。這兩份堪稱世界級的珍貴史料，前
者呈現日治時期人民使用或接觸法院的
情景，後者記錄民國時代中國司法運作
實況，均有助於建構臺灣法律史，亦可
供戰前日本或民國中國法律史參考。

屢敗屢戰，把刁難當前進動力
王 泰 升 是 臺 大 法 律 學 院 第 一 位 獲 得

「教學傑出獎」的教授，近幾年仍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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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或院方的教學優良獎，並曾獲得 3 次
國科會傑出獎、教育部第四十八屆「人文
及社會科學」類學術獎，母校西雅圖華大
法學院也頒予終身成就獎。很多人以為他
一帆風順，其實他是「屢敗屢戰」，像這
次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是申請了
12 次才終於獲獎。

這一路走來，他面臨到不少挑戰，因
為一開始臺灣法學界並不重視法律史，讓
他的論著不易被看見，且許多人對他的觀
察出發點是不同意的，所以根本不想看推
論，有些能接受的，因欠缺相關知識，也
不見得看得懂他的論述。像是 1990 年代，
他在一篇談戰後初期法律史的論文中，提
及林獻堂是日治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臺灣
人，學術審查卻要他舉證，讓他非常無
言。「我現在回過頭看，正因為我的論文
是被嚴格審查的，才促使我進步，把刁難
當作推進的動力！」

之所以能堅持下去，王泰升認為是他在
研究中得到樂趣。大學時代是百米短跑健
將的他，有個綽號叫「百猛」，曾被稱為
「法律系跑得最快的男人」。他把這股拚
勁放在學術研究上，當年以 3 年 3 個月的
時間拿到博士，一鍋咖哩飯可以吃一週，
還壓力大到得胃潰瘍。2013 年重回華大
研究，3 個月內寫出兩篇學術論文，卻瘦
了 4、5 公斤。

強烈學術熱情，感召學生跟進研究
王泰升對學術研究的熱情，感召了許多

學生跟進，臺師大公領系副教授劉恆妏是
王教授在臺大法律系最早指導的碩士班學
生，也以「大學姐」身分號召許多學弟妹
一起投入。劉恆妏說，王教授非常敬業，
每一門課都會備課，上課前先到教室在
黑板寫滿重點，因為對法律史很有感情，
說到難過或感動處還會流淚，「他對自己
很要求，都會設定目標，去完成專書或議
題，他會這麼拚是因為覺得如果自己不做
就來不及了，有非常強的使命感！」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曾文亮大四時修
了王教授法律史專題的課，得以研讀《淡
新檔案》而開啟他對臺灣史的興趣，且從
博士班迄今常跟著王教授一起發表論文或
專書，「我覺得他的學術生涯，就是用百
米衝刺精神來跑馬拉松，那種熱情與持之
以恆，非常令人敬佩。」

相較於兩位學長姐，國史館協修吳俊瑩
不是法律系出身，他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
時，臺灣法律史已蓬勃發展，那時聽到王
教授獨特的觀點，開始對這個領域產生興
趣，「跟老師合作論文很有效率，因為他
當過律師，能很快掌握議題，抓到重點，
而且他鼓勵大家要有多元觀點，有想法就
要寫出來，這與我在歷史系受到的訓練不
太一樣！」

用敬業精神，鼓勵學子有核心關懷
2019 年對王泰升來說是獨具意義的一

年，因為臺灣法律史邁入 20 年，他也主
編一本《台灣史論叢法律篇－多元法律在
地匯合》。從臺灣法「多源而多元」出發，
他認為須從世界史的眼光看臺灣的法律發
展，除了在國際社會闡述臺灣法律經驗，
讓臺灣法律史走出去，也要讓世界其它地
域法律史走進來，以了解各地域法律對同
時期臺灣的影響，才能深化臺灣法律史的
論述！

如今能有這樣的成就，他最想感謝的
是當年在中興大學法研所的指導教授賴英
照，也是證券交易法權威、前任司法院
長，「他是開啟我做研究的導師，從念書

時代到現在，一直都很照顧我！」另外還
有華大博士班指導老師 John O. Haley，
專研日本法，「是他鼓勵我做臺灣法律史
研究，能在華大出版社出學術專書也是他
推薦的，真的很感謝他。」

提到接下來的計畫，王泰升想要寫兩本
專書，一本探究臺灣從 1895 年日本統治
到戰後迄今的法學發展，一本申論臺灣自
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礎。回首這 20 多年
的研究歷程，王泰升的人生座右銘是「成
功之道，敬業而已」，他也以此鼓勵年輕
學子，做研究要耐心專注，還要有自己
核心的關懷，「但我不鼓勵學生跟我一樣
拚，把研究當成全部生活，除非他們跟我
一樣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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