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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系於 1999 年由香港珠海大學、台灣

政治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發起。先後由廣州中山大學、上海復旦大學、台北政

治大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北京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四

川大學、上海大學、南開大學等校輪流主辦，邀請兩岸三地各校歷史學研究所

的碩、博士研究生提供優質論文，參加發表和討論。迄今，已經成功舉辦十一

屆，成為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進行學術研究與交流的重要平台，對兩岸三地

史學交流扎根產生很大的推進作用，回響極大。 

茲為了持續促進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學術交流，提升研究討論的風氣暨

水準，消弭兩岸史學研究的差異，深耕兩岸三地學術文化交流互動，達知彼知

己掌握三地學術發展情資，2011 年續由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北京師範大學

歷史學院與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以「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為主題，

舉辦第十二屆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論文發表會，邀請台灣、大陸、香港、澳

門、日本、韓國等地區大學院校研究生共同參與，針對近代中國的變遷中，文

化面向變遷做不同面向的討論，藉此共同提升兩岸三地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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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 目的： 

「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系於 1999 年由香港珠海大學、台灣

政治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發起。先後由廣州中山大學、上海復旦大學、台北政

治大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北京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四

川大學、上海大學、南開大學等校輪流主辦，邀請兩岸三地各校歷史學研究所

的碩、博士研究生提供優質論文，參加發表和討論。迄今，已經成功舉辦十一

屆，成為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進行學術研究與交流的重要平台，對兩岸三地

史學交流扎根產生很大的推進作用，回響極大。 

茲為了持續促進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學術交流，提升研究討論的風氣暨

水準，消弭兩岸史學研究的差異，深耕兩岸三地學術文化交流互動，達知彼知

己掌握三地學術發展情資，2011 年續由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北京師範大學

歷史學院與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第十二屆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

論文發表會，擬邀請台灣、大陸與香港及日本、韓國等地區大學院校研究生共

同參與，針對近代中國變遷做不同面向的討論。期能增進研究深度，共同提升

兩岸三地研究水準。 

貳、 主辦單位：北京師範大學、臺灣政治大學、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參、 參與人數：臺灣 18 名、大陸 50 名、香港 15 名、日本 4 名。



 

2 
 

肆、 議程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全天報到。 

報到地點：總政北太平莊招待所大廳 

10 月 29 日（星期六） 

08:15—09:15：舉行開幕式。地點：總政北太平莊招待所大會議室 

09:15—10:00：主樓與會老師和學生代表合影，茶歇 

10:00—12:00：第一場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林輝鋒（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副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蔡禹龍 
浙江大學 

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清末簡易識字學塾的興辦 白楊 
北京師範大學 

劉嘉恒 
北京大學 

過渡時代之學生群體：試論晚晴改革中新知識群

體的形成 
游翠平 
上海大學 

賀江楓 
香港中文大學 

地域觀念，派系糾葛與學生運動：1948 年“北平

慘案＂研究 
杜敦科 
西北大學 

陳如音 
香港珠海書院 

論五四學運中“愛國＂與“反社會＂的雙重面

相 
陳煥強 
暨南大學 

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朱漢國（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趙瑩 
復旦大學 

清末輿論與地方督撫之互動——以中日“二辰

丸＂案與粵督張人駿為中心的考察 
劉芳瑜 
臺灣師範大學 

何維 
南京大學 

國民政府中央權力在四川彭山縣的基層滲透研

究 
許哲偉 
臺灣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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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明 
福建師範大學 

孫中山倫敦蒙難與清國駐英公使的撤換 朱雲河 
北京師範大學 

陳明 
中山大學 

溝通中央與各省的努力——行政諮詢員述略 溫景財 
香港珠海書院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第三組主持人：耿向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研究員）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霍慧新 
華中師範大學 

北洋政府“雙十節＂賞功制度評析 王鋒 
北京師範大學 

李軍全 
南開大學 

中共“雙十節＂紀念述論：1937—1949 汪煒偉 
南開大學 

周遊 
華東師範大學 

國難與國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雙十節＂

的紀念 
趙晉 
華東師範大學 

邱文宗 
臺灣東吳大學 

小說與歷史記憶：晚清太平天國撰作中的虛擬

與現實的重構 
張弛 
首都師範大學 

12:10 午餐（蘭蕙餐廳） 

13:30—15:30：第二場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張雙智（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講師）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劉芳瑜 
臺灣師範大學 

 戰後長江航道的疏濬(1945-1948) 趙瑩 
復旦大學 

許哲偉 
臺灣政治大學 

從《大西洋憲章》到《四國宣言》談中國對戰

後和平的想像 
何維 
南京大學 

朱雲河 
北京師範大學 

失衡：1956—1962 年北京工人家庭收支變化 杜志明 
福建師範大學 

溫景財 
香港珠海書院 

高爾夫運動與臺灣政經發展關係研究 陳明 
中山大學 

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李小尉（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講師）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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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鋒 
北京師範大學 

20 世紀 80 年代個體戶群體特徵的歷史考

察——以北京市為例 
霍慧新 
華中師範大學 

汪煒偉 
南開大學 

20 世紀 50 年代初華南鄉村婦女非正常死亡現

象之探析——以福建省惠安縣鄉村婦女集體自

殺為例 

李軍全 
南開大學 

趙晉 
華東師範大學 

初適新局：1949—1952 年的劉鴻生大中華火柴

公司 
邱文宗 
臺灣東吳大學 

張弛 
首都師範大學 

姹紫嫣紅的“迴光返照＂—1950 年代“美化＂

運動初探 
周遊 
華東師範大學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第三組主持人：劉維開（臺灣政治大學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張國榮 
北京師範大學 

“專制政治＂概念在中國歷史認知中的生成與

傳播——以民國時期小學歷史教科書為中心的

考察 

丁守偉 
陝西師範大學 

張文濤 
北京師範大學 

國民革命前後的“智識階級＂論述——以“打

倒智識階級口號為中心的考察＂ 
蔡炯昊 
四川大學 

高波 
北京大學 

新舊文化是否可以和平競爭——張東蓀與傅斯

年等人在五四運動前夕的一次辯論 
王曉東 
廈門大學 

李雅雯  
臺灣清華大學 

靈學與科學的論戰——以上海靈學會為例 朱晶 
浙江大學 

15:30—15:50 茶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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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50：第三場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呂紹理（臺灣政治大學歷史系主任、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丁守偉 
陝西師範大學 

論章太炎“反赤＂的思想淵源 張國榮 
北京師範大學 

蔡炯昊 
四川大學 

讀書人與“革命＂的互動：北伐前後周作人對

“革命態度的變遷＂ 
張文濤 
北京師範大學 

王曉東 
廈門大學 

論譚嗣同對西學的認知轉變和運用宣傳 高波 
北京大學 

朱晶 
浙江大學 

孫中山對“黃禍論＂的批判 李雅雯 
臺灣清華大學 

 

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常書紅（北京師範大學北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于夢衍 
香港城市大學 

中韓建交後朝鮮族認同與朝鮮族文化在地區內

的傳播——以延吉大學為例 
何威萱 
香港理工大

學 
阿部由美子 
日本東京大學 

中華民國北京政府時期的北京滿族社會－以五

族共和與優待條件為線索 
孫瑩瑩 
香港大學 

朱新屋 
廈門大學 

“聖賢之學在性善＂——林昌彝的家族記憶與

精神認同 
姜文 
北京師範大

學 
迪娜古麗 
復旦大學 

族群，政治與婚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的

維吾爾族婦女（1954—1975） 
朱春龍 
安徽大學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第三組主持人：孫燕京（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翁巧嫣 
臺灣大學 

三 0 年代美國電影在上海流通方式初探 黃競聰 
香港珠海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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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哲 
北京師範大學 

西曆·國曆·西元：近代中國紀年公理的蛻變 江偉濤 
復旦大學 

許靜波 
復旦大學 

鴻寶齋書局與上海近代石印書業 尤雲弟 
復旦大學 

莊濠賓  
臺灣暨大 

戰後台灣紙業公司原料生產成份的改變探討

(1946-1954) 
廖光啟 
香港珠海書院 

18:00 舉行歡迎晚宴（蘭蕙餐廳） 

10 月 30 號（星期日） 

8:15—10：00：第一組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張皓（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何威萱 
香港理工大學 

考據學衝擊下的理學回應——以方東樹《漢學

商兌》為中心 
於夢衍  
香港城市大學 

孫瑩瑩 
香港大學 

晚晴國粹思潮下的史學話語：黃節《黃史》研

究 
阿部由美子 
日本東京大學 

姜文 
北京師範大學 

1933 年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之論爭評議 朱新屋 
廈門大學 

朱春龍 
安徽大學 

唐德剛先生口述史理論再探討 迪娜古麗 
復旦大學 

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楊瑞松（臺灣政治大學副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黃競聰 
香港珠海書院 

探討海員大罷工背景與國民黨之態度 翁巧嫣 
臺灣大學 

江偉濤 
復旦大學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地籍測量及評估 朱文哲 
北京師範大學 

尤雲弟 
復旦大學 

抗戰勝利後廣州市僑產糾紛案件考察 許靜波 
復旦大學 

廖光啟 
香港珠海書院 

日據時期臺灣建築文化之發展 莊濠賓 
臺灣暨大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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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主持人：李谷城（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于靜 
南京大學 

玄武湖公園改塑過程中的權力與融合 孫正一 
臺灣東華大學 

潘榮陽 
華南師範大學 

新中國十七年福建戲曲教育芻論 楊善堯 
臺灣政治大學 

李沛霖 
南京師範大學 

城市公共汽車事業考辯——以抗戰前

“首都＂南京為中心 
潘明濤 
南開大學 

康凱原 
臺灣東華大學 

論英國植物獵人福藑初次旅華的園藝與

茶葉調查活動 
龍武 
中國社會科學院 

洪嘉仁 
香港珠海書院 

香港調景嶺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 梁雯（LIANG WEN）

日本東京大學 

10:00—10:15 茶歇 

10:15—12:00 第二組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久保亨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孫正一 
臺灣東華大學 

病人病體與醫療——以梁啟超血尿詮釋為例 于靜 
南京大學 

楊善堯 
臺灣政治大學 

軍醫教育系統之整並與改組——以國防醫學

院為例 
潘榮陽 
華南師範大學 

潘明濤 
南開大學 

“疾病＂的政治隱喻：1910 年東北瘟疫與西醫

知識傳播——以《東方雜誌》（1904—1919 年）

為中心 

李沛霖 
南京師範大學 

龍武 
中國社會科學院 

清末湖南維新運動中的史學思潮與章學誠熱 康凱原 
臺灣東華大學 

梁雯（LIANG 
WEN） 
日本東京大學 

清末民初江南地方審判中的逃妻案 洪嘉仁 
香港珠海書院 

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張越（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邵華 
上海大學 

徐複觀思想史詮釋理路述論 方勇駿 
廈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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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耀 
武漢大學 

“聯邦＂的創造與轉義————“聯邦＂一

詞的歷史語義學考察 
薑虹 
首都師範大學 

江怡萱 
香港珠海書院 

香港百年報業發展初探 陳冬冬 
華中師範大學 

林傑民 
臺灣輔仁大學 

美援時期臺灣四健會青年赴美經驗初探 薑淑紅 
北京師範大學 

佐藤淳平 
日本東京大學 

混雜幣制與票號的本平 
 

趙席藑 
臺灣政治大學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第三組主持人：王開璽（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李銳 
北京師範大學 

民國回族期刊中侮教案與回族多重認同——以

《月華》雜誌為例 
王曉冉 
澳門大學 

李甜 
復旦大學 

雍正開豁世僕令與清代地方社會——以甯國世

僕為中心 
朱淑君 
北京師範大學 

鄭愛敏 
香港浸會大學 

書信範本與性別覺悟：清末民初的女子尺牘 薛偉強 
河北師範大學 

王瑋璿 
臺灣東吳大學 

從乾隆朝永定河河灘居民遷移政策看清代荒政

效能 
李穀悅 
東北師範大學 

12:10 午餐（蘭蕙餐廳） 

13:30—15:15 第三場討論，共三組。 

第一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5 教室） 

第一組主持人：張昭軍（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方勇駿 
廈門大學 

重整三綱與得君行道——夏震武《人道大義錄》

之解析 
邵華 
上海大學 

薑虹 
首都師範大學 

錢穆清代理學觀述評 劉耀 
武漢大學 

陳冬冬 
華中師範大學 

清代《公羊》學者論“三科九旨＂ 江怡萱 
香港珠海書院 

姜淑紅 
北京師範大學 

政治與學術之間——清末顧，黃，王三儒從祀

文廟事件探析 
林傑民 
臺灣輔仁大學 

趙席敻 
臺灣政治大學 

知識份子與政治：以胡適與蔣介石關係探討 佐藤淳平 
日本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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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03 教室） 

第二組主持人：邱濤（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副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王曉冉 
澳門大學 

近代救國思想背景下學、商、佛在文化領域的

相互影響——以澳門無量壽功德林創立及發展

爲例 

王瑋睿 
臺灣東吳大學 

朱淑君 
北京師範大學 

清末變局中的士人焦慮——《以惲毓鼎澄齋日

記》為中心 
李甜 
復旦大學 

薛偉強 
河北師範大學 

試論晏陽初的中西文化觀 鄭愛敏 
香港浸會大學 

李谷悅 
東北師範大學 

焦秉貞與“西畫東漸＂初探 李銳 
北京師範大學 

第三組討論（主樓歷史學院教室 A 區 611 教室） 
第三組主持人：唐啟華（臺灣政治大學教授） 

報告人 報告題目 評論人 

白楊 
北京師範大學 

民國年間北平私立匯文學校的轉型及其成效 蔡禹龍 
浙江大學 

游翠平 
上海大學 

美國聖公會女傳教士吉夫人在華活動敘論 劉嘉恒 
北京大學 

杜敦科 
西北大學 

一次良性互動：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基督教大學

立案述論 
賀江楓 
香港中文大學 

陳煥強 
暨南大學 

中國近代中文聖經圖像化翻譯初探 陳如音 
香港珠海書院 

15:45—17:30 閉幕式（總政北太平莊招待所大會議室） 

17:40 晚餐（總政北太平莊招待所餐廳） 

10 月 31 號 

08：30   恭王府、輔仁大學文化遊 
11：30  返回北師大 
12：10  午餐（蘭蕙餐廳）下午自由安排活動 

11 月 01 日     離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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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成果 

此次研討會第一場共有三組同時進行，分別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林輝鋒副教

授、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朱漢國教授及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耿向東研究員開場。

在第一組中，蔡禹龍〈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清末簡易識字學塾的興辦〉一文，將焦

點鎖定於清末識字學塾興起，對當時基於政治考量而去保存民族文化的影響進行探

討。劉嘉恒由〈過渡時代之「學生群體」：試論晚清改革中新知識群體的形成〉一文，

由晚清學堂教育所產生的負面因素的探究，提供「學生群體」歷史意象一個新的研究

角度。賀江楓同學的論文則具有時代的批判，針對〈1948 年北平「七‧五」慘案研

究〉一文，透過考察該案善後的過程，提出爾後學潮成為當時政治勢力消長運作的詮

釋。陳如音〈從歷史的偶然走向歷史的必然—論五四運動的成因與結果〉則藉由對五

四運動的討論，闡述該運動中正反兩面不同立場及發覺可能的成因與內容，試圖更貼

近歷史現實。 

第一場第二組中，趙瑩所寫的〈清末輿論與地方督撫之互動—以中日”二辰丸”

案與粵都張人駿為中心的考察〉一文，旨在透過對「二辰丸」事件的研究，探究當時

輿論如何度政府決策產生影響，以及梳理輿論和督撫間的互動關係。何維〈國民政府

中央權力在四川省彭山縣的基層滲透研究〉一文，提出國民政府時期政治權利衝突，

對實現社會的現代性之影響。杜志明〈孫中山倫敦蒙難與清國駐英公使的撤換〉一文，

敏銳地察覺到由於中西文化觀點差異是為造成孫中山倫敦蒙難的主因，而陳明〈溝通

中央與各省的努力—民國元年行政諮詢員述略〉，則由紮實的史料考究，反映民初省

制構建過程中，中央與各省間利益糾葛所形成的短暫行政結構。 

第一場第三組霍慧新的〈北洋政府時期”雙十節”賞功制度評析〉一文，探查了在

當時所建立的賞功制度體系有助於酬庸勤勞，但在實施當中，依然會出現浮濫勾結的

負面情況，而失去原本的意義。李軍全則以〈中共”雙十節”紀念論述:1937-1949〉一

文，談論從抗日戰爭前期到國共內戰後，”雙十節”背後意義轉話語中國政治形勢變化

的相關性。周游的〈國難與國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雙十節”的紀念〉一文，將”

雙十節”的符號意象，作為中國政府建構其作為孫中山與蔣介石政權之後的合理性。

臺灣的邱文宗同學則用〈小說與歷史記憶：晚清太平天國撰作中虛擬與現實的重構〉，

以文化史的角度，帶領大家回到太平天國時期對日後中國歷史的巨大影響。 

第一天上午場次結束並稍事歇息之後，緊接著開始第一天下午場次的發表。第二

場第一組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張雙智講師擔任主持人，第一位由來自臺灣的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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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以〈戰後長江航道的疏浚(1945-1948)〉作為開場，探討長江作為中國重要的政治經

濟命脈，比較戰後中國與臺灣之間疏浚作業與打撈技術發展的差異。許哲瑋〈從《大

西洋憲章》到《四國宣言》談中國對戰後和平的想像〉一文，試圖釐清國際聯盟戰後

運作的方式，對當時中國的外交官於形塑和平想像的影響。而朱雲河〈失衡：1956-1962

年北京工人家庭收支變化〉一文，以北京工人家庭收入經濟的轉變，試圖與中國國民

經濟比例關係失衡做連結的嘗試。溫景財以創意的〈高爾夫運動與臺灣政經發展關係

研究(1948-1988)〉，透過史料與文獻分析，試圖分析高爾夫球運動對當時臺灣政治經

濟的影響力的來龍去脈。 

第二場第二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李小尉講師主持，王峰的〈20 世紀 80 年代

個體戶群體特徵的歷史考察—以北京市為例〉一文，以「個體戶」這樣一個具有鮮明

的時代印記的社會群體為考察重心，細探 80 年代中國發展的變遷與衝擊。江偉煒將

視點自核心轉向沿海，鎖定福建省 50 年代初期婦女集體自殺的社會事件，探討當時

社會轉型中的失序現象，完成〈20 世紀 50 年代初華南鄉村婦女非正常死亡現象之探

析—以福建省惠安縣鄉村婦女集體自殺為例〉一文。趙晉則將目光轉向中共建政之後

的私營工商業，以微觀的視角，試圖較為深入的瞭解政權與既有資產階級之間的關

係，而完成〈初適新局：以 1949—1952 年的劉鴻生大中華火柴公司〉一文。張弛則

由〈姹紫嫣紅的”迴光返照”--1950 年代”美化”運動初探〉，討論當時服裝改革運動，

即所謂的「美化實踐」與官方美學規則兩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第二場第三組由臺灣的政治大學劉維開教授主持，張國榮〈”專制政治”概念在中

國歷史認知中的生成與傳播—以民國時期小學歷史教科書為中心的考察〉一文，由史

學中「專制政治」此一重要的理論出發，討論民國時期小協歷史教科書作為知識傳播

介面的考究。張文濤〈國民革命前後的”智識階級”論述—以”打倒智識階級”口號為中

心的考察〉一文，討論知識份子在中共階級分析視野下的窄化影響。高波透過〈新舊

文化是否可以和平競爭—張東蓀與傅斯年等人在五四運動前夕的一次辯論〉文中，跳

出既有文化競爭的思維，而重新以思想資源的競爭角度切入，討論當時上海與北京兩

造對新文化運動正統的爭奪現象。李雅雯〈民初靈學與科學的論戰—以上海靈學會為

例〉一文，則探討科學與靈學的論戰如何進一步影響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走向。 

第二場結束後，大會安排茶歇時間，讓與會的老師與學生除了能稍微休息及準備

接續的研究議題之外，也能有機會相互切磋討論。接著開始的第三場第一組由臺灣政

治大學歷史學系系主任呂紹理教授主持。本場論文的議題，原則上環繞著思想論述與

批判打轉。丁守偉〈論章太炎”反赤”的思想淵源〉一文，將章太炎定位為堅定的思想

家，對於建構社會文化秩序的思想體系持正面肯定的價值，蔡炯昊〈讀書人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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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北伐前後周作人對”革命態度的變遷”〉一文，試圖探討周作人的思想變化及

其思想對革命與時代環境產生互動的過程。王曉東〈論譚嗣同對西學的認知轉變和運

用宣傳〉一文則描述時代環境下，譚嗣同如何面對西方文化進入及處理東西方文化交

會所產生的激盪的處理。朱晶針對 20 世紀初，當時因中西權力關係所影響的自我身

份建構衝擊，嘗試由〈孫中山對”黃禍論”的批判〉入手，比較所謂”霸道”和”王道”之

間的權力關系、歷史經驗與文化傳統之差異。 

第三場第二組由北京師範大學北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常書紅副研究員主持。首先由

于夢衍〈對中國少數民族政策及治理分析—以朝鮮族為例〉一文，以經濟、政治、教

育、文化、移民等領域的分析著手，討論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對多元民族間和諧相處的

實踐和突破的可能。日本東京大學的阿部由美子〈中華民國北京政府時期的北京滿族

社會和民國政治—以”優待條件”和”五族共和”為中心的探討〉一文，將焦點置放於當

時北京政府的少數民族政策，探討五族共和與優待條件對北京滿族的發展影響。朱新

屋〈聖賢之學在性善—林昌彝的家族記憶與精神認同〉，透過解讀林昌彝的家族記憶、

善書等媒介，試圖理解晚清時期國民政府推動的合作運動與該方案間影響的關係。迪

娜古爾所關懷的是新疆的維吾爾族婦女，以〈族群、政治與婚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中的維吾爾族婦女〉口述訪談的研究探討當代婚姻政策的歷史實踐與社會生活之間的

互動關係。 

第三場第三組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孫燕京教授主持，翁巧嫣〈30 年代美國

電影在上海流通方式初探〉一文，聚焦於於美國電影在 30 年代上海市場的流通管道

與硬體結構。朱文哲〈西曆‧國曆‧公元：近代中國紀年公理的蛻變〉一文，探討近

代中國現代性追求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如何對時間計量方式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產

生變革。許靜波〈鴻寶齋書局與上海近代史印書業〉則透過對鴻寶齋這類中小型書局

的考證，描述上海近代石印書業的興盛到衰落。莊濠賓〈戰後臺灣紙業公司原料生產

成分的改變探討(1946-1954)〉，以臺灣紙業公司為例，說明戰後臺灣國營事業如何進

行技術接收、轉移、進而改變生產型態的歷史進程。 

第二天第一場第一組由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張皓教授主持，何威萱〈考據學衝

擊下理學的回應－以方東樹《漢學商兌》為中心〉，擬以《漢學商兌》為中心，透過

方東樹對漢學的反駁，嘗試一窺理學的調整與回應。孫瑩瑩〈晚清民族主義思潮下的

史學話語－黃節《黃史》研究〉，則透過分析《黃史》中的種族與民族主義話語，剖

析黃節的國學思想和以史治今的學術傾向。而姜文〈1933 年關於影印《四庫全書》

之論爭評議〉，欲藉 1933 年南京國府與商務印書館合印《四庫全書》所引起廣泛且複

雜的討論中，同時考察當時文化、政治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爾後朱春龍的〈唐德剛先

生的口述史理論再探討〉，嘗試從唐德剛先生的口述史理論去探討對中國近現代史研



 

13 
 

究與口述歷史的影響。 

第一場第二組則由臺灣政治大學歷史學系楊瑞松副教授主持，黃竟聰〈探討海員

大罷工背景與國民黨之取態〉，針對 1922 年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探討其過程與背

景，以及國民黨在這次罷工的角色。江偉濤〈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地籍測量及評估〉

主要在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中國全國的土地測量，以及各種土地數字的整理與研

究。龍雲弟〈抗戰勝利後廣州市僑產糾紛案件考察〉則著重於研究 1945-1949 年國民

政府僑務部門對廣州市僑產糾紛的解決，以及當中所牽涉的相關問題。最後由廖光啟

透過〈日據時期臺灣建築文化之發展〉，說明建築作為傳遞文化重要媒介的引證與論

述。 

第一場第三組由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李谷成研究員主持，于靜〈玄武湖公

園改塑過程中的權力與融合〉將研究定都南京後，南京的玄武湖公園成立過程中的政

府與民眾互動、參與和妥協的過程。潘榮陽〈新中國十七年福建戲曲教育芻論〉則論

述 1950-1966 年之間福建地區對於戲曲教育的改造、創辦與成立專業的班別或學校的

過程。李沛霖〈城市公共汽車事業考辨－以抗戰前首都南京為中心〉目標為定都南京

後，市內公眾交通業發展，和相關的配套措施研究。康凱原〈論英國植物獵人福瓊初

次旅華的園藝與茶葉調查活動（1843-1845）〉則跳出框架，嘗試從福瓊在 1843-1845

年中國收集植物的經歷，理解英國學界與東印度公司派遣調查，以及茶葉貿易與科學

調查的因果關係。洪嘉仁根據統計資料，由移民社會史的面向，分析〈香港調景嶺的

起源與變遷(1950-1970)〉，與「流亡／離散(diaspora)」群體概念做歷史化的概念性比

較。 

第一場結束後，大會安排短暫茶歇，除了讓與會學者與學生能有機會交流外，亦

讓報告同學和評論同學之間有時間交換意見 

第二場第一組的主持人是日本東京大學久保亨教授。這場討論臺灣、大陸、日本

三方學者與學生齊聚一堂、與會座談，激發不少火花。臺灣學生孫正一〈病人、病體

與醫療－以梁啟超血尿詮釋為例〉一文，從梁啟超被醫療的過程中，去剖析病人、病

體和醫療過程的相互影響與建構的過程。臺灣學生楊善堯〈軍醫教育系統之整併與改

組－以國防醫學院為例〉一文，探討戰前至戰後軍醫教育體系如何從多頭馬車各自發

展，到後面整併為國防醫學院的單一軍醫教育體系的過程。潘明濤〈疾病的政治隱喻、

1910 年東北瘟疫與西醫知識傳播－以《東方雜誌》（1904-1919）為中心〉，從《東方

雜誌》所載文章對於 1910 年東北地區瘟疫流行，西醫成為有效的治法與推廣的對象，

以及之後的發展。龍武〈清末湖南維新運動中的史學思潮和章學誠熱〉則描述在晚清

的湖南維新運動中，維新派在否定了考據史學後，對於經世致用的史學和章學誠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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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推廣。日本東京大學的梁雯〈清末民初江南地方審判中的逃妻案〉，從江南地方

的司法記錄為中心，分析其中的逃妻事件，處理司法與生活現實處境的矛盾與互動關

係。 

第二場第二組主持人為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院張越教授。邵華〈徐復觀思想史詮

釋理路述論〉透過新儒家的徐復觀，對於中國文化與思想的理解，以及對於新儒家群體

的更進一步了解與認識。劉耀〈聯邦的創造與轉義－「聯邦」一詞的歷史語義學考察〉

從聯邦一詞看近代中國的詞語創造、對應和翻譯的過程，以及相關的影響。江怡萱〈香

港百年報業發展初探〉整理香港做為近代中國對外的窗口，亦是西方瞭解中國的窗口之

一，本文說明香港的報業百年來發展的過程、內容和變化。林杰民〈美援時期臺灣四健

會青年經驗初探〉，以 1950-60 年四健會為中心，探討臺籍青年出國訪問的經驗，以及

從史料探索其在時代的意義。最後佐藤淳平〈混雜幣制與票號的本平〉則試圖釐清票號

的本平與跨地域經濟的關聯，以及對於清代中國的混雜幣制，票號網絡的影響力。 

第二場第三組主持人是北京大學歷史系王開璽副教授。李銳〈民國回族期刊中侮教案與

回族多重認同—以《月華》雜誌為例〉，以回族重要的雜誌《月華》為例，針對民國初

年侮辱回教案的處置做重要的文獻回顧。李甜〈雍正開豁世僕令與清代地方社會－以寧

國世僕為中心〉，運用寧國府的鄉土文線去勾勒「寧國世僕」這個群體的歷史脈絡與生

活實態，並且對皖南佃僕制和傳統社會變遷能多有理解。鄭愛敏〈書信範本與性別覺悟：

清末民初的女子尺牘〉探討二十世紀的女性尺牘中，探討傳統與現代價值的交接，以及

性別角色的變遷，和新女性的形象。王瑋璿〈從乾隆朝永定河河灘居民遷移政策看清代

荒政效能〉則針對永定河沿岸修築整治河堤導致的居民遷移過程，以及防洪區保留，就

本地居民的去留有更深入的探討。 

下午開始的第三場第一組主持人是北京大學歷史系張昭軍教授。方勇駿〈重整三

綱與得君行道－夏震武《人道大義錄》之解析〉，由夏震武在 1900 年所著《人道大義

錄》，提出新的三綱倫理觀念與近代西式倫理價值觀抗衡，其內容的剖析與產生背景

的研究。姜虹〈錢穆清代理學觀述評〉，透過研究錢穆的相關著作，尤其是其思想史

的著作，進而剖析錢穆對於清代理學的觀念與看法。陳冬冬〈清代《公羊》學者論「三

科九旨」〉探討清代公羊學各派對於「三科九旨」不同的解釋、論點和成就，重新認

識公羊學的內容。姜淑紅〈政治與學術之間－清末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事件探析〉，

討論清末將顧黃王三人入祀文廟一事，除了政治層面的思考外，還有學術因素與社會

的反應，兩者結合的視野亦是一個切入點。趙席夐〈知識份子與政治－以胡適與蔣介

石關係探討〉探討胡適與蔣介石在戰前與戰後的互動關係，出任駐美大使、不願回國

至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期，兩人的互動與相關事宜。 

第三場第二組主持人是北京大學歷史系邱濤副教授。王曉冉〈近代救國思想背景

下學、商、佛在文化領域的相互影響－以澳門無量壽功德林創立及發展為例〉透過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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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壽功德林內的木牌及鐘銘，探討學界、商界與佛教界的聯繫與影響的特色。朱淑君

〈清末變局中的士人焦慮－以《惲毓鼎澄齋日記》為中心〉從《惲毓鼎澄齋日記》看清

末新政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以及惲毓鼎對時政的焦慮。薛偉強〈試論晏陽初的中西文化

觀〉整理晏陽初因為自身背景的因素，在西學與中學之間取得平衡，並將兩者融合為自

己獨特的中西文化觀。李谷悅〈焦秉貞與西畫東漸初探〉本文則以明末清初的西畫東漸

為主軸，通過焦秉貞的重點研究，探討其影響與價值。 

本研討會最後一場討論由臺灣政治大學歷史學系唐啟華教授主持，白楊〈民國年間

北平私立匯文學校的轉型及其成效〉，探討匯文學校如何因應中國「非基督教運動」進

行革新與轉型的過程。游翠平〈美國聖公會女傳教士吉夫人在華活動敘論〉則以本文描

繪鴉片戰爭後吉夫人來到中國上海傳教的經歷。杜敦科以〈一次良性互動；南京國民政

府時期基督教大學立案述論〉一文探討南京國民政府成立後所頒佈的教育法令，對當時

基督教大學立案改革的影響，最後，陳煥強〈中國近代中文聖經圖像化翻譯初探〉，整

理了明清以來聖經插圖版畫，探討聖經的圖像化翻譯與傳教、中文譯經之關係。 

陸、 心得與建議 

一、 與會者眾，議題多元收穫豐富。 

此次會議邀請臺灣、大陸與香港、澳門、日本等地大學院校研究生交流，臺灣

地區計有臺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台北大學、暨南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等

校師生共計 18 人與會，香港方面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理工大學、城市大學、

新亞研究所、城市大學、浸會大學等校師生共 15 人與會，大陸方面則有北京大學、

南開大學、上海大學、復旦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河北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武漢

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陝西

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安徽大學、西北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福建師範大學、

澳門大學等校研究生共 50 人與會，日本東京大學亦有 4 名師生加入，這是也是首

度有澳門地區的研究生與會。另也開放現場報名與旁聽，在場師長與研究生來自華

文圈的大江南北，圍繞著近現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主題，做不同面向的討論，期能增

進研究深度，共同提升兩岸三地研究水準，場面相當盛大。而參與本次會議的兩岸

三地師生，對本次大會提供的交流機會皆表高度肯定，並深切期待這樣的機會能夠

持續。 

二、主題不設限，百家爭鳴。 

此次研討會最後安排一場綜合討論，對這兩天來的會議提出想法與建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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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參加的會眾非常多，也有許多頗具建設性的建議，茲舉數點以供未來辦會參考。

首先，本次會議主題為「文化視野下的近現代中國」，其下另分出（一）近現代文

化史研究的新思考（理論、方法和視野）、（二）文化與帝國主義、（三）中國傳統

文化的近代命運及其走向、（四）與近現代文化相關的自主選題。多數文章均能切

合上述大方向題旨，唯亦有部分論文未見與大會主題相配，致部分場次之論文無法

聚焦，此雖為規模較大會議常有之現象，唯日後各場次論文之安排，可更具焦點及

特色。總體而言，「文化」所包含之內容及範圍極為廣濶，多元並陳的會議討論，

亦可訓練同學執簡馭繁、去蕪存菁的統合功夫。 

三、兩岸三地對研究生參加研討會的要求與訓練不盡相同。 

從這次會議進行中亦可發現，臺灣地區的同學在服裝儀容上較為重視，且較

為注重與控制發表的時間，大陸及香港地區有部分同學較為隨性。部分大陸學生

雖有聞風辯事，未盡切合文章主題之發言或評論，然勇於發言發問、口才便給、

思路清晰之人亦所在多有；臺灣同學較為謹言，相對而言臨場反應仍有多加磨練

之空間，此亦為參加此種會議能得之收穫。 

 四、互動創造豐沛的學術交流，提升對學術追求的熱情 

以本次討論會發表的論文觀之，臺灣地區的論文依舊有以史料為基礎的研

究，但卻也展現了臺灣地區學界深受國際學界風潮的影響；香港地區與會研究生

橫跨其他學門，使得論文議題多樣新穎，唯部分論文尚待紮實論證。大陸地區的

論文普遍表現漸趨重視社會科學方法，並積極運用海外的研究成果建構研究基

礎，同時亦維持統歷史研究的基石，以開創新領域、補足舊說法、尋覓新史料，

總體表現了近十年來大陸近現代史研究日漸擺脫意識型態束縛，實事求是的變

化，這點頗應為臺灣學界惕勵如何維繫現有學術優勢之處。 

柒、 結論： 

第十二屆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討論會，在中國政經核心的北京舉辦，對於貼近中

國學術核心、與學術前沿接觸等效果，有深化彼此間交流的重大意義，效果宏大。本討

論會多年來的深耕，亦使得兩岸三地的學術交流，不僅能及早協助同學們建立跨越兩岸

三地的情誼，也能促進彼此間的認識，加強學術研究的聲息互通。兩岸三地的師長們運

用其長年來建立的學術聯繫網絡，無私地分享給正在養成的研究生們，為他們提供一份

機會，架設一個舞台，提供一個彼此分享、競技的正式場合。而每一年大會籌備出版的

論文集，不僅提供同學們一個出版的機會，也給予同學們一個紀念。如此般有意義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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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展現了學術向下紮根的實質，更是應該長久下去的學術交流活動。 

研究生的學術活動，因為經費與時間的因素，交流不易，現行雖隨著政策開

放有其多元的管道，然而建構出培養專業領域的人才的環境及提升與精鍊學術交流內

涵，仍為永續發展之道。建議除了這類研究生論文發表平台與交換生之外，在未來，或

許擬採用工作坊這類型態，讓對岸最頂尖的研究生就其專長領域與我們的研究生互動，

激盪出更大的學術能量。因此，盼政府機關與相關基金會能多加支持重視，創造更多機

會，讓博、碩士學生有其機會與國際學者交流和對話，提升學術涵養，創造與奠定臺灣

相關領域的優勢與領先地位。 



 

18 
 

附錄一：臺灣赴大陸交流人員名單 

第十二屆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臺灣地區與會名單 

教職員 

姓  名 職稱/學歷 學  校 

呂紹理 教授/系主任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 

唐啓華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 

劉維開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 

楊瑞松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 

李素瓊 助教 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 

張真榮 助教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研究生(按姓氏筆畫排列) 

姓  名 職稱/學歷 學  校 

王瑋璿 碩士生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邱文宗 碩士生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 

林杰民 碩士生 輔仁大學歷史學系 

李雅雯 博士生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學系 

孫正一 碩士生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學系 

康凱原 碩士生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學系 

翁巧嫣 碩士生 國立臺北大學歷史學系 

許哲瑋 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莊濠賓 博士生 國立暨南大學歷史學系 

楊善堯 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趙席敻 博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劉芳瑜 博士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