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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歷史學系雖在 99 年已與南京大學簽訂交流協定，但一直尚未具體落實。陳

俊強主任接手行政工作後，希望能早日實現雙方交流，故決定在 10 月訪問南大歷史

系。同時利用此行能多拜訪大陸其他高等院校，以擴大接觸面，故同時聯絡華東師

範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歷史系及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順道拜訪。此次行程由 103 

年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9 日，前後共 7 天，陳俊強主任及李朝津教授共舉行七次

演講，與同行作交流，是一個 成果豐碩的學術之旅。同時亦密集與訪問學校互動，

借此機會建立聯繫， 日後可以進一步作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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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系與南京大學歷史系在 99 年便簽定交流協議，但一直沒有具體落實，102 年

南京大學歷史系陳謙平教授來臺訪問，與李朝津老師在會議上碰面，值陳俊強主任接

職後亦有意加強合作，雙方會面商談，陳謙平主任並邀請陳俊強主任到訪，進一步具

體商談開展兩系合作方式，為此次訪問之源起。南京大學固為中國大陸重點大學，直

屬大陸教育部，同時其歷史系亦著有聲譽，其考古學、六朝史、中國近現代史及英國

史均甚為大陸同行觸目，自八十年代開始，成立中華民國研究中心，為大陸民國史之

研究重鎮。若臺北大學歷史系與南大歷史系能進一步交流，當亦有助系務發展，不過

因系務繁忙，陳俊強主任與李朝津老師到 10 月方能成行。 

 

在決定訪問南京大學行程後，為效利用是次旅程，遂再聯絡上海復旦大學、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及南京師範大學，希望能擴大交流範圍。復旦大學為中國大陸著名高

等學府，2014 年全國排名第 4 位，僅次北京、清華及上海交通大學，其情況無庸細

述。華東師範大學在 2014 年全國排名第 24 位，亦列進 985 名單行列，同時其歷史

系近年發展迅速，不惜重資從北京大學聘請楊奎松、茅海建等著名教授，與本系有許

多合作機會。南京師範大學，1949 年前原為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其後與金陵大學合

併為該校，在 2014 年全國排名第 54 位，師範學校則排名第 5 位。 

 

 

 

二、過程 

 

第一天：  10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00 搭乘東方航空 MU5008 班機出發， 

4:40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前來接機，前往華東師範 

大學安排住所，當晚與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章義和聚餐。 

 

第二天：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8:30 在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進行學術交 

流，由陳俊強主任與李朝津老師分別以〈漢唐刑罰的發展 與變遷〉、 

〈抗戰時期中國對聯合國創立的政策〉為題作專題演講，同學反應良好， 

討論熱烈。演講在中午結束，講後由陳俊強主任致送本校標誌之飛鷹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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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給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王東教授及書記沐濤教授，雙方並在校內餐廳共進

午餐，商討兩系合作事宜。由於歷史系位於上海閩行地區，離市中心甚遠，而下一

個行程為當日下午 4 點要拜訪復旦大學歷史系，不得不於 2 點結束訪問。 
 

 

 

 

 

 

 

 

 

圖 1    陳俊強主任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 

 

 

 

 

 

 

 

 

圖 2    李朝津老師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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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陳俊強主任致送紀念品給王東主任 

 

下午 4:00 抵達復旦大學，拜會歷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陪同有書記金光耀教

授、余欣教授及徐沖副教授。陳俊強主任亦代表本系致送紀念品給復旦大學歷史系。

寒暄後一行到復旦校內餐廳共進晚餐，雙方談及交流事項，認為要發揮交流效果，

最好用專題方式進行，由各校輪流組成專題訪問團，交流才能有深度。雙方都同意

這方法可行，有待日後商量具體辦法。晚飯約在晚上 8 時結束。 

 

 

 

 

 

 

圖 4    陳俊強主任致送紀念品給章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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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10 月 25 日（星期六）本日原擬與復旦大學交流，但以週末時間，系內 

老師不容易回校，故本日無具體安排，陳俊強主任及李朝津老師當日下 

午參觀具歷史性之上海市猶太難民紀念館。 

 

第四天：  10 月 26 日（星期日）中午離開旅館，到火車站搭乘下午 2:00 高鐵往 

南京，約下午 3:00 抵達南京，入住南京大學南苑賓館。傍晚， 陳謙 

平教授前來賓館拜訪，並為明天交流事作具體安排。陳謙平教授剛卸任 

主任職務，但繼任主任張生教授亦希望日後能加強兩系合作。 

 

第五天：   10 月 27 日（星期一）早上 9:00 開始學術交流，由陳謙平教授主持， 

李朝津教授以〈抗戰時期中國對聯合國創立的政策〉為題作專題演講， 

有遠自揚州大學來參加之博士生，聴眾反應十分熱烈。演講後由陳俊強 

主任致送紀念品給張生主任，並與陳謙平教授，李朝津教授共同談及日 

後交流事宜。 

 

 

 

 

 

 

 

 

 

 

 

 

 

圖 5    陳俊強主任致送紀念品給張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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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陳俊強主任、張生主任、孫江林書記，李朝津教授、陳謙 平教授合 
映於南大歷史系前 

 

中午拜訪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教授，該中心 前身為南京

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由張教授創立於 1983 年，為 大陸最早研究民國史之

學術機構之一，1993 年改為中心。張憲文 教授年已八十，仍擔任中心主任一職。

拜訪當日適逢張教授八十 歲正壽，門下學生中午為其設宴，陳俊強主任及李朝津

教授亦應 邀參加，觥籌交錯，賓主盡歡。 

下午 2:30 由陳俊強教授進行學術交流，以〈唐代流放官人的綜合 分析〉為題

演講，由六朝史專家胡阿祥教授主持。參加同學頗為 踴躍，演講後亦提出不少問題，

反映演講之成功。 

 

第六天：    10 月 28 日（星期二）早上 8:30 拜訪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社會發展

學院，其後學術交流則分兩地區舉行，李朝津教授留在隨園校區，向歷

史系研究生作專題報告，題目為〈清末民初廣東高等教育的發展〉，陳

俊強主任則前往南師大市郊之仙林校區，拜訪該校法學院，並作題為〈關

於唐代死刑覆奏制度的一些問題〉演講。中午則在仙林校區午飯，與

法學院李力院長、李玉生副院長及法學院教師交流。下午則由陳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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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向該校歷史系本部生作專題演講，題目為〈皇恩浩蕩：唐代皇帝

的大赦〉，深入淺出， 頗能吸引本部生之注意。 

 

 

 

 

 

 

圖 7    陳俊強主任致送紀念品給南師大社發院副院長齊春風教授 

 

 

 

 

 

圖 8    陳俊強主任在南京師範大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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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李朝津教授在南京師範大學演講 

 

第七天：   上午 8:00 離開賓館，在南師大李天石教授陪同下，參觀南京博物館及 

秦淮河，下午 2:30 乘搭東方航空 MU5001 由南京機場出發， 4:20  

抵達洮園機場。 

 

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訪問收穫可以說相當豐碩，由 103 年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9 日前 後

7 天，陳俊強主任及李朝津教授共訪問 4 所學校，舉行七次演講，無論學術及交流

均有深入探討。南京大學是本次訪問主要目標，南大歷史系不但在中外歷史教研上

有深厚基礎，而且資源豐富，該系目前取得臺商捐款，專門用作與臺灣交流之用，

為日後互動提供良好環境，至於交流方式， 目前考慮以教師及學生訪問為主。 

復旦大學訪問時間甚為短促，但章清主任頗為熱心，認為該系一般交流已相當

多，若仍照過去方式無法深入，建議以專題方式，探討兩地文化， 包括史跡訪問團、

歷史文化訪問團等，不但學生可以有更多學習機會，專題訪問亦有助老師研究工作，

至於推展何種議題，各系老師可以就其專業提出課題，兩系應保持聯絡，進行商討。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交流工作起步較慢，但該校為師範體系，一向招收海外學習

中文學生，故對外交流有一定基礎。該校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去年曾申請訪問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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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立聯繫。系主任王東教授明年初會訪問臺北，陳俊強主任邀請其來本系訪問，

以便建立進一步交流。 

南京師範大學為省級大學，但在省方支持下，近年發展迅速，特別是法學院及

社會發展學院。該校法學院畢業生，成為江蘇省法學界主要人力來源，與本校性質

有相近地方，有交流可能性。至於歷史系則設於社會發展學院，亦希望能與本系交

流，其副院長齊春風教授在 11 月中旬即來台灣參加會議，陳俊強主任與李朝津教

授曾作款待，商談進一步合作。 

總括而言，此次訪問為本系與中國大陸交流奠定基礎。過去本系雖與 曾香港、

日本及美國大學進行交流，與中國大陸高等院校交流仍屬始創階 段，日後當有進一

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