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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大臺史所與廣島大學合作，於暑期開設人權法律文化相關密集課程，104年7月31日至8月9日間

共計10日，在廣島大學舉行。臺灣方面參加的老師包括有李福鐘、薛化元、鄭麗榕、林佳範、永井隆之等

，廣島大學方面則安排了西谷元、福田勝文、吉中信人、前田直樹、渡邉聡、三木直大、樫原修、森邊成

一、岡田昌浩、中坂恵美子等人授課。本所研究生9名、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2名、政大日文系研究生1

名及大學生5名，共計17名學生參與本年度之密集課程，與廣島大學師生進行交流。除正式課堂講授課程

之外，也有安排至廣島相關景點之參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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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與廣島大學的合作，以人權史為核心。自2008年1月為開端，由日本廣島大學

在廣島舉辦工作坊，我方派遣學者與會。後續在2011年8月，廣島大學提供經費，補助本所赴日參與短期

密集課程，使在日交流期間得以延長。9月，廣島大學方面教職員及學生來訪，參與本所舉辦的工作坊。 

  透過自2008年以來與廣島大學多次的學術交流經驗，雙方建構良好的交流平臺與合作默契。2015年7

月本所薛化元教授、李福鐘副教授、鄭麗榕助理教授及日本語文學系永井隆之助理教授，帶領本所9名研

究生、外系所學生8名至日本廣島，參加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人權史研究中心與廣島大學共同開設的「

臺灣與亞洲的人權發展」密集課程。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分為法政、社會經濟、經營管理三項專攻

，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法律素養、理解法律體系，訓練學生對於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經濟問題、社

會文化等議題的分析能力。 

  本次以「人權與文化」為主軸的密集課程，是由臺灣史研究所與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共同

合辦。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安排副校長西谷元以降的福田勝文、吉中信人、前田直樹、渡邉聡

、三木直大、樫原修、森邊成一、岡田昌浩、中坂恵美子等教授授課。本所則由薛化元教授、李福鐘副教

授、鄭麗榕助理教授，以及曾負責教育部人權教育國教輔導群工作的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林佳範教授赴日

講授相關課程。除密集課程之外，另有與廣島大學研究生的交流活動，廣島大學方面也安排參訪廣島平和

紀念資料館、吳市等行程。 

 

過程 

1. 時間：2015年7月31日至8月9日 

行程：2015年7月31日出發 

   2015年7月31日舉行說明會 

   2015年8月1日授課 

   2015年8月2日至尾道市參訪 

   2015年8月3日至5日授課 

   2015年8月5日舉行歡迎會 

   2015年8月6日至宮島參訪 

   2015年8月7日至吳市參訪 

      2015年8月8日上午授課 

   2015年8月8日下午至廣島市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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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點：2015年8月2日法経棟3階大會議室 

     2015年8月3日至5日、8日法経棟1階中會議室 

 

3. 課程： 

時間 1000-1130 1250-1420 1435-1605 

8月1日

(六) 

西谷元 

(社会科学研究科) 

臺場和國際法 

李福鐘 

(臺湾史研究所) 

兩蔣威權統治(1949-1988) 

福田勝文 

(社会科学研究科) 

國際貿易與經濟成長 

8月3日

(一) 

吉中信人 

(社会科学研究科) 

日本的刑事司法與人權保護 

前田直樹 

(社会科学研究科) 

國民黨威權主義體制的建立

與美國對雷震案的態度 

渡邉聡 

(高等教育研究開発センター) 

研究，教學和大學聲望：在全球競

爭中的日本高等教育 

8月4日

(二) 

薛化元 

(臺湾史研究所) 

臺灣自由化、民主化歷程的再評價

三木直大 

(総合学研究科) 

如何教授臺灣的文學和電影 

樫原修 

(総合学研究科) 

太宰治的小說和私小說的問題 

8月5日

(三) 

森邊成一 

(社会科学研究科) 

日本憲法修正案中人權條款之政

治議題 

岡田昌浩 

(社会科学研究科) 

日本公司法 

中坂恵美子 

(社会科学研究科) 

日本的移民政策和庇護法 

8月8日

(六) 

*0900-1030 

鄭麗榕 

(臺湾史研究所) 

臺灣社會文化史的幾個側面 

*1045-1215 

林佳範 

(臺湾師範大学公領系) 

淺論臺灣校園的「人權法治觀

」與「人權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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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教授課程： 

西谷元：臺場和國際法─以臺場的景色變化為引，講述日本開國的歷史與國際法的發展脈絡。 

李福鐘：兩蔣威權統治(1949-1988)─介紹 Juan Linz 的威權主義定義，與臺灣兩蔣統治的情況作比較。 

福田勝文：國際貿易與經濟成長─介紹國際貿易的經濟模型，與日本的國際貿易概況。 

吉中信人：日本的刑事司法─認識刑事司法程序、系統、概念發展，從警察、法院到監獄矯正機構等。 

前田直樹：國民黨威權主義體制的建立與美國對雷震案的態度─國民黨統治下臺灣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與

人權，但美國基於外交圍堵政策的考量，承認其為「自由中國」，對於雷震案則選擇不插手。 

渡邉聡：研究、教學和大學聲望：在全球競爭中的日本高等教育─日本高等教育制度長期模仿美國，但因日、

美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不同，產生問題；大學教師研究與教學之比重的拿捏，也是關鍵的議題。 

薛化元：臺灣自由化、民主化歷程的再評價─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卻因國安法使得轉型正義難以落實，動員戡

亂臨時條款與刑法100條仍然存在，社會開放幅度有限。直到1992年修改刑法100條，臺灣自由化改革才算達到一

個歷史的里程碑。 

三木直大：如何教授臺灣的文學和電影─近來日本年輕人對臺灣相當感興趣，了解他們所看到的臺灣文化樣貌。 

樫原修：太宰治的小說和私小說的問題─講授私小說的起源、定義、發展與類型，介紹代表性作家太宰治作品。 

森邊成一：日本憲法修正案中人權條款之政治議題─針對近來安倍首相企圖修改憲法第9 條的議題，重新回顧

日本修憲歷史。多數日本人支持維護憲法中的人權相關規定，反對修改憲法第96 條(降低修憲門檻)以修改第9 條。 

岡田昌浩：日本公司法─日本公司法法條內容參考德、美，受歷史背景、經濟、社會、政治情況影響而有改變。 

中坂恵美子：日本的移民政策和庇護法─探討日本對難民庇護和一般移民的資格限制，與歷年人數變化之意義。 

鄭麗榕：臺灣社會文化史的幾個側面─介紹各國動物研究的重要成果，探討臺灣動物文化史的過去與未來發展。 

林佳範：淺論臺灣校園的「人權法治觀」與「人權法治教育」─校園裡的人權和法治觀念，以及人權法治教

育，仍深受傳統的規範價值影響，視學生為管理與講授之客體；應打破師生尊卑的不對等關係，以理性溝通來互動。 

校外參訪課程： 

尾道市：瀕臨瀨戶內海，為海運的物流集散地，有著豐富歷史文化的城鎮。 

吳市：自古即為海軍重地，安排參觀大和博物館，認識二戰期間歷史。 

宮島：日本三景之一的嚴島神社，其朱紅色大鳥居為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意象。 

廣島市：參訪原爆遺址及和平紀念館，思索戰爭受難者的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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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單位及雙方交流經過： 

    本次密集課程的參訪單位，也就是與臺史所在 2009 年簽訂國際交流協定的廣島大學大學院社

會科學研究科。該校是日本文科省目前推動國際交流計畫的重點學校之一，而本所早從 2008 年 1

月中旬，就和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在廣島舉行相關workshop，有長期交往的經驗。 

    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今年開始推動和臺史所的雙聯學位，除互免學費外，廣島大學

更片面提供臺史所赴日學生的機票、宿舍費全額補助。8 月 5 日藉歡迎會的機會，個人也和協助

推動本案的前田直樹博士，做了進一步的溝通。次日，與前田博士的私人餐敘中，更針對未來擴

大雙聯學位範圍（由法學擴及經濟學領域）的可能性進行溝通，並確認未來臺史所李福鐘所長與

前田博士對口，繼續推動雙方合作事宜，做了討論。特別是針對交流計畫遭遇的問題，提出可能

的排除方案，以繼續推動此一頗具的學術交流。 

 

心得與建議 

    與廣島大學在暑假期間合開密集課程，是政治大學臺史所行之有年的國際學術交流工作。今年除了和

去年相同，找政大日文系一起參與外，同時也第一次開放臺灣師大臺史所學生參與。至於在授課老師方面

，除了本所派遣三位老師外，並邀請師大公領系林佳範主任和廣島大學安排該校相關師資共同負責，而本

校日文系派遣永井老師負責課程至吳市參訪的部分。 

  由於是常態性的國際交流及課程開設，但是每年申請的經費卻屬於不固定，單單本校補助的經費，並

無法滿足整個計畫需求。為了長期的國際學術交流，建議學校針對開設密集課程的國際學術活動經費，能

夠從寬編列，以利活動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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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大學校園一景        西谷元老師授課 

 

       李福鐘老師授課               福田勝文老師授課 

 

吉中信人老師授課          前田直樹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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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附錄 (活動照片)



 

 

 

渡邉聡老師授課          薛化元老師授課 

 

三木直大老師授課           樫原修老師授課 

 

森邊成一老師授課            岡田昌浩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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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坂恵美子老師授課         鄭麗榕老師授課 

 

 

林佳範老師授課            廣島大學舉行的歡迎會 

 

 

參訪尾道市              參訪宮島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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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吳市大和博物館           參訪廣島原爆遺跡 

 

 

 

 

 

 

 

      參訪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 

 

 

（四）心得與建議 

    與廣島大學在暑假期間合開密集課程，是政治大學臺史所行之有年的國際學術交流工作。今年除

了和去年相同，找政大日文系一起參與外，同時也第一次開放台灣師大台史所學生參與。至於在授課

老師方面，除了本所派遣三位老師外，並邀請師大公領系林佳範主任和廣島大學安排該校相關師資共

同負責，而本校日文系派遣永井老師負責課程至吳市參訪的部分。 

  由於是常態性的國際交流及課程開設，但是每年申請的經費卻屬於不固定，單單本校補助的經費

，並無法滿足整個計畫需求。為了長期的國際學術交流，建議學校針對開設密集課程的國際學術活動

經費，能夠從寬編列，以利活動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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