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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與廣島大學社会科學研究科簽有學術合作協定，自2010

年起，每年利用寒暑假，由本所教師帶領本校學生，前往廣島大學參加該校所開設之人權議題相關課

程，本所率隊教師亦受邀負責部分授課。今年度課程主題為「近代亞洲社會與人權議題變遷」，課程開

放廣島大學學生選修，授課語言以英文為主，日文為輔。本校參加學生主要來自本所，政大日文系亦

有四名同學隨行。除正式之上課行程外，課間並安排廣島大學學生與政治大學學生進行國際交流活動

，此外另安排有歷史文化考察行程，參訪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世界文化遺產宮島，以及參訪1895 年日

清媾和條約簽約地下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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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政治大學臺史所（以下簡稱本所）與廣島大學社会科學研究科，自 2010 年暑假以來，透過舉辦由

雙方共同合作開設之東亞歷史與人權議題相關課程，除提供本校參與修習之同學國際交流與海外學習

經驗外，同時亦增進對於二十世紀以來東亞及臺灣歷史，以及全球人權核心議題的理解。這一學習經

驗，對於參與該課程之政治大學學生來說，實彌足珍貴。因此自 2010 年暑假本所與廣島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科開始合作此一密集課程計畫以來，多年來均深受參與活動之學生歡迎，同時亦讓歷屆參與計畫

之政治大學同學，在學識上及社會議題關懷上，收獲甚豐。 

今年本所與廣島大學社会科學研究科擬定之課程主題，為「近代亞洲社會與人權議題變遷」，除

由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及總合科學研究科派出優秀師資進行授課外，本所李福鐘所長、薛化元教

授、林果顯助理教授，以及受邀參與授課之本校歷史系金仕起副教授，皆針對各自專長之臺灣歷史和

教育議題，開課講授。台、日雙方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內容，除提供修習同學得以進一步了解兩國歷史

、人權和相關現實議題外，對於比較兩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雙方在政經、文化、社會各方面的

發展異同，亦有相當啟發。 

除上課之外，本課程所規畫之行程還包括帶領學生實地參觀日本廣島縣周邊的歷史文化遺產，包

括已有千餘年歷史的著名古蹟宮島，以及 1895 年改變臺灣歷史命運的日、清媾和條約簽約地點下關，

親眼見證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約所在的春帆樓今昔。 

最後，此一跨國合作密集課程計畫，最令政大參加同學備感欣慰與雀躍之處，在於各位參與活動

同學此行所需經費，基本上均由廣島大學方面自籌。也就是說，含機票、食宿，基本上均由廣島大學

方面負責，因此較為節省開支的同學，全程甚至可以不必動用到自身預算。此一優惠政策的目的，在

於不增加學生經濟負擔的前提下，盼能促進政治大學與廣島大學雙方的國際合作交流，不僅讓雙方教

師得以進行學術及教學經驗的交流，同時亦創造機會，令兩國年輕學生，有一便利的平台可以連絡感

情、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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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本次暑期研修課程前後共 9 天。教師方面，由本所李福鐘所長領隊，本所薛化元教授、林果顯助

理教授，以及本校歷史系金仕起副教授隨行，彼此分工合作政大方面所需負責的授課內容。政治大學

方面參與學生共 15 人，包括本所 11 名同學，分別是博士班江佳瑾同學，碩士班郭佩瑜、陳亭靜、陳

祖立、李承叡、蔡廷貞、張亞軒、李京屏、田迦友、許爾雅、蘇育正等 10 位同學。另有本校日文系大

學部 4 名同學隨行，分別邱斌銓、陳莉韻、劉昱廷、林侑宣。 

此行除第一日（07/01，星期五）及最後一日（07/9，星期六）為搭機行程外，07/02-07/06（星期

六至星期三）五天主要為課堂上課，並利用排課空檔時間安排政大學生與廣島大學學生進行交流活動

，或者率領學生至廣島市區見習，同時參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原爆遺址「原爆圓頂」（Dome），以及參觀

極具規模的廣島原爆和平紀念館。五天上課行程主要安排在廣島大學法學部大樓三樓大會議室進行，

至於除 7 月 9 日賦歸之外的最後兩日（7/07、7/08）行程，7 月 7 日安排政大同學至廣島縣西側的著名

歷史遺址宮島參訪。宮島上矗立有日本著名的千年古蹟巖島神社，是廣島縣著名的景點，且已列為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之世界文化遺產，對於了解日本古文化、歷史與文學，都有很重要的價值。 

7 月 8 日行程則是搭高速列車（新幹線）至下關，此處為1895 年大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簽署「馬關

條約」的所在地，當年簽約地點「春帆樓」雖然已拆除重建，然而在重建後的春帆樓旁，仍闢建一處

小規模紀念館，內置有馬關條約相關文物，以及重建簽約會場的場景，有助於了解臺灣歷史在十九世

紀末的關鍵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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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30 1130-1250 12:50-14:20 14:35-16:05   

1 日

(五) 
   搭機行程 

＊2040-SS 滞

在説明会 

2 日

(六) 

戰後臺灣的對外認識與資訊 

林果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 
広大SV 参加学生との交流会 ①（西条ミニツアー）  

3 日

(日) 

*09:00-10:30 

自由、認同與歷史教科書 

金仕起（政大歴史学系） 

*10:40-12:10 

戰後初期統治體制的形成與

人權問題 

薛化元（政大台湾史研究所） 

広大SV参加学生との交流会 ② 

 
 

 

4 日

(一) 

日本の近現代文学を読む 

柳瀬善治（総合科学研究科） 

広大SV参加学生との交流

会 ③ 

Abenomics and the 

lessons for the 

Taiwanese economy 

千田隆（社会科学研究

科） 

Research, Teaching, and 

University Prestige: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dst 

of Global Competition 

渡邉聡（高等教育研究

センター） 

 

5 日

(二) 

兩蔣威權統治 

李福鐘（政大台湾史研究所） 

広大SV参加学生との交流

会 ④ 

台湾の文学と映画を授

業でどのように教える

か 

三木直大（総合科学研

究科）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in Hiroshima 

University 

佐々木知子（国際交流

グループ） 

 

6 日

(三) 

Amendments, as a Political 

Issue, to the Human Rights 

clause 

森邊成一（社会科学研究科） 

広大SV参加学生との交流

会 ⑤ 

 

Japanese Company 

Law 

岡田昌浩（社会科学研

究科） 

Criminal Justice in 

Japan 

吉中信人（社会科学研

究科） 

 

7 日

(四) 
宮島參訪 

17:30-19:00

歡迎晚會 

（生協北１

会館） 

8 日

(五) 
下關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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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人文關懷、國際合作交流，以及增廣政治大學在學同學在國際事務上的視野，向來是本校、尤其

本所辦學的重要方向，同時也必然是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環境挑戰日鉅情況下，政治大學提高招生競爭

力與建立自身特色的重點項目。本所與日本廣島大學的學術交流，以及合作開設暑期密集課程計畫，

已行之有年。多年來所有的參與同學，在異國的課堂上接受政治、經濟、法學、歷史、文學等各領域

專研的老師，以英、日語授課，提供人權、政治、國際法等多面向觀點的洗禮，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

經驗。也許不是每位政治大學同學在人生當中都有出國進修或攻讀學位的機會，然而本所每年與廣島

大學合辦的暑期密集課程活動，讓參與的同學有機會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體驗出國學習的生活

和人生經驗，其實是幫助非常大的事情。部份參與計畫的同學，或者受到活動過程的啟發與鼓勵，奠

下日後出國進修或短期交換的人生計畫。這對於臺灣年輕學生的知識學習與人生成長，都是一件極有

意義的事情。更何況，由於此一計畫獲得日本政府相當慷慨的預算支持，使得參與同學基本上不必因

為參加活動而承受實質上的經濟壓力，對於照顧不同經濟條件的政大同學來說，更是一項實惠、有益

，而且公平的學習行程。 

當然，日本政府及廣島大學既已提供如此優厚的學習參訪條件，每年提供政大同學 15 個名額前往

日本廣島地區進行國際交流及學習活動，政大方面如能在相對尚不為難的經費挹注下，促成政大臺史

所教師率隊前往，並參與密集課程的授課，則此一每年度的教學參訪活動，堪稱為美事一件。畢竟，

本所及日文系每年均有15 名左右的同學報名此一活動，這一數量的同學出國前往日本，對於帶隊老師

來說，確實是一相當負擔，不僅要參與授課，同時要擔負隨行照顧管理的責任，時間、體力及行政責

任都是大考驗。然而為了提供政大同學更好的學習條件，增加本校、本所的國際交流能見度，同時也

為政大同學的學習成長著想，這一遠赴日本廣島大學的年度學習活動，未來仍希望獲得校方鼎力支持

。尤其在隨行開課及照顧學生的政大教師之差旅及食宿補貼上，校方的支持，是讓此一學習活動得以

長久經營下去的重要助力。 

6



 

圖1 廣島大學「中央口」地標              圖2 廣島大學法學部大樓 

 

圖3 7月5日學員於教室內上課情形        圖4 參與此次密集課程授課之4位政大教師 

 

圖5世界文化遺產巖島神社                圖6 廣島原爆遺址「圓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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