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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國家的型塑：中
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
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執行編輯： 吳淑鳳、薛月順、
張世瑛

2013 年 6 月初版
精裝 900 元（全 2 冊）

本書收錄民國 101 年 9 月 13
至 14 兩日，在國史館舉辦之
「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宣讀之論文，經過審查與修改
後集結成書。除了主題演講之
外，包括傳統與近代、多民族
國家、財經及工業與交通、訓
政中國、憲政及軍事與外交、
學術與文化、蔣中正研究、中
共史、民國史研究等  9 項議
題，闡述自 19 世紀末葉起，
中國進行的各項革新運動，開
啟了型塑「近代國家」的浩大
工程，推動政治體制的轉型，
也帶動社會、經濟、思想、文
化等各方面的變革。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72）∼
（82）

編輯：葉惠芬、高素蘭、

　　　林秋敏、葉健青等

2013 年 6-12 月初版
精裝 500∼600 元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
本》內容至民國 38 年 12 月結
束，至第 82 冊止。第 72 冊
至 82 冊時間橫跨 37 年 6 月至
38 年 12 月間，內容包括東北
流亡學生與憲軍發生衝突、指
示穩定物價安置難民、審判日
本戰犯、通過財經緊急處分
令、電示外交部應付安全理事
會柏林問題之方針、行政院遷
廣州並簡化機構為八部二會、
國共和談經過、中央銀行現金
轉運問題、臺灣推行三七五減
租政策、蔣中正函復李宗仁表
示無意復職、國民黨中央非常
委員會的設立、臺灣省政府幣
制改革方案的公布、中央政府
播遷來臺等。

國史研究通訊第四期

主編：呂芳上

2013 年 6 月初版
平裝 200 元

學術會議：從《郭量宇先生日
記》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早期發展、冷戰史與臺灣；
學術演講：臺灣民主發展史系
列講座；研究概況：近三十
年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外
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研究討
論：大時代小女子；國史叢
談：總理衙門；史料與文物：
近代中印關係史料暨工作坊、
《王叔銘日記》史料價值；檔
案管理：數位人文與史家技
藝、國史館數位寶庫；書評：
讀《傳斯年遺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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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刊第
三十五、三十六期

主編：呂芳上

2013 年 3、6 月初版
平裝 200 元

論文：〈顛覆的笑聲－辛亥
革命中的嘉年華〉、〈日本
與戰後臺灣公營航運建設
(1945-1957)〉、〈戰後蔣介
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1945-
1950)〉、〈胡適與《自由中
國》的互動〉、〈1950 年代北
京郊區的農村基層政權建設－
兼論與 1949 年以前農村基層
政權的比較〉、〈美國「洛克
菲勒基金會」與臺灣水產養殖
業的發展〉。書評：〈近代中
國紅十字會成立問題考論－以
盛宣懷文件為中心〉、〈評
介洪九來著《寬容與理性－
《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
（1904-1932）》〉。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
嚴家淦與國際經濟合
作

編者：許瑞浩、周琇環、

　　　廖文碩

2013 年 11 月初版
精裝 700 元

本書主要彙集國史館藏嚴家淦
總統文物、蔣中正總統文物、
行政院檔案、外交部檔案等相
關史料，分為美援組織、美援
計畫、美援的分配與運用、美
援與建設、出席國際財經組織
會議、對外援助等主題。藉由
嚴家淦參與的國際經濟合作活
動，勾勒出中華民國由接受外
國援助，到自力成長，終至有
力量援助外國的發展過程。從
外援到援外，見證了中華民國
如何在政府遷臺初期風雨飄搖
年代中扎根奠基後穩定發展壯
大的歷程。

國史館館刊第
三十七、三十八期

主編：呂芳上

2013 年 9、12 月初版
平裝 200 元

論文：〈1924-1925 年英國政
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
用〉、〈中國與 1946 年巴黎
和平會議〉、〈由「員林事
件」看戰後初期臺灣法治的崩
壞〉、〈抗戰時期吳宓對時
局的思考〉、〈抗戰勝利前後
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態度的轉
變〉、〈描繪丁文江：論胡
適《丁文江的傳記》〉。書
評：〈《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
變遷》評介〉、〈評 Marcia 
R. Ristaino, 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評王立本《決
戰大西北》〉、〈評侯坤宏
《研究二二八》〉。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一）（二）

編者：吳淑鳳、薛月順、

　　　張世瑛、陳中禹、

　　　蕭李居、吳俊瑩

2013 年 12 月初版
精裝各 600 元

本書以 1950 年代美軍協防臺
灣為主題，蒐集《蔣中正總統 
文物》及《蔣經國總統文物》
重要史料編目出版。內容區
分：一、軍援裝備及款項；
二、軍事人員訓練與交流；
三、協防演習訓練計畫；四、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簽訂；
五、國際輿情與對臺態度；
六、對臺軍事觀察報告情報
等。藉由披露政府決策高層與
美國往來過程，呈現出中華民
國政府遷臺後爭取、運用美方
外交與軍事的支持，始能在
1950 年代從風雨飄搖到逐步
安定的全貌，也才有日後穩健
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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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煥日記：戰後第
一年（1946）

編輯：周琇環、蔡盛琦、

　　　陳世局

2013 年 9 月
平裝 350 元

本書為沈昌煥 1946 年 1 月至
12 月之日記，該年是抗戰結
束後第一年，也是沈氏擔任國
民政府秘書的時期，見證了國
共和談、馬歇爾使華、司徒雷
登接任駐華大使等重大歷史事
件。有鑑於此日記的重要性，
本館以該年度重大史實為議
題，揀選典藏之《國民政府檔
案》及《蔣中正總統文物》等
相關文獻與照片，將此冊日記 
重新排印出版，使 1946 年的
史事得以補上一塊重要的拼
圖，俾利專家學者從事戰後民
國史的研究。

霧峰林家文書集——
墾務‧腦務‧林務

解讀：黃富三等

編輯：何鳳嬌、林正慧、

　　　吳俊瑩

2013 年 1 月初版
精裝 1,500 元

本書收錄霧峰林家在臺灣清治
末期「開山撫番」時期之文
書。主要為林朝棟部屬間的
往來書函、帳單、清冊等，是
為研究中部山區開發、撫墾隘
務、番漢關係、樟腦事業經
營、木料採伐、官紳往來與林
家族內事務的一手材料。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編
續第十四輯

編輯：蔡盛琦、陳世局

2013 年 8 月初版
精裝 600 元

本書是收錄民國 94 年度總統
府所頒發之褒揚令，包含陳河
東、辜振甫、李志鵬、櫻井
義晃、孫治平、吳修齊、印順
導師、蔡瑞月、高玉樹、呂佛
庭、張富雄、毛松年、孫觀
漢、張明等 14 位人物。為彰
顯受褒揚者之生平，本書將有
關之文獻、照片、報章、雜誌
及學者專著等資料，收錄成
冊，編印出版。

霧峰林家文書集——
棟軍等相關信函

解讀：黃富三等

編輯：何鳳嬌、林正慧、

　　　吳俊瑩

2013 年 12 月初版
精裝 1,600 元

本書收錄林朝棟所率領棟字各
營營官、幕友，在 1892 年前
後的大嵙崁征番戰役期間及善
後過程中，與棟隘各軍支應處
的林拱辰等人往來信函。可以
瞭解棟字各營軍餉調度、軍米
籌買運搬、糧械軍裝請領、營
伍人事異動，以及棟軍與臺北
府城間的軍需籌撥等情形，為
探討清治晚期北臺棟、隘各軍
內部運作的一手材料。此外，
以霧峰林家為核心的中路山區
拓墾事業在進行過程中，如何
「以番制番」並以征剿及餽贈
安撫等手段處理番漢關係，以
及撫墾事務的運作情況，均可
由本書所收文書中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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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艦旗下：臺灣海軍
特別志願兵（1943-
1945）

著者：陳柏棕

2013 年 7 月初版
精裝 300 元

日軍在1941 年 12 月襲擊美國
珍珠港，揭開太平洋戰爭序
幕，太平洋近半的幅員頓時由
日本控制。然在 1942 年 6 月
及 8 月的中途島之戰與瓜達康
納爾戰役中，日本海軍大敗，
戰力幾乎被消耗殆盡，因此
面臨增員需求，終在 1943 年
5月，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實施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以
吸收正規兵員，合計在臺灣共
募集六期海軍特別志願兵，共
11,000 人。本書旨在論述臺灣
海軍志願兵的從軍歷程，由制
度實施背景、殖民當局的動員
行動，到其受訓、出征與復
員，試以建構臺灣人配合日本
軍事動員下，參與戰爭的一個
面向。

關鍵的七十一天：二
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
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
向

著者：阿部賢介

2013 年 7 月初版
精裝 200 元

本書探討二次大結束前後至
1945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
國民政府尚未來臺接收期間，
日本戰敗對臺灣的意義與影
響，及此 71 天的政治「真空
時期」，臺灣人對未來有何期
待以及動向。

黨國與象徵——中華
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

著者：周俊宇 
2013 年 7 月初版
精裝 380 元

現行國定節日的基礎，大多在
國民政府黨國體制下形成，走
向憲政及政治轉型民主化後， 
制度上、象徵層次上仍複雜糾
結。本書分別就節日的誕生：
北伐完成以前（1912–1928）、
節日的重整：北伐完成以後
（1928–1949）、節日的獨佔： 
戰後遷臺威權統治時期（1949–
1987）、節日的紛然：民主化
與臺灣化後（1987–2008）來描
述、解釋。中華民國成立已屆
百年，在歷史長流下，國定節
日如何呈現變貌？亦針對現下
課題與今後展望進行討論。

不可忽視的戰場——
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編輯：吳淑鳳、張世瑛、

　　　蕭李居

2013 年 6 月再刷
平裝 250 元

本書自 2012 年 12 月出版後，
廣受各界好評，並於今年初即
已售罊。為因應各界需求，特
別再刷出版。本書為首次參
考引用最新解密的《戴笠史
料》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
案》，以十個篇章探討從軍統
局前身特務處的設立到戰後改
組為保密局期間的情報活動，
闡述在有形的抗日戰場外，情
報作戰更是不可忽視的另一個
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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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復員救濟到內戰軍 
運——戰後中國變
局下的民航空運隊
(1946-1949)

著者：張興民

2013 年 11 月初版
精裝 200 元

本書探討飛虎將軍陳納德於戰
後中國成立的民航公司、民
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 
CAT）的創立過程及日後正式
營運之後的發展，瞭解航空運
輸在戰後中國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研究成果包括：一、民航
空運隊真正價值的彰顯是因積
極參與中國各地軍事與民間空
運行動；二、民航空運隊由臨
時性空運機構轉變成政府特許
經營民航公司的關鍵在於支援
國軍在各地之作戰；三、陳納
德仰賴民航空運隊為中國西北
和西南等地反共勢力提供軍經
援助。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
戰時期「反共義士」
之研究

著者：沈幸儀

2013 年 8 月初版
精裝 300 元

本書研究冷戰時期的韓戰「反
共義士」在韓國鬥爭與來臺境
遇，透過對這些「邊緣性」人
物的深入探討，更能去瞭解
「反共時代」的另一個面向。
第一章闡述韓戰的國際背景、
中共抗美援朝與臺灣在風雨中
的求生圖存，第二章說明韓戰
期間戰俘談判中的遣俘問題、
甄別過程，戰俘營的生活與意
識形態鬥爭，及最後階段共軍
的「解釋」行動。第三章談義
士出國政治宣傳活動，與反共
義士的安置與利用。第四章以
口述訪問與歷史記憶的性質，
看待「反共義士」的今與昔，
與反共神話的消逝。

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

訪問：周琇環、張世瑛、

　　　馬國正

2013 年 6 月初版
精裝 280 元

本書係由周琇環及張世瑛共同
口訪編輯，訪談對象為位於新
北市三峽臺北榮民之家的榮
民。臺北榮民之家是專為收
容韓戰反共義士的榮家，目前
仍居住在此的韓戰反共義士仍
有 200 餘人。主要訪談課題：
1.在大陸時期的家庭情況、
2.個人成長經驗、3.入伍的原
因與過程、4.自 1949 年中共統
治大陸後的人生際遇轉變與生
活情況、5.被派加入韓戰中共
志願軍的原因與過程、6.在戰
俘營中的生活與遭遇、7.選擇
來臺的原因、背景與過程及、
8.來臺後的軍旅生涯與退伍時
間。

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
錄

主編：陳立文

2013 年 12 月
精裝 400 元

今值嚴家淦總統逝世二十週年
之際，追憶當年嚴家淦總統曾
稱：「我打從開始作公務員，
從來沒有想到那是做官，而且
一個學化學的人，又有什麼官
可做呢？不過，化學中的某些
原理原則及實驗過程，如果用
到行政事務中來，也是滿管用
的，因此我現在懂得以科學方
法來從事管理工作。」爰此，
本書以嚴家淦總統之生命形象
為起點，明其生平事蹟；輔以
往昔親朋故舊之口述，細其生
活點滴；終以後人回憶之追
述，頌其畢生功業，以形一生
之行誼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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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崇輝居士訪談錄

訪問：卓遵宏、侯坤宏

2013 年 6 月初版
精裝 300 元

樂崇輝居士是北京同仁堂的後
代，從他的口述，我們可以了
解同仁堂的崛起，以及同仁堂
的名藥與祕方。我們也可以藉
由本書掌握樂居士的個人經
歷，他在 1949 年隨軍來臺，
軍旅生涯時即與佛教結緣。
退伍後創立大乘精舍印經會，
藉由《慈雲》雜誌之出版與發
行，開展往後三、四十年在臺
之佛教文化事業。樂崇輝居士
以在家身分從事佛教事業，當
然有其特殊之心得與體會，他
佛法的體悟及對佛教界的一些
看法，以及他所認識的佛教界
人脈，也可以由本書得到解
答，並了解戰後臺灣佛教史。

道海老和尚訪談錄

訪問：法藏法師、卓遵宏、

　　　林桶法、侯坤宏

2013 年 8 月初版
精裝 250 元

道海和尚，山西省晉城縣人，
民國 13 年出生，13 歲出家，
38 年避難香港，69 年正式定
居臺灣，為臺中南普陀寺退居
住持。綜觀其一生，可概括為
如下三階段：一、中國大陸階
段，二、香港修學階段，三、
臺灣弘法階段。由本訪談錄可
知他在以上三個階段的生命歷
程，尤其定居臺灣以後，對於
佛門戒律之弘揚，最值得稱
道，而他對佛教教理與修行的
體驗，在本書中也有重點式的
描述。

浮塵掠影：李志夫先
生訪談錄

訪問：卓遵宏、侯坤宏

2013 年 7 月初版
精裝 450 元

李志夫教授從小離家，入青年
軍，後隨軍來臺。退伍後進入
文化學院哲學系就讀，期間曾
親近過曉雲、印順、白聖、道
安、東初、聖嚴、星雲、慧
嶽等法師及李世傑、張曼濤
等佛教學者。李教授曾留學印
度，對印度文化有極深刻之了
解，在治學上，重視邏輯學，
對天台與唯識有精湛之研究，
曾主持天台三大部（《法華玄
義》、《摩訶止觀》、《法華
文句》）與唯識三大部（《成
唯識論》、《攝大乘論》、和
《瑜伽師地論》）的校釋工
作。李教授對於法鼓山有創建
之功，而法鼓山在佛教教育與
佛學研究的成果，正是李教授
對對臺灣佛教貢獻之所在。

艱難奮鬥的歲月——
許新枝回憶錄

撰寫口述：許新枝

文字整理：吳秀鶯

2013 年 3 月初版
平裝 400 元

本書前半部由許新枝本人撰
寫，後半部則因眼疾之故，改
為本人口述，吳秀鶯文字整
理。本書見證臺灣社會由貧窮
落後，一步步邁向亞洲四小龍
的繁榮情景；政治上也逐步由
開明民主到目前的自由寶島。
主人翁更以參選桃園縣議員、
桃園鎮長、桃園縣長、臺灣省
議員之親身經歷，詳述其中之
經過，堪稱是見證臺灣近八十
年來政經發展、社會繁榮、民
主進步過程的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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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
展史（下）

總編輯：呂芳上

2013 年 12 月初版
平裝 500 元

本書係以民國 38 至 100 年之
60 餘年間為主軸，以專題撰
述方式呈現各時期與國際外
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
關之重大史實與時代議題，期
以生動活潑的筆調，展示中華
民國在臺 60 餘來年之各項軌
跡與成就，以明國史開展的過
程。因此，本書期以國家立場
為基點，以全民史觀為視野，
藉以闡釋中華民國在臺一甲子
之經營與奮鬥，俾相關立論，
使國民充分瞭解戰後國家發展
之歷程，進而鑑往知來，凝聚
國民意識，形塑國家概念。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
（二）

編著：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

2013 年 12 月初版
平裝 400 元

本套書主要採編年方式，以時
間繫事，敘事上仿紀事本末作
法，詮釋國史發展。內容從民
國建立起，每十年為一冊，包
含政經演變以及值得關注之社
會團體、學術文教、風俗習慣
及法規慣例等具備時代變化意
義之部分擇要記述，期能描繪
國家發展的趨勢與面貌。本冊
內容重點包含聯省自治運動興
衰、北方軍閥混戰、國民革命
軍北伐統一過程、中國國民黨
訓政產生的以黨領政、教育與
司法黨化，以及外交收回利權
和關稅自主的斬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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