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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我們的學術發展留下紀錄

國史館為拓展館務、加強服務，特將《國史館館訊》改版為《國史研究通訊》，做為近現

代史學界的溝通橋樑。歡迎您隨時提供學術活動訊息、交流研究心得，一起推動國史研究，並

為學術發展留下紀錄。

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本期特以「辛亥革命」為專題。蔣永敬教授的「談辛亥革命史的

研究」兼顧宏觀與微觀地來談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僅綜論成果，也指出研究方向。全球各地的

現代史學術重鎮紛紛以辛亥革命為主題，舉辦多場大型學術研討會，林志宏、廖文碩、涂豐恩、

陳雁、段瑞聰、裴京漢、歐威麟等學者專家分別紀錄在臺灣、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新加坡等地的會議概況。陸瑞玉科長介紹國史館年度主題特展「百年銳於千載：辛亥一百年．

建國一百年」；歐威麟科長介紹國史館「辛亥革命 100周年」紀念文化創意產品。
本期其他專欄內容如下：

「學術會議」：吳淑鳳協修、許順昇先生報導「無名英雄‧英雄無名：探索情報作戰的

歷史」座談會，蕭李居助修、翁巧嫣小姐報導「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暨新

書發表會」，陳佑慎先生報導「『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楊善堯先生

報導「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學術研討會」，黃仁姿先生綜述民國 100年的臺灣史研討會概況。
「學術演講」：國史館從 100年 9月到 101年 8月舉辦「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

座」，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從不同的領域和角度，對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進行整體的觀察
與省思。本期收錄黃宇和（John Y. Wong）、黃克武、科大衛（David W. Faure）、張玉法、方
德萬（Hans J. van de Ven）等教授的系列演講紀要。另亦刊載王爾敏教授在國史館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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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職司淺談」，具體說明史官的五個層次。

「研究概況」：周惠民教授簡介《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研究討論」：林志龍教

授討論中華航空公司營運初期與郵政總局簽訂「運郵合同」的背景與過程。

「學人簡介」：王爾敏教授介紹中央研究院近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之史學，黃英

哲教授撰文追思甫於 100年 9月辭世的呂實強教授。「口述歷史」：許瑞浩協修訪問施建生教
授，談他的學思生涯。「人物傳記」：李紓教授談胡漢民與李曉生的詩文及交往。

「史料與文物」：黃倩如教授（Grace Huang）以蔣中正《事略稿本》的編纂為例，說明
領導人如何建立政治正當性及為後世塑造公眾形象；侯坤宏纂修記錄他在華中地區蒐集佛教史

料的經過及心得。「檔案管理」：彭文琁科長等介紹國史館藏「嚴家淦總統文物」；「展覽活

動」：周琇環協修簡介「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

「書訊」：歐素瑛副館長專文介紹《臺灣省議會會史》；任育德教授簡介今年出版的民國

史研究新書及與辛亥革命相關的著作，並條例民國史研究學位論文目錄、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本期通訊實為另一種形式的創刊號，內容必定不夠完備，也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希望讀者

隨時賜文、賜教，共同商量通訊應該呈現的面貌，一起耕耘這片屬於你我的學術園地。您的支

持與參與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

許瑞浩謹記　民國 100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