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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故教授國祁先
生行誼
林麗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先生諱國祁，祖籍安徽明光，後設籍廣

東曲江。其先出於明初岐陽李氏芳英公一

系，明清以還，以留守祖塋世居明光，族支

繁茂，為明光四大姓之首。祖普卿公，父位

中公，俱孝悌傳家，名重一方。

先生於民國 10年生於皖北，上有兄
姊，下有一弟，先生行三。七七事變起，

先生隨家人避難漢口，與兄長同入戰時兒

童保育院就學。其間一度與父母失散，幾經

顛沛流離，輾轉自贛抵川，先後就讀重慶之

國立安徽第二中學、貴州之遵義師範及浙

大附中，於戰亂中完成中學學業。民國 00
年，先生尊翁位中公辭世，與母姊由遵義返

鄉，唯以時勢動盪，簧歌中輟。民國 08年
9月，中國大陸淪陷，先生本無軍籍，因押
送國防部行李隨軍隻身來臺，獲頒少尉軍

階，為達成讀書救國之志，旋離職赴考。

09年 0月，先生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學
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史地系。在學期

間，親炙郭廷以、沈剛伯、朱雲影諸名師，

勤敏好學，表現優異。民國 00年夏，自師
院史地系畢業，應聘至省立中壢中學任教。

旋以恩師郭廷以先生之引薦，於 00年 0月
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擔任

助理員。在郭廷以先生領導下，先後參與

《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海防檔》、《中

俄關係史料》、《中國對西方的認識》等檔

案資料之編纂，並完成專書《中國早期的鐵

路經營》，由近代史研究所收入專刊 (0)，
於民國 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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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 11月，先生榮獲西德鴻博獎學
金，赴漢堡大學中古及近代史研究所深造，

專攻 19世紀德國殖民史。00年獲漢堡大學
博士學位後，應聘至波洪（Bochum）魯爾
大學東亞學院中國史系任教，旋獲終身職公

務員職位，升為研究員。先生留德期間，德

配王執明女士在美、德分獲碩、博士學位，

兩位公子先後出生，先生則學業、工作一帆

風順，且已獲終身聘約，卻不以定居彼邦為

志，常懷學成歸國、貢獻桑梓之念。07年
6月，先生舉家返國，回到中研院近史所服
務。 

09年 8月，先生應朱雲影先生之邀，
至甫成立之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翌

年，先生接任所長。主持所務期間，積極延

聘海內外知名學者，充實專業課程，並創辦

《歷史學報》、籌設博士班，擘劃經營，不

遺餘力。一時碩學名家如張玉法、張朋園、

管東貴、陶晉生、毛漢光、劉翠溶、王業

鍵、侯繼明、汪榮祖等，皆樂為都講，以是

英才輩出，俊彥相望。此後歷任師大歷史學

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教務長，教

學與行政兩忙，而先生個人之學術研究，則

始終未嘗中輟。民國 80年 8月，自臺灣師
大榮退，並獲聘為名譽教授，續為博士班諸

生授課。

先生治學嚴謹，撰述閎富，著有專書及

論文百餘種，廣涉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

中德關係史、臺灣史、歷史教育諸領域，民

國 70年代以後，更由社會經濟史切入，致

力於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之研究。先生治中

國近代史，初由政治史與外交史入手，博士

論文《中德對三國干涉還遼及德租膠州灣態

度之研究》及《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等專書，俱以史料紮

實、立論精闢著稱。民國 60年，先生與張
朋園先生共同主持之研究計畫「中國現代化

區域研究，1860-1916」榮獲國科會經費資
助，展開為期 0年之集體研究計畫，網羅近
史所、臺大、師大近代史專家，參與學者分

別研究上海及 9個沿海沿江省分或區域之現
代化發展。其後數年，計畫成果相繼出版，

聲聞史界，並受歐美學者之廣泛重視。時先

生以負責主持閩浙臺區域計畫，開始投入臺

灣史研究。民國 67年，先生繼〈清季臺灣
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首度提

出「內地化」之說後，於〈清代臺灣社會的

轉型〉文中，進一步由社會組織與文化層面

論述清代臺灣自「移墾社會」轉為中華文化

「文治社會」之過程，重申臺灣社會的「近

代化」係以「內地化」為內涵。此後數年，

先生之「內地化」理論激起熱烈討論，並與

人類學者陳其南先生之「土著化」理論並稱

清代社會史研究之兩大解釋模式，廣為中外

學者所知。

先生執教師大歷史系所前後 00年，誨
人不倦，作育英才無數，其間並長期關注我

國中學歷史教育，貢獻良多。民國 71年，
先生應聘擔任國立編譯館中學歷史科教科

用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70年，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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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人文暨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延請

各科學者進行教育目標、教材大綱、教科書

編輯等方面之研究工作，先生應邀出任歷史

科主持人及人指會執行祕書，並推動創辦

《人文暨社會學科教學通訊》，鼓勵教學研

究。十餘年間，劍及履及，功不可沒。

德配王執明女士，籍隸黑龍江，系出名

門，才德兼備。民國 06年與先生結褵，婚
後赴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地質研究所攻

讀碩士，旋赴德與先生團聚，獲魯爾大學

礦物研究所博士，為臺灣第一位女性地質

學家。民國 07年隨先生返國，應聘於臺灣
大學地質系任教，歷任臺大地質系主任、所

長，並榮膺考試委員多年，現為臺大地質科

學系榮譽教授。結褵 60載，與先生鶼鰈情
深，朝夕切磋，素稱杏壇典範。先生育有二

子，皆聰穎俊秀，事業有成。長子永迪，哈

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

語言與文明學系副教授，育一子。次子永

適，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哲學系碩

士，現任《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總編輯，

大石國際文化執行長、北京大石創意副董事

長暨總經理，育二女。賢媳秀慧，子女出

眾，滿門和樂。

先生體素朗健，精神矍爍。80年秋，
先生以罹青光眼疾接受雷射手術，一度好

轉，日猶讀書寫作如故。不意其後 10餘年
間，視力日益衰退，終至失明，兼以行步不

便，竟而深居簡出。門生故舊到訪，先生輒

喜形於色，猶能侃侃而談，縷述家國往事。

今歲 0月 18日晨間 9時許，先生以發燒不
適，欲赴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就診，於送醫途

中仙逝，享壽九十有一。綜厥平生，秉性剛

正，直道而行，或執教上庠，或敭歷行政，

無不殫精竭慮，無私無我。先生治學精勤，

教澤廣被，門生任職國內外教研機構者眾，

崢嶸頭角，俊逸秀出，蓋薪盡火傳，先生之

德業風範，必將傳之久遠矣。

民國 100年 6月
李國祁教授治喪委員會　謹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