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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李國祁先生： 
與李國祁先生交
往中的二、三事
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國祁先生是師大史地系的學長，比我

早 5年畢業，比我早 0年進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服務。1064年我入近史所時，他
已赴德國進修。1066年李先生學成歸國期
間，擬經美國返臺，傳言郭廷以所長要請他

任副所長，引起幾位資深同仁的不滿，嗣以

李先生自美回臺簽證發生問題，乃返回德國

做研究。郭先生創所時期，只有臺大有歷史

研究所，而且不培養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

而出國留學者很少回來，所以郭所長進用的

人員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記得王萍女士在

美國取得碩士學位來近史所工作，郭先生引

以為榮，每有外國學者來，郭先生必特別介

紹，說她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碩士。郭先生非

常希望能讓年輕同仁出國進修，故在爭取到

福特基金資助近史所發展時，特別有一項是

資助同仁出國進修。李先生是拿獎學金去德

國進修的，而且拿到博士，自然受到郭先生

的器重，但不為一些資深同仁所容。李先生

留在德國做一段時間研究工作之後，獲聘為

近史所副研究員，但升研究員時在所務會議

被否決，後由院務會議通過。

李先生有領導能力，又喜歡做事，是火

車頭型的人物。來近史所後即被借調到師大

歷史研究所做所長。那時國科會想推動大型

研究計畫，派人與李國祁先生等商談，因

為郭所長所擬的近史所十二年發展計畫中

有研究「中國近代化」的項目，李先生就

以「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1060-1016」
為題，找人參加。當時大學雖然開近代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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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真正專心研究近代史的人很少，所以

參加的主要還是近史所同仁。該計畫籌組期

間，我正在做民國初年的政黨研究，心無

旁騖。有一天，李國祁先生來我研究室，

說：「我們的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計畫主要

研究沿江沿海各省區的近代化，山東省還沒

有人研究，你是山東人，參加我們的計畫如

何？」我聽了學長的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是好。我說：「我雖然是山東人，從小離開

家，對山東一無所知，呂實強先生不是可以

研究嗎？」他說：「呂先生要研究四川省，

不研究山東省，其他同仁也沒有人要研究山

東省；山東省很重要，這個計畫不能缺山東

省。」我考慮了一下，只好答應。想不到這

一答應，以後的歲月至少有一半都花在山東

省的研究和史料搜集上。

這個計畫是近史所的第一個大型研究計

畫，以前近史所同仁都是單打獨鬥，各研究

各的。李國祁先生能夠說動一些同仁，組織

10個人參加研究計畫是很不容易的事。這
個計畫是國科會答應支持的，當時在國科會

負責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員皆為

社會科學家，他們總覺得前此歷史的研究都

是堆資料、講故事，缺少理論架構，希望我

們的計畫能借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理

論架構、社會科學方法，以前總認為是社會

科學家的事，現在要套在歷史學者的頭上，

參加的同仁都戰戰兢兢，除了經常請政治學

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近史所講演外，

還要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張朋園先生甚至

去臺大旁聽費景漢先生的課。張先生聽了一

學期，我問他：心得如何？他說：經濟方面

的東西很難懂。這也許是客氣話，據我瞭

解，在所有參與研究計畫的同仁中，張朋園

先生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最多，將社會科

學理論用在歷史研究方面的也最多。

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共做了 0年
半，研究成果尚未整理出版，接下來就另擬

計畫研究 1016-1000年間沿江沿海各省區的
近代化發展。在討論繼續組織計畫的時候，

李國祁先生突然提議要換主持人，並指名由

我主持。李先生的意見是：他是研究近代史

的，所以 1060-1016年這一段由他主持，我
是研究現代史的，所以 1016-1000年這一段
應由我主持。其實那時我對現代史這個範

圍才開始多所涉獵，談不上什麼研究，因為

受李先生之邀在師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現

代史研究的課，不得不在這一方面多讀一些

書。當時參加計畫的同仁我最資淺，有幾位

是師大的學長，有幾位出身臺大，年齡也比

我長，我實在不敢接這個擔子。不過，因為

他們的主要研究志趣都在晚清這一段，又說

我年輕，應該為大家跑腿，我也不便多說。

那幾年坊間出版了不少有關現代化的書，用

「近代化」一詞的漸少，在我的建議下，就

將原計畫的名稱改為「中國現代化的區域

研究，1016-1000」。不意計畫做了 1年，
「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成果由海外院士

劉廣京先生等審查完畢，他們的意見是：地

方史做得太細，海外學者沒有耐心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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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不易為人了解。建議我們改做全國

性的現代化問題，譬如工業化、民主化。於

是第二年計畫重擬，定名為「中國現代化的

專題研究計畫」，仍是 10人參加，各自提
出自己的題目，做了兩年。我在計畫中做的

是工業化，張朋園先生做的是民主化，後來

都有專書出版，其他同仁的研究成果有無出

版已記不清楚，至少都有論文發表。

我入近史所後，郭先生要我研究現代

史，我原想從晚清社團研究起，向下研究民

國建立後的政黨和政黨政治，被李國祁先生

拉去研究山東省，卻從此對山東省的歷史發

生興趣。為了蒐集民國人物記憶中的山東史

料，還請求我讀中學時的楊校長出面，約

集同好，創辦《山東文獻》季刊，我也參與

編輯工作。辦了 20年之後，山東文獻社同
仁又結合兩岸學者修了一套《民國山東通

志》。追憶前緣，就想起李國祁先生邀我參

加研究計畫那一段話。

李先生不僅邀我參加研究計畫，在此之

前即邀我去師大歷史研究所開課。李先生主

持下的師大歷史研究所，在教學與研究上以

近現代史為重點，張朋園、林明德先生等也

都去開課。當時現代史是一個新興的課程，

治安機關對這一方面的教學與著作甚為注

意。不知是否因為受到有關方面的關切，有

一天李先生來與我聊天。李先生說：「研究

與教學是兩回事，不一定要把研究出來的東

西都告訴學生。」我說：「如果研究的成果

不能告訴研究生，那辦研究所幹什麼？」李

先生沒說什麼，就把話題轉到其他方面。我

在師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期間，李國祁先生受

東華書局之邀，主持編印一套歷史叢書，李

先生要我寫《中國現代史》，答應之後，我

就把多年的講義整理出版。不意出版不久，

傳說要查禁。李先生來找我，說我的書恐怕

要大幅修改，我說：「我不知要改什麼，你

如果有掛慮，我的書可以不放在歷史叢書

內。」不久東華書局轉來治安單位的審查意

見，我看了鬆了一口氣，不過是紀年和稱呼

的問題，我據學術論著的常規答辯，至於有

一個意見說：不可拿國民黨與共產黨比較。

我答應把那一段刪掉。信由東華轉給治安機

關以後，不久即雨過天晴。意料之中的，時

在戒嚴時期，讀者喜歡讀禁書，因為傳言我

的《中國現代史》要查禁，暢銷了好多年。

回憶前緣，又想到李先生邀我去師大兼課、

邀我寫《中國現代史》的情景。

李國祁先生作為史學界的火車頭，不僅

拖著許多學生跑，也拖著史學界的一些朋友

跑。有人跑了一段停止了或轉向了，我好像

還是走在他所引導的路上。人生有許多路，

走那一條路有意義，很難說，到目前為止，

還是覺得滿愉快的，在此說一聲「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