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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祁先生的治
學與教學
張朋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我與李國祁先生同年，是大學時期的同

學，但他高我兩班，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我們曾是同事，也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系教書，這先後超過一甲子。今天他先我一

步回到天堂，由我來向諸位報告他的生平。

如果要詳細一點，恐怕得有 0天 0夜的時
間，在此我只能簡單的說一說李先生的治學

與教學。

今要了解李先生，當先談他的性格。我

們相處五、六十年，一同做學術研究，一

同在師範大學教書，他的意志與性格十分堅

強，做事要求成功，不許失敗，無論是對自

己，對學生，決定了的事，就要去做好，有

結果，不會半途而廢，而且他要求一定的規

格與標準。我與同事們背後談論到他的性

格，會用「強人」（strongman）形容他，
一個堅毅不拔的人。我認為李先生堅毅不拔

的性格，不僅是天生的，還要加上他接受了

德國的教育，他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更加

強了他的堅毅性格。以李先生的性格及他的

能力，他應該擔當大任，但一個人能否擔任

大任，相關的因素很多，是不是有那種機

緣，是可遇而不可求。我個人倒是很高興能

與李先生共事數十年，他如果爬得高高的，

我們就沒有共事的機會了。

從 0060年代開始，我與李先生在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共事，追隨我們的專

業啟蒙老師郭廷以先生學習研究中國近代

史，李先生早我 5年入所，郭廷以老師非常
器重李先生的才華，帶著李先生一同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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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今天的近代史研究

所是世界知名的研究機構，早年曾經過一段

篳路襤褸的階段，在郭廷以及李先生等的努

力下，已建設成為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

鎮。

我們在近史所做研究，一直到退休，李

先生早年研究極為豐碩，他早年的著作有

《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張之洞的外交

政策》等專書。

值得記憶的是，李先生領導下的集體研

究計畫。0070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同仁組織「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

這是一個集體研究計畫，共有同仁 00人參
加。李國祁是計畫主持人。我們以 4年的時
間完成計畫。0080年 00月初，李國祁、王
樹槐、張朋園等 0人一同去美國訪問。當時
美國普林士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亦有一項 6人的「中國現代化研究計畫」。
該計畫係由知名現代化理論家 C. E. Black
教授主持，我們應邀前往訪問，大家聚在一

起，交換研究心得，是一次值得記憶的中美

學術交流。此際，我們順道分別訪問紐約的

Columbia University及 St. Johns University，
分別作專題演講，或參加討論會。00月 07
日，我們飛抵德州（Texas）的 Austin城，
在德州大學再次談論我們的研究計畫及成

果。00月 00日，再由 Austin飛亞利桑那州
的 Tucson，這是我們的最後行程。到此，
除了訪問 Arizona University 中國研究中
心，同時拜望郭廷以師母。在 Tucson大學
接待我們的是陶晉生、鮑家麟兩位教授。

陶、鮑也都是老同事，他們的招待有賓至如

歸之感，我們在大學的活動亦最輕鬆。我們

看到了郭師母。0075年，恩師郭廷以先生
在紐約逝世。郭師母從紐約遷來 Tucson與
長子郭倞闓先生一起生活。我們見到郭師母

福體康安，十分高興。國祁早年追隨郭廷以

老師創辦近代史研究所，可說篳路襤褸，而

今恩師已經仙逝，見到師母，更是百感交

集。我們在 Tucson住了 0天，於 00月 00
日啟程回臺。

0080年在 Columbia University

0080年在Dallas, Texas （左起：王樹槐、李國祁、
張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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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年訪美在紐約 St John’s University（左起：
王樹槐、李國祁、李又寧、章楚、張朋園）

0080年 00月 00日在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左起：陶晉生、王樹槐、李國祁）

0080年 00月 00日訪問美國阿利桑那大學（左起：
張朋園、李國祁、王樹槐）

0080年 00月 00日在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左起：張朋園、鮑家麟、李國祁）

0084年「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討論會（左起：
朱滙森、李國祁、張朋園

0080年 00月 00日在 Arizona的 Tucson郭倞闓先
生家（左起：郭倞闓、李國祁、郭師母、張朋園、

郭倞闓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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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當年李先生約集同事 00人參加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這個計畫後來

出版 7本專書，復旦大學陳絳教授曾撰書評
認為這是中國區域研究的創舉。李先生在

區域計畫中擔任閩浙臺地區，亦即浙江、福

建、臺灣 0個地區合在一起研究，這是一個
龐大而複雜的地區，而他卻是如期完成研

究，對臺灣有一個突破性的解釋，他說臺灣

的發展是「內地化」的結果。「內地化」是

一個創見。以上大致是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情形。他的個人研

究、在他領導下的集體研究，成果都是豐碩

的。

李先生的教學。這一部分的成就也是非

常輝煌的。李先生從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回

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那時，我們的

母校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正處於世代交替

的時候。我們的老師輩原先大多是 0040年
時期從中國大陸來的，0070年代他們都已
到了退休的年齡。那時主持歷史系的老師是

朱雲影教授，他也到了退休的年齡。但在

0070年代臺灣正處飄搖不定，在國外的學
者不願意回到臺灣，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

而李國祁先生毅然學成歸國，十分難得，而

且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奠定

了很好的治學基礎，朱雲影老師要國祁回母

校幫忙。那時歷史系已設研究所，授予碩士

學位，要進一步辦博士班，授博士學位。朱

先生遂將研究部的責任交給了國祁。他就是

在這緊要的關頭回到母校。

李先生雄才大略，接下了任務後，他似

乎有恃無恐，辦博士班要有一群能教書的學

者參加。李先生將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同事

拉了去幫忙，最為洽當。大家都知道當年

郭廷以先生創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也是帶著他的一群師大學生，從基本訓

練開始，先整理檔案，進而學習寫論文，像

師傅教徒弟一樣的訓練，個個練就了一身好

工夫。郭先生這一批弟子後來多半都到歐美

去進修過，可以說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再

將他們拉來幫忙，豈不是草船借箭，東風

齊備，我就是草船借來的一隻箭。簡單的

說，辦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困難是可以

克服的。我們訓練出來的博士多半都很有成

就，我們第一屆畢業的博士 0人，林麗月、
呂芳上、林滿紅，都是今天史學界大大有名

的學者。林麗月就在本校服務，她的桃李滿

天下，也是有名的明史專家。林滿紅、呂芳

上分別在經濟史及政治史方面有傑出的成

就，兩人都曾出任國史館館長。正所謂「沒

有狀元老師，只有狀元弟子」。我們歷史系

畢業的博士，在史學界都占有一席之地。

我要談談李先生辦學、教學的認真與嚴

格，以證明他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和教

育家。李先生的學識淵博，他講授中國近代

史、明清史、中國通史、史學方法等課程。

在研究部的課程都以討論會（seminar）為
主，大學部的課程講授精彩，學子十分歡

迎，而研究部的 seminar研究生既高興、又
畏懼。李先生對學生要求嚴格，選課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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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定期交上論文，不得拖里拖拉延後

不交。對於博士論文尤其要求嚴格，如果在

考試日期前兩星期不能把論文送到考試教

授手中，李先生往往會痛罵學生，讓學生十

分畏懼。但是李先生也有很溫暖的一面，他

關心學生的困難，他與學生共同研究，如果

錯過了吃飯時間，就會帶著學生一起吃飯，

當然由他請客付帳。他對教授先生們更是非

常客氣，平時噓寒問暖，假期時他往往會邀

請一些老同事去他白沙灣海邊的別墅游泳，

在海邊玩兩天，一切由他招待。通常都會吃

烤肉，大快朵頤。

以上大致是我對李先生的瞭解，在座李

先生的老朋友很多，請大家補充改正。

我最後要講的一句話：李先生是一位學

者，是一位好老師，這是大家都瞭解的。其

實李先生還有一點最值得一提的，即他更長

於理財。在我輩們當中，他的理財之道是最

值得學習的。

008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