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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歷史學系碩士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史料與史學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 二十世紀的史學家開始著重「微觀歷史」，尤其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將歷史研究

的主題從權力「中心」轉向「邊緣」，轉向「許多人」或「由下而上的歷史」，而他

們所說的「許多人」主要是指社會地位低下的邊緣人和被剝削的人；同時，這些歷

史學家所看到的「許多人」是指具體的和個別的人，絕不會讓他們在世界歷史進程

中，消失或淹沒在無名的群眾當中。請具體舉實例或專書說明並申論之。(25%) 

二、 英國史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在其著作《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中主張：「歷史主要是史學家製造出來」，是「不斷變動的問題架構式論述」。然而

另一位英國史家 Richard Evans則極力批評 Jenkins，在其著作《為史學辯護》(In 
Defense of History)中總結道：「歷史確實發生過，而且只要我們足夠認真、細心

和自我批判，我們便能查明它如何發生，並對它的意義獲致某種站得住腳的結論，

雖然無法蓋棺論定。」請具體舉例說明並申論你對於此兩種歷史論述的看法。(25%) 

三、 中國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歷史學家。他認為／主張「史學即是史料學」；又主張以

「存而不補」的態度對待史料，並以「證而不疏」的手段來處理史料。（25%） 

（1） 這位史家是誰？請說出其名字（5%） 

（2） 「史學即是史料學」、「存而不補」、「證而不疏」， 這三個說法的涵意是甚

麼，請說明之。（10%） 

（3） 有謂：以上三個說法對歷史研究來說，有其正面意義，但也有其負面意義。

這些所謂正、負面意義是甚麼？請述說之。（10%） 

四、 史學研究，當然是一種學問／學術。但這門學問是可以和時代發生關係的，不必然

完全脫離現實社會而只是象牙塔中的一門學問而已。您同意這個說法嗎？如果同

意，請詳細說明您為甚麼同意（舉例說明史學研究和現實社會可有的各種關係）。

如果不同意，也請詳細說明您為甚麼不同意？（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