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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緣起於2022年11月本系與日本一般財團法人

霞山會共同主辦的學術研討會，該次會議以「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

抗、融合—歷史、教育、產業、經濟的視角」為題，匯集臺灣、日本兩

地專研東亞近現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關議題的學者、專家共同研

討。由於會議的順利舉行與討論議題的多樣豐富，霞山會阿部純一理事長

及本系蔡龍保教授提議，集結會議成果，出版專書，以饗學界。

2023年底，本系同仁結合國內外學者組成「近現代東亞研究群」

(https://history.ntpu.edu.tw/?page_id=8585)，除了以此搭建連結同道的交流

平臺之外，更希冀發揮以群體之力，開發新研究議題，以及培養新世代研

究者的使命。同時，由於專書的出版，也加深本系與霞山會進一步地合

作，並於2024年2月簽署合作協議，展開更密切的交流。雙方議定的合作

項目有二：一是兩地輪流，合辦學術研討會。2023年10月30日即於東京

霞山會館共同舉辦「日臺產業協力の可能性」國際研討會，2024年10月

25、26日則在臺北大學合辦「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國際

學術研討會。二是共同出版專書。為了延續研究量能，決議成立《近現代

東亞研究論叢》，出版系列專書，累積研究成果。除了霞山會與臺北大學

的經費，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的贊助及出版支持，也

是論叢得以順利成立的重要助力。論叢採中文、日文兩種版本同時出版的

形式，2024年5月論叢第一號《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再思考》

（中文版）、《日本統治期臺湾の経済、産業発展再考》（日文版），分

別在臺灣、日本兩地出版。

本書《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為論

叢第二號，共收錄8篇論文，主要脫胎於2022年11月的「東亞近現代史中

的變遷、對抗、融合—歷史、教育、產業、經濟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



(10)　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會，經嚴格的學術審查及作者修訂後集結而成。相較於論叢第一號以日本

殖民時期為觀察重點，本書各篇論文所探討的時間，主要聚焦於二戰結束

後到當代，而東亞各地跨境的文化理解與不同國家的社會比較則是本書研

究者分別觸及的兩大主題。

第一部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的三篇論文涉及「歷史」與之後變

動世界之間的關係。吳文星追溯1997年新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認

識臺灣（歷史篇）》的編輯過程，探討教科書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脫離意

識形態，呈現學界的研究成果，引導學生學習歷史知識。林志宏以滿州國

官員佐藤慎一郎為例，探討他在戰前的任職經驗及冷戰時期訪問香港的觀

察，如何影響二戰之後他對中共政權及日本外交政策的看法。小牟田哲彥

則從百年來日本人到臺灣觀光旅遊的人員變化，追索日人對臺灣印象的改

變歷程。第二部分「媒體與文化的跨境」包括二篇論文，王超然以1946年

在香港復刊的《華商報》為例，探討中共如何以報紙為媒介，進行跨境政

治統戰及文化宣傳。曾美芳同樣關注冷戰時期的香港報紙，藉由分析《星

島日報》的用詞與編輯，討論香港人政治認同的變遷。第三部分「社會的

動態發展與質變」的三篇論文將關懷時間點轉移到當代東亞社會。林明煌

從教育學的角度，分析戰後日本、臺灣、韓國、中國的課程改革，觀察這

四地在現代多元化社會發展的潮流下，課程改革相似但又隱含區域差異的

歷程。澤田ゆかり則關注另一個迫切的問題—「少子化」。透過比較中國

與日本的例證，指出兩國雖然企圖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安全網，但仍

然無法擺脫疫情前的政策框架。山崎直也的論文則介紹新冠疫情後，由在

日本的臺灣研究相關學者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日本臺灣教育推廣學會」

（SNET），及他們如何透過一系列活動，提供日本年輕世代以更多元地

角度認識臺灣，以及理解臺灣與日本的關係。

本書延續論叢第一號對近現代東亞各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變遷的關懷，十分感謝諸位專家學者及霞山會、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的支持。本系蔡龍保、山口智哉、王超然、林佩欣等教授通力合作編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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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系助教王美淑小姐協助出版庶務，是編務順利完成的關鍵。而五南

圖書公司黃惠娟副總編輯與編輯部同仁的全力支持，更是本書得以出版的

重要力量。謹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何淑宜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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