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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餘年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境」、「跨國」研究成為

許多從事東亞區域研究者重要的問題意識，打破單一地區或國家研究之視

角，關切各地區或國家間的互動和交流關係，研究成果對近代東亞地區政

經或社會、文化等之變遷和發展，有不少新的發現，並修正一些既有的看

法。呼應此一研究潮流，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自2012年開始，定期廣邀國

內外學者，舉辦一系列關於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研討會。2022年11月4、5

日，進而與長期致力於東亞區域文化交流業績卓著的日本一般財團法人霞

山會，共同主辦「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從歷史、教育、

產業、經濟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跨國境及跨領域的視角，探討戰

前、戰後東亞區域間知識、制度、技術及人才流動所產生的變遷、對抗及

融和，以及互動關係。此一研討會不僅開啟臺日雙方合作推動近現代東亞

共同研究和跨領域交流之端緒，會後，在蔡龍保教授積極策畫下，糾集

臺、日、韓、中等國學者三十餘人，組成「近現代東亞研究群」，以歷史

研究為基礎，推動近現代東亞課題的跨國共同研究和跨領域交流，定期舉

辦國際研討會，並以中、日文出版「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透過此一研

究社群，不僅跨領域、跨學科的各國研究者相互對話交流、相互切磋，並

可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展開共同主題的跨國研究計畫。當此一構想發起

之際，個人聞訊樂觀其成、全力支持，且有幸共襄盛舉忝列顧問，以略盡

綿薄。

出版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為研究群事業之一，2024年3月，首先收錄

2022年研討會中關於日治時期經濟政策、交通建設及文化資產活化之研討

會論文八篇，出版《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再思考》（日文版書

名『日本統治期臺湾の経済、産業発展再考』），作為系列研究論叢第1

號，出版以來甚獲研究界同好之重視和熱烈回響，可謂殊堪欣慰。



(6)　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接著，收錄2022年研討會中關於近現代東亞歷史認識、媒體傳播、社

會的發展動態與質變等課題之論文七篇；加上拙稿，合計八篇，出版《跨

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作為近現代東亞研

究論叢第2號。拙稿係研討會首日個人應主辦單位之邀，依指定以「認識

臺灣（歷史篇）與臺灣中學歷史教育之變革」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以個人

擔任「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編審委員兼執筆人的經驗，介紹課程

標準研訂及教科書編寫經過、編成之初的相關議論，以及該科目之實施對

臺灣中等教育歷史課程之影響。會後，略作增補，收入本書「歷史教育與

歷史認識」之一篇章。願拙稿有助於適切了解當初編寫臺灣史教科書所本

持之原則和態度，以及其後對臺灣史教學成為中學歷史教育正式課程之影

響。至於其他各篇論文，分別屬於政治史、大眾傳播史、社會史、教育史

之專題研究，主題均具創新性和重要性，以跨境文化觀察之視角，探究近

百年東亞社會文化的脈動及其關聯。咸信近現代東亞社會文化研究之同好

諸君捧讀本書必感獲益良多，並深受啟發。

本系列叢書得以依預定順利定期出版，至為可欣可賀。今值本書出版

之際，承主編蔡龍保教授之囑咐，撰文推介。忝為顧問，不敢推諉，爰聊

綴數語，略抒所感，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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