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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無論在臺灣或韓國，歷史學的發展均與國家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點

在本國史與外國史研究範圍的界定上，尤可清楚看出。本文的問題核心即是：本

國史與外國史的範圍界定及其歷史書寫，反映出何種國別框架與歷史認識？對於

與他國交纏的歷史脈絡，從本國史排出而歸之於外國史的分界點何在？在被視為

外國史後，其研究價值與本國史研究的需求有何關係？又，同樣的歷史事件，在

外國史與本國史的書寫中呈現何種異同，從二者的差距能否探究國別史框架對於

歷史認識的限制或影響？ 

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本文首先整理並歸納戰後韓國史學界中主題與臺灣相關

的研究成果，並置於韓國戰後史學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評估，藉此突顯「臺灣」的史

學主題，雖是在建立臺灣自我認同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但此主題到了韓國──擁有

類似政治地位及歷史脈絡的史學界，臺灣史作為一種外國史，又產生不同的樣貌。

進而，本文也思考韓國史學界在建立其本國史的學術歷程中──甚至包括日後擺

脫其本國史思考模式的過程中，臺灣史作為一「外國史」，如何被吸收至韓國史的

脈絡。本文由此思考，對於其他國家乃至國際舞台，臺灣作為一研究課題，具有

何種社會意義，及可能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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