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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日本的臺灣研究狀況（2012-2017） 

黃英哲、張文聰∗ 

摘 要 

創刊於 1889 年的《史學雜誌》是日本歷史最悠久，也是所謂最具有「權威性」

的歷史學研究雜誌，特別每年 5 月發行的《史學雜誌》特集「歷史學界：回顧與

展望」，綜觀整理前一年日本史學界發表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歷史研究者關注與必

讀的一卷。自第 112 編第 5 號（2003 年 5 月）起，《史學雜誌》將臺灣史研究單獨

立為一個條目來檢討。 

過去日本與臺灣的學術界也曾有介紹日本的臺灣研究動向之整理報告。日本

臺灣學會的整理以 10 年為界，聚焦於幾本重要學術專書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召開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報告，則是以單一年度、或是某一

主題為界，較能細部描繪日本學界的動態。臺日學界交流頻繁，雙方共享相同的

問題意識，即「臺灣主體性」與「歷史連續性」。筆者在前人的累積基礎上，接續

整理介紹日本學界近年的臺灣研究狀況與動向。 

本文將以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四十週年的 2012 年為起點，以《史學雜誌》「回

顧與展望」中提到的臺灣研究專著、論文集、論文為基礎，梳理到 2017 年為止，

日本學術界以日文出版、關於「臺灣研究」的重要著作及其迴響，討論近年日本的

臺灣研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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