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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臺灣史學史作為臺灣史研究的新課題。全文首先重建臺灣本土史學

的多重知識系譜，回顧日本殖民地史、中國地方史、西方區域研究，以及臺灣政

治反對運動等主要研究傳統。其次介紹興起於 1980 年代後期的臺灣史研究新領

域，在史料整理、課題開發、制度建立及國際交流等方面的主要成果。並指出 1990

年代以來跨領域研究風潮、臺灣歷史論述分化，以及國族認同政治衝突等轉變趨

勢。結論則對於當前臺灣史政治工具化、商品庸俗化，以及研究瑣碎化等危機提

出批判，並反思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前景和實踐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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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筆者進行中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帝國邊陲與文化傳譯：臺灣近代歷史知識生產與典範轉

移，1860-1980」之成果（計畫編號 97-2410-H-001-090-MY2）。部分內容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主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4 日），以及新史學雜誌社主辦

「新史學與臺灣史學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2 月 13 日）。筆者感謝黃富三及王鴻泰教授

的評論，以及兩位審查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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