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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經驗分享



我申請過的個人型國科會計畫
◦ 1 「武國」之知與「海國」之政：日本幕末時期的外交思想探析(20100801~20110731)

◦ 2 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追尋「共和」、擴張「帝國」(20110801~

◦ 20120731)

◦ 3 「漢學」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和越境──「同文」想像與亞洲主義、國族主義的興起
(20120801~20130731)

◦ 4 荻生徂徠的「文學」與思想：「漢文脈」與「武國」知識的展開(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20130801~

◦ 20140731)

◦ 5 「三代」想像與德川後期儒學政治思想――從徂徠後學到後期水戶學(20140801~20160731)

◦ 6 「國體」與十九世紀日本的國家想像：「漢學」與「國學」、「洋學」的交錯(20160801~20170731)

◦ 7 江戶與明治日本的臺灣歷史書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20170801~20210731)

◦ 8 江戶後期的日本古史論辯與書寫： 以徂徠學派和國學者為主(2020/08/01~ 2024/07/31)

◦ 9 徂徠學派與江戶醫學知識的轉變： 近世中國醫學批判與古方派、蘭方醫學的展開(2023/08/01 ~  

2026/07/31)



展現自己對相關文獻的知識與理解
◦ 首先，在江戶時代提及臺灣的文獻有許多書籍。可大分為以下四種。

◦ ⅰ地理書（世界地理方面的概論、隨筆、雜記與地圖等）

◦ 西川如見《増補華夷通商考》《長崎夜話草》、新井白石《西洋紀聞》《外國通信事略》《白石遺文》、森嶋中良《紅毛雜話》《萬國
新話》、古屋野意春《萬國一覧圖說》、長久保玄珠《大清廣輿圖》、林子平《三國通覧圖說》、東條耕《清二京十八疆域全圖》等。

◦ ⅱ史料（風說書、漂流記、官方編纂資料等）

◦ 林信篤《華夷變態》、《寛政二年琉球人臺灣兵亂風說書》、桂川甫周《志州船臺灣漂着話》（《船頭小平治臺灣漂流記》（《臺灣漂
流記》《志州鳥羽布施田浦小平治船臺灣國漂流記》《寶曆七年小平次臺灣漂流記》）、荻生北溪《臺灣亂傳聞記》、《文化六年臺灣
漂流記》（《文化六年天德丸臺灣漂着記》）、《寶曆九年臺灣漂民之記》（《寶曆九年漂流記》）等。

◦ ⅱ文學書（小說、劇本、個人文集等）

◦ 鵜飼石齋《國姓爺忠義傳》（寛文元年、《明清軍談》《明清通俗軍談》《明清闘記》）、近松門左衛門《國性爺合戰》（正德五年初
演）、《國姓爺御前軍談》（享保元年刊）、上坂兼勝《通俗臺灣軍談》（《臺灣軍談》、讀本、享保八刊）、竹田治藏與市山ト平
《仮名草紙國性爺實錄》、仮名垣魯文《國姓爺一代記》、石田玉山作畫和山珪士信編《繪本國姓爺忠義傳》、江島其磧《國姓爺明朝
太平記》、朱舜水《舜水文集》、朝川善庵《善庵隨筆》等。

◦ ⅲ歷史書（史書、傳記）

◦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灣鄭氏紀事續編稿》《臺灣割據志》、小宮山楓軒《議臺灣別志》、盧驥《長崎先民傳》、齋藤拙堂
《海外異傳》等。

◦ ⅳ政論書（海防論等）

◦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島津齊彬《島津齊彬言行錄》、吉田松陰《幽囚錄》、野本白岩《海防論》、 古賀賀侗庵《海防臆測》、平
山子龍《海防問答》、岩垣月洲《西征快心編》等。



清楚說明研究内容
◦ 1江戶時代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以水戶藩儒者為主

◦ 2明治時期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一)――以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為中心

◦ 3明治時期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二)――以伊能嘉矩《臺灣志》為中心――



◦ 第一年預期完成收集《臺灣割據志》、《臺灣鄭氏紀事》、《征韓偉略》等水戶藩史學的相關研究
資料和先行研究，然後加以分析，寫出一、二篇論文。然後，除在臺灣發表外，並努力争取在日本
或歐美國家以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機會。

◦ 第二年以齋藤拙堂《海外異傳》、平山子龍《海防問答》、島津齊彬《島津齊彬言行錄》、吉田松
陰《幽囚錄》等江戶後期著作中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為重點展開研究，預計寫出一、二篇論文。

◦ 第三年以以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為中心，將蒐集明治時期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相關的資料，
然後分析、考察，將之論文化。預計寫出一、二篇論文。然後，除在臺灣發表外，並努力争取在日
本或歐美國家以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機會。

◦ 第四年以伊能嘉矩的研究為主，蒐集相關研究資料與研究，然後以明治時期的臺灣史論為題，撰寫
論文。除在臺灣發表外，並努力争取在日本或歐美國家以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機會。



研究的重要性
◦ 1後期水戶學研究

◦就後期水戶學研究而言，過去的研究大都專注在其日本史論，或其對西洋國家的抵
抗與認識。本研究以其臺灣史論為研究重點，主要探究後期水戶學者對中國與朝鮮
的認識與相關歷史書寫，及在此脈絡下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問題。這是種新的問
題意識，有助於吾人深化對後期水戶學的理解。

◦ 2昌平黌儒者及德川後期思想史研究

◦ 3江戶時代的臺灣認識與臺灣史研究

◦ 4明治時代的臺灣認識與臺灣史研究

◦ 5伊能嘉矩研究

◦ 6明治日本的國際政治思想與竹越與三郎研究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 1江戶時代的臺灣認識或臺灣歷史書寫――以後期水戶學為主

◦ 2後期水戸學研究

◦ 3德川後期儒學思想史研究――以昌平黌及其周邊儒者為主

◦ 4明治時期的臺灣認識和歷史書寫――以伊能嘉矩與竹越與三郎相關研究為主

◦ (1)伊能嘉矩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相關研究

◦ (2)竹越與三郎的臺灣論、臺灣歷史書寫相關研究



◦ 竹越與三郎是明治時期著名的記者、歷史學者、政治家。但相較於與福澤諭吉、德富蘇峰、志賀重昂等與其同時
期全方位的博學明治知識人，有關他的研究顯得偏少。最全面討論其生涯的著作與思想的當是高坂盛彦《ある明
治リベラリストの記錄――孤高の戰闘者 竹越與三郎傳》(2002)與西田毅的《竹越與三郎――世界的見地より
經綸を案出す》(2015)。其他尚有發表於專書和期刊上關於竹内與三郎的研究，但主要着重在其日本史論方面。
例如：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學史の研究 明治編》與田中彰《明治維新觀の研究》等書皆有論及其日本史論。
在期刊方面有中村哲〈竹越三叉の史論と政論〉，和武田清子〈竹越與三郎の歷史觀 ――研究ノート――〉等討
論其歷史論的論文。

◦ 就臺灣論或臺灣史論方面而言，在上述的西田毅《竹越與三郎――世界的見地より經綸を案出す》有從殖民經營
論的角度簡單論及竹越的臺灣殖民論相關問題，但其論述偏重於植民政策論與朝鮮論。此外，矢野暢《南進の系
譜》中，亦有從南進論角度，討論過竹越包括臺灣在内的南進論。但就筆者現今掌握的資料來說，主要以其臺灣
認識與歷史書寫的相關問題為主題是，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
本殖民論述的濫觴〉（2006）和邱雅芳〈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
南進論述〉（2008）。

◦ 首先，張隆志是從殖民現代性與比較歷史的觀點着手，以竹越的《臺灣統治志》為主要分析文本，探討日本殖民
論述在臺灣的建構過程與効應。張隆志分析竹内如何肯定地評論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政策以展現日本人經營臺灣
的成功，並說明竹越的臺灣殖民論影響了西方人的臺灣觀，及成為戰後殖民統治論的濫觴。相較之，邱雅芳是以
竹越的《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為分析對象，以「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觀點討論竹越的臺灣書寫
與南進論間的關係。邱雅芳首先說明竹越在《臺灣統治志》中，對古老中國的偏見牽動其對臺灣的認識，認為臺
灣是尚待啟蒙、開化的蠻荒地。但在後來出版的《南國記》中，他認為臺灣無論談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或人民生
活水準各方面，都比其他各殖民地還佳，可做為日本南進政策的起點，一個殖民地典範。

◦ 如上，張隆志與邱雅芳皆以竹越的臺灣殖民論為主要分析對象。但竹越畢竟是歷史學家，仔細解讀《臺灣統治
志》，可看到他亦用來自近代西方的人類學知識、歐美人所寫的臺灣史與世界史相關書籍、中國的《明史》等史
料與其日本史知識來書寫「過去的臺灣」（臺灣的歷史）。其臺灣史論與其漢學知識、世界史知識、日本史論明
顯所關聯。所以，本研究將在上述先行研究基礎上，討論其世界史視野中的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另一方面，亦
將從明治思想史的視角，將其臺灣論與他明治知識人的臺灣論、南進論比較，以凸顯其思想特色與意義。



研究成果

◦ 1 藍弘岳，2020/11，〈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
治〉，《思想》41期（臺灣聯經），頁157-201。

◦ 2 藍弘岳，2024，〈《臺灣鄭氏紀事》與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書寫：從江戶日本到清末中
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5本。（AHCI, THCI，第一級）待刊

◦ 3 藍弘岳，2020/12，〈明治日本的「自由帝國主義」與臺灣統治論：從福澤諭吉到竹越與
三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巻第4期，頁607-643。（TSSCI，第一級）

◦ 4 藍弘岳，2022/3，〈近代日本帝國大學「新史學」的發展與臺灣史研究〉，《新史學》
33卷第1期，頁13‐67（THCI，第一級）



結論：撰述計畫時，應注意事項

研究題目的原創性、重要性要說明清楚。

相關研究的評論要適切，並在其基礎上展開。→讀懂先行研究，方能有原創性。

計畫内容不可太簡單，但太繁雜、詳細也不好。條理分明最重要。

予算編列不要太誇張即可。



計畫不通過，怎麼辦？

◦檢討自己在制定題目時，是否過度陷入自身的問題意識中，而無視現今台灣
的學術主流，及相關問題等→多參加研討會，多傾聽別人意見。

◦繼續做研究、投稿論文。因為研究業績占一半的審査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