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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論衡》第十九期，延續上一期慶祝史語所

八十周年的學術活動，刊出了多篇相關的應景文章。

本期刊出許倬雲院士於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演講稿。許先

生回顧歷史上的先例，以及中國近代學術上的特性，

指出傅斯年先生所創立的學術團體，反應了十九世

紀德國學術關懷的幾個重要課題，目的是為了「界

定中國」。許先生也同時回顧二十世紀後半的學術世

界，呼籲台灣的學者必須從界定自己，進一步提升

為「界定人類」─也就是從「人」的現象，來陳

述「人」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中央研究院公布了第一

屆院士當選的名單，同年九月在南京舉行了第一次

的院士會議。郭金海〈傅斯年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

院士選舉〉一文，分析了本院第一次院士選舉的過

程，這件事無疑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值得關注且

意義深遠的重要事件。作為這次選舉的核心人物，

傅斯年到底從事了哪些活動？據考訂「院士」這個

名稱，是由傅斯年拍板決定的。史料顯示一九四七

年五至六月間，傅斯年與胡適兩人對院士的人選進

行了溝通，這次溝通顯示了兩人之間的一些「私

心」。傅斯年同時也推動了多項選舉制度的制定。文

中指出：「可以說，高度的學術理性和強烈的民族

主義意識的交織或共存是民國學術菁英選舉的一個

重要特徵。」而這種精神，似乎有式微的傾向。

在這一期也登出了陳弱水的〈王弼政治觀的一

個解釋〉，這篇文章主要是想透過中國史上早逝的天

才王弼的政治思想，來探討在儒家成為文化正統的

時代，道家式的政治思想的意義。王弼理想中的社

會生活，是認為在自然與教化之間，更偏重前者；

而統治者最好能夠擔任教化的輔助角色，而不應該

越俎代庖。他顯然是一個希望以「自然」演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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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力量的社會秩序，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實現。也

就是在正統儒家意識型態以外，追尋安定、自適與

快樂。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田仲一成回顧，日本中

國法制史的權威仁井田陞先生的生平。仁井田先生

享年六十一歲，畢生出版著作十種，學術論文兩百

餘篇，可以算是一位不出世的學者。他的學術取向

可以稱之為具有宏偉史觀的經濟社會史家。仁井田

先生對中國家族法的研究，有其深遠的影響力。他

認為南宋時期女性已經可以在家產上有份，其地位

比唐代之前有所提高。對於中國家族或宗族的看

法，仁井田先生也把它看作「經濟互助集團」。各位

讀者可以仔細地品讀田仲教授的〈我心目中的先師

仁井田先生的生平與學術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