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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在1945 年獨立後，開始有關中國史的研

究，但真正的起步是在韓戰以後。1965年成立東洋

史學會，其中包括中國史、日本史、東南亞史、印

度史、西亞和中亞史的研究，但中國史的研究在其

中佔有主導地位，一直倍受重視。在中國史的研究

中，明清史的研究又頗令人注目。時至今日，韓國

的明清史研究在東洋史學會下的明清史學會的主導

下，成為韓國中國史學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部分，頗

值得我們重視。

一

　　80年代以前，韓國的明清史研究，同其他有關

中國史的研究一樣，是以中韓關係史作為主導。究

其原因，正如韓國當代中韓關係史研究最為傑出的

代表全海宗教授所言：「中韓關係史的研究成就可

幫助韓國史的研究…並且中韓關係史的研究也可以

提出一個方向研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因此是

很重要的研究。」1 韓國保存了許多中韓關係方面

的原始史料，因而具有資料優勢，而成為韓國中國

史研究的切入點和最初階段的主流。據統計，在

1975年以前，中國史的研究論文有800餘篇，其中

一半以上是關於中韓關係的。2 這些研究多是立足

於韓國，探討中韓歷史上的朝貢貿易、使節往來、

宗藩關係等等問題，就明清時期的研究而言，最具

影響的代表有：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研究》（一潮

閣，1970）、《韓國與中國》（知識產業社，1979）；

高柄翊《東亞交流史之研究》（漢城大學出版社，

1970）；徐炳國《宣祖時代女真交涉史研究》（教文

社，1970）；申基碩《韓末外交史---清韓宗屬關

係》（一潮閣，1967）；李鉉淙《明使接待考》（鄉

土　　　12/1961)。80年代以後，又有權錫奉《清

末對朝鮮政策史研究》（一潮閣，1986）；宋炳基

《近代韓中關係史研究》（檀大出版部，1986）。此

外，南都泳、李存熙、黃元九、朴元熇、金鐘圓等

人對明清與朝鮮王朝關係的有關研究亦頗令人注

目。

　　除中韓關係的研究外，從70年代以來，對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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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本身的研究漸漸多起來。迄今為止，有關政治制

度、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皆有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就。

　　閔斗基《中國近代史研究---紳士階層的思想

與行動》（一潮閣，1973），雖偏重於近代，但對

明清紳士的論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是韓國第

一本真正研究中國史本身問題的著作3 。曹永祿

《中國近世政治史研究----明代科道官的機能》（知

識產業社，1988），是韓國第一部有關明清政治史

方面的專著。本書對明代科道官的形成及其在明代

各朝政治運作上所處地位和扮演角色的演變進行了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吳金成《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

研究----明代紳士階層的形成與其在社會經濟上的

角色》（一潮閣，1986；汲古書院，1990年日文譯

本）則是韓國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極其重要的

著作，也是韓國第一部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專

著，它以江西、湖廣水利開發為主，分析其人口移

動與農業生產力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因之研究

了紳士在明代社會變遷中所擔當的角色和所起的作

用。崔韶子《東西文化交涉史研究》（三英社，

1987）與襄永東《明末清初思想》（民音社，1992）

則是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前者分

析了從明末到乾隆年間，康、雍、乾三帝以及中國

士大夫對西學所持的態度和觀點，分析了明末清初

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和接受西學的過程。後者則對

明末清初之際的陽明學、李贄思想、程朱理學進行

了分析和研究。此外，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

的《講座中國史》（全七卷，知識產業社，1989）亦

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其中第四卷以明清時代為主，

以「明朝的統治體制與政治」、「陽明學的成立與

發展」、「明清時代的農民反亂」、「明清時代國

家權力與紳士階層」和「清代的思想」等為題，綜

論了明清兩代的歷史。

　　除以上提到的專著外，相關的專題及論文就更

多了。從論文的數量上看，70年代以前每年有關明

清史研究論文皆只有數篇，以後逐漸增多，具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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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資料源於《歷史學報》）：

　　從上表可以看出， 76 年到 84 年，每年皆有

11，12篇；85到90年則有15，16篇，91年以後

平均已達20篇，94， 95兩年皆超過20篇，因之

韓國的明清史研究正蓬勃發展。

　　除以上的專著外，其他的研究尚有，申龍澈對

李贄與焦竑的研究、權重達的明代教育與史學史研

究、任桂淳關於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朴元熇關於

徽商的研究、金鐘博的明代糧長與賦役制度的研

究、全淳東明初政治史的研究、宋正洙關於明清鄉

村社會的研究、曹永祿對陽明學與東林黨人之研

究、吳金成對明代社會階層等研究，皆有相當的成

就。同時崔甲洵、曹秉漢、河政植、徐正欽、俞春

根、鄭台燮、尹貞粉，俞長根、鄭哲雄等有關研

究，亦頗令人注目4 。

　　總之，韓國的明清史研究已擺脫了中韓關係史

為主導的局面，對明清史很多領域進行了研究，取

得了相當的成就。

二

　　談韓國的明清史研究，不能不提明清史學會。

1983年 11月，當時以曹永祿、吳金成、朴元熇、

申龍澈、黃元九、權重達、崔韶子、金鐘博等為主

在漢城成立了明清史研究會，屬於東洋史學會下的

一個分會。現改名為明清史學會，會員現有60 餘

名，大部分是在漢城及地方各大學的教師和博士研

究生。除寒暑假外，此研究會每兩週舉行一次碰頭

會，在這樣的碰頭會上一般以讀原始史料為主。自

成立以來，已先後研讀了數部著作：1984年到1987

年讀了鄭天挺主編《明清史資料》（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0）， 1988-1989 年黃宗羲的《明夷待訪

錄》，1993年顧炎武《顧亭林文集》，1994年顧

炎武《日知錄》，1995年《皇明經世文編》與《皇

清經世文編》的有關內容，1996年則以《清史稿‧

列傳》為主要研讀對象。其方式是由一人主讀、翻

譯、解譯，其他與會人員則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

除這些原始著作外，還共同研讀過：1. 1984年：

Ho Ping-ti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 ，

1368-1911 (New York ，1962)；1988年又共同翻

譯此書，以《中國科舉制度的社會史的研究》為

名，出版其韓文本（東國大學出版部，1988）；2.

1986年: Chu Tung-tsu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Stanford University,

1962);  3. 1990年: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

1644. Part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4. 1991年: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群眾

出版社，1983年）。這樣的踫頭會（或稱輪讀會），

將韓國的明清史研究學者組織起來，共同探討，合

作研究，無疑對韓國的明清史研究有相當的推動作

用。

　　除每兩周舉辦的輪讀會外，更為重要的是其夏

季研討會，自1992年以來，已舉辦了五次。夏季研

討會是就一個中心論題，邀請幾位學者進行重點研

究後，宣讀論文，其主題為：

1. 1992年：明代賦役制度史與明清時代鄉約保甲

制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2. 1993年：明末清初的思想與文化

3. 1994年：明清時代的學問與宗教

4. 1995年：明清時代地域史的諸問題

5. 1996年：明清時代政治與對外關係

　　夏季研討會的成果具體反映在《明清史研究會

會報》上，會報自1992年以來已出版四期，每年一

期，除刊載夏季研討會的論文外，重點刊登有關國

內外的學術動態。

　　辛勝夏在《民國以來中國史研究在韓國》中

說，韓國的中國史研究「過去只是一種手工業的個

人研究」，現在則「變成一種共同研究的傾向」5 。

明清史學會的成立及其進行的一系列研究活動，正

是這種共同研究傾向的表現。這種共同研究還表現

在《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的出版（漢城，　　　

　　，1990）。《照明》一書是明清史研究會的集

年代 數目 出處

1973-1975 10 72輯
1976-1978 35 84輯
1979-1984 66 108輯
1985-1987 48 120輯
1988-1990 45 132輯
1991-1993 80 14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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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果。此書包括五篇綜合研究。曹永祿的〈明末

清初的東林復社運動〉，朴元熇的〈明末清初的民

眾反亂〉，吳金成的〈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的發展與

資本主義萌芽論〉；權重達的〈明末清初的經世思

想〉﹔崔韶子的〈明末中國世界秩序的變化--- 壬

辰、丁酉倭禍時的有關研究〉。本書從黨社運動、

農民起義、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和對外關係五個方

面，對明末清初中國社會歷史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

合研究，此書吸取了眾多韓國及世界的有關研究成

果，可以說是90年代以前韓國明清史研究的一個總

結，也正是其共同合作研究的體現。

　　韓國的明清史學會在前兩任會長曹永祿（東國

大學教授）、吳金成（漢城大學教授）的主持下，

積極開展學術活動，十分重視學術交流，現任會長

朴元熇（高麗大學教授）更是雄心勃勃，韓國的明

清史研究勢必將有更加長足的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釋：

1. 轉引辛勝夏《民國以來中國史研究在韓國》，

《民國以來中國史研究的回展望論文集》、台

北，1992年版。

2. ＜光復三十年韓國歷史學界的反省與方向＞，

《歷史學報》第68輯，1975年。

3. 吳金成＜近十年韓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5輯，1993。

4. 具體參見韓國《歷史學報》歷年〈東洋史學研

究之回顧與展望〉。

5.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

台北、1992年版。

香港歷史檔案介紹（一）

二次大戰戰俘經歷口述歷史計劃訪問稿本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處

　　歷史檔案處最近得前檔案主任劉潤和博士捐贈

一批有關二次大戰時不幸為日本軍隊所俘，而被囚

於香港拘留營的加拿大援軍經歷的口述歷史訪問稿

本的複印本。這批口述歷史稿本主要記錄了10位軍

醫、護士和原隸屬「加拿大皇家來褔槍營」(Royal

Rifles of Canada) 和「溫尼伯榴彈手營」(Winnipeg

Grenadiers) 的士兵在香港被囚禁時的經歷。這批資

料提供了當事人在香港淪陷前後的第一身記錄，對

我們了解該段時間的香港，幫助甚大。本文旨在簡

介該批口述歷史稿本的內容，供讀者作參考。

　　香港歷史檔案處收藏以下10部訪問稿本的複印

本：

1. Kathleen G. Christie, RN: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of-War, World War II. Interviewed by Charles G. Roland, M.

D., 8 December 1982. Oral History Archives, Hannah Chai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cMaster University L8N

3Z5. Interview HCM 28-82.

2. Harold Angus Martin Atkinson: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of-War, World War II.  Interviewed by Charles G.

Roland, M.D., 27 May 1983. Oral History Archives, Hannah Chai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cMaster University

L8N 3Z5. Interview No. HCM 7-83.

3. Robert Dewar Adams: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of-War, World War II. Interviewed by Charles G. Roland, MD.,

27 May 1983. Oral History Archives, Hannah Chai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cMaster University L8N 3Z5.

Interview No. HCM 8-83.

4. Robert Boyd: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of-War, World War II. Interviewed by Charles G. Roland, MD., 28 May

1983. Oral History Archives, Hannah Chai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cMaster University. Interview No. HCM

13-83.

5. Ronald Hugh Claricoates: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of-War, World War II. Interviewed by Charles G. Roland,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