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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憶往：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為

中國近代外交史大師李恩涵先生一生求學、

教學和治學為主要內容的回憶錄，全篇讀來

猶如文筆雋永的學術史記事，由於作者一生

的經歷幾與時代的更迭緊密相連，因此書中

敘事乃旁及家事和國事，除卷首的緣起和書

末的附錄外，全書共十六章，近六十萬言，

綜括一位學者從困頓的時局開始啟蒙求學，

到往後的問學尋道、追求學術卓越的精神和

歷程。

本書作者李恩涵先生 1954 年畢業於省

立臺灣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

地系，為美國夏威夷大學碩士和加州大學

（聖芭芭拉校區）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

系所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等校教授、

客座教授，桃李無數，學生分佈國內外各大

學和研究機構；著有《曾紀澤的外交》、《晚

清收回礦權運動》、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北伐前後的「革命外

交」》、《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戰時日

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近代中國外

交史事新研》、《東南亞華人史》等專書十二

冊，另有合著、譯作二冊，中、英文研究論

文九十餘篇，編纂史料（合編）一萬三千餘

頁，著作等身，享譽國內外史學界。

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敘述作者之家世背

景，以及在家鄉諸城和青島就讀中小學的梗

概。1930 年李氏出生於山東諸誠，時諸城

的中小學教育環境尚稱完備，因此作者求學

時間，雖逢國事螗蜩，但弦歌依然不輟，唯

學業進程仍受到時局的牽絆，當李先生在青

島就讀高三時，華北已是漫天赤雲，於是在

1949 年 3 月遵父親之囑命，隨堂兄服務的聯

勤被服廠渡海南來臺灣，本書第三章和第四

章即紀錄作者在臺初期的奮鬥過程。

抵臺之初，李先生先是在聯勤高雄小港

被服廠擔任司帳，1950 年 8 月同時考取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系和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因

各項因素考量，作者選擇就讀公費的師院。

時師院史地系大師雲集，而四年的大學生涯

也為作者日後之從事學術研究奠定紮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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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師院畢業並服完預官役後，李先生在省

立桃園高中執教半年，即奉業師郭廷以之

召，應聘進入甫成立不久的中央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郭廷以先生創設的近史所，在國家

經費拮据的局限下，蓽路藍縷，一切從無到

有，大方向是從清季和民初史料編纂著手，

再進一步拓展研究工作，因此李先生進入近

史所後，先是與同仁編纂整理《礦務檔》等

史料，同時展開廣泛的閱讀其他原始檔案和

二手資料，以為日後的學術研究舖路。1963 

年李氏便出版專書《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初步展現學術研究的實力。

在近史所初期，李恩涵先生亦積極加

強英文的讀寫能力，於 1962 年考取夏威夷

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而赴美留學。在夏

威夷大學留學期間，作者又利用申請到哥倫

比亞大學進修一學期的機會，從美國本土自

西徂東，壯遊美國著名大學和圖書館，大有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氣派，而夏大兩年的學

習也擴大了作者研究的視野，對於此後的研

究取向裨益甚大。從夏大獲碩士回國後，作

者在 1966 年出版了《曾紀澤的外交》，是書

與王樹槐的《外人與戊戌變法》、張朋園的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等，在研究資料的應

用上，開拓近史所「多文字、多檔案」研究

的先河。 

1968 年李恩涵先生申請到到加州大學

（聖芭芭拉校區）的全額獎學金，二度赴美

國攻讀博士學位。在加大求學期間，李先生

深受美國外交史大家 Alexander DeConde、中

國近代史權威徐中約與日本當代政治專家 H. 

Fukui 教授（著有《日本自由民主黨史》等鉅

著多冊）等諸名師的啟迪，對加州大學自由

主義的精神傳統亦深有體會。獲加大博士學

位回國後，李先生重回中研院近史所，除了

繼續其外交史的研究外，並分別在師大歷史

所碩士班講授〈史學方法〉、政大歷史系講授

〈美國史〉，以及在臺大政治系所講授〈中國

外交史〉和〈中國外交史專題研究〉。此時，

作者無論是教學或研究均漸入佳境，唯考量

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作者最後於 1973 年決

定應聘前往新加坡大學任教，第五章和第六

章即敘述此一期間的過程和轉折。

李恩涵先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前後執教

17 年，主要課程係以英文講授〈中國近代

史〉和〈東南亞華人史〉。教學之餘，作者

亦經常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學術會議，同時利

用學校休假，前往歐美著名大學和圖書館拜

訪師友和蒐集研究資料；期間亦利用年休，

兩度返臺客座講學於臺灣師大歷史系和政治

大學外交系，並持續在中國近代外交史領域

中進行研究著述，在這一段時間裡，作者有

關收回礦業、鐵路等利權之研究，見解獨

到，此外亦透過對於近代外交人物的研究，

從中演繹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發展脈絡。在居

留新加坡期間，作者又以史學家的眼光觀察

新加坡的政治經濟發展，對於新加坡在李光

耀領導下，從蕉風椰雨半城半鄉的殖民海港

城市邁向全面現代化的城邦小巨人的歷程，

尤其是對新加坡政府的廉能政治，作者十分

激賞，這些經歷分別記載於本書第七章至第

十三章之間。

1990 年李恩涵先生屆滿六十歲自新加

坡國立大學退休，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即敘

介述李恩涵著《八十憶往：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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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作者自新加坡返臺回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

員，以及在七十歲正式退休後的大概。作者

再返近史所時，正逢六十歲壯年，史學思想

與涵養俱臻巔峰，因此研究成果豐碩，如

1993 年出版的《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

一書，除依循「多文字、多檔案」的原則下

寫成外，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撤廢不

平等條約的努力亦有新的發現：即 1931 年

6 月 5 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與英

國駐華公使藍浦生所簽訂的一項廢除英人在

華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的「草約」（draft 

treaty），該草約雖因同年 8 月英保守黨上臺

而遭遇到一些困難，但相信無礙於草約最後

會轉變為一項正式條約，真正迫使該草約胎

死腹中的是 1931 年日本突然發動的九一八

事變；此外，作者之研究日本侵華暴行，特

別針對日本的南京大屠殺、三光（殺光、燒

光、搶光）作戰、在淪陷區內販毒等專題，

做了全面而有系統的研究。由於作者利用

中、英、日等各種原始檔案和二手資料，以

堅實的證據重建了史實，攻破日本右翼學者

之曲意迴護日本侵華暴行，因資料完備加上

文字精審，相當程度上總結了同類的研究，

在國際學術間享有盛譽。

2000 年 7 月作者自中央研究院正式退

休，但仍然筆耕不輟，從 2003 年起即接連出

版了《東南亞華人史》、《近代中國外交史事

新研》、《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等專

書。其中《東南亞華人史》一書綜合中外學

者研究成果，學界公認為東南亞華人史領域

相關之中英文著作中，為最完整和最有系統

的一部著作，而《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

亦是扛鼎力作，李先生雖近八十嵩齡，唯不

知老之將至，其耕讀的情景恰如作者以「老

兵不死，只是凋零」之自況。

綜觀李恩涵先生在外交史的研究領域

當中，其學貫中西的史學素養，加上紮實的

治史方法，再者一貫秉持嚴謹的學術標準，

而精通英日文等外語更添研究利器，因此學

術成果豐碩，有開風氣之先者，有見解獨到

者，有前人未見之新發現者，而其對日本戰

時暴行之研究，則有總結相關領域研究的氣

勢，一路行來，足為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領

域中的典範。在回憶錄中，作者亦一無保留

的將其積四十餘年潛心於學術研究的經歷娓

娓道出，讀完這本回憶錄，對於中國近代外

交史必備知識自可瞭然於胸，而以個人追求

學術的發展為主軸，實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第十六章亦是最末一章，作者一方面

回顧前塵往事，一方面前瞻未來。二十歲之

前，作者經歷近代中國時局最大的起伏變

遷，對於戰爭帶來的災難有著親身經歷的切

膚之痛，其後在臺灣六十年的歲月中，李恩

涵先生感念從抵臺之初的一無憑藉，到後來

考取大學，乃至於出國留學，娶妻生子，並

從事學術研究與大學教學工作，成就了其一

生的金色年代。回首前塵，不免曾因少小離

家而在暗夜裡因想念高堂而黯然垂淚，然而

隨著兩岸關係和緩，作者亦數度回鄉探親及

從事學術交流，雖昔日老家屋宇和父母墳塋

均已跡痕全無，面對此情此景固然心頭沉

重，然會見了昔日親友和童年舊識，多少撫

慰了遊子的心情。而對於中國大陸巍然崛起

於大國之林，則衷心祝福；在作者眼下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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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論是一生的學術生涯，或者是家事國

事，以及學界前景，均呈現欣欣向榮一片光

明，因此作者除自我衷心寬慰外，對於未

來，作者謂「在歲月的餘暉中，我總希望在

我凋謝的過程中，仍然能夠繼續放射出一些

光芒！我總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對於我自己

的國家、社會與文化仍能貢獻出我個人的一

些力量，推動它不斷的向前向上進步、發展

才對。」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令人敬佩，這

樣一本以學術史為取向的回憶錄，值得推廣

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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