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二講 

傳統史學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 

授課者：甘懷真老師 

一、 問題 

梁啟超的《新史學》如何辯證中國自古以來即是一個國家。 

二、 皇帝制度的課題 

� 2.1 皇帝制度如何建構一個「國家」，state？nation？或一個「帝國」，empire？ 

� 2.2 專制政治與否問題 

� 2.3 皇帝制度與中國（以至東亞）的經濟、社會的關聯性。 

� 2.4 皇帝制度的終焉與近代政治的誕生 

三、 唐人與中國人 

� 3.1 北京皇帝的臣民 

� 3.2 戶籍制度，治安與納稅 

� 3.3 科舉制度 

� 3.4 遙遠的北京，身邊的海域世界 

� 3.4 倭寇 

� 3.5 唐人、唐山、唐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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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國家、nation）云者 

� 4.1 領土：均質、單一的政治社會 

� 4.2 國民意識：相對於臣民意識 

� 4.3 奇妙的清帝國（譯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 4.4 近代中國的三個選擇 

� 4.5 維持舊帝國：天朝 

� 4.6 學習西方型的帝國（殖民型帝國） 

� 4.7 轉換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 

五、 梁啟超的《新史學》 

建構中國民族主義史學，時間的延續，空間的一體。 

� 5.1 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 

� 5.2 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病之：「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 5.3 國民之無 

� 5.4 〈新民說〉：「視其國如天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 

� 5.5 梁啟超說：「世界之有完全國家完全國家完全國家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國家思想變遷異同

論〉） 

六、 孫中山《三民主義》 

� 6.1 有民族國家，無民族主義 

� 6.2 國民革命 

� 6.3 作為國家實體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