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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黃樹仁教授的已刊作品及未刊遺稿為基礎，探討其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

特殊方法論及解釋觀點。主要文本有四篇：〈望見流求：從福建沿海觀測記錄論

宋元明人的台灣認識〉（2016）和〈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

究〉（2013）等期刊論文，以及〈移花接木：台灣為何失去流求的地名？〉及 

〈唐山過澎湖：宋元人為何不移住台灣？〉等兩篇遺稿。P1F

1
P 筆者除了指出其以

歷史社會學分析視角，進行文獻研究的重要創見及可能限制，亦嘗試從跨領域

對話的立場，說明其台灣研究的整體史觀及未完成的學術願景。 

 

筆者認為：黃樹仁教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作品的整體風格，可以「大膽假設」

與「小心求證」加以描述，並以「合理推測」與「宏觀解釋」為首要方法論特

徵。有別於著眼於當代台灣的多數社會學家，黃樹仁不但將研究對象延伸至台

灣早期歷史，廣泛閱讀原始文獻史料，更勇於對核心研究議題與代表性解釋論

點提出批評。而不同於歷史學者的史實個案重建，黃樹仁對宋元明時期琉球與

台灣島嶼稱謂問題的考訂與分析，則結合歷史文獻、知識傳播，航海交通及觀

測技術等多重面向，從宏觀歷史的視角提出其推測及假說。此一兼具分析與實

證取向的歷史社會學方法論，以及其跨越當代與歷史研究的整體性史觀，實為

黃樹仁教授歷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及貢獻，值得台灣學界加以重視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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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論文初稿，歡迎批評，請勿引用。 
1 參見《我們記憶中的黃樹仁（1955─2016）》（台北大學社會系，2016），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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