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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黃樹仁的代表作《心牢》為起點，追索其學思歷程。我將指出黃樹

仁如何以堅實的理論訓練為基礎，從生活周遭的現實觀察為出發，以研究問題

為核心，在二十年的學術生涯裡，開展一系列大膽跨界，又充滿挑釁的研究主

題。這些看似不太相關的研究主題，其實展現了他將學術視為天職（calling），

企圖用以介入政治、促成社會改革、導引歷史發展方向的雄心。 

黃樹仁一生奉行韋伯（Max Weber）理性的學術態度與積極的入世熱情。他

的研究以宏觀的歷史比較視野，企圖重建台灣在東亞史，甚至世界史的位置。

在這個長遠的目標之下，每一個研究主題都扣連著同樣的提問：台灣從何而

來？又該往何處去？透過已出版的作品及遺稿，我將討論黃樹仁的學思歷程與

研究問題的啟發，以及這些問題如何從理論的洞察，落實為回應台灣社會現實

處境與歷史疑問的經驗研究。 

黃樹仁的研究取徑雖然殊異於當代社會科學的學術分工，然而相較於其現

實關懷的洞察力，以及跨領域批判觀點的深入對話，這些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

或有缺憾，仍是瑕不掩瑜。這些已出版與未完成的遺稿，對有志於回答台灣社

會及台灣歷史大哉問的後世學者而言，無疑是一處亟待仔細挖掘、研究的寶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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