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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史官與今日史家相異之處為何？試申論之。（25分）

二、唐代以後的官修史書，對列傳的撰寫，訂有嚴格的體例。試問：這些體例

對今日吾人撰寫人名辭典時，有何可資借鏡之處？（25分）

三、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載〈新史學〉，對傳統史學展開嚴厲批

判。試問：梁氏所批判的重點有那些？其意義為何？試申論之。（25分）

四、戰後，「臺灣史」這個領域，在臺灣的學院派史學中，並不受到重視。

惟隨著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臺灣史」逐漸成為顯學。試問：截至

1990年以前為止，不屬於臺灣的學院派史學，而以臺灣人身分研究臺

灣歷史者（不論在臺灣本地出版或海外輸入），有那些重要專書著作？

其性質與內容，又分別為何？試舉例並申論之。（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