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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歷史學系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輔仁大學歷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雷俊玲 

一、歷史學系的過去 

北平輔大系所發展軌跡如下：1925 年「輔仁社」先設預科。1926 年籌辦大學文

科，分為史學、國文、英文等三學系。1927 年教育部批准試辦，仍為文科三學系。

1928 年增設哲學系。1929 年增設理學院、教育學院，全校分文、理、教育三個學院，

設有史學、國文、英文、哲學、社會經濟學、數理、化學、藥物學、生物、教育、心

理等 12 個學系。1937 年 6 月開辦史學部及物理學部文、理兩研究所。 

1949 年初中共進駐北平。1950 年 8 月起，中共教育部直接撥給經費，接管輔仁

大學。1952 年暑假依據院系調整政策，輔仁大學三個院、十一個系、兩千多名師生，

除哲學、經濟、社會三系和西語系部分師生分別併入北京大學、人民大學、財經學院、

外語學院外，均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取消校名。 

1937 年 7 月底北平淪陷，國立大學紛紛往內地遷移，部分師生亦隨之輾轉南下，

原在北平各大學從此落入日偽之手。輔仁大學與燕京大學雖未被接管，但至 1941 年

冬「珍珠港事件」後，燕京大學亦因美、日兩國終於正式宣戰而被迫停辦。自從燕京

大學關閉後，彼時不甘心在日偽勢力下任教的不少知名教授，不計待遇菲薄，紛紛轉

任輔大。（輔仁在淪陷區是當時國民政府承認的唯一大學）造就了輔大師資鼎盛的歲

月。史學系名師，除校長陳垣親自授課外，還有張星烺、陸懋德、宋師轍、鄧之誠、

韓儒林等。 

張星烺先生於 1927 年為首任系主任，至 1948 年止。在張星烺先生長達 21 年的

任期中，和繼任主任柴德賡先生（49-52）及師長們的努力擘畫經營之下，史學系日

益茁壯。以 194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在學人數分析，全校學生為 2041 人（男生 1241 人，

女生 800 人）。其中大學生共有 1986 人（男生 1213 人，女生 773 人）；研究生有 55

人（男生 28 人，女生 27 人）。史學系 142 人，學生數高居當時各系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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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6 月北洋政府核准輔仁大學試辦，同年 9 月入學新生共有 34 人。史學系

15 人。1931 年 6 月輔大第一屆畢業生共有 11 人。史學系 4 人。1938 年輔大開辦研

究所碩士班時，史學部有 15 名新生入學。1940 年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共有 8 人，史

學部 7 人。史學系所畢業的同學，在各行各業努力服務貢獻，表現至為傑出。 

二、歷史學系的現在 

    輔仁大學於 1963 年在台灣新莊復校時，本系隨即恢復，在歷屆系主任及所長的

努力下，本系在各方面的發展已有相當好的成績。1995 年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士

班合一（系所合一），1998 年本系獲准增班，學士班開始招收 2 班（120 名），成為台

灣大專院校大學部唯一招收雙班的歷史學系。 

    本系大學部學生在學四年須修滿 128 個學分。包括專業必修 34 學分（中通、世

通、中現、世現、史學導論、史學方法）；專業選修如國別史、斷代史、史學史、專

史和輔助學門等。在現有專任教師 17 位（教授 7、副教授 7、助理教授 3；博士 12、

碩士 5；男 10、女 7）及兼任教師 30 餘位的熱心教學，通力合作之下，系務臻臻日

上，在台灣史學界的評鑑中表現不俗。 

本系於北平時期即以中西交通史、宗教史的研究蜚聲學界，在台復校之後，仍秉

持著優良傳統，除兼顧中外歷史，並注重西洋歷史的研究，近年來本系畢業生在研究

或教學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 

    本所於 1963 年復校時，為台灣唯一以研究西洋史見長之研究單位。由王任光神

父出任復校第一任所長兼系主任，在師長們的努力經營下，教學認真，成果斐然。早

期各大專院校西洋史師資多由本所畢業。研究所畢業生至今約三百餘名，分別任教於

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和台北大學等

校，於學界貢獻頗多。 

    大學部畢業生至今約二千五百餘名，多任職於傳播業、報界、文化出版事業、公

職機構或各級中學老師。近年來亦鼓勵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學生出路更為寬廣。

於資訊業、私人企業、服務業等任職者為數甚多。本校學風開放，本系強調獨立思辨

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故畢業生頗受業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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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學系的未來 

為因應國家社會需要及輔仁大學整體性發展，本系正積極規劃博士班的設立。本

系創立已有 80 年，在台復校亦有 40 餘年，歷史悠久，學風端正。且本系一向以「西

洋史」、「中西交通史」、「基督宗教史」見長，與國內各大學歷史學系之發展極為不同。

由於國內對西洋史、中西交通史及基督宗教史的研究、教學人才較為短缺，本博士班

設立後，自能培育該領域師資及人才，並為公私機構提供發展與國外社會聯繫及對外

關係所需的人才。 

    未來，本系博士班的教學研究重點將著重於十五世紀以後東西互動之下的社會、

經濟、文化的變遷。透過這些變遷的研究，以說明、分析西方人外移的背景、移民的

方式、西方人的文化與思想，在中國的生涯、中國居民的關係、基督宗教的傳播與變

化以及中西文化交互影響有關的課題。 

本系博士班設立後，預期可發展成為國內研究近代西洋史、中西交通史與基督宗

教史研究的中心，建立國內外相關學術機構的合作關係。其發展構想如下： 

繼續發展與歐美各國的學術合作，尤其是與天主教姊妹大學、學術研究機構之交流與

合作研究，以及學術會議的召開。目前本校已與多所國外天主教大學締結姊妹校，與

比利時魯汶大學、美國賓州聖文森學院（St. Vincent College）已建立良好學術交流與

學者互訪之傳統。將進一步規劃使本系博士班學生在畢業前即可至國外大學或研究機

構以交換學生身份進行學術研究一年以上。 

    著重西洋史的教學與研究，本系以漸進的方式擴大規模，目的在於使本系成為國

內西洋史的教學、研究重鎮，並維護及發揚自北平輔仁到新莊輔仁始終如一的優良傳

統系風。 

本系未來的另一發展重點，為與大陸各大專院校歷史系積極建立學術交流管道。

日前不久（2005.5），已邀請北京師範大學、人民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歷史系多位

學者，至本系參加第一屆「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彼此在學術上互相交流研討，

頗為成功。將進一步加強學術出版刊物互贈、研討會之參與，以及學者互訪等相關事

宜。期望能藉此更增進雙方學術互動，提升學術研究的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