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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國際學刊》介紹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蔡明燁（Ming-yeh T. Rawnsley）*1

* 作者為《臺灣研究國際學刊》總編輯。

一、創刊緣起

《 臺 灣 研 究 國 際 學 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簡稱IJTS）是全球第一份以臺灣研究及

臺灣相關議題為焦點、跨國合作、涵蓋多元領域，並採

同仁審查制度的英語學術半年刊。創刊號於今（107）

年 3 月隆重登場，第二期預計於 9 月問世。歡迎學界先

進踴躍投稿，無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者從跨領域

的角度，只要論文題目與臺灣有關，未曾在其他刊物發

表過，都將是本刊考慮的對象。

長久以來，臺灣多被當成研究中國文化與社會的案

例來看待，但自 1980、1990 年代之後，以臺灣為主體

的學術研究，已逐漸自成一個領域，隨著民主化過程的

發展，各種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轉型的觀察齊頭並

進，致使臺灣學蓬勃演進，不斷擴充，各界學者專家不

僅充分討論臺灣島內的諸般現象—包括兩岸關係、國

際外交、社會運動、經濟、選舉、政黨、原住民與族群

研究等議題—也開始將臺灣放置在全球、區域及地

方等多重語境之下，進行多國族／多領域／多面向的比

較、分析和批判，於是新穎的研究題目紛紛出爐，例如

國族主義、跨國主義、殖民研究、後殖民研究、多元文

化、環境永續、移民、傳播乃至文學、電影等等，不一

而足。

放眼世界各地，許多臺灣研究中心、講座計畫、學

會組織等，開始如雨後春筍般陸續蔓延開來，其中有三

個區域性的學術組織，為當地有意從事臺灣研究，或者

對某些臺灣議題感到興趣的學界菁英們，提供了重要的

交流平臺：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簡稱 NATSA），成立於 1995 年；

日 本 臺 灣 研 究 學 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簡稱 JATS），成立於 1998 年；以及歐洲臺灣

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簡稱

EATS），成立於 2004 年。這幾個學會／協會，近幾年

來，每年都各自吸引了一兩百位與會者，到他們所舉辦

的年度會議上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除此之外，自 2012

年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開始每三年一度，籌辦

臺灣研究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簡稱 WCTS），第一屆大會於 2012 年 4 月在臺北舉

行，共有來自世界各地七百多位學者專家親臨盛會；第

二屆大會由中央研究院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簡稱 SOAS）聯合主辦，於

2015 年 6 月假倫敦召開，亦有五百多名國際學者共襄

盛舉。

以上種種在不同時空背景下衍生出來的臺灣研究經

驗，交叉印證了這個領域本身的日趨成熟與茁壯，也使

有志者們看見開創一份專以臺灣研究為宗旨之英語學術

期刊的必要性。因為相對上來說，臺灣研究或許仍屬非

主流的利基（niche）領域，但研究者的人數和議題，皆

已在國際學術圈達到了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若能

在英語學術期刊市場上，推出一本能夠聚納百川、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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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嚴格把關、且定期出版的臺灣研究專屬刊物，非僅

能夠為累積充沛的研究能量找到宣洩的出口，讓世界各

角落的臺灣研究者們，以及各個國家相關的政策制訂專

家們，透過期刊，獲得對各種研究視角更寬廣的認識、

更深入的了解，互相激盪，造成臺灣學的研究質量蒸蒸

日上，同時一旦當刊物站穩腳步，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頂

尖文獻，那麼論文能夠獲得在期刊發表的機會時，也將

有助於作者們的學術評鑑，使其研究成果發揮更宏大的

影響力—換句話說，《臺灣研究國際學刊》的出現，

實有製造雙贏的潛力。

經過多項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因素考量後，成立《臺

灣研究國際學刊》的構想，在 2015 年的第二屆臺灣研

究世界大會上被正式提出，獲得了與會者一致肯定，緊

接著籌備小組爭取到中央研究院，以及歐洲臺灣研究協

會的共同贊助，外交部也同意資助編輯室的行政支出，

於此同時，籌備小組和重量級的國際學術出版社 Brill，

於 2016 年正式簽約，並將編輯室設於英國亞伯大學

（Aberystwyth University）的國際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隨後一連串的創刊工作，例如

架設網路投稿與編審機制、期刊封面設計、廣闢稿源、

審稿作業、訂閱流程……等等，旋即如火如荼地展開，

終於在 2018 年春天，按照預定計畫順利推出了創刊號，

此後每年 3 月與 9 月，《臺灣研究國際學刊》都將以網

路版與平裝本的雙重形式，與讀者定期見面。此外，本

刊很榮幸獲得了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為期一年的

出版補助，將使 2018 年的推廣工作更形如虎添翼。

二、創刊號內容介紹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創刊號以「領域現況（State 

of the field）」為專題，恰是第二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的主題之一，因此本專題乃邀請世界大會的兩位主辦

人—中央研究院的蕭新煌教授（Hsin-Huang Michael 

Hsiao），以及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的羅達菲主任

（Dafydd Fell）—共同擔任客座編輯，企圖反映臺灣

研究學界在不同研究題材上的來龍去脈，以期為將來的

研究方向提供參考依據。「領域現況」專題在經過嚴謹

的外審與篩檢過程之後，共收錄了 7 篇論文如下：

Scott Simon 教授的〈臺灣研究、原住民研究，以及

人類學本體論（Ontologies of Taiwan Studies, Indigenous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一文，綜觀了過去二十年來，

有關原住民研究的中、英語學術文獻，說明臺灣研究和

原住民研究之間不確定的微妙關係。作者發現，鑽研原

住民議題的學者們，往往覺得在臺灣研究中受到被邊緣

化的待遇，其中某些學術領域，例如政治學，更顯出對

原住民族的議題格外忽略。本文最大的貢獻之一，在於

作者介紹了許多以中文發表的學術著作，這是非中文體

系研究者們較不熟悉的珍貴素材。此外作者也以深厚的

學養，指出原住民研究上的幾個重要轉變，包括原住民

國族主義的抬頭及其影響，以及某些學者試圖將臺灣原

住民研究去殖民化的努力。

康 豹 教 授（Paul Katz） 的 論 文〈 銜 接 空 隙： 臺

灣 民 間 宗 教 研 究 方 法 上 的 挑 戰（Bridging the Gaps: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Taiwanese 

Popular Religion）〉，調查了宗教研究領域中，過去

二十年內在臺灣本地與國外問世的重要出版品，尤以廟

宇儀式、慶典研究為主。康教授發現，現有相關學術研

究最大的挑戰之一，來自於如何尋找嚴謹的研究方法，

足以跨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界線，將臺灣蓬勃的民間信

仰與宗教傳統，放置於東亞脈絡之中，進行更為深刻的

探討與分析。

王甫昌教授（Fu-chang Wang）的研究焦點為族群關

係，他的論文〈臺灣族群關係研究（Studies on Taiwan’s 

Ethic Relations）〉，檢視了相關學術文獻的發展，以及

民主產製過程之間的關聯性。本文將臺灣族群關係的互

動分成四個階段，說明有關臺灣四大族群—福佬、客

家、原住民、以及大陸／外省人—的陳述，是到 1990

年代之後，方才衍為主流的語境，而進入 21 世紀以來，

所謂的「新移民」又被加入成為第五個族群，再度衝擊

著臺灣族群關係研究的理論框架，凸顯了新舊族群之間

既存的不平等與緊張關係。

臺灣除了創造政治與經濟奇蹟之外，近年來在性別

平權的腳步上，亦出現了重大突破，Doris Chang 博士

在 2009 年出版的《臺灣二十世紀的婦女運動（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一書，堪稱

該研究領域的代表著作，而在本創刊號的專題文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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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檢閱了整個解嚴時期的相關出版物，帶領讀者從婦女

運動在寶島開始展露頭角，一直到臺灣最近為男女同

志、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簡稱 LGBT）爭取更大權益的

種種成績。本文所探討的文獻可分兩大主題，其一為婦

女運動，其二為女性主義和女性意識的覺醒。

專題的第 5 篇文章由三位作者聯手執筆—何明修

教授（Ming-shoHo）、博士候選人 Chun-hao Huang，以

及碩士班學生 Chun-ta Yuan—論文的題目是〈臺灣社

會運動研究的體制化（The Institutionalisat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y in Taiwan）〉。本文檢驗了自 1980 年

代以降，社會運動和學術研究之間的因果互動，追溯本

研究領域當中的先鋒學者，以及各種令人振奮的學術著

作之多領域本質。本文針對中、英文學術期刊上所發表

的相關論文，進行量化分析，歸納出臺灣社會運動的研

究，主要包含了那幾個不同領域，並指出整體研究趨勢，

有從早期著重運動成因，到現階段更著重運動成果的現

象，同時作者們也發現，相關研究文獻與主流國際理論

架構日漸加深的關聯性，也就是說，研究臺灣社會運動

的專家們，和研究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學者們之間，有

著相通的知性關懷。

第 6 篇論文是任雪麗教授（Shelley Rigger）的〈臺

灣民主與民主化研究（Studies on Taiwan’s Democracy 

and Democratisation）〉。任教授在 1999 年出版的《臺

灣政治：為民主投票》（Politics in Taiwan: Voting for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觀察臺灣民主轉型的洞見，

影響深遠；她在 2002 ／ 2003 年發表於《問題與研究

（Issues and Studies）》期刊上的文章，由政治學的視角，

歸納了當時有關臺灣民主政治的研究現況，也成為後來

不斷被各界引用的論述。而她在本專題所寫出的論文，

則可視為前兩則作品的更新，不僅著眼於 21 世紀後的

相關出版品，且將論述集中在對臺灣民主的政治學研究

上，前後參照，清楚反映了過去十五年間，臺灣政治研

究領域快速而豐富的長足發展。從本文的分析中，我們

看見早期有關臺灣的民主化研究，多將焦點放在對民主

轉型成因的探討，但現階段較新的研究視角，則多側重

於對臺灣民主表現的檢驗和評估。任教授有三點發現：

首先，學者們對臺灣的民主成就，似乎可分成樂觀與悲

觀等兩大陣營，持負面觀感者暫居多數；其次，許多這

方面的學術文章，往往帶有某種政黨傾向與政治偏見；

第三，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開始透過對民主制度

的比較分析，來了解臺灣的民主發展，而由此方法所得

到的結論，泰半對臺灣的民主表現有較為正面的評價。

本專題的第 7 篇論文，則是 Scott Kastner 教授的

〈國際關係理論與兩岸關係研究（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旨在探討學界如何將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套用在對臺

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當中。本文以吳玉山教授於 2000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出發點，在該論文中，吳教授曾

呼籲，兩岸關係的學術研究，有更多運用現行國際關係

理論的空間，而 Kastner 教授發現，目前有關兩岸研究的

學術作品中，雖然已出現越來越多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應

用，但在某些議題上，例如軍事權力的平衡，多數論述

卻都仍只停留在描述的層次，缺乏更深入的理論剖析。

除了 7 篇專題論文之外，創刊號還收錄了 1 篇會議

報告，2 篇論壇，以及 4 篇書評。

會議報告是由 Federica Passi 博士主筆，反思她以當

地主辦人的身分，和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理事們，共同在

2017 年於威尼斯籌備第十四屆 EATS 年會的心路歷程。

Passi 教授指出，歷屆 EATS 年會多由社會科學主導，唯

人文科學在臺灣研究領域風起雲湧，不落人後，因此她

幾經深思，決心以「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為

切入點，企圖嫁接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鴻溝，開拓更

多、更廣的臺灣學研究面相，並促成學者間多元互動的

目標，而該屆年會果然也是 EATS 截至目前為止，投稿

人數最踴躍、參與最熱烈的一次年會。Passi 博士的經驗

談，以及她對臺灣研究發展的橫向思考，可謂與本期「領

域現況」專題的縱深分析，發揮了一些互補作用。

同樣的，本期所刊登的兩篇論壇，亦是秉持《臺灣

研究國際學刊》的初衷，對人文社會科學兼容並蓄。論

壇的策劃，是一種紙上座談會的概念，也是本刊願意持

續發展的特色之一，用意在開闢一個討論創新研究議題

的公共空間，或能激發對臺灣學更多的思考與想像，或

能對臺灣學的體制發展和永續經營提出具體建言。論壇

的題目可能由本刊執行編輯共同擬定，也可能由各界學

者專家主動提出，經編輯群討論同意後，編輯室將邀請

恰當人選擔任主筆，就其立場撰寫一篇三千字左右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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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論文，然後從不同地理區域、學科領域、乃至性別平

衡等角度，邀約數名學者、專家就見解論文提供己見，

最後再請主筆歸納眾意做成結論。

創刊號裡的兩篇論壇用意深遠，其一由德國杜賓

根大學（Tübingen University）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簡

稱 ERCCT）的舒耕德教授（Gunter Schubert）撰寫，討

論在歐美既定的大學體系中，如何使臺灣研究與中國研

究彼此連結卻又各有歸屬，達到說服學校管理階層樂於

聘用臺灣學專家的最終目的。我們邀請到來自東歐的薩

學東（Saša Istenič）博士、來自美國的 Thomas B. Gold

教授，以及來自英國的 Margaret Hillenbrand 博士等人，

分別就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觀點，討論舒教授所提出

的策略。第二個論壇乃由比較文學家史書美教授（Shu-

mei Shih）主持，倡議如何將臺灣研究與我們所處的世

界做更全面性的連結，亦即透過「相關性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的新方法，來思索臺灣經驗和其他文化、

歷史的相關意涵，為本文提供反饋的學者包括來自澳洲

的 Mark Harrison 博士、來自臺灣的邱貴芬教授（Kuei-fen 

Chiu），以及來自美國的 Michael Berry 教授等。

至於書評的部分，也是本刊有心長期經營的單元，

因為我們相信向全球讀者推介與臺灣相關的學術創作，

是耕耘臺灣學的重要步驟。雖然做為一本英語讀物，本

刊只刊載用英語寫作的文章，然而各篇書評所介紹的新

書，卻不在此限，因此歡迎各國作者與出版社，與我們

的書評編輯任格雷教授（Gary Rawnsley）保持聯繫（電

郵 gdr1@aber.ac.uk），無論是以任何語言出版之有關臺

灣議題的學術專書，只要我們能夠找到恰當的人選，能

以英語寫出流暢可讀、言之有物的評鑑文字，我們都樂

於刊登，期能開拓讀者們在臺灣研究領域的視野，並促

進世界各地有關臺灣研究的交流與互動。

隨著《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創刊號在今年春天正式

登場，祈願各界先進不吝批評指教。臺灣學的永續發

展，有賴全球學界的支持與關注，詳情請參閱本刊網站

www.brill.com/ijts。最後，本刊竭誠歡迎各位學者、專家、

研究生踴躍投稿，我們不僅期許《臺灣研究國際學刊》

能夠加深臺灣研究全球化的腳步，也盼為人文與社會科

學的整體知識領域做出最大的貢獻。投稿規則請參見

本刊編輯網站（http://www.editorialmanager.com/ijtsbrill/

Default.aspx），如有任何疑問，也歡迎向本刊編輯室來

信詢問（ijts.office@eats-taiwan.eu）。

漢學研究好幫手─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網站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8月在「漢學研究資訊網」（http://ccs.ncl.edu.tw/）網路資源項下，完成建置「國際

漢學研究數位資源網站」，以提供讀者及學術研究人員更豐富及新穎的漢學研究數位資源資訊。本網站內容以

國內外中國文化研究之人文社會學科數位建置成果為主，暫不包含論壇及個人部落格網站。所收錄網站／資料

庫部分需取得授權、付費或加入會員方可使用。

　　為便利讀者及研究人員參考檢索，網站內容有12分項，分別為：綜合性資源、古籍文獻、社經／民族、哲

學／宗教、歷史／地理、史料／古文書、傳記／族譜、文物考古、語言／文學、藝術、科技及中醫等，其下再

依收錄內容細分若干小類，有關多面向主題的資料，並於相關類目之下互著之。本網站提供關鍵字搜尋，搜尋

欄位包括網站資料庫名稱、分類及建置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