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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歷 史 的 定 義 

一、「歷」與「史」的本義 

    「歷」，其下的「止」字，在甲骨文和金文中的字形，就是一隻腳，表示人穿過一片樹林。

所以漢代許慎所著的《說文解字》裡便說:「歷。過也，傳也。」「過」指空間上的移動，「傳」

則表示時間上的移動。此外，古人在長期觀察中發現，天象並非恆定不變，而是以某一時間

為週期做循環運動。而某一天象與農時、氣象可以相對應。 正因為有這種規律性的對應關係，

日月星辰的移動就可以用來確定年日、季節，故「歷」由原來的動詞又衍生出名詞的涵義，

即歷法。在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的社會，歷法對播種、收穫等農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

歷法的涵義從歷字中逐漸分化出來，而另外創造出一個從日的曆字。古籍記載古聖王曾命人

觀測各種天象，以便為百姓制定曆法。遠古的事，具體內容未必可信，但這條記載至少說明，

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有專職的天文官員 (曆官) 了。  

     《說文解字》中又說:「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態度用

右手記事。不過據王國維考證，「中」字在甲骨文、金文中的原始意義為盛放簡策之器，後引

申為簿書之意。史的字形，即手持簿書之人。比較而言，王國維的說法顯然更有說服力。不

管如何，「史」的本義就是記事的人或史官大致是對的。古代的史官名稱並不一致，有 「太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起居令史」…等，其職權範圍和人員設置也不盡

相同，此說明了早在古代「史」就已是一種特殊的職位及有明確的分工。 

 由官制演變得知，曆官和史官本該是兩個系統，分別負責不同的職責，一觀天象、釋災

異、定曆法；一專司記事。然而古時政教不分，記事者又必須要記載事件發生的確切時間，

所以史官同時掌管政權與教權。直到漢代依然如此，例如司馬遷就曾參與過《太初曆》的制

定。至於純粹以記事為主要工作的史官，則是後來才出現的。 

 

二、歷史的定義 

1.廣義：(1)過去事實的本身。 

(2)人們對過去事實認知後，形成有意義的「歷史事實」，並傳達出來。 

2.學院派定義(歷史學的定義)：(1)研究往事的學術。 

(2)史家依據史料用史學方法研究而得的成果。 

◎過去事實即是歷史否？ 

 過去事實存在，但須經過人們的認知，才有可能成為歷史，如何認知？最直截了當的方

式，首先當然是透過眼睛、耳朵、鼻子……等知覺感官，再經由腦部的活動，產生印象，而

後進一步組織成知識。不過，一個人一生之中，親身見聞所得的知識畢竟有限，我們往往要

透過各種傳達媒體才能認知過去。所以「歷史」與「過去事實」不同，歷史是我們有意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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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過去。過去發生過無數的事實，但是能成為「歷史事實」卻少之又少。例如昨天晚上，

我參加了一場研討會結束後的晚宴，這是一個事實，但不會是我們的歷史，因為對大家而言，

這沒有意義。所以我們可以說，值得被記憶的過去事實才是歷史，但多數的事實沒有人要去

記憶。有意義的事實才是「歷史事實」，這些「歷史事實」才能建構我們要的歷史。相對於我

昨天參加的晚宴不會被記憶，不會成為歷史事實，兩千多年前的一天，劉邦與項羽吃了一頓

飯，史稱「鴻門宴」，卻是個家喻戶曉的歷史事實。因為這頓飯影響了其後「楚漢相爭」以及

漢朝的成立，改變了中國的歷史，影響及於我們。對今人而言，「鴻門宴」是有意義的。 

[問題與討論]  

A.就你所認知，台灣這半世紀以來，有哪些過去事實是可被稱為歷史事實？ 

 

◎何謂有意義的「歷史事實」？揀選的依據為何？ 

歷史是「有意義的過去」。但所謂「意義」，是從當代人的關懷或主張而來的。也就是說

我們特別去挖掘過去某類事實，並加以研究，是因為這些事實與目前我們存在的現況有關，

故我們賦予這類事實意義。例如，以前的中學歷史教科書的重點是記載近百年來中國的屈辱

與苦難，故以往這些莘莘學子得花費好多力氣背誦清末的不平等條約。這些「南京條約」、「馬

關條約」、「璦琿條約」都是事實，但也因為它們能反映近代中國的困境，才為教科書所記錄。

對於當時的政府而言，歷史學的所謂「意義」是表現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並藉以顯示當時

政權的正當性。這幾年來，政權交替，對於新的政權而言，歷史的意義在於顯現本土政權。

故我們看到新的教科書強調一些政治事件，如「二二八事件」。而二二八事件在過去是個禁忌

話題，是不可能被編入教科書。 

南京條約與二二八事件都是事實，但為什麼會在不同的政權下被強調或忽略，被認為是我

們的歷史或不是我們的歷史，都因為它的「意義」。總而言之，任何當代人會依照自己的標準，

主動調整過去事實或歷史事實的範疇。所以有人說：「所有的歷史都是現代史。」或說：「歷

史是歷史家與事實之間不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 

[問題與討論]  

A.請想想看，你覺得以往所受的歷史教育，有哪些歷史課題該被重視，但卻被忽略了？這些

歷史是否對你的成長過程產生任何影響呢？ 

 

◎傳達「歷史事實」的各種媒體包括那些？口傳(語言)、符號、圖像、文字(書寫)、影視等等。 

口傳歷史  自從人類有文字記載到今日，大約已有五千年。這段看似漫長的歲月，放在整個

人類史上其實也不過是一小階段而已。在沒有文字以前，早期人類本來依靠口耳相傳、結繩

刻木記憶往事。所謂「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又如，他們有的以木刻刻跡的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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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事件大小輕重;在記憶的功能上，與結繩十分類似。至於以口耳相傳的「口傳歷史」(oral 

tradition)，更為普及，是全世界許多古文化傳達史實和史觀的主要媒體。西元前一千年，猶

太人在沒有文字記載經典以前，完全依照口傳方式，記誦亞當(Adam)以來歷代的譜系。台灣

阿美族奇美社的族人，也是以歌謠傳誦祖先的往事。非洲薩伊 (Zaire)庫阪族(Kuba)也有口傳

歷史，並且曾經引起現代許多歷史家和人類學家的興趣。澳洲的先住民不僅有口傳歷史，有

時候還因為重視口傳的記憶，反而懷疑書寫歷史的真實性。在北美洲，愛斯基摩人 (Eskimos)

和印地安人(Indlans)有許多流傳的故事，其中隱藏著他們的歷史意識。以上這些例子證明了:

語言曾經負起綿延文化的使命，傳達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 

符號、圖像  自從遠古以來，圖畫和圖像(icon)與語言一樣，也一直擔任人們傳達和記憶的功

能。三、四萬年以前，人類創作的壁畫，內含先民的歷史文化，並不遜於結繩、刻木。近年

來，考古學家又發現，內蒙古巴丹吉林沙漠有人面形岩畫，而河西走廊北部龍首山有岩畫征

戰圖。在西方社會，自古以來也有類似的史畫。他們有的以彩筆圖繪，有的在城牆或紀念柱

上做上浮雕，有的甚至以編織刺繡做成綴錦畫。西元一 O 六六年 ，諾曼地公爵渡過海峽，

在赫斯丁斯(Hastings)一役，奠定了征服英格蘭的基礎。戰爭結束後的第十一年，諾曼地人將

這件歷史事實刺繡成一幅巨大的綴錦，畫中包括六百二十六個人形、一百九十匹馬、三十七

艘船以及三十三個建築物。這件令人讚嘆不絕的藝術品，至今仍然收藏在諾曼地的博物館內。

有幸能目睹這幅名作的人，在欣賞之餘，應該換個欣賞角度，拿它與史詩或歷史名著相媲美。 

書寫史學  自從十七世紀以來，歷史家越來越倚重書寫的文獻，歐美各國日漸有系統地開放

國家檔案資料，同時，歷史家也都以文字書寫傳達研究的成果。為了增進歷史家研究的成績，

十九世紀以來，所謂史學方法或方法論的作品，不斷問世。值得留意的是，史學理論以及方

法學，幾乎奠立在文字書寫這種傳達媒體之上。甚至，這一百年來，史學方法論的作品琳瑯

滿目，大致看來，似乎各有發明;不過，基本上還是以文字書寫的史書為思考的對象而已。 

影視史學 影視史學簡言之，即「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論述，傳達歷史及我們對歷史的見解。」

自從 1895 年，人類發明了影視媒體以來，以歷史為題材的劇情片紛紛應運而生，連紀錄片也

受到許多國家文化工作者的垂青。到了一九六 O 年代以來，有些歷史家漸漸重視影視媒體所

扮演的傳達歷史認知的功能，甚至直接參與製作歷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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