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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歷史與思考∕How to learn and think history? 

【課程說明】 

讀歷史做什麼？歷史要怎麼讀？問問學生，很少有人不一臉茫

然。為何？因為他們僅有的經驗，幾乎都只侷限於瑣碎無聊、空洞僵

化的中學課本。甚至連課本講過的一點簡單知識，考過以後也很少還

會記得。寫《老師的謊言》的詹姆斯‧洛溫就坦率批評，「教科書扼

殺了意義，掩蓋了因果關係」，「學生上的越多，變得越笨」。 

本課以「歷史與思考」為名，用意是為進了大學，扔掉課本，卻

仍想讀歷史，長知識，學聰明，為迎向未知世界的同學而開的。為什

麼？因為以前發生過的事，以後也還會再發生。讀書漸多，所學愈廣，

聰明即隨之啟發。諳熟歷史的人，在學生時代幾乎無不有類似的體驗。 

自 1991 年蘇聯瓦解以後，美國為致力於全球擴張，在塞爾維亞、

伊拉克、阿富汗、格魯吉亞、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朝鮮處處引

發強烈的地緣政治動盪；自 2013 年起美國又高唱「重返亞太」，試圖

再加強軍事佈署以及籌畫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TTP，以期圍堵

且削弱日益威脅美國亞太利益的中國。種種跡象顯示，當今世界局勢

似乎有如上個世紀一戰與二戰之前那樣，失控乃至爆發全面戰爭的風

險越來越高，無怪乎那兩次大戰的歷史又再受到英美國際政治、戰略

及學術各界的高度關注，如哈佛大學的尼爾﹒弗格森，牛津大學的約

翰﹒達爾文，都有重要的著作問世。誠然，今日全球各地，包括台灣

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危機，追本溯源，無不肇始於那兩次大戰的年

代。本課將選讀十二文，透過智者的目光，重新探討那兩次大戰的前

因與後果。 

【課程大綱】 

一、 歐洲均勢體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❶ Niall Ferguson，《帝國》，第五章「馬克沁機槍的威力」（節

錄）。 

❷ John Darwin，《帖木兒之後：1405-2000》，第七章「步向世

界危機：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二年」。 

❸ Eric HobsBawm，《帝國的年代：1875-1914》，第十三章「由

和平到戰爭」（節錄）。 

二、 凡爾賽體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❹ Robert Gerwarth，《不曾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中歐民族國

家的興起》，第十一章「潘朵拉的盒子：巴黎和會與帝國問題」。 

❺ Robert Gerwarth，《不曾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中歐民族國

家的興起》，第十三章「哀鴻遍野」。 

❻ Sebastian Haffner，《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第

七章「興登堡時代」。 

三、 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國際霸權轉移 

❼ 宋鴻兵，《貨幣戰爭》，第三章「美聯儲：私有的中央銀行」

（節錄）。 

❽ 宋鴻兵，《貨幣戰爭 4：群雄並起》，第一章「雄心初起：美

元遠征的失敗」。 

❾ 張振江，《從英鎊到美元：國際經濟霸權的轉移 1933-1945》，
第六章「走向金融霸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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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須知】 

1. 第三、四節之間不休息。第四節提早在 11:50 下課。 

2. 除飲水飲料，上課不許用餐，違者即請出教室。 
3. 上課不許用筆電手機漫遊網路，違者即請出教室。 

【教學方式】 

1. 教材講解：講解重點不在戰爭事件本身而在布局、推動、爆發戰

爭的國際地緣政治背景。 

2. 學生參與：除講解背景知識，聽講哪裏有疑，認識何處不足，思

考如何組織，觀點如何論證，這些問題都希望學生在課堂提出，

主動爭取機會來練習，但無強制性。 

3. 心得寫作：學生須針對或連繫課程主題以及上課內容，以指定閱

讀或在指定閱讀以外自選相關書籍閱讀為基礎，撰寫修讀心得一

篇。寫作方式是開放的，唯一的要求，也是成績評量的重點，就

是須在知識細節、概念運用及邏輯推理上力求謹慎仔細。 

【考核方式】 

1. 成績考核比例，出席：心得原則上為 10%：90%。但課堂發言表

現優異者還可酌情加分，不受此限。 

2. 聽講是修課必要的項目，如果課堂缺席達 5 週，即失去所有成

績。因病因公請假不在此限。 

3. 撰寫學習心得一篇，期末繳交。評量等級如要爭取 A－以上，篇

幅需達三千字，此為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心得於 112/01/14

前交寄電子檔到 elearn。為確保符合評量最低的要求（C-）或協

助提高寫作水平，可在第十七週（112/01/07）以前先給我看過

草稿，學期結束（112/01/14）以後就再無補救機會。 

【選讀書目】 

1. Darwin, John 著，黃中憲譯，《帖木兒之後——1450～2000 年全

球帝國史》〔2007〕。新店：野人文化，2010。 
2. Ferguson, Niall 著，《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

強權的啟示》。新北：廣場，2015。 
3. Gerwarth, Robert 著，馮奕達譯，《不曾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

中歐民族國家的興起》。台北：時報文化，2018。 
4. Haffner, Sebastian 著，周全譯，《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

志國》。新店：左岸，2009。 
5. Hobsbawm, Eric 著，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

北：麥田，1996。 
6. 宋鴻兵，《貨幣戰爭》。台北：遠流，2008。 
7. 宋鴻兵，《貨幣戰爭 4：群雄並起》。台北：遠流，2013。 
8. 張振江，《從英鎊到美元：國際經濟霸權的轉移 1933-1945》。北

京：人民，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