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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是漫長孤寂的工程，從近二年的構思、蒐集資料、展讀文獻、詮

解古籍，埋首筆耕、反覆修正，尚不知所向為何，幸經許仟教授的適時指正，

才紓緩我情緒上的波濤與思路上的偏頗。 

所謂我思故我在，從小到大我不曾焦慮身為中國人的不確定，但年紀愈

長，卻愈為混淆。歸其原因，乃受制於慣性思維，亦即對事只知其然而不之所

以然的當然心態。所以，對於中國何以為中國，台灣何以屬中國，我既從不生

疑，也總是斬釘截鐵地認定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或持當然爾之態度看待一統。

霎時之間，頓覺自己囫圇吞棗了大半人生，對事無所認知，又奢談兩岸之積極

政策？！是以如何彌補此遺憾，乃我之志。只是一任閱覽群籍，竟也尋不出一

本符合自己想法編排的作品。恰於此時，許仟教授給我命題上最切入的點醒，

從此我乃一頭栽盡大一統的研究。只是這麼一來，我更感歷史的浩瀚，和自己

的渺小，不免臨文浩歎。 

過程中，支撐我繼續向前的動力，是每當數度北上穿梭國家圖書館、台大、

政大、中央大學、中興大學、台中師院等圖書館，及往返奔波中正、南華大學

圖書館、嘉義市文化中心之際，突獲尋尋覓覓所欲取得之典籍文獻，那種興奮

及雀躍之情，實溢於言表。尤其午夜夢迴自我對話後所得之推論，每獲文獻驗

證，更使自己油然而生走入研究領域的踏實感與樂趣。而這種經驗，竟然也出

現在江樹生教授的心路歷程中： 

這是個很枯躁的工作。唯一的樂趣是，在檔案中發現了想要知道，而以

前不知道，現在終於找到了的東西。也就是說，有些事情是自己想到可

能會有，但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翻閱檔案中找到確實肯定的

答案。 

得此共鳴，令我竊喜，也深信自己已臻入門，然日後的修行無疑仍需靠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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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而有以致之。 

至於我的研究，對於學術界究有何貢獻，也是我一直思索的重點，更是我

唯恐達不到的一點，那就是慕求它能提供「未來兩岸」另一個更務實的參考。

但願它已做到！若此，感謝生命週遭中諸多師長與親友的鼓勵與指導，尤其口

試期間郭冠廷及毛樹仁副教授給我更廣闊的研究方法及邏輯觀念的指引，深深

撥動我繼續學習之心絃，更感謝家人永遠默默地與我共耕耘的點點滴滴，讓我

有追求智慧增長的揮灑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