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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明華

熱血  教授篇

跳脫讀「死」書  
林果顯讓歷史「活」起來  

想
像一下，如果你像小叮噹

般，擁有一台可以在過

去與未來間穿梭自如的時光機，

那麼身處21世紀的你，最想體驗

哪種歷史人物的生活？對於這個

問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最年輕的助理教授林果顯笑著

說，若真能來場時空旅行的話，

他最想回到古代體驗史官的生

涯，親身了解以前的歷史記錄者

是如何看待歷史、解讀歷史，相

信對鑽研歷史的自己來說，將是

難得又過癮的體驗！

拋開刻板印象束縛

從多元角度看歷史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每個人都上過歷史課，但可曾想

過歷史在我們人生歷程中究竟扮

演什麼角色？為何我們要讀歷

史？又希望從歷史中學到什麼？

林果顯說，其實光是懂得開始思

考這些問題，就已經是研讀歷史

的收穫之一。

曾有學生跟林果顯抱怨不喜歡

歷史，因為不喜歡背東西；但在

他看來，大學教授歷史課程的目

的並非為了背誦強記每個歷史事

件的人、事、時、地、物，而是

要培養學子獨立思考與思辨能

力，他甚至希望每個來上課的學

生都能拋開過去的歷史思維，

重新將自己的史觀「解構再建

構」，不要被刻板的印象所綑

綁，學習從不同角度觀看歷史。

他以中國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

為例，過去我們總認為當時群雄

各據一方而導致中國時局紛亂、

動盪不安，一直要等到秦始皇一

統天下後才迎來太平盛世，然而

這樣的刻板印象全是因為我們長

期以來被大一統的朝代觀給綁

住，以致於認為分裂就是等同紛

亂、一統才能天下太平。然而，

在林果顯看來，春秋戰國其實是

個多元奔放的年代，各國各自有

自己的文化發展，許多具有創造

力的事物都在這個年代產生。

也因為春秋戰國的歷史故事太

過精彩，讓著迷不已的林果顯原

本要以此時期作為探究主軸，沒

想到因為爺爺往生，意外成為改

變自己歷史研究生涯的轉捩點。

林果顯談到，當時因爺爺往

生，平日較少見到的家族親戚全

都齊聚一堂為爺爺送行，從叔叔

伯伯的回憶敘舊中，他驚覺自己

竟對上一輩人的生平故事與那個

年代的臺灣如此陌生，因而轉而

對探究臺灣史產生興趣，也因緣

際會開啟往後從清帝國末期、日

治到戰後臺灣史的研究生涯。

教學第一招：人物為主軸  

為歷史賦予人味

為何想透過人物呈現歷史變

遷？林果顯說，因為這樣的歷史

課才有「人」味。為此，他所教

授的歷史通識課往往是從人物出

發，引導學生思考不同時期的人

物與歷史演變間的關係。

在規劃課程時，他會先選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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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清朝時期、日本統治到戰後

臺灣相關的歷史人物，這些歷史

人物涵蓋官方與民間、男性及女

性，其生平都與當時的時代變遷

息息相關，林果顯讓學生從這幾

位人物中，投票選出自己想探究

的人物，作為這門課的討論主

軸，透過「以人觀史」的方式，

讓學生更貼近這三個時期的臺灣

歷史，進而去思辨威權體制、殖

民政治、人民自主力量展現等議

題。

教學第二招：化身歷史人

物  學習設身處地思考

「歷史的演變往往跟那個時代

人物的選擇有關。」林果顯認為

歷史的推移與變遷，關鍵在於

人，人的抉擇會影響歷史的發

展。他以出生於1899年的蔡阿信

為例，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她是臺

灣近代第一位接受現代醫學訓練

的女醫師，18歲就隻身前往日本

醫校進修。

事實上，不管哪個時代，要成

為歷史上的第一人總是特別不

易，尤其在當時前往日本留學的

臺灣學生不過才一百多名，女生

更是少見，但蔡阿信能成為女醫

師的求學歷程，也凸顯那時的她

正身處兩個不同世代的歷史轉捩

點，女性不再像過去一樣只能完

全依附在男性經濟權力下，也有

機會靠著教育翻轉人生，走出自

己的一片天。

除了蔡阿信外，透過其他歷史

人物也能從中觀察當時的歷史變

遷。林果顯強調，許多歷史的發

生或演變都不是理所當然，他希

望學生透過人物生平經歷去思考

當時的時空背景，將歷史活化。

 

教學第三招：挑起學生好

奇心  把課程變有趣

一門好的通識教育課程應該具

備那些要素？才剛跨過不惑之年

門檻，卻已三度獲頒政大通識課

優良教師的林果顯認為，「讓課

程內容有趣」是首要之務，但要

讓學生覺得有趣的前提是老師要

先覺得自己的教學內容很有趣，

因為熱情是會相互感染的，當老

師在台上講得眼神閃閃發亮時，

相信台下學生也會感受到老師的

熱力四射。

以自身的通識課為例，林果顯

會試著在教學時挑起學生想進一

步探究的好奇心，解構學生對歷

史事件的原有認知，讓課程變得

有挑戰性。

他表示，多數人念歷史是照著

事件的發生時間序走，常把世界

史和臺灣史區隔開來，但綜觀來

看，臺灣史也是世界史的一環，

不應如此壁壘分明。所以他會將

臺灣史放在世界史脈絡中來教，

讓學生思考為何四百年前，西班

牙、荷蘭等歐洲國家會不約而同

來到臺灣？

他指出，當時許多歐洲國家都

想與中國做生意，但當時的鎖國

思想讓歐洲強權不得其門而入，

因此鄰近中國、地處世界重要航

線、具地利優勢的臺灣，也就成

為西、荷等國前仆後繼來到這裡

的原因。林果顯強調，歷史事件

往往是「環環相扣」的關係，在

我們關注臺灣歷史變遷的同時，

也要回頭去看同一時間軸的世界

各國發生了什麼事，而導致臺灣

出現這樣的變化，才能避免陷入

以偏概全的歷史思維。    

教學第四招：踏查大稻埕  

引領學生感受歷史情境

為了讓歷史場景躍然紙上，林

果顯會利用課堂進行戶外踏查，

帶領學生實地走訪大稻埕，親身

感受情境氛圍。他表示，親臨歷

史現場的魅力非文字、圖像或現

在最夯的虛擬實境所能取代，就

像許多人喜歡造訪的千年古國義

大利，當身歷其境時，更能感受

透過課程培養學生思辨力，學習從不同的角度觀看歷史！ 

林果顯的關鍵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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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西方文藝復興發源地的文化

風采。

林果顯談到，研讀臺灣史的優

勢就是讓我們可以從身處的這塊

土地找到歷史與自己的連結性，

透過戶外踏查可以讓學生貼近古

往今來的歷史場景，思考為什麼

這裡會發生這些歷史事件，「就

像有學生好奇為什麼古早時代大

稻埕的商業街（現在的貴德街）

街道寬度這麼窄小，這是因為以

前的商業街道只需要能容得下轎

子經過就足夠。」從馬路寬度也

能反映出過去交通工具的使用情

況，這就是歷史的有趣之處，讓

後人得以見微知著。

教學第五招：規劃學習單  

由學生分組調查

「透過眼見為憑，更能理解當

年大稻埕能成為臺灣重要歷史發

源地的緣由。」正因大稻埕在臺

灣史演變中扮演重要角色，跨越

了清朝、日治與戰後臺灣，為讓

學生試著比較這三個時期的歷史

軌跡，林果顯會在踏查前先規劃

好學習單，並配合學生所攜帶的

大稻埕地圖進行分組調查與討

論，藉此找出大稻埕哪些建築是

從清朝保留迄今，哪些建物是在

日治時期或是戰後臺灣才出現，

透過各組分工與合作，區分三個

不同時期的歷史特色，呈現出大

稻埕一路走來的發展變遷，讓大

稻埕不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地

名，而是活生生的歷史場景展

現。

教學第六招：結合TA進行

討論課  激發思辨力  

除了戶外踏查外，討論課也是

林果顯課程的一大特色。他表

示，為激發學生發掘問題、進行

歷史思辨的能力，他會聘請碩博

士班學生擔任教學助理（簡稱

TA）來進行討論課，透過分組形

式，讓學生思考前兩周課程所上

內容，從中找出問題進行討論，

藉由你一言、我一句的思辨，不

僅有助於學生進行深度思考，也

能藉此釐清人物與歷史背景的關

係。

不只如此，討論課還會規劃議

題相互討論，例如探討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角色的不同思維：當你

扮演殖民者角色時，會運用哪些

殖民方式來進行統治？反觀自己

成為被殖民者角色時，又會以哪

些方式對抗殖民政府？不同的角

色立場往往會激發不同的思考與

選擇，林果顯希望學生能藉由角

色扮演，融入歷史情境中，設身

處地思考，從中理解「殖民」與

「被殖民」的概念與意涵。

儘管在大師備出的歷史學界，

林果顯自謙自己只是個後生晚

輩，但他仍深信人文基礎學科的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建立學生的

獨立思考與思辨能力，而歷史學

正是培訓這種能力的最佳方式，

這也是林果顯教授歷史課程以

來，一直秉持的理念初衷。

林果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

理教授，研究專長為戰後臺灣史、政治史等領域。他善於將戶外踏查

的教學融入通識教育課堂中，引領學生身歷其境感受歷史現場的氛

圍，激發對歷史的思辨力與覺察力，深獲學生好評。

重要事蹟：
• 101、102 年榮獲國立政治大學共同及通識課程教學優良教師獎。

• 100年獲得國立政治大學專業課程教學優良教師獎。

• 獲頒國立政治大學「教學特優教師」榮譽。

• 獲頒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98年榮譽會員。

個人小檔案

（張明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