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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思維之“用”再思考：以歷史移情為探討核心

摘   要  “人文科系無用論”已然成為社會爭論的議題，因此近年文學院系所的課
程委員會紛紛將產業代表納入其中，希望借重產業界的經驗與意見，作為
未來課程規劃與改革的方向。目前歷史教育界正努力思考如何將歷史學應
用於社會的問題，希望能夠建立社會大眾、家長和歷史系的學生們對歷史
學應用價值的信心。我們認為唯有先釐清歷史思維的性質與價值等問題，
才能正確地掌握歷史教育的目標以及發揮它的功效，最後才能說服社會大
眾和學生相信歷史知識和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對於社會與個
人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因此當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正努力思考如何
讓學生能夠多培養一些“技能”，增強與社會的連結之時，本文認為教師
們同時應該重新省思所傳授的知識與能力的價值，並且能夠發展出一套清
晰和完整的論述，並向學生及社會傳達。

關鍵詞  歷史思維；歷史移情；換位思考；詮釋學；重演理論；模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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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 筆 者 在 考 上 大 學 哲 學 系 之 時， 村 子 裡 的
大 學 生 並 不 多， 因 此 我 的 母 親 非 常 高 興； 但 是
她 完 全 沒 聽 過 哲 學 系 這 樣 的 科 系， 就 問 我： 讀
哲 學 將 來 可 以 做 甚 麼？ 後 來 我 轉 到 歷 史 系， 母
親 再 一 次 問 我： 讀 歷 史 將 來 可 以 做 甚 麼？ 我 猜
想 母 親 問 這 個 問 題， 一 方 面 是 出 自 她 對 我 的 關
心，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她 知 道 親 朋 好 友 也 一 定 會 對
她提出相同的問題：你兒子讀哲學系（歷史系）
將 來 可 以 做 甚 麼？ 在 我 母 親 和 她 周 遭 的 人 的 認
知 中， 讀 大 學 的 目 的 和 價 值 就 是 為 了 有 利 於 將
來 找 工 作， 因 此 如 果 她 沒 辦 法 確 定 我 未 來 能 不
能 找 到 工 作， 那 麼 她 兒 子 考 上 大 學 的 喜 悅 頓 時
就 會 黯 淡 許 多。 我 完 全 忘 記 有 沒 有 回 答 她 的 問
題， 或 是 我 是 怎 麼 回 答。 但 是， 這 個 問 題 仍 是
大 多 數 就 讀 人 文 科 系 學 生 自 己 以 及 他 們 的 父 母
的共同疑問：讀人文科系有甚麼用？

至 今， 這 個 問 題 依 然 存 在， 但 是 形 勢 似 乎
已 經 更 為 嚴 峻，“ 人 文 科 系 無 用 論 ” 已 然 在 國

際間受到熱議。 1 近來年在“大學財務自主”的
風 潮 下， 歐 美 高 等 教 育 面 臨 最 大 的 危 機 是 大 學
逐 漸 從 教 育 研 究 機 構 轉 變 為 商 業 機 構。 學 校 變
成 為 一 間 公 司， 校 園 裡 的 領 導 階 層 逐 漸 被 專 業
經理人所取代。在“財務壓力”和“經營績效”
思 維 下， 一 方 面 大 學 領 導 階 層 認 為 教 育 機 構 所
追 求 的 是 人 才 培 育 和 學 術 研 究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強 調 教 育 與 研 究 必 須 和 產 業 發 展 有 更 深 的
連 結。 另 一 方 面 當 其 財 政 緊 縮， 需 要 精 簡 人 事
節 省 開 支 之 時， 人 文 科 系 理 所 當 然 地 成 為 第 一
個被檢討的對象。2015 年初荷蘭阿姆斯特丹大
學 曾 爆 發 一 場 引 起 國 際 注 目 的 學 生 抗 爭 運 動。
這 個 事 件 起 因 於 校 方 投 資 失 利， 造 成 龐 大 的 財
務 黑 洞， 學 校 當 局 為 了 樽 節 人 事 支 出 並 節 省 空
間， 計 劃 關 閉 阿 拉 伯 語 和 希 伯 來 語 等 冷 門 語 言
系， 並 且 計 劃 將 歷 史、 哲 學 和 文 學 等 科 系 合 併
為“人文學位”。 2 當這個消息被揭露之後，引
發 人 文 學 院 學 生 激 烈 的 抗 爭， 最 後 甚 至 演 變 成
學生佔領教學大樓。 3

前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晉 三 在 其 執 政 期 間， 積 極
進 行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重 整 計 劃。 他 認 為 所 有 的 公
立 大 學 應 該 立 即 進 行“ 重 定 教 育 使 命 ” 和“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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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課 程 ” 兩 項 重 大 改 革， 並 且 要 求 文 部 科 學 省
應 依 據 各 大 學 對 政 策 的 配 合 程 度 來 考 量 其 經 費
的 分 配。 安 倍 政 府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目 標： 一 是
希 望 日 本 能 有 十 所 頂 尖 大 學 進 入 全 球 百 大 名
校， 並 使 日 本 的 科 學 研 究 能 夠 領 先 全 球； 二 是
增 強 大 學 畢 業 生 的 競 爭 力， 為 經 濟 發 展 注 入 活
力 和 創 新。 因 此， 大 學 分 為 兩 種， 一 是 從 事 高
端 科 學 研 究， 另 一 種 則 專 注 職 業 訓 練。 在 安 倍
政 府 的 政 策 思 維 下， 人 文 學 科 完 全 失 去 其 價 值
和地位，成為裁撤和整併的對象。4 例如，日本
西 部 的 愛 媛 大 學 計 劃 取 消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文 和
教 育 科 系， 專 注 於 職 業 訓 練， 訓 練 能 夠 為 當 地
產業工作的學生。 5

去 年 澳 洲 政 府 希 望 引 導 學 生 遠 離 人 文 領
域， 進 入“ 就 業 率 高 ” 的 領 域。 因 此 澳 洲 政 府
提 議 的“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計 劃 ”（Overhaul of  
tert iary educat ion）， 根 據 澳 洲 政 府 公 佈 的
計劃中，明確指出“與工作相關”的課程費用，
將削減 20% 到 62% 不等。這些“與工作相關”
的 領 域 多 為 理 科， 如 建 築、 環 境 科 學、 信 息 技
術 和 工 程 學。 而 2021 年 起， 澳 洲 所 有 大 學 的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法 律 等“ 文 組 ” 科 系， 學 費
將調漲超過兩倍（113%）。澳洲教育部長丹·
特漢（Dan Tehan）先前曾在“國家記者俱樂
部 ”（National  Press Club） 表示， 之所以
要 調 整 學 費， 全 是 為 了 鼓 勵 學 生 學 習“ 未 來 工
作 ” 所 需 的 技 能，“ 我 們 正 在 努 力 鼓 勵 學 生 們
邁 向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技 能 領 域，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需
要更多護理師，我們需要更多的專職醫療人員，
我 們 需 要 更 多 工 程 師， 我 們 需 要 更 多 的 心 理 學
家 ”。 丹·特 漢 表 示，“ 當 我 獲 得 文 學 士 的 學
位 時， 這 幾 乎 使 我 失 去 了 找 工 作 的 機 會 ”。 因
此， 他 認 為 學 生 應 該 開 始 思 考， 自 己 所 就 讀 的
學科是否能有等值的就業成果。6

在 台 灣， 我 們 也 看 到 這 樣 的 新 聞 標 題：
“ 追 蹤 三 年， 念 人 文 科 系 真 的 沒‘ 錢 ’ 途？”
內 容 是 教 育、 勞 動 和 財 政 等 主 管 部 門 對 大 學 畢
業 生 的 就 業 調 查 報 告。 三 年 的 追 蹤 數 字 顯 示，
人 文 科 系 的 畢 業 生 在 畢 業 三 年 後 的 平 均 月 薪 是
33,000 元， 只 比 最 低 的 設 計 學 多 4,000 元。

除 了 薪 水 低 之 外， 文 科 學 生 的 工 作 穩 定 性 也 較
低， 其 就 業 多 集 中 於 教 育 服 務 業、 零 售 業 和 製
造 業。 並 且 就 算 擁 有 博 士 學 位 後 投 入 職 場， 其
平 均 70,000 元 的 月 薪， 仍 然 是 敬 陪 末 座。 另
外 在 校 園 內， 以 文、 史、 哲 為 核 心 的 人 文 學 科
也 正 面 臨 招 生 危 機 的 生 存 挑 戰。 以 台 灣 大 學 為
例， 哲 學 所 和 歷 史 所 近 年 的 註 冊 率 一 度 跌 到 只
剩 五 成， 而 以 文、 法、 商 為 重 心 的 政 治 大 學，
其 哲 學 博 士 班 甚 至 只 有 兩 成 的 報 到 率； 南 部 成
功 大 學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幾 乎 是“ 同 額 報
名 ”， 博 士 班 則 是 錄 取 名 額 比 報 名 人 數 多。 台
灣 的 頂 尖 大 學 的 招 生 情 況 都 已 經 是 如 此， 其 他
大 學 更 是 嚴 重。 面 對 此 種 情 況， 教 育 主 管 部 門
的 回 應 是 目 前“ 暫 無 ” 裁 併 人 文 科 系 的 計 劃，
但“ 應 該 檢 討 ”， 同 時 將 會 要 求 各 大 學 的 人 文
科 系 應 該 依 據 其“ 註 冊 率 ” 和“ 就 業 率 ” 的 情
況積極轉型。7 在文科畢業生求職的困境與文學
院 系 所 招 生 的 危 機 下， 文 學 院 的 課 程 規 劃 亟 思
謀 求 改 變， 強 調 學 用 合 一， 產 學 無 縫 接 軌。 因
此 近 年 文 學 院 系 所 的 課 程 委 員 會 紛 紛 將 產 業 代
表 納 入 其 中， 希 望 借 重 產 業 界 的 經 驗 與 意 見，
作 為 未 來 課 程 規 劃 與 改 革 的 方 向。 目 前 歷 史 教
育 界 正 努 力 思 考 如 何 將 歷 史 學 應 用 於 社 會 的 問
題， 希 望 能 夠 建 立 社 會 大 眾、 家 長 和 歷 史 系 的
學生們對歷史學應用價值的信心。

相 對 於 上 述 的 悲 觀 氛 圍， 筆 者 也 看 到 幾 則
新 聞 報 導， 其 內 容 則 有 別 於 之 前 所 述 的“ 人 文
科 系 無 用 論 ” 的 觀 點。 英 國《 郵 報 》 首 席 產 品
長彼得·格林（Peter Green） 分析《 財富 》
雜 誌 的 調 查 資 料 發 現， 全 球 前 五 百 大 企 業 執 行
長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皆 畢 業 於 人 文 相 關 科 系， 而 非
刻 版 印 象 的 理 工 背 景。 報 導 中 特 別 以 當 年 領 導
華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反 敗 為 勝 的 前 執 行 長 麥 克·艾
斯 納（Michael Eisner） 為 例， 他 在 大 學 主
修 英 國 文 學 和 戲 劇。 他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之 處 在
於， 他 懂 得 如 何 挖 掘 能 夠 打 動 人 心 的 故 事。 他
在接受《今日美國》（USA TODAY ）的訪問
時，談到人文學科訓練對他的幫助，他說：“當
初 修 讀 人 文 學 科 時 看 似 無 用， 然 而， 之 後 我 發
現 歷 史 與 人 文 為 我 預 備 的 不 是 直 接 上 手 的 硬 實
力， 而 是‘ 理 解 人 心 ’ 的 軟 實 力， 讓 我 在 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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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的 時 候， 更 能 理 解 他 們 心 中 的 想 法、 感 受
和 期 待。 這 對 我 在 職 場 上 人 事 應 對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因 為 無 論 從 事 甚 麼 樣 的 行 業， 最 重 要 的 是
處理人際關係。” 8 有趣的是，當社會普遍認為
應 該 培 養 專 業 技 能 時， 艾 斯 納 反 對 這 樣 的 教 育
觀 點， 他 在 僱 用 員 工 時， 較 不 考 慮 選 擇 單 一 專
業 知 識 背 景 的 人， 而 會 優 先 錄 取 文、 史、 哲 相
關科系的畢業生。

他 講 述 了 一 個 自 身 的 經 驗， 當 他 得 知 兒 子
想 讀 電 影 學 院 時， 他 打 了 一 通 電 話 給 喬 治·盧
卡 斯（George Lucas）， 請 教 他 的 意 見。 出
乎意料地，喬治·盧卡斯回答：“千萬不要去。
因 為 學 拍 電 影 的 技 術 就 像 學 開 車 的 技 術， 人 人
都 可 以 學 會 開 車 的 技 術。 但 是， 一 部 電 影 的 好
壞， 不 是 決 定 於 技 術， 而 是 它 所 傳 達 的 思 想 和
情 感。” 另 外，PayPal 前 執 行 長 彼 得·提 爾
（Peter Thiel）大學主修二十世紀當代哲學，
CNN 創辦人泰德·透納（Ted Turner）主修
古 典 學， 他 們 一 致 認 為 人 文 學 科 的 訓 練 讓 他 們
懂得“換位思考”（Perspect ive-taking），
找 到 各 式 分 享 觀 點、 激 盪 創 意 的 方 法， 而 這
也 是 身 為 未 來 領 導 人 的 必 備 能 力。 線 上 購 物
平 台 Etsy 的 前 執 行 長 查 德·狄 克 森（Chad 
Dickerson） 主 修 英 國 文 學， 他 指 出 數 理 背 景
並不代表更有能力解決職場上的問題，因為“你
需 要 理 解 別 人 怎 樣 思 考， 怎 樣 生 活， 但 是 懂 得
微 積 分 並 不 能 幫 助 你 做 到 這 些 ”。 所 以， 他 特
別強調移情能力（Empathy，又譯同理心）的
重要性。 9

 
為 甚 麼 一 方 面 像 安 倍 晉 三、 丹·特 漢 和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會 認 為 人 文 學 科 沒 有 實 用 的 價 值，
另 一 方 面 如 擔 任 華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執 行 長 一 職 長
達 21 年（1984—2005 年 ） 的 麥 克·艾 斯 納
和 Etsy 的 前 執 行 長 查 德·狄 克 森 等 人 非 常 肯
定 人 文 學 科 的 價 值。 筆 者 認 為 關 鍵 點 在 於 是 否
對 人 文 科 學 的 性 質 及 其 培 養 的 能 力 有 正 確 的 認
識。 以 星 巴 克 前 執 行 長 霍 華·舒 茲（Howard 
Schultz） 的 經 驗 為 例， 他 在 大 學 主 修 人 文 相
關 科 系， 到 了 大 三 大 四 之 後， 對 於 自 己 所 學 是
否 有 用 感 到 茫 然 和 焦 慮， 因 此 他 也 選 修 了 商 學

院的一些課程，好讓自己更有保障。畢業之後，
他 的 父 母 為 他 的 成 就 感 到 驕 傲， 因 為 他 是 家 庭
裡 第 一 個 得 到 大 學 文 憑 的 人。 但 是 他 對 於 自 己
的 未 來 完 全 沒 有 方 向 感， 因 為 在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從 來 沒 有 人 幫 助 他 認 識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的
價值” 10。今天社會對歷史學以及人文學科價值
的 懷 疑， 其 原 因 與 霍 華·舒 茲 相 同， 他 們 並 不
清 楚 歷 史 學 和 人 文 學 科 能 夠 培 養 學 生 具 有 何 種
能 力， 以 及 這 種 能 力 的 價 值。 因 此 今 天 的 歷 史
教 育 面 臨 兩 個 問 題： 一 是 社 會 對 歷 史 教 育 的 質
疑，11 另一個問題是歷史教師未能準確掌握歷史
知 識 的 性 質 與 歷 史 教 育 的 目 標。 我 們 認 為 唯 有
先 釐 清 歷 史 思 維 的 性 質 與 價 值 等 問 題， 才 能 正
確 地 掌 握 歷 史 教 育 的 目 標 以 及 發 揮 它 的 功 效，
最 後 才 能 說 服 社 會 大 眾 和 學 生 相 信 歷 史 知 識 和
歷 史 思 維（Histor ical  th inking） 對 於 社 會 與
個 人 有 其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價 值。 因 此， 當 大 學
歷 史 系 的 教 授 們 正 努 力 思 考 如 何 讓 學 生 能 夠 多
培 養 一 些“ 技 能 ”， 增 強 與 社 會 的 連 結 之 時，
筆 者 認 為 教 師 們 同 時 應 該 重 新 省 思 所 傳 授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的 價 值， 並 且 能 夠 發 展 出 一 套 清 晰 和
完整的論述，並向學生及社會傳達。

筆 者 認 為 上 述 幾 位 執 行 長 對 於 人 文 科 學
價 值 的 觀 點， 有 幾 個 重 點 值 得 我 們 省 思， 本 文
稍 後 將 一 一 申 論。 首 先 這 些 在 各 行 業 表 現 傑 出
的 執 行 長 指 出 他 們 受 惠 於 人 文 學 科 訓 練 之 處，
並 不 是 獲 得“ 一 技 之 長 ”， 而 是 移 情 的 思 維 能
力。 綜 合 他 們 的 觀 點， 移 情 的 思 維 能 力 包 含 了
三 個 面 向： 第 一， 單 一 專 業 知 識 背 景 容 易 限 縮
思 考 的 角 度， 相 反 地， 人 文 學 科 的 訓 練 可 以 讓
人 能 夠 具 有“ 換 位 思 考 ” 的 能 力， 理 解 別 人 怎
樣 思 考， 怎 樣 生 活， 並 且 能 夠 用 多 元 的 角 度 思
考 問 題， 找 到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第 二， 人 文 學
科 的 訓 練 可 以 使 人 更 敏 銳 更 深 刻 地 感 受 世 界 和
生 命， 也 就 是 一 種 能 夠“ 融 入 其 中 ” 的 移 情 能
力； 第 三， 人 文 學 科 的 訓 練 目 的 不 是 讓 學 生 習
得“技術”（如喬治·盧卡斯“學會開車”  之
語 ）， 而 是 培 養 學 生 建 立 自 己 世 界 觀 的 能 力
（ I t 's where you dr ive that counts）。如
果移情的思維能力是這些世界前 500 大企業執
行 長 職 業 生 涯 成 功 的 基 石 之 一， 筆 者 相 信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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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歷史移情之概念（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思維能力正是歷史思維所能夠培養的能力——歷
史 移 情 的 能 力， 而 本 文 的 主 旨 就 在 於 說 明 歷 史
思維之用就是培養學生歷史移情的能力。

目 前 在 歷 史 學 界、 歷 史 教 師 和 社 會 大 眾 對
歷 史 移 情 的 觀 念 尚 未 有 完 整 與 深 入 的 認 識， 以
致 在 大 學 歷 史 系 或 國 高 中 的 歷 史 教 育 都 未 能 以
培 養 學 生 歷 史 移 情 能 力 為 主 要 的 教 學 目 標。 主
要 的 原 因 在 於 許 多 歷 史 學 者 和 歷 史 教 師 仍 受 科
學 實 證 史 學 觀 思 想 的 影 響， 堅 持 歷 史 研 究 和 歷
史教育的核心是追求客觀（Object iv i ty）和找
尋真實（Truth）。12 在科學的史學觀之預設下，
理 性 與 情 感、 客 觀 與 主 觀、 解 釋（ 分 析 證 據 ）
與 想 像（ 經 驗 與 情 感 投 射 ） 相 比 之 下， 前 者 皆
較 為 重 要， 也 被 認 為 是 治 史 的 標 準。 史 學 家 以
及 學 習 歷 史 的 學 生 必 須 遵 守 科 學 原 則 的 學 術 規
範， 以 摒 棄 自 我， 消 除 主 觀， 冷 靜、 不 帶 情 感
和 偏 見 的 立 場 研 究 歷 史。 所 以， 在 歷 史 理 論 和
教 學 實 務 等 方 面 仍 然 對 於 歷 史 移 情 概 念 有 些 疑

慮 或 認 識 不 清， 也 就 無 法 從 正 面 和 積 極 的 態 度
培養學生的移情能力。

因 此 本 文 論 述 有 三 個 方 向： 首 先， 說 明 歷
史 移 情 的 性 質 和 內 容； 第 二， 從 美 學、 哲 學、
心 理 學 和 腦 神 經 科 學 的 移 情 觀 點 說 明， 移 情 是
人 類 心 靈 的 認 知 與 情 意 感 受 的 能 力， 以及從威
廉· 狄 爾 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22）
和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
1943）的歷史詮釋學說明， 歷史移情可以是一
種 歷 史 理 解 和 研 究 的 方 法； 第 三， 回 應 歷 史 教
育 學 者 對 歷 史 移 情 教 學 的 質 疑； 最 後， 在 結 論
中 說 明 歷 史 移 情 能 力 就 是 認 識 自 己、 理 解 他 人
和多元思考的能力。

二、移情能力的定義

本 文 所 提 出 的 歷 史 移 情 （ His tor ica l  
empathy）概念意指“心靈的認知（Cognitive）
和情意（Affective）的綜合能力”。雖然我們無
法直接認識他人的內心狀態（Mental state），
但 是 可 以 運 用 移 情 的 能 力， 在 想 像 的 過 程 中 讓
人 能 夠“ 模 擬 ”（Simulate）、 再 經 驗（Re-
experience）和“重演”（Reenact）他人內心
的思想和情感，使他人的內心狀態和經驗“再現”
（Representation）於我們的心靈中。13

人 類 心 靈 的 移 情 能 力 由 三 個 要 件 所 構 成：
（1）在自我與他人之間，能夠有情意（Affective）
的感受、分享和回應；（2）能夠以換位思考的方
式（Perspective-taking）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
觀點；14（3） 能夠有自我 ／ 他人的意識（Self-
other awareness） 的 管 理 機 制（Regulatory 
mechanism），不會過度認同於他人的思想和情
感而造成混淆，以致喪失自我意識。15 心理學家狄
奧多·芮克（Theodor Reik）認為完整的移情包
括 四 個 程 序。（1） 一 體 感（Identification）：
將自己的注意力全神貫注地集中於他人的經驗；

（2）結合（Incorporation）：內化（Internalizing）
別 人 的 經 驗， 使 別 人 的 經 驗 成 為 自 己 的 經 驗；
（3） 反 響（Reverberation）： 當 在 經 驗 他 人
的 經 驗 時， 同 時 能 夠 對 於 自 己 在 認 知 和 情 意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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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與他人經驗之間的關係進行反思；（4）超脫
（Detachment）：既能運用想像和投射的能力
使自己能夠設身於他人的主觀經驗，理解和分享
他人的思想與情感；同時又能夠自主地與他人的
主觀經驗分離，並且進行反思與評斷。16

將 上 述 的 移 情 概 念 運 用 於 歷 史 解 釋 理 解
之 中， 在 歷 史 移 情 所 得 到 的 歷 史 知 識 和 理 解 不
同 於 科 學 知 識 和 解 釋。 科 學 解 釋 在 於 建 立“ 因
果 的 再 現 ”（Representat ion of causes 
and effects）， 歷 史 移 情 所 追 求 的 不 只 是
事 件 的 因 果 關 係， 它 也 要 求“ 經 驗 的 再 現 ”

（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因此，
以歷史移情所得到的歷史知識和理解，不僅包含
事 件 因 果 的 分 析 解 釋， 它 還 是 一 種“ 經 驗 性 的
理解和知識”（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可 以 讓 人 理 解 他 人 的 思
想、 情 感 和 行 為 的 動 機， 因 此 可 以 解 釋 和 預 測
他人的行為。

因 此 在 歷 史 移 情 中， 我 們 可 以“ 再 經 驗 ”
（Re-experience）、“重演”（Re-enactment）
和“再創造”（Re-create）歷史人物的經驗。17

所有的科學理論都要求認識主體必須從第三者的客
觀角度和立場進行研究，但是在歷史移情中，為了
能夠獲得“經驗性的理解和知識”，認識主體不僅
要從第三者的角度和立場再現歷史人物的經驗，
同時它需要認識主體，將自己投射在歷史人物的
生命情境中，盡可能在心中復甦（Revive）、重
演、模擬和分享歷史人物的“內在經驗”（Inner 
experience），進而理解其意義。18

三、移情是一種心靈理論

（一）美學的移情概念

在 十 九 世 紀 德 國 思 想 史 中， 移 情 的 概 念
是 哲 學 家、 思 想 家、 史 學 家 以 及 美 學 家 熱 烈 討
論 的 課 題， 他 們 常 將 移 情（Empathy） 與 理
解（Understand/Verstehen） 並 論。 而 最
早 探 討 移 情 與 理 解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是 十 九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德 國 浪 漫 主 義 的 詮 釋 學 和 美 學 學

者。 可 惜 的 是， 隨 着 英 美 分 析 哲 學 和 科 學 實 證
主 義 的 盛 行， 這 一 學 術 傳 統 逐 漸 式 微。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中 期 以 後，“ 移 情 ” 概 念 才 又 成 為 許
多 心 理 學 家， 特 別 是 發 展 心 理 學 和 道 德 心 理 學
者熱衷討論的議題。

十 九 世 紀 末 與 二 十 世 紀 初 已 有 美 學 家
及 心 理 學 家 提 出“Einfühlung”（ 德 語，
Empathy 從 它 翻 譯 過 來 ） 一 詞。 哲 學 家 羅 伯
特· 費 希 爾（Robert Vischer） 最 早 使 用
“Einfühlung” 一 詞， 但 是 使 當 時 的 德 國 思
想 界 廣 泛 地 討 論， 使“Einfühlung” 這 一 概
念 能 夠 在 當 時 的 知 識 地 圖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則 是 來 自 於 慕 尼 黑 心 理 學 教 授 西 奧 多·利 普
斯（Theodor Lipps） 的 貢 獻。 利 普 斯 運 用
移 情 概 念 來 說 明 人 如 何 能 夠 體 驗 藝 術 作 品 以
及 人 如 何 認 知 他 人 的“ 心 靈 狀 態 ”。 而 美 學
家、 哲 學 家、 歷 史 學 家 和 社 會 科 學 家 將 移 情
（Einfühlung）視為理解歷史和文化現象的特
殊方法。19 在二十世紀初，由於利普斯的影響，
在 現 象 學 和 詮 釋 學 界 常 將 移 情 概 念 與 理 解 概 念
（Verstehen）互為運用。 20

心 理 學 家 利 普 斯 將“Einfühlung” 一 詞
定 義 為“ 認 知 者 傾 向 於 把 自 己 投 射 在 認 知 的
對 象 之 中 ”。 21 1909 年 心 理 學 家 愛 德 華·
鐵 欽 納（Edward Titchener） 把 利 普 斯 的
“Einfühlung” 翻 譯 為“Empathy”（ 移
情 ）。 鐵 欽 納 在 創 造 移 情 這 個 詞 時， 一 方 面 保
留 了 把 自 己 投 射 在 認 知 的 對 象 之 中 的 意 思； 另
一方面他強調認知主體必須藉由“心靈的肌肉”
（Mind's muscle） 所進行的“ 內在動態的模
擬 ”（ Inner k inesthet ic imitat ion）， 才 能
理 解、 認 識 客 體 的 內 在 意 識。 同 時 他 認 為 人 的
“ 移 情 傾 向 ”（Empathet ic tendencies）
是 人 性 明 顯 而 共 同 的 傾 向， 使 人 將 他 身 處 的 環
境予以“人性化”（Humanize）和“個人化”
（Personal ize）， 進 而 讓 我 們 產 生“ 民 胞 物
與”（Free-masonry among al l  men）的
情 感。 因 此 鐵 欽 納 提 出 一 個 重 要 的 解 釋， 他 認
為 移 情 有 兩 個 含 意： 一 是 認 識 他 人 情 感 的 方 式
（As a way knowing another 's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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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 一種社會認知連結（As a kind of 
social-cognit ive bonding）。 也 就 是， 移
情 的 能 力 既 是 一 種 與 認 知 對 象 情 感 上 的 連 結 或
同 理， 也 是 一 種 以 想 像 力 設 身 處 地 再 經 驗 歷 史
人 物 所 處 的 情 境， 對 人 的 行 為 提 出 解 釋 與 理 解
的能力。 22

（二）現象學的移情概念

現 象 學 家 埃 德 蒙 德·胡 賽 爾（Edmund 
Husserl） 23 和 埃 迪 特· 斯 泰 因（Edith 
Stein） 24 都 曾 詳 細 討 論 過 移 情 概 念， 他
們 超 越 利 普 斯 的 美 學 的 視 野， 將 移 情 置 於
“ 互 為 主 體 的 問 題 ”（The problem of 
intersubject iv i ty） 脈 絡 中， 探 討 人“ 是 否
可 能 ” 以 及“ 如 何 ” 認 知 他 人“ 心 靈 狀 態 ” 的

核 心 問 題。 他 們 認 為 移 情 是 人 類 獨 特 的 認 知 模
式，人類以移情的方式可直接經驗他人的思想、
情 緒 和 慾 望。 胡 賽 爾 說 明 移 情 是 以“ 個 人 的 態
度 ”（Personal ist ic att i tude） 來 理 解 他 人
的 心 靈 和 人 類 所 共 同 建 立“ 社 會 行 動 的 精 神 或
意 義 世 界 ”（Spir i tual  or meaning world 
of social  act ion）， 胡 賽 爾 強 調 在“ 個 人 的
態 度 ” 的 觀 點 下， 我 們 把 他 人 視 為“ 精 神 的 存
有”（Spir i tual  being），移情讓我們能投射
於 他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理 解 與 分 享 其 意 義。 移 情
下 的 精 神 世 界 並 不 只 是 一 個 獨 立 存 在 的 客 體，
他 們 與 我 們 共 同 存 在， 我 們 能 夠 參 與 他 們 的 生
命 經 驗， 我 們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是 互 依 互 動， 因 此
精 神 世 界 之 意 義 的 體 驗 與 理 解 之 性 質 並 不 是 私
有（Private）而是公共性（Publ ic）。 25

斯泰因指出移情是“互為主觀性經驗的基礎”
（The basis of intersubjective experience）
和“ 使 外 在 世 界 知 識 存 在 的 條 件 ”（The 
condition of possible knowledge of existing 

圖 2. 胡賽爾（圖片來源：Edmund Husserl 1910s/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圖 3. 斯泰因（圖片來源：Edith Stein/Public Domain/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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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er world），移情的能力不僅使我們能夠經
驗和他人心靈，同 時 也 讓 我 們 可 以 從 他 人 對 我
的 認 知 和 觀 點 來 認 識 自 己。 因 此， 斯 泰 因 強 調
一 方 面 我 們 以 移 情 認 識 他 人“ 心 靈 狀 態 ”，
另 一 面 我 們 因 為 可 利 用 移 情 的 能 力 知 道 他 人
對 我 的 看 法， 而 獲 得“ 自 我 的 知 識 ”（Self-
knowledge）。 26

（三）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移情概念

從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移 情 也 有 類 似 的 兩 種 定
義。 第 一 種 定 義， 認 為 移 情 是 一 種 心 智 認 知 的
能 力， 透 過 移 情 我 們 可 以 認 知 他 人 心 智 的 內 在
狀 態， 包 括 思 想、 情 感、 觀 念 和 意 圖。 持 此 觀
點者如威廉·伊克斯（Wil l iam Ickes）27 和羅
伯特·高登（Robert Gordon） 28，認為移情
是 一 種 對 人 之 行 為 的 解 釋 與 理 解 的 能 力， 是 我
們 以 想 像 力 設 身 處 地 再 經 驗 他 人 所 處 的 情 境，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必 須 能 夠 洞 察 他 人 思 想 中 的 各
項 要 素 —— 諸 如， 行 動 者 的 處 境 意 識、 情 感 因
素、 價 值 信 仰、 動 機 及 目 標 以 及 他 所 掌 握 的 資
訊 與 可 運 用 的 資 源， 讓 我 們 對 人 的 行 為 提 出 一
個合理的解釋和理解。

第 二 種 定 義， 則 強 調 情 感 部 分。 馬 丁·
霍 夫 曼（Mart in Hoffman） 主 張， 移 情 是
一 種 對 他 人 產 生 一 種 感 同 身 受 的 情 感 反 應
（ The v icar ious  a f fec t i ve  response  to 
another person）。 他 把 移 情 歸 納 為 六 種
模 式 或 層 次， 包 括 初 級 循 環 反 應（Primary 
circular react ion）、 古 典 制 約（Classical  
condit ioning）、 直 接 聯 想 模 仿（Direct 
associat ion mimicry）、 語 言 中 介 聯 想
（Language-mediated associat ion），及
最高層次的移情——角色扮演（Role taking）。
角 色 扮 演 指 的 是 想 像 自 己 站 在 別 人 立 場 的 認 知
活動（Cognit ive act）。29

近 年 來， 行 為 和 認 知 神 經 科 學 研 究、 以 及
核 子 功 能 造 影 實 驗 已 經 累 積 諸 多 證 據 顯 示， 每
一 個 人 可 以 藉 由 神 經 結 構 複 製 他 人 心 理 狀 態 的
功 能， 而 能 夠 理 解 他 人 的 思 想 和 情 緒。 人 有 能

力 主 動 基 於 自 己 的 意 願， 將 自 己 想 像 地 置 於 他
人 的 處 境 之 中， 想 像 他 人 心 中 可 能 的 感 受， 理
解 分 享 他 人 的 主 觀 經 驗。 這 樣 的 能 力 來 自 人 類
大 腦 的 功 能 機 制， 使 人 可 以 模 擬、 再 經 驗 和 重
演 他 人 的 觀 點。 神 經 造 影 研 究 證 明 當 人 目 睹 他
人 的 情 緒 狀 態， 或 是 有 意 識 地 採 用 那 個 人 的 心
理 感 受， 在 我 們 的 大 腦 中 就 會 啟 動 相 同 的 神 經
迴路，此一研究與心理學的模擬理論完全一致。
鏡 像 神 經 對 於 移 情 經 驗 非 常 重 要， 經 由 大 腦 神
經的鏡像（Mirror ing）功能，讓我們可以經驗
他 人 的 情 意 狀 態， 並 且 使 我 們 能 夠 做 到 情 意 的
分 享 和 回 應。 社 會 神 經 科 學 研 究 顯 示 移 情 能 力
建立在兩個基礎：（1）大腦中相同的神經迴路；
（2）管理認知與情緒的處理與防止自我與他人
混淆的機制。

綜 合 上 述 美 學、 哲 學、 心 理 學 和 神 經 科 學
對 移 情 概 念 的 定 義， 可 以 總 結 出 移 情 就 是 一 種
“理解”的活動。它具有兩種內涵：（1）移情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心 智 認 知 的 能 力， 也 是 一 種 社 會
認 知 連 結。 我 們 的 理 性 心 智 能 夠 以 想 像 力 設 身
處 地 再 經 驗 歷 史 人 物 所 處 的 情 境， 重 建 歷 史 人
物心中的問題、動機和目的；（2）移情是一種
認 識 他 人 情 感 的 方 式， 並 且 也 是 一 種 對 他 人 產
生 一 種 感 同 身 受 的 情 感 反 應。 移 情 是 人 性 的 共
同特徵與能力，使人將他所認識的對象個人化，
進 行 內 在 動 態 的 模 擬， 進 而 讓 我 們 產 生 情 感 與
共的感受，更加理解對方。

四、歷史詮釋學的移情概念：
移情是一種歷史理解的方法

屬 於 浪 漫 主 義 詮 釋 學 傳 統 的 弗 里 德 里 希·
施 萊 爾 馬 赫（Friedr ich Schleiermacher）
和 狄 爾 泰 皆 重 視 歷 史 理 解 之 問 題， 他 們 特 別
強 調 歷 史 理 解 首 重“ 個 體 性 之 原 則 ”（The 
pr inciple of indiv iduat ion），歷史解釋的重
點 應 該 在 於 闡 明 時 代 和 歷 史 人 物 獨 特 性。 30 浪
漫 主 義 詮 釋 學 將“ 個 體 性 之 原 則 ” 運 用 文 本 解
釋 之 上， 主 張 解 釋 者 必 須 掌 握 到 作 者 的 個 人 主
體 性（ Indiv idual  subject iv i ty）， 才 能 真 正
理解文本之意義。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都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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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施萊爾馬赫（圖片來源：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Public domain/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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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狄爾泰（圖片來源：Wilhelm Dilthey/Public domain/Wikimedia 
Commons）

建的模式”（A model of  reconstruct ion）
作 為 詮 釋 學 的 基 礎， 理 解 文 本 就 是 重 建 作 者 的
“ 原 本 意 向 ”（Original  intent ion）， 亦 即
要 求 解 釋 者 將 自 己 投 射 在 作 者 的 主 體 性 和 思 考
習 慣 中， 以 移 情 的 方 式 重 建 作 者 心 中 的 思 想、
意 圖 和 情 感。 施 萊 爾 馬 赫 認 為 文 本 詮 釋 的 首
要 目 標 在 於 重 建（Reconstruct ing） 和 重 現
（Reproducing） 作 者 過 去 的 行 動， 解 釋 者
藉 由 重 建 作 者 的 思 想， 使 他 能 夠 與 作 者 相 一 致
（ Ident i f icat ion）。 31

施 萊 爾 馬 赫 主 張 當 我 們 想 要 對 一 部 作 品
進 行 解 釋（ Interpretat ion） 時， 必 須 要 先 理
解（Understand） 作 者 個 人 的 特 殊 風 格，

掌 握 作 者 如 何 運 用 他 個 人 的 文 字 風 格 來 表 現 他
獨 特 的 觀 點。 施 萊 爾 馬 赫 認 為 理 解 的 基 礎 有 兩
大 要 素： 一 個 是 文 法 的 解 釋（Grammatical  
interpretat ion）， 另 一 個 是 心 理 的 解 釋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 ion）； 也 就
是 要 求 解 釋 者 必 須 具 備 社 會 語 言 慣 例（Social  
l inguist ic convent ions） 的 知 識， 以 及 理 解
作者的特定意圖（Specif ic intent ions）。因
此 對 於 施 萊 爾 馬 赫 而 言， 所 謂“ 理 解 ” 就 是 解
釋 者 在 他 自 己 心 中 重 建 作 者 的 思 想。 施 萊 爾 馬
赫 認 為 心 理 的 理 解 是 解 釋 作 品 時 的 一 個 重 要 層
面， 他 把 理 解 他 人 心 智 的 能 力 與 能 夠 想 像 地 把
自 己 轉 化 為 立 於 他 人 的 觀 點 兩 者 連 結 在 一 起。
對 於 施 萊 爾 馬 赫 而 言， 這 種“ 想 像 性 的 轉 化 ”
（ Imaginat ive transformation） 是 理 解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過 程。 而 這 種 轉 化 的 可 能 性， 是 根
據兩個前提：（1）解釋者與被解釋的對象之間
存有共通與相似的心理結構；（2）任何人類的
創 作（ 文 學、 音 樂、 建 築、 法 律、 制 度 與 歷 史
等 等 ） 都 是 人 類 內 在 心 靈 活 動 的 表 現。 因 此，
理 解 就 是 透 過 想 像 性 的 轉 化 將 自 己 置 身 於 他 人
內在心靈活動的過程中。32

當 現 象 學 關 注 移 情 概 念 的 同 時， 詮 釋 學 傳
統 中 哲 學 家 則 專 注 於 文 本 詮 釋 的 議 題， 並 努 力
嘗 試 為 歷 史 知 識 和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建 立 其 方 法 論
和 客 觀 的 學 術 標 準。 歷 史 人 文 世 界 與 自 然 世 界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僅包含了外在現象，
同時它還包括了“內在生命經驗”（ Inner l i fe 
experience）， 因 此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方 法
自 然 不 同 於 自 然 科 學 方 法， 33 就 如 同 狄 爾 泰 所
說： 我 們 解 釋（Explain） 自 然， 但 是 我 們 理
解（Understand） 生 命。 狄 爾 泰 認 為 自 然 作
為一個外在的、陌生的世界處於我們的對立面。
自 然 現 象 是 重 複 發 生 的， 處 於 因 果 的 關 聯 中。
我 們 通 過 感 官 感 知 在 自 然 界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通
過 歸 納、 假 設、 邏 輯 推 論 和 求 證， 試 圖 找 到 它
們 的 普 遍 的 規 律 性， 並 用 某 種 數 學 公 式 表 述 它
們， 從 而 對 它 們 的 再 次 發 生 作 出 預 言。 自 然 科
學 的 這 一 系 列 的 工 作 就 是 對 自 然 現 象 的 客 觀 性
“ 說 明 ”。 我 們 的 精 神 活 動 卻 是 能 直 接 體 驗 我
們 自 己 創 造 的 世 界， 我 們 的 行 為 和 作 品 包 含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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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和 價 值， 因 此 人 文 科 學 的 任 務 在 於“ 理 解 ”
我 們 心 靈 生 活 及 其 文 化 作 品。 34 狄 爾 泰 將 他 的
“ 理解 ”（Verstehen） 概念與移情連結在一
起， 因 此 詮 釋 學 也 將 移 情 視 為 一 重 要 的 知 識 論
工具。 35

對 狄 爾 泰 而 言， 歷 史 理 解 的 客 體 是 人 心 之
中 的 觀 念（ Idea）、 意 圖（ Intent ion） 或 感
受（Feel ing）， 而 這 些 心 靈 的 內 容（Mental  
content） 則 是 由 文 字、 姿 態、 藝 術 作 品 和 制
度 風 俗 而 具 體 化 與 客 觀 化 地 表 現 於 外。 歷 史 理
解 就 是“ 再 經 驗 ”（Re-experience） 歷 史
人 物 的 經 驗 和 重 建 歷 史 人 物 的“ 內 在 生 命 ”
（ Inner l i fe）， 其 方 法 則 是 藉 由 移 情，“ 再
體 驗 ” 歷 史 人 物 的 心 靈 內 容。 狄 爾 泰 指 出 雖 然
現 今 我 們 大 多 數 人 無 法 真 正 經 驗 馬 丁·路 德
（Mart in Luther） 當 時 的 宗 教 經 驗， 但 是 我
們 仍 然 能 夠 依 據 歷 史 文 獻 和 記 載， 重 建 當 時 的
歷 史 文 化 情 境 與 脈 絡， 想 像 地 移 情 於 馬 丁·路
德 的 經 驗、 思 想 和 情 感。 狄 爾 泰 主 張 移 情 是 歷
史 理 解 的 必 要 前 提， 除 非 我 們 可 以 再 經 歷 他 人
的 經 驗， 否 則 就 無 法 真 正 地 理 解 他。 將 狄 爾 泰
移情式的理解概念歸納如下：（1）必須透過移
情， 才 能 理 解 歷 史 人 物 的 經 驗、 思 想 和 情 感；
（2）為了做到移情，我們必須再體驗歷史人物
的經驗、思想和情感；（3）為了能夠精確如實
地 體 驗 歷 史 人 物 的 經 驗， 我 們 必 須 藉 由 客 觀 化
地 表 現 於 外 的 行 動、 文 字、 姿 態、 藝 術 作 品，
重建歷史人物的“內在生命”；（4）重建是指
能夠建立關於“內在生命”的完整和真實知識，
並 且 將 它 們 放 於 歷 史 脈 絡 中。 狄 爾 泰 認 為 理 性
思 維 與 情 意 感 受 的 活 動 與 內 容 都 必 須 經“ 客 觀
化”形於外顯的舉止、表情、姿態或語言之後，
我 們 才 可 以 認 知。 這 種 客 觀 精 神 包 括 了 語 言、
習 俗、 任 何 一 種 生 活 形 式 或 生 活 方 式， 也 包 括
家 庭、 社 會、 國 家 以 及 法 律。 通 過 生 命 的 各 種
客 觀 化 過 程， 在 我 們 面 前 展 現 出 來， 並 且 在 這
一 世 界 中， 個 體 與 整 體 是 互 動 關 聯 的， 可 以 經
由 各 種 媒 介 和 形 式 展 現 出 來。 然 後 再 藉 由 個 人
以“ 內 在 體 驗 ” 的 方 式 而 為 你 我 所 共 享， 並 且
強 調 理 性 思 維 認 知 與 情 意 感 受 的 理 解 都 是 同 樣
客觀有效。36

在 論 及“ 理 解 ” 的 基 礎 時， 狄 爾 泰 表 示 我
們 是 以 我 們 內 在 的 生 命 與 情 感 為 基 礎 來 理 解 他
人， 當 我 們 遇 到 與 我 們 有 相 同 身 體 構 造 和 相 似
的 行 為 方 式 的 人 時， 即 相 信 他 們 與 我 有 相 同 的
心 靈 與 情 感。 我 們 歸 諸 於 他 人 的 不 僅 僅 是 零 散
的 意 識 閃 現、 孤 立 的 思 想 或 情 感， 而 是 一 個 與
我 們 相 類 似 的 心 智 結 構。 此 一 心 智 結 構 有 其 豐
富 的 內 在 生 命， 它 構 成 一 個 不 斷 發 展 的 自 我 所
組 成 的 複 合 體， 這 是 我 們 心 智 的 相 似 之 處。 這
也 就 是 為 甚 麼 我 們 能 夠 以 一 些 片 斷 的 資 料 或 線
索， 建 立 對 於 他 人 心 智 和 情 感 一 種 深 具 廣 度、
深 度 與 親 密 度 的 認 識。 因 為 我 們 假 設 他 們 的 心
智 結 構 與 我 們 相 似， 因 此 可 以 通 過 關 於 他 們 的
心 靈 情 感 與 思 想 的 一 些 事 實 線 索， 而 得 到 他 們
的 完 整 心 智 與 情 感 的 圖 像。 狄 爾 泰 認 為 這 一 切
都 是“ 生 命 的 表 達 形 式 ”， 而 我 們 可 以 藉 由 內
在 的 體 驗 和 移 情 作 用 的 理 解 能 力 去 掌 握 他 人 的
生 命 表 達。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可 以 在 共 同 的 意 識
結 構 和 普 遍 的 人 性 基 礎 上， 將 自 己 設 想 為 處 於
某一個歷史情境中，依據那個時代的風俗習慣、
行 為 模 式 和 價 值 取 向 來 體 驗 那 個 時 代 人 的 思 想
和 情 感， 進 而 理 解 到 那 個 時 代 作 品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因 此， 在 歷 史 理 解 中 情 意 感 受 的 理 解 與 理
性 思 維 認 知 同 樣 有 其 客 觀 性， 不 應 將 情 意 感 受
排除在外。 37

柯 靈 烏 主 張 歷 史 知 識 是 關 於 心 靈 在 過 去 曾
經 做 過 甚 麼 事 的 知 識， 因 此 歷 史 知 識 的 對 象 就
不 是 一 種 單 純 的 對 象， 它 不 是 處 於 認 識 的 心 智
之 外， 它 是 一 種 心 靈 思 考 的 活 動。 只 有 在 認 知
的 心 智 重 演 它 並 且 心 智 意 識 到 如 此 之 時， 這 種
思 考 活 動 才 能 被 認 識。 對 於 歷 史 家 來 說， 他 所
研究的那些歷史行動，並不是供人觀看的景觀，
而 是 要 通 過 他 自 己 的 心 靈 去 生 活 的 那 些 經 驗。
歷 史 事 件 與 自 然 事 件 的 性 質 以 及 其 構 成 之 元 素
各 自 不 相 同， 在 研 究 自 然 界 的 事 件 或 事 物， 並
沒 有 事 件 的 內 部 與 外 部 之 分 的 問 題。 自 然 界 的
事件只是單純的事件，並不是人類行為的產物，
自 然 科 學 家 以 觀 察 的 方 式 將 自 然 事 件 視 為 一 單
純 的“ 現 象 ”（Phenomena） 或“ 景 象 ”
（Spectacles）。歷史學家視事件為一行為，
必 須 從 事 件 的 外 部 深 入 到 它 的 內 部 去 重 新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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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事 者 的 思 想。 自 然 科 學 家 所 面 對 的 事 件 並 無
內 外 之 分， 他 不 須 考 慮 動 機、 目 的 或 思 想 等 問
題。 他 的 方 法 是 觀 察 事 件 與 事 件 之 間 的 關 係，
並 且 將 所 觀 察 到 的 事 件 納 入 一 般 法 則 與 公 式 之
下。 就 自 然 科 學 而 言， 事 件 係 由 知 覺 所 發 現，
欲 進 一 步 探 究 事 件 的 原 因， 是 將 它 納 入 所 屬 的
類 別， 然 後 建 立 該 類 別 與 其 他 類 別 的 關 係。 歷
史 事 件 卻 不 只 是 現 象， 也 不 只 是 凝 思 的 景 象，
而 是 歷 史 人 物 心 中 思 想 和 情 感。 因 此 就 歷 史 而
言， 亟 待 發 現 的 客 體 不 是 單 純 的 事 件， 而 是 其
中所表達的思想。 38

柯 靈 烏 明 確 地 指 出 歷 史 思 維 是 一 種 重 演
性 的 思 維 方 式， 重 演 指 的 是 在 史 家 心 靈 當 中 所
進 行 的 一 種 思 考 活 動， 他 嘗 試“ 再 一 次 經 驗 ”
（Re-experience） 或“ 再 一 次 經 歷 ”（Go 
through again） 歷 史 人 物 所 面 臨 的 歷 史 情 境
（ 所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與 挑 戰 ）， 以 及 他 對 此 一 歷
史 情 境 所 進 行 的 思 考、 心 中 所 懷 有 的 情 緒， 以
及 他 所 提 出 的 對 策 和 所 要 完 成 的 目 標。 在 柯 靈
烏 歷 史 詮 釋 理 論 體 系 中， 重 演 一 詞 所 指 涉 的 是
“ 史 家 的 理 性 心 靈 活 動 ”。 此 一 心 靈 活 動 經 驗
乃 是 一 多 重 面 向、 動 態 與 對 話 的 活 動。 我 們 發
現重演一詞常與“再發現”（Re-discover）、
“ 復 甦 ”（Revive）、“ 再 經 驗 ”（Re-
l ive）、“重建”（Re-construct）與“再思”
（Re-think）  等 詞 彙 交 互 運 用， 顯 示 出 重 演
多層性的涵義。 39

五、歷史教育學界對情意的歷史移情的
教學方法的疑慮

本 文 以 兩 位 英 美 歷 史 教 育 學 者 彼 得·李
（Peter Lee） 和 史 都 華· 佛 斯 特（Stuart  
Foster）的主張，來說明歷史教育學界對歷史
移 情 的 教 學 方 法 的 理 由。 彼 得·李 認 為 以 前 的
人 與 我 們 有 不 一 樣 的 世 界 觀， 因 此 他 擔 心 學 生
用 其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去 理 解 歷 史， 而 造 成 對 歷 史
的 誤 解。 從 科 學 實 證 的 歷 史 觀 點 而 言，“ 歷 史
移 情 ” 並 非 情 感 的 連 結， 而 是 一 種 客 觀 分 析、
主 客 分 離 的 思 想 活 動 與 成 就， 並 非 一 種 個 人 的
洞 見 或 特 殊 的 觀 點 與 感 受。 與 彼 得·李 同 樣

主 張 的 佛 斯 特 明 確 指 出 歷 史 移 情 不 是 甚 麼 ：
（1） 歷 史 移 情 並 非 進 入 歷 史 人 物 的 腦 袋， 沒
有 史 家 或 學 生 能 抓 住 另 一 個 時 空 之 人 的 角 色；
（2）歷史移情不是想像（ Imaginat ion）、認
同（ Ident i f icat ion）或同感（Sympathy），
而是根據證據的推論；（3）歷史移情不是情感
的投入（Emotional  involvement）。同時，
他 也 指 出 他 所 認 為 的 歷 史 移 情 為 何： （1） 歷
史 移 情 牽 涉 到 理 解 過 去 人 們 的 行 為；（2） 歷
史 移 情 牽 涉 到 對 歷 史 脈 絡 的 賞 析；（3） 歷 史
移 情 需 要 多 元 的 證 據 與 觀 點；（4） 歷 史 移 情
需 要 學 生 檢 視 自 己 的 觀 點；（5） 歷 史 移 情 鼓
勵 有 根 據， 但 暫 時 性 的 結 論。 他 因 而 建 議 歷 史
移情的教學包括： 脈絡與時序（Context and 
chronology）、 介 紹 歷 史 證 據（ Introduce 
histor ical  evidence）和建立能支持結論的論
證。 40

佛 斯 特 認 為“ 人 是 無 法 觸 及 到 隱 藏 在 眼
珠 之 後 的 情 感 活 動 與 內 容 的 ”（Get behind 
the  eyeba l ls  o f  peop le  in  the  past ） ，
也 因 此 認 為 歷 史 移 情 不 是“ 想 像 ”， 因 為 歷
史 解 釋 是 一 種 對 證 據 的 推 論（ Inference） 及
猜 測（Speculation）。41 他 認 為 我 們 無 法 重
演 前 人 的 經 驗， 也 不 應 該 有 情 緒 的 反 應， 因
為 理 性 的 理 解 才 是 學 習 的 目 標， 而 不 是 共 感
（Sympathy）。 也 因 此， 他 反 對 歷 史 教 科 書
作業要學生想像自己在過去的情境中，例如，叫
學生想像自己是在五月花號船上，或自己是阿帕
拉契印地安人，然而，這卻是許多現場教師認為
最能幫助學生了解歷史的方式之一。佛斯特主張
“真正的歷史必須要仔細地探究與縝密地檢視手
邊的證據”，而非想像。表現在教學上，持科學
實證主義觀點的學者容易擔心如果歷史移情包含
對歷史人物產生情意的共鳴，將易使學生對歷史
人 物 產 生“ 認 同 ”（ Identif ication）， 而 他 們
擔心學生會認同希特勒，卻沒有想到學生能同理
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的經歷，及想像與理解甘冒危
險抵抗不義之人的努力，對身為人的內省（真正
的理解）之重要。42

我 們 歸 納 了 三 點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歷 史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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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反對歷史移情中情意感受的理由：（1）他
們 認 為 歷 史 人 物 心 中 的 情 感 是 無 法 被 客 觀 地 理
解， 因 此 情 意 感 受 不 能 成 為 歷 史 教 育 的 目 標；
（2）他們相信如果歷史教學強調情意感受，容
易 誤 導 學 生 對 歷 史 人 物 產 生 錯 誤 的 認 同（ 例 如
認同希特勒）；（3）他們擔心學生在歷史移情
的 過 程 中， 可 能 不 自 覺 地 將 自 己 主 觀 的 感 受、
立 場 帶 入， 用 現 在 的 眼 光 看 過 去， 失 去 理 解 的
客觀性。

針 對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第 一 點 立 場， 本 文
引 用 神 經 科 學 鏡 像 腦 神 經 的 研 究 和 狄 爾 泰 的 歷
史 理 解 理 論 加 以 反 駁。 近 年 來 從 行 為 認 知 科 學
和 腦 神 經 科 學 研 究 以 及 核 子 功 能 造 影 實 驗 已 經
累 積 諸 多 證 據 顯 示， 每 一 個 人 可 以 藉 由 神 經 結
構 複 製 他 人 心 理 狀 態 的 功 能， 而 能 夠 理 解 他 人
的 思 想 和 情 緒。 43 人 有 能 力 主 動 基 於 自 己 的 意
願， 將 自 己 想 像 地 置 於 他 人 的 處 境 之 中， 想 像
他 人 心 中 可 能 的 感 受， 理 解 分 享 他 人 的 主 觀 經
驗。 這 樣 的 能 力 來 自 人 類 大 腦 的 功 能 機 制， 使
人 可 以 模 擬 他 人 的 觀 點， 神 經 造 影 研 究 證 明 當
人 目 睹 他 人 的 情 緒 狀 態， 或 是 有 意 識 地 採 用 那
個 人 的 心 理 感 受， 在 我 們 的 大 腦 中 就 會 啟 動 相
同 的 神 經 迴 路， 此 一 研 究 與 心 理 學 的 模 擬 理 論
完 全 一 致。 鏡 像 神 經 對 於 移 情 經 驗 非 常 重 要，
經 由 大 腦 神 經 的“ 鏡 像 神 經 元 ”（Mirror ing 
neurons） 功能， 讓我們可以直接經驗他人的

情 意 狀 態， 並 且 使 我 們 能 夠 做 到 情 意 的 分 享 和
回 應。 44 社 會 神 經 科 學 研 究 顯 示 移 情 能 力 建 立
在兩個基礎：（1）大腦中的相同鏡像神經元的
功能；（2）管理認知與情緒的處理與防止自我
與他人混淆的機制。

從 狄 爾 泰 的 詮 釋 學 來 看， 情 意 感 受 的 理 解
與 理 性 思 維 認 知 是 同 樣 客 觀 有 效 的。 狄 爾 泰 認
為 人 的 思 想、 意 圖 及 情 感 都 隱 藏 於 眼 珠 之 後，
因 此 它 們 都 必 須 藉 由 各 式 各 樣 的“ 生 命 表 達 ”
將之“客觀化”，才能為我們所認識。換言之，
我 們 無 法 直 接 得 知 深 藏 於 別 人 內 心 的 情 感 或 思
想， 我 們 只 能 感 知 到 形 於 外 的 舉 止、 表 情、 姿
態 或 語 言。 大 衛·休 姆（David Hume） 也
認 為 移 情 只 有 根 據 我 們 觀 察 到 別 人 的 行 為 而 加
以 推 論 出 背 後 的 情 感 或 思 想 之 後， 才 得 以 發
生。45 儘 管 有 些 情 感 我 們 無 法 明 確 地 認 知， 或
者 是 清 晰 地 表 達， 但 是 它 仍 然 是“ 可 知 的 現
象 ”（Knowable phenomena）。 他 指 出
情 緒 的 認 知 經 歷 三 個 過 程： 主 觀 的 情 感 經 驗
（Subject ive  emot iona l  exper ience） 、
情 感 的 表 達 與 溝 通（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 ion） 和 對 情 感 的 論 述
（Discourse about emotion）。 情 感 的
發 生 是 個 人 內 在、 主 觀 的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現
象， 但 是 在 認 知 與 表 達 的 過 程 中， 我 們 藉 由
“ 可 用 的 言 辭 範 疇 ”（Avai lable verbal  
categories） 將 個 人 內 在、 主 觀 的 情 感 建 構
為 一 個“ 公 眾 世 界 的 現 象 ”（Publ ic-world 
phenomena）。 換 言 之， 藉 由 語 言 的 指 涉 與
建 構， 個 人 情 感 的 內 容 與 意 義 將 可 以 與 他 人 溝
通及分享。46 例如，我們會說：“你看起來心情
很 好！” 但 若 依 照 佛 斯 特 的 邏 輯， 這 句 話 是 不
成 立 的， 因 為 沒 有 人 能 看 到 別 人 的“ 心 ”， 因
此如何可以知道“心情”？事實上，無論是“理
性 的 思 考 ” 或 是“ 主 觀 的 心 情 ”， 都 不 是 可 以
直接被認知的，而是都必須以語言為媒介得知。
所 以， 我 們 每 天 都 在（ 也 必 須 ） 嘗 試 透 過 語 言
來“看別人的心”，雖然有時成功，有時失敗，
但是在生活中這是我們必須具有的能力。試想，
如 果 沒 有 這 樣 的 能 力， 人 們 如 何 彼 此 相 處 與 溝
通？ 移 情 的 情 意 感 受 能 力 在 人 類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圖 6.  鏡像神經元功能（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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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與 溝 通 上，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因 為 移
情 活 動 代 表 的 是 人 在 情 感 上 和 認 知 上 所 經 歷 的
心 理 感 染 過 程。 在 這 種 過 程 中， 我 們 的 情 緒 與
周 遭 人 的 心 理 狀 態 是 處 於 一 種 相 通、 互 動 與 共
感 的 交 流 狀 態， 而 歷 史 移 情 就 是 將 交 流 的 對 象
擴展到各個社會與文化中的歷史人物。

另 外， 佛 斯 特 等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學 者 忽 略
了 移 情 所 包 含 的 想 像 與 情 意 作 用， 是 激 發 學 生
想 要 進 行 認 知 與 理 解 活 動 的 驅 策 動 力。 因 為，
當 學 生 對 歷 史 人 物 的 處 境、 遭 遇 以 及 所 產 生 的
情 感 產 生 移 情 的 作 用， 將 有 助 學 生 產 生 一 種 關
懷 與 切 己 之 感， 然 後 他 們 才 會 更 進 一 步 想 要 了
解 到 底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為 何 會 發 生 這 種 事、 誰
應 該 負 責、 及 如 何 處 理 這 樣 的 事 情 等 問 題。 47

矛 盾 的 是， 佛 斯 特 等 歷 史 教 育 改 革 者， 就 是 有
感 於 學 生 常 常 將 歷 史 視 為 遙 遠、 枯 燥 乏 味 的 事
實 與 事 件 匯 編， 為 了 改 革 歷 史 教 育 這 一 重 大 弊
病， 他 們 認 為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是 使 用 歷 史 移 情；
但 是， 當 他 們 摒 棄 歷 史 移 情 中 的 情 意 感 受， 歷
史 教 學 如 何 能 夠 做 到 他 們 所 期 望 的“ 使 用 歷 史
移情激發學生對歷史研究的興趣”？ 48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學 者 反 對 歷 史 移 情 中 情 意
感 受 的 第 二 個 理 由 是 他 們 擔 心 會 造 成 學 生 對 歷

史 人 物 做 錯 誤 的“ 認 同 ”。 歷 史 移 情 教 學 希 望
培養學生（1）在自我與他人之間，能夠有情意
地感受、分享和回應；（2）能夠設身處地理解
他 人 的 觀 點 的 能 力。 有 些 學 者 對 歷 史 移 情 的 疑
慮在於（1）移情要求學生能夠感受和分享歷史
人 物 的 情 感， 但 是 如 果 造 成 學 生 與 歷 史 人 物 的
情 感 完 全 重 疊， 可 能 就 會 引 起 學 生 情 緒 困 擾 或
焦慮等負面影響；（2）擔憂或懷疑一般的學生
有 能 力 在 移 情 過 程 中 將 自 己 與 歷 史 人 物 區 隔 開
來， 不 致 產 生 錯 誤 的 認 同， 如 學 生 在 思 想、 價
值 觀、 信 仰 和 情 感 認 同 於 希 特 勒 的 行 為。 筆 者
同 意 在 歷 史 移 情 的 教 學 中， 的 確 可 能 發 生 上 述
兩種情況，也是移情的歷史教育所應該避免的。

亞 當·史 密 斯（Adam Smith） 認 為 移 情
建 基 於 個 人 自 我 反 思、 自 我 認 識、 自 我 擴 充 的
能 力 之 上， 它 與 憐 憫 和 悲 憫 相 互 關 聯， 使 我 們
能 對 他 人 的 痛 苦 處 境 產 生 鮮 明 的 想 像。 他 又 特
別 強 調 並 非 每 一 種 情 感 都 會 引 起 同 情， 有 一 些
感 情 當 它 們 被 表 達 出 來 時， 一 點 也 不 會 引 起 同
情， 反 而 在 我 們 弄 清 楚 導 致 那 些 情 感 ／ 情 緒 的
原 因 之 前， 它 們 的 表 達 只 會 激 起 我 們 的 厭 惡 與
反 感。 49 例 如，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不 會 對“ 校 園 霸
凌 的 施 暴 者 ” 產 生 認 同 的 好 感。 換 言 之， 這 種
情 意 感 受 並 不 是 盲 目 的 情 感 反 應 或 認 同， 它 會
促 使 我 們 更 進 一 步 以 理 性 的 思 考 與 批 判， 去 釐
清 事 情 的 原 委 與 真 相。 所 以 在 教 學 現 場 中，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學 者 擔 憂 學 生 認 同 希 特 勒 的 情 況
並 不 至 於 發 生， 因 為 當 學 生 也 同 樣 能 夠 將 自 己
的情感推己及人地想像那些在集中營的猶太人的
真實處境，以及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動機和理
由 做 深 入 的 反 思 之 後， 學 生 能 夠 做 出 適 宜 的 判
斷。事實上，主張情意重要的歷史教學者認為要
了解有關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及對女性等弱勢
者之歷史，情意是使我們有能力認識之途。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學 者 反 對 歷 史 移 情 中 情 意
感 受 的 第 三 個 理 由 是， 他 們 擔 憂 學 生 會 在 歷 史
移 情 的 過 程 中 有 現 在 主 義（Present ism） 的
問 題， 即 用 現 在 的 眼 光（ 包 括 價 值、 風 俗、 信
仰 和 知 識 ） 看 過 去， 將 自 己 主 觀 的 感 受、 立 場
帶 入， 影 響 其 對 歷 史 事 件 的 解 釋 和 理 解。 50 我

圖 7. 歷史思維的認知能力（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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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認 為 在 歷 史 知 識 建 構 的 過 程 中， 史 家 不 可 能
沒 有 自 己“ 現 在 ” 的 興 趣、 問 題 意 識 和 思 想 立
場，而這些卻並非由歷史事實與材料之中而來，
相 反 地， 它 們 卻 是 研 究 歷 史 事 實 與 材 料 的 前 提
與基礎。

六、結論

自 1980 年 代 開 始， 歷 史 教 育 界 逐 漸 強 調
培 養 學 生 歷 史 移 情 的 能 力， 但 是， 目 前 歷 史 教
學 學 者 們 對 於 歷 史 移 情 的 解 釋， 仍 受 限 於 科 學
的 史 學 觀 的 立 場， 過 於 側 重 實 證 主 義 的 歷 史 事
件 因 果 解 釋， 導 致 過 度 偏 重 於 理 性 的 歷 史 解 釋
與 分 析 能 力， 而 忽 略 歷 史 移 情 概 念 中 情 意 的 部
分， 我 們 認 為 這 樣 將 無 法 正 確 掌 握 歷 史 移 情 概
念 的 內 涵 和 價 值。 目 前 受 美 英 歷 史 教 學 思 潮 影
響 的 歷 史 教 育 改 革， 仍 側 重 認 知 訓 練 的 移 情 教
學， 我 們 認 為 新 的 歷 史 課 程 綱 要 應 當 將“ 情 意
感 受 ” 與“ 認 知 思 考 ” 同 列 為 歷 史 移 情 能 力 培
養的重要目標。

我們主張歷史移情具有兩種內涵：（1）移
情是一種理性的心智認知的能力。它的目標在於
訓練學生學習運用歷史證據書寫過去的歷史，引
導 學 生 在 歷 史 證 據 的 基 礎 上， 運 用 想 像 力 去 思
考 歷 史 人 物 如 何 面 對 與 回 應 他 們 所 處 的 各 式 各
樣 的 問 題， 以 設 身 處 地 的 方 式 重 建 他 們 觀 看 世
界 的 角 度 與 方 式。 此 種 歷 史 移 情 的 能 力 可 以 擴
展 學 生 思 維 的 角 度 和 觀 點， 使 他 們 能 夠 有 更 多
元、更包容的思想與胸襟。（2）移情是一種認
識 他 人 情 感 的 方 式， 並 且 也 是 一 種 對 他 人 產 生
感 同 身 受 的 情 感 反 應。 移 情 傾 向 是 人 性 共 同 特
徵 與 能 力， 使 人 想 像 性 地 將 自 己 投 射 於 過 去 歷
史 人 物 的 情 境 與 思 想 情 感 當 中， 將 他 所 認 識的
對象個人化，因而對於歷史人物的心智和情感產
生一種深具廣度、深度與親密度的認識。

在 移 情 的 歷 史 教 學 中， 有 三 種 歷 史 移 情 模
式 的 教 學 步 驟。 社 會 神 經 科 學 研 究 顯 示 不 同 的
移 情 模 式 ， 會 引 起 不 同 神 經 迴 路 的 反 應 ， 因
此 在 教 學 中 ， 老 師 應 該 注 意 到 以 提 問 的 方
式 ，刺 激 學 生 進 行 不 同 移 情 模 式 的 歷 史 理 解：

（1）以自我為導向的換位思考（Self-oriented 
perspective-taking）；（2） 他 人 為 導 向 的
換 位 思 考（Other-oriented perspect ive-
taking）；（3） 雙 重 的 換 位 思 考（Dual 
perspect ive-taking）。 51 所 謂 的 換 位 思 考
是 指“ 站 在 他 人 的 立 場 來 理 解 他 人 的 思 想 和 感
受。”第一種模式是教導學生透過想像的過程，
模 擬 自 己 身 處 在 歷 史 人 物 的 情 境 之 中， 來 建 構
歷 史 人 物 當 時 的 思 想、 情 感 和 動 機； 第 二 種 模
式 則 是 模 擬 以 歷 史 人 物 的 角 度， 想 像 在 他 們 的
歷 史 經 驗 下， 他 們 會 如 何 思 考、 判 斷， 以 及 他
們 心 中 的 情 感； 第 三 種 模 式 是 老 師 必 須 將 學 生
的“思考”（Thinking）和“感受”（Feel ing）
的 能 力 連 結 起 來， 在 歷 史 教 學 中， 以 移 情 為 教
學法的老師應該認知到，自己的角色不只是“資
訊提供者”（ Information-giver），更是“學
習 啟 動 者 ”（Learning-faci l i tator）。52 透
過 移 情 的 教 學， 鼓 勵 並 且 引 導 學 生 與 不 同 歷 史
時 期、 不 同 的 文 化 背 景 和 價 值 系 統 下 的 思 想 與
觀念進行對話；隨着學生歷史移情能力的增進，
進 而 使 學 生 能 夠 在 整 合 這 些 對 話 之 後， 嘗 試 探
索 和 發 展 自 己 對 世 界、 歷 史 和 不 同 的 文 化、 宗
教與價值系統的理解和觀點。 53

歷史是由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
不 同 國 度 的 人 之 經 驗 所 構 成 的， 而 移 情 的 理 解
是我們跟他們之間最重要的頻道與橋樑。因此，
我 們 深 信 歷 史 教 育 的 核 心 價 值 在 於 透 過 歷 史 移
情，引領學生接近歷史人物的真實心境與情境。
所 以 歷 史 理 解 既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認 知， 同 時 也 應
是 一 種 情 感 的 回 應。 歷 史 理 解 的 基 礎 在 於 我 們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理 解， 而 日 常 生 活 理 解 的 本 質
是 一 種 歷 史 理 解， 歷 史 理 解 與 日 常 生 活 理 解 彼
此 的 關 係 是 互 相 依 賴 和 互 相 增 長 的 關 係。 歷 史
教 師 應 該 在 課 堂 上 鼓 勵 並 支 持 學 生 將“ 情 意 感
受 ” 和“ 認 知 思 考 ” 的 能 力 結 合 起 來 運 用 於 歷
史 理 解 與 日 常 理 解 中， 透 過 對 歷 史 事 實 與 脈 絡
的 掌 握， 鼓 勵 學 生 嘗 試 以 個 人 具 體 的 生 活 經 驗
為 基 礎， 逐 漸 建 立 起 他 們 對 歷 史、 社 會 和 人 類
關係的理解。

愛德華·卡爾（E. H. Carr）的名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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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是 史 家 與 他 的 事 實 之 間 不 斷 的 互 動 過 程， 一
段 過 去 與 現 在 之 間 不 斷 的 對 話。” 54 也 說 明 史
家“ 現 在 ” 的 興 趣、 問 題 意 識、 思 想 立 場 以 及
個 人 生 命 經 驗， 都 會 對 其 歷 史 知 識 和 歷 史 理 解
的 建 構 產 生 影 響。 學 生 個 人 的 人 生 經 驗 和 理 解
的 深 廣 程 度 會 影 響 其 歷 史 理 解 的 內 涵； 反 之，
學 生 所 得 到 的 歷 史 理 解 也 能 提 升 學 生 對 其 人 生
經 驗 和 理 解 的 深 廣 程 度。 所 謂 的 人 文 涵 養， 就
是 從 學 生 的 生 命 經 驗 與 過 去 對 話 中 逐 漸 形 成。
歷 史 理 解 的 產 生 是 透 過 學 生 對 歷 史 人 物 的 思 想
與 情 感 進 行 一 種 經 驗 性 的 重 演 而 獲 得， 在 重 演
的 過 程 中， 學 生 與 歷 史 人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持 續 不 斷 的 對 話 歷 程。 我 們 認 為 增 進 學 生 歷 史
理 解 的 能 力， 最 重 要 的 策 略 是 鼓 勵 學 生 以 自 己
個 人 的 生 命 經 驗 與 情 意 感 受 為 基 礎， 在 自 己 的
心中重建歷史人物的思想與情感。也因為這樣，
學 生 可 以 用 移 情 能 力， 養 成 多 元 思 考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過 去 的 歷 史， 能 尊 重 文 化、 宗 教、 性 別 與
族群的差異，跨越他們的經驗與心靈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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