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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與茶學研究專家： 

悼念吳師智和教授 

連啟元
＊ 

吳智和教授，1947年生於基隆，家境並不富裕，身為長子，仍堅持求學，

服役之後，進入文化大學史學系就讀，開啟了與歷史的機緣。大學就讀時期，

不喜交際言談，喜歡獨處圖書館，享受閱讀與抄繕史料的樂趣。大二選修楊

家駱教授「遼史」，因楊教授表示，明史資料甚多，研究者卻少，若能潛心

努力，將來必有成就。於是，暗下決定，將明史研究作為日後追尋的目標與

方向。大三選修「明清史」，章道均老師對於先生的課堂報告，給予甚高的

評價，更加堅定他鑽研明史的決心。大學畢業之後，留校擔任史學研究所助

教，行政之餘，便戮力明史研究。 

在陽明山求學階段，與唐羽先生結為好友，時常留連於唐先生位在中山

北路的小閣樓，屋室雖小，不足三坪，卻也能讓兩人談論天地，縱橫古今。

唐羽先生嗜茶，慣用茶壺沖泡，功夫精細，先生受其影響，逐漸愛上品茗，

進一步嘗試將茗茶與學術研究結合。先生時常到圖書館內搜集資料，研讀史

籍原典，並從大量文獻史料之中發現，明代士人對於茶藝、茶事非常講究，

然而相關的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開始關注這個冷僻值得研究的課題，

並著手規劃飲茶文化作為明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基點。 

經過多年對明代史料的厚實鑽研與累積，先生首先完成文長近五萬字的

〈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專文，發表於1980年的《明史研究專刊》

第3期，並通過教育部審查，由講師升等為副教授。此外，先生更將喜好茶

藝的精神，付諸實際行動，與眾多好友組成「野史茶會」，秉持陸紹珩《醉

古堂劍掃》所謂「吾齋之中，不尚虛禮，凡入此齋，均爲知己。隨分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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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笑語，不言是非，不侈榮利，閒談古今，靜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適幽

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的精神，約定每月一聚，或品茗茶，或切磋學術，

或講談時事，頗具明人「以茶會友」，以友輔仁之效。 

為了讓國人關注明人飲茶生活文化，先生陸續發表多篇短文，刊登於《臺

灣日報》、《民眾日報》、《創新週刊》、《文藝復興月刊》、《華學月刊》、《自由

青年》、《茶藝月刊》等報刊上。1984年，又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邀，

撰寫《茶的文化》（《文化資產叢書》之七），並有英文、法文譯本，風行全球。

1985年以後，陸續出版《茶藝掌故》、《茶學》、《中國茶藝論叢》、《明清時代

飲茶生活》、《明人飲茶生活文化》等，一系列有關茶學、茶文化的重要研究。 

有鑑於當時明史研究者鮮少，亦缺乏研究成果的交流，首先在1976年自

印出版《明史研究中文報刊論文專著分類索引》，1978年7月更私資創刊《明

史研究專刊》，採自行約稿、校稿、編排，定期出刊500本，與學術界同好交

流，自己也持續於專刊上發表研究成果。現在專刊由定期出刊改為不定期出

刊，已出刊至16期。另外，也曾創刊《茶學》雜誌，期盼將較具學術性價值

的茶文化資料，彙集出刊，方便社會大眾參考研究，藉以提升茶文化的層次，

使「茶」與「思」並行，帶動茶興、茶思、茶文、茶書的推行。先生曾是當

時臺灣研究明代飲茶文化與當代茶文化研究的先趨，獲得「茶博士」的雅號。 

在學術成果介述上，先生早期除進行明史專業書籍的評介外，也重視臺

灣明史研究的發展情況，陸續完成〈明史：臺灣研究成果介述〉（1990年）、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明史研究論著選介〉（1991年）、〈二十世紀臺灣明史研

究回顧介述〉（2003年）、〈臺灣明史研究（1996-2004）〉（2006年）、《戰後臺

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明清史》（2004年），完整建構了臺灣明史研究

的發展脈絡。 

先生的明史研究領域，並不侷限於飲茶文化，是採取多元視野，探索明

史各階層的諸多議題，涵蓋：明代江湖盜、養殖事業、土木堡之變、明代史

學等，1991年更以《明代的儒學教官》一書，由副教授升等為教授。之後，

先生在教學與研究的歷程中，開始帶動、提攜後進學子，鼓勵開發他們從事

歷史研究的可行性，更將指導學生的博碩士論文出版《明史研究叢刊》，總

計共14種。特別在教學方面，規劃整合課程的內容，由選課同學共同參與蒐



悼念吳師智和教授 ．3． 

集書目、編纂類目，從1999年以來，計編纂了：《明代社會生活史類目初稿》、

《明代政治制度史類目初稿》、《明代移民史隨堂報告》、《近世中國教育史著

作目錄初稿》、《遵生八箋‧四時幽賞》校注等，旨在訓練同學在學術研究的

實際操作。上述的成果全部上網提供學界同好參考。 

先生嗜好抽菸，喜愛品茗，曾戲稱其所住文大宿舍為「茶菸酒所」（即

「茶研究所」的諧音），雅好藏書，插架萬冊，方寸斗室，茶香滿處，專研學問，

唯以讀書，並以「神仙教授」自況。先生對待學生總是和顏悅色，未嘗有怒

容，批改學生作業尤為細心，時常反覆翻檢至深夜，手邊香菸接續不斷，甚

至浸染整份報告論文，可見先生誨人不倦的精神。時有學生來訪，先生總是

緩緩地沏一壺功夫茶，坐在研究室小桌凳旁，或解惑，或授業，或分享生活

經驗，或討論學術議題，師生之間極為融洽。 

晚年，先生以「非主流知識份子」的角色自居，鮮少參與國內外學術研

討會等活動，專傾於明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並計劃出版明代生活文化系列

叢書，已出版《明人飲茶生活文化》與《明人休閒生活文化》二書，更預擬

未來將撰寫養生生活等諸項議題與計畫。先生屆齡退休之際，尚且期許：新

居有方丈書室，舊宅有萬冊圖書，退歸可以閱讀自娛、品茗自適，談笑自快、

靜坐自在，可惜如今已化龍仙遊，馭鶴歸真。祈願先生在天之靈，仍能盡情

閱讀自娛，自適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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