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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區域史的相關研究，世界各國有其專用的研究術語，日本學界有鄉土史、

地方史、地域社會研究……等之說法。臺灣學界有區域史和區域研究、地域研究和

地域社會史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學等各式各樣之說法，但若仔細比對其內容的話，

有的彼此之間有相互關連或相互影響，甚至大同小異。然在學術界中應有一定的學

術定義或學門之間等差異之特殊的用法。 

日本學術界關於區域史的研究有地方史或地域社會研究等等的說法。地方史的

研究，在戰前是被稱為「鄉土史」，戰後則逐漸為「地方史」的名稱所取代，1 因為

是研究日本本地的鄉土或地方的環境生態與歷史，當然就是以日本史研究為主軸。

地域社會研究則是以中國史的研究，他是為了擺脫戰時西方的唯物史觀的理論，戰

後先有以時間為主軸的「時代區分論」之討論，注重在時間方面的探討。1980 年代

之後，逐漸將對時間的討論，轉移到空間的地域社會論述，一開始是以明清的地域

社會為主要研究重點，2 接著關於宋代地域社會的相關研究也頗為豐碩。3 最近日本

地域社會研究也擴及「朝貢貿易體系論」、「亞洲海域史」、「東亞史」等領域的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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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玉幸多，〈本會發展のあとを振り返って〉，收在地方史研究協議會 編，《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

地方史研究協議會 50 周年記念出版，（東京都：名著出版，2001 年 3 月），頁 13。 

2 地域社會論由森正夫教授首先於 1980 年提出，參見氏著，＜中國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視點

＞，收在氏著《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三卷（地域社會研究方法），（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6 月），頁

5-44。譯文有馬一虹譯，〈中國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會視角—“中國史研討會‘地域社會—地域社會與

指導者’主題報告”〉，收在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 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鳳凰出版傳媒

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499-524〉。土屋洋對地域社的形成與發展，有很好的介紹，參

見氏著，〈戰後日本學界區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中國史研究為主〉，《嘉義研究》6，〈嘉義民雄：嘉

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12 年 9 月〉，頁 4-5。 

3 岡元司著，李濟倉譯，〈地域社會史研究〉，收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

刊》2010 年度，〈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103 年 3 月，P137-167〉，原載

遠藤隆俊、平田茂樹、淺見洋二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狀と課題—1980 年代以降を中心に—》，〈東京：

汲古書院，2010 年 5 月，頁 83-104〉。本文雖以〈地域社會史研究〉命名，但主要將地域社會研究之介紹

重點，放在中國史中的宋代。應該說從宋代地域社會史研究做一個出發點來檢討並反省當下宋代地域社會

史研究的成果與未來之發展。這也可以從作者 2008 年的另外一篇文章〈宋代地域社會史研究和空間交流〉

為基礎，所進一步探討宋代的地域研究之成果，岡元司著，楊建華譯，收在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

編，《宋代社會的空間與交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271-279〉。又本文收入《日

本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所編的《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10 年度的「書評」，但其類目有誤，這應該

是該書介紹宋代關於地域社會史的專門文章。 
4 土屋洋，〈戰後日本學界區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中國史研究為主〉，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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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方法和取徑，影響所到之處，亦及於中國大陸和臺灣各地等。5 

臺灣的區域研究，1973 年時國科會就有贊助相關研究，譬如李國祁就曾針對閩

浙臺區域的現代化之研究。6 而對於相關區域研究者，採用「地域社會」一詞的說法

甚夥，尤其中研院臺史所施添福教授在「地域社會」研究方面有其一定的成果，臺

灣學術界對此也有一些回應與迴響。7 

關於臺灣地域社會的研究頗為興盛，光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曾於 2007

年、2009 年和 2011 年連續辦了三屆的「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

其他各地以地區命名的相關學術研討會也是風起雲湧。而以地方學、地方史命名的

研究，則是在最近這幾年來的事情。 

首先是思與言雜誌社在 2011 年的年終，出版了以「地方學」為專題的期刊，除

了主編林朝成的〈「地方學」專號導言〉外，又收了五篇的專號論文，有論及〈何謂

在地性？〉、〈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和〈「草地」的變遷〉……等相關文章。8 接著

半年後的 2012 年 6 月 3 日，臺灣歷史學會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合辦

「地方學與臺灣學」學術研討會，將全臺共分為九個區域，邀請各地方的學者，對

該地的學術研究作一綜合的論述，其相關研究內容分別刊登在《臺灣史學雜誌》13、

14 兩期。9 

雲林、嘉義古諸羅地區由於清末臺灣建省以來，地方行政區的區劃，被分為二

大區塊－雲林和嘉義，戰後地方行政自治法的關係，嘉義地區又被分為嘉義縣和嘉

義市，因此在這二十年來的古諸羅研究，受限於行政區的分隔，就出現三個區域的

研究情形，譬如地方志就有《嘉義縣》、《嘉義市志》、《雲林縣志》等不同的方志書；

研討會的舉辦就有雲林和嘉義的學術研討會，對於以往清代發展與研究就會出現斷

裂的情形。因此近年來就有學者專家呼籲或許能將現今雲林、嘉義縣市的研究，能

                                                 
5 參見常建華，〈日本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2，1998 年。 

6 其研究成果成書於 1982 年，參見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5 月）。 

7 施添福的「地域社會」研究論述相當豐碩，他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和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的演講，頗

能看出其精髓，參見施氏演講稿，＜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

為中心＞，（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2006 年 6 月 1 日）。臺灣關於地域社會研究的檢討與論述甚

多，如康培德對「地區」、「區域」、「地域」等詞的釋義並專門對施添福的地域社會研究做一番解說外，也

對臺灣地域社會相關研究學者，如詹素娟、洪麗完，還有黃宣衛等人的研究成果作介紹與論述，參見氏著

〈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地域」一詞的理解與討論〉，收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族群、歷史

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 6 月，頁 353-371〉；李

季樺也比較臺日之間關於地域社會研究的異同，氏著＜空間與社會－臺日「地域社會論」的比較＞，「族

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 年 12 月 20-21 日）。 

8 林朝成主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思與言》49 卷 4 期「地方學」專號，2011 年 12 月。在這之前中正大

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曾出版《地方史研究集》，汪榮祖在＜論地方史研究（代序）＞中說歐美學界多將

地方史，指為「社區史」（community history），「但何謂社區？卻莫衷一是，難以確切的定義；簡單地說，

每一社區有其地方風俗、宗教與文化的所屬感，將另一社區視為「外人」，有所謂內外之別，然亦難以一

概而論。」，汪榮祖主編，《地方史研究集》（嘉義民雄：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7 年 12 月），

然出版一集後就無疾而終。 
9 此次研討會名為「『地方學與臺彎學』學術研討會」，將全臺區分為九個區域，希望能涵蓋全臺各地方，共

有九篇論文發表，之後分為四篇和五篇，以【地方學與臺彎學】為主題，分別刊登於《臺灣史學雜誌》編

輯委員會主編，《臺灣史學雜誌》13 期，2012 年 12 月；《臺灣史學雜誌》編輯委員會主編，《臺灣史學雜

誌》14 期，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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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為古諸羅時期的研究，因為在這之前的古諸羅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機能也

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縱使在今日的雲、嘉、嘉其實也有其相同社會經濟及民俗文化

機能的。10 李明仁曾於今年發表過〈雲嘉地區研究概述〉，文中將這個地區分成雲林、

嘉義縣、市分別敘述，所收集的資料主要以各地的志書和研討會的內容為主。而本

文此次所收集的資料，除了上述所說的資料之外，更擴及各相關研究著作，包括學

位論文和其他機關的出版品；並嘗試打散過去依行政區域劃分的方式，將嘉義縣、

市和雲林縣合成一個大區域，11再將此區域內相關研究著作，分成政治、經濟、社會

和文化四大類；再將每一類的研究著作再分成專書、論文及學位論文等三項來做分

析與解說；再往下的細分，則依論文內容隨機做分類。 

二、雲嘉地區政治方面研究回顧 

關於過去二十年來雲嘉地區政治方面研究的著作，可分成三大類，有： 

（一）專書 

    政治類主要可分成政治制度、人物分析、政治事件三類 

1.政治制度 

民國 79（1990）年，王嵩山出版《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12 作者根據自民

國 73（1984）年冬，至民國 78（1989）年夏之間，以在達邦與特富野兩社從事的田

野調查為基礎，試圖將阿里山鄒族的政治制度置於整體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來探究

傳統分支階序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與當代外來制度強制介入的關係。雲林政治制度

研究的部分，較為基礎的方志類專書，有民國 86（1997）年出版的《雲林縣發展史》

上、下兩冊，其中上冊第四篇〈行政與自治〉則論述明清時期至戰後雲林縣行政組

織的沿革以及自治選舉的發展。13  

2.人物分析 

                                                 
10 參見李明仁著，＜雲嘉地方研究概述＞《臺灣史學雜誌》編輯委員會主編，《臺灣史學雜誌》14 期，2013

年 6 月，頁 25-46。 
11

 森正夫他們所廣義定義的地域社會，是指「再生的『場』」，而「場」是人生活的最基本。人類生活基本

的場是由經濟、政治、思想所組合，以習俗、倫理、價值觀做為媒介等所構成秩序意識統合的場。所以若

依他們所說的「場」，其範圍應該可依社會機能之所需，可以自由伸展或內縮的吧！參見森正夫前引文＜

中國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視點＞，頁 7-10。 

12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 
13 雲林縣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王昆義編纂，《雲林縣發展史》第四篇〈行政與自治〉（雲林：雲林縣政府，

1997），頁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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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6（2007）年出版的《嘉義媽祖婆─許世賢傳奇》，14 作者紀展南為許世賢

之女婿，參考許多重要資料，完成此一傳記書稿，對於了解嘉義市民主政治的發展，

頗有參考作用。 

3.政治事件 

首先是民國 83（1994）年出版的《嘉義北回二二八》，15 書中以二二八當時的主

要事件為綱目，以人物為經緯進行採訪，希冀重建當時的歷史。民國 84（1995）年

由吳三連基金會出版的『口述歷史』系列叢書，分別有《嘉義驛前二二八》、16 《諸

羅山城二二八》、17 《嘉雲平野二二八》。18 《嘉義驛前二二八》一書主要將針對受

難者的親友，以及見證二二八的民眾進行口述採訪，章節則分成受難者與見證者兩

部分。《諸羅山城二二八》則是以事件發生的前後做為分期，分別是衝突期間、逃亡

梅山期間、事件後遭整肅以及當時的見證者，共四部分。《嘉雲平野二二八》則是分

成雲林與嘉義兩部分，藉由口述採訪重建當時雲嘉地區的二二八歷史，雲林地區包

括西螺、臺西、虎尾、斗六、元長、古坑、口湖、水林、北港等地；嘉義部分包括

新港、梅山、朴子以及中埔。民國 101（2012）年出版的楊欽堯撰《風起雲湧二二八

─雲林記事》，19 其中包括論述二二八事件後，雲林各地（斗六、虎尾、北港）的抗

爭情形、主要抵抗人物（陳篡地、林啟點、游賜壹、張昭田、李萬居）的記述以及

官方相關的紀念與補償等。 

（二）論文 

1.政治制度 

民國 90（2001）年，施添福發表〈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

機制〉，20 作者認為日治時期地域社會的形成，是在三重空間的作用下構成，其中就

有警察官空間，其他有街庄民空間、部落民空間。民國 96（2007）年，陳淳斌發表

〈嘉義縣政黨與派系關係的演變（民國 39 年─民國 89 年，1950-2000）〉，21 探討派

系在政黨政治中的作用。民國 100（2011）年，張靜宜、鄭仰峻共同發表〈日治時期

                                                 
14 紀展南，《嘉義媽祖婆─許世賢傳奇》（嘉義：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2007）。 
1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出版、吳氏總經銷，1994）。 
1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 
17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 
18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雲嘉平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 
19 楊欽堯，《風起雲湧二二八─雲林記事》（雲林：雲林縣文化處，2012）。 
20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臺灣史研究》8（1）（2001 年 6 月），頁 1-40。 
21 陳淳斌，〈嘉義縣政黨與派系關係的演變（民國 39 年─民國 89 年，1950-2000）〉，《嘉義縣文獻》33（2007

年 8 月），頁 1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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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官吏派出所設置之分析--以嘉義、臺南地區為例〉，22 探討日治時期嘉義、

臺南地區警察派出所的設置過程。同年 12 月王明燦發表〈戰後初期嘉義地區的地方

自治（1945-1950）〉，23 探討 1945 年到 1950 年間嘉義地區的地方自治。同年 12 月

吳昆財發表〈從太保政事之演進分析嘉義縣鄉鎮市之發展〉，24 從地方自治的角度探

討太保市政治發展。民國 102（2013）年賴玉玲發表〈諸羅山戰場--嘉義縣境被匪拒

守村莊簡明圖說探奧〉，25 使用故宮博物館所藏之「嘉義縣境被匪拒守村莊簡明圖說」

切入，說明清政府如何解決此事件的思考，以及其他所蘊含的歷史訊息。 

2.人物分析 

民國 78（1989）年開始，仇德哉陸續在《雲林文獻》發表〈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

傳（一）〉、26 〈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二）〉、27 〈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三）〉、28 

〈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四）〉，29 輯錄志書中有在雲林任官的人物列傳。民國 99

（2010）年盧文婷的〈嘉義縣地方選舉中婦女角色探析─以縣（市）長為例〉，30 探

討嘉義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婦女參與選舉的角色與地方組織、派系間的關係。

民國 100（2011）年 9 月盧文婷發表〈戰後臺灣婦女參政比較研究─以許世賢與蘇洪

月嬌為例〉，31 本文以戰後臺灣婦女實際參與中央與地方選舉，作為參政背景論述，

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兩位女性參政者作為比較研究對象，針對其參與政治的動機、

政治理念與作風，分析出其間的差異性。民國 102（2013）年，蔡承豪發表〈某雖老，

尚能為國家縛賊！─王得祿在嘉義地區的活動與貢獻〉《故宮文物月刊〉，32 使用故宮

博物館所藏有關王得祿的文獻史料來進行介紹。 

3.政治事件 

民國 98（2009）年，《嘉義縣文獻》34 期為『左派思潮在嘉義』專號，其中包

括楊弘任的〈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左派運動初探〉，33 探討當時的左派運動。吳昆財

的〈1920 至 1940 年代臺灣左派思潮─兼述嘉義青年受害者〉，34 討論此時期的左派

                                                 
22 張靜宜、鄭仰峻，〈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官吏派出所設置之分析─以嘉義、臺南地區為例〉，《南臺灣研究》1

（2011 年 12 月），頁 73-97 
23 王明燦，〈戰後初期嘉義地區的地方自治（1945-1950）〉，《嘉義縣文獻》36（2011 年 12 月），頁 85-102。 
24 吳昆財，〈從太保政事之演進分析嘉義縣鄉鎮市之發展〉，《嘉義縣文獻》36（2011 年 12 月），頁 104-109。 
25 賴玉玲，〈諸羅山戰場--嘉義縣境被匪拒守村莊簡明圖說探奧〉，《故宮文物月刊》360（2013 年 3 月），頁

14-21。 
26 仇德哉，〈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一）〉，《雲林文獻》33（1989 年 6 月），頁 48-59。 
27 仇德哉，〈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二）〉，《雲林文獻》34（1990 年 2 月），頁 77-81。 
28 仇德哉，〈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三）〉，《雲林文獻》35（1991 年 5 月），頁 44-52。 
29 仇德哉，〈清代雲林地方職官列傳（四）〉，《雲林文獻》36（1992 年 5 月），頁 139-144。 
30 盧文婷，〈嘉義縣地方選舉中婦女角色探析─以縣（市）長為例〉，《嘉義研究》2（2010 年 9 月），頁 1-48。 
31 盧文婷，〈戰後臺灣婦女參政比較研究─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嘉義研究》4（2011年 9月），頁 233-303。 
32 蔡承豪，〈某雖老，尚能為國家縛賊！─王得祿在嘉義地區的活動與貢獻〉，《故宮文物月刊》360（2013

年 3 月），頁 4-13。 
33 楊弘任，〈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左派運動初探〉，《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6-19。 
34 吳昆財，〈1920 至 1940 年代臺灣左派思潮─兼述嘉義青年受害者〉，《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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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對嘉義的影響。另外包括曾建元撰寫有關左派人物的傳記。35 民國 99 年 9 月，

馬有成的〈嘉義「三二」事件中的政府因應與處置〉，36 從現存二二八檔案中探討嘉

義「三二事件」。 

（三）學位論文 

1.政治制度 

民國 85（1996）年，吳芳銘的〈地方派系的分化與結盟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

高雄縣為例〉，37 有關嘉義縣與高雄縣地方派系的分化、分裂、重組和結盟變遷情形。

同年，張致源的〈嘉義縣地方派系結構變遷過程之研究〉，38 探討嘉義縣地方派系之

演變。民國 90（2001）年，劉世溫的〈清代斗六地區的發展（1684-1895）─以斗六

行政體系之建立為中心〉，探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斗六的行政體系變遷與當時的政

治、社會、經濟、文化間的相互關係。同年黃江正的〈嘉義縣地方派系變遷之研究

以第十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為例〉。39 同年朱敏榮的〈從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與第十

四屆縣（市）長選舉析論臺灣政黨政治之發展--以雲林縣、嘉義縣之比較為例〉。40 民

國 91（2002）年，陳璿仁的〈民進黨與地方派系勢力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為例〉，41 

探討民進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關係。民國 98（2009）年，陳泰尹的〈民主化後的臺

灣地方派系：以嘉義縣林派為例〉，42 透過對於嘉義縣地區所進行的田野工作，試圖

從地方社會的角度，重新了解地方派系內部的日常經營與政治動員，以及地方派系

與政黨之間的關係。 

2.人物分析 

民國 94（2005）年，黃窈嫻的〈從張丙事件看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的建構〉，43 以

張丙一案為中心，對當時的臺灣地方社會進行探討，除了欲將張丙一案作一詳盡的

                                                 
35 曾建元，〈消失的左翼，嘉義青年小傳─新港張志忠〉，《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32-35；曾建

元，〈消失的左翼，嘉義青年小傳─鹿草周慎源〉，《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36-37；曾建元，

〈消失的左翼，嘉義青年小傳─朴子張璧坤〉，《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38-40；曾建元，〈消

失的左翼，嘉義青年小傳─朴子鄭文峰〉，《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41-43；曾建元，〈哀音綿

綿─蔡德本與《番薯仔哀歌》裡的嘉義朴子左翼青年身影〉，《嘉義縣文獻》34（2009 年 3 月），頁 44-48。 
36 馬有成，〈嘉義「三二」事件中的政府因應與處置〉，《嘉義研究》2（2010 年 9 月），頁 49-98。 
37 吳芳銘，〈地方派系的分化與結盟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6）。 
38 張致源，〈嘉義縣地方派系結構變遷過程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96）。 
39 黃江正，〈嘉義縣地方派系變遷之研究以第十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1）。 
40 朱敏榮，〈從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與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析論臺灣政黨政治之發展--以雲林縣、嘉義

縣之比較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2002）。 
41 陳璿仁，〈民進黨與地方派系勢力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2）。 
42 陳泰尹，〈民主化後的臺灣地方派系：以嘉義縣林派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9）。 
43 黃窈嫻，〈從張丙事件看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的建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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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分析外，亦將對地方政治菁英在張丙案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同年盧文婷的

〈戰後臺灣婦女參政的個案研究─以許世賢為例〉，44 探討戰後婦女參政的歷史。民

國 97（2008）年，張震宇的〈嘉義市地方權力結構與教育治理關係之研究〉，45 從政

治世家的角度探討與教育治理的關係。民國 101（2012）年，盧文婷的〈戰後臺灣婦

女參政之比較研究（1945-2010）：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46 分別以嘉義市與雲

林縣兩位女性政治人物為例，探討其參政的歷史。 

3.政治事件 

民國 98（2009）年，陳武男的〈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嘉義民眾在「二二

八事件」中的抗爭與肆應〉，47 以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為主題，探討嘉義民眾在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民眾的抗爭與適應。民國 99（2010）年，呂

大成的〈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48 從『雲林事件』切入，探討

日治時期雲林的武裝抗日過程。 

三、雲嘉地區經濟方面研究回顧 

這時期雲嘉方面的經濟研究，可區分為地區開發和產業相關研究等二大項。 

（一）專書 

1.地區開發 

民國 85（1996）年，陳鴻圖的《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49 此書為其

碩士論文，後由國史館列為『臺灣史研究論叢』出版。作者以田野調查與史料整理

的研究方法，重現清代嘉南平原水利開發的原貌。民國 98（2009）年，陳鴻圖的《嘉

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50 探討從清治到戰後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與前一本

作者的著作相比，使用的史料更多，時間的跨躍也更長。 

                                                 
44 盧文婷，〈戰後臺灣婦女參政的個案研究─以許世賢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45 張震宇，〈嘉義市地方權力結構與教育治理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08）。 
46 盧文婷，〈戰後臺灣婦女參政之比較研究（1945-2010）：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47 陳武男，〈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嘉義民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抗爭與肆應〉（臺南：國立成功大

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9）。 
48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2010）。 
49 陳鴻圖，《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臺北：國史館，1996）。 
50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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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史（農、林、漁業等） 

民國 100（2011）年廖淑玲的《雲林黑金傳奇─臺灣咖啡原鄉》，51 主要論述雲

林縣內的咖啡產業發展史，並敘述咖啡產業對雲林縣的經濟效益以及如何將咖啡產

業進一步推廣。 

（二）論文 

1.地區開發 

民國 90（2001）年，陳鴻圖發表〈日治時期臺灣水利事業的建立與運作─以嘉南

大圳為例〉，52 論述在「農業臺灣」政策下，水利事業如何從私人產業轉型到公共財

產的建立與運作過程。民國 96（2007）年，陳正美發表〈嘉義郡水利組合組織與演

變〉，53 論述清治到日治時期水利組織的演變。民國 97（2008）年，陳美鈴發表〈日

治時期嘉義地區的糖業和水利演變與區域發展〉，54 先論述嘉義地區傳統農業的經營

形態，再就糖業的演變和水利發開與生產方式的變遷，討論聚落的發展與生活空間

的區域化。同年，黃阿有發表〈清代嘉義地區的田園主與陂圳的關係〉，55 主要使用

史料與古契書比對研究，論述清代嘉義地區田園主與陂圳的關係。民國 98（2009）

年黃阿有發表〈太保市庄頭的興衰—兼談消失的加走庄〉，56 從開發史的角度來看太

保地區的發展。同年陳美鈴的〈鹿草地區的聚落形成與發展〉，57 從地理學的角度切

入探討鹿草的聚落發展。民國 99（2010）年，吳俊蔚發表〈翁雲寬家族的興起與沒

落〉，58 探討翁雲寬家族在清治時期開墾嘉義地區的過程。民國 100（2011）年，黃

阿有發表〈笨港的商業發展和水仙宮及郊商的關係〉，59 從開發史的角度切入，探討

笨港的商業發展與寺廟的關係。 

2.產業史（農、林、漁鹽、化工業等） 

 (1)農業 

民國 99（2010）年，《嘉義縣文獻》35 期發表『臺灣糖業在嘉義』專號，其中

                                                 
51 廖淑玲，《雲林黑金傳奇─臺灣咖啡原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11）。 
52 陳鴻圖，〈日治時期臺灣水利事業的建立與運作〉，《輔仁歷史學報》12（2001 年 6 月），頁 117-152。 
53 陳正美，〈嘉義郡水利組合組織與演變〉，《嘉義縣文獻》33（2007 年 6 月），頁 20-45。 
54 陳美鈴，〈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糖業和水利演變與區域發展〉，《臺灣文獻》59（4）（2008 年 12 月），頁 139-198。 
55 黃阿有，〈清代嘉義地區的田園主與陂圳的關係〉，《臺灣文獻》59（4）（2008 年 12 月），頁 5-38。 
56 黃阿有，〈太保市庄頭的興衰— 兼談消失的加走庄〉，收入李明仁主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嘉義：嘉大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193-219。 
57 陳美鈴，〈鹿草地區的聚落形成與發展〉，收入李明仁主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

嘉大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423-464。 
58 吳俊蔚，〈翁雲寬家族的興起與沒落〉，《嘉義縣文獻》35（2010 年 7 月），頁 123-152。 
59 黃阿有，〈笨港的商業發展和水仙宮及郊商的關係〉，《嘉義研究》3（2011 年 3 月），頁 21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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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蓉發表〈蔗園、糖廠、五分車—嘉義地區糖業的歷史與文化〉，60 從糖廠視角探

討嘉義地區的歷史與文化。官彥君發表〈日治時期南靖糖廠的設立與南靖地區社會

文化的變遷〉，61 探討糖業與當地社會發展的變遷關係。林怡芳發表〈戰後蒜頭糖廠

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1946-2001）〉，62 探討戰後蒜頭糖廠聚落內民眾的生活方

式。民國 101（2012）年，蔡承豪發表〈嘉義地區藍靛業的發展與變遷（18 世紀初─1920

年代）〉，63 論述嘉義地區種植藍染作物，將之運用在工藝產業的發展過程，再分析

嘉義產業經營與地方農墾時互動的過程。 

  (2)林業 

民國 93（2004）年片倉佳史發表〈新臺灣紀行（5）嘉義‧阿里山─戰前の臺灣

經濟を支えた林業の町〉一文，64 介紹戰後阿里山林業與觀光業的發展。民國 95

（2006）年，《嘉義市文獻》編輯『木材業專輯』，其中囊括王俊昌的〈木材都市─嘉

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65 吳育臻的〈日治時代嘉義市植物園林業試驗地位的變

遷〉，66 陳亮州的〈從口述歷史看嘉義市木材業〉，67 馬有成的〈從樹木到木材─嘉

義市木材業生產概況〉68 和李建興的〈嘉義市木材業與城隍廟、地藏庵之研究〉。69 

  (3)漁鹽業 

民國 98（2009）年，高凱俊、陳憲明發表〈嘉義縣沿海地區魚塭養殖的發展〉。70 

民國 100（2011）年，蔡升璋的〈日治時代東石港的港勢變遷與築港請願〉，71 以日

治時代東石港為析論之主軸，探討東石港港勢演變與地方社會之關係。同年黃明德

發表〈荷蘭時代東石鄉產蚵殼利用初探〉，72 探討荷蘭時代的人民對蚵殼的利用。民

國 102（2013）年，蔡昇璋發表〈日治時代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以臺南州東石郡

為例〉，73 從漁業史的視角進入，探討日治時代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 

（三）學位論文 

                                                 
60 張秀蓉，〈蔗園、糖廠、五分車—嘉義地區糖業的歷史與文化〉，《嘉義縣文獻》35（2010 年 7 月），頁 6-15。 
61 官彥君，〈日治時期南靖糖廠的設立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嘉義縣文獻》35（2010 年 7 月），頁

16-59。 
62 林怡芳，〈戰後蒜頭糖廠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1946-2001）〉，《嘉義縣文獻》35（2010 年 7 月），頁 60-85。 
63 蔡承豪，〈嘉義地區藍靛業的發展與變遷（18 世紀初─1920 年代）〉，《臺灣文獻》63（3）（2012 年 9 月），

頁 151-200。 
64 片倉佳史，〈新臺灣紀行（5）嘉義‧阿里山─戰前の臺灣經濟を支えた林業の町〉，《東亞》446（2004 年

8 月），頁 86-93。 
65 王俊昌，〈木材都市─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嘉義市文獻》18（2006 年 12 月），頁 29-86。 
66 吳育臻，〈日治時代嘉義市植物園林業試驗地位的變遷〉，《嘉義市文獻》18（2006 年 12 月），頁 87-108。 
67 陳亮州，〈從口述歷史看嘉義市木材業〉，《嘉義市文獻》18（2006 年 12 月），頁 109-128。 
68 馬有成，〈從樹木到木材─嘉義市木材業生產概況〉，《嘉義市文獻》18（2006 年 12 月），頁 129-152。 
69 李建興，〈嘉義市木材業與城隍廟、地藏庵之研究〉，《嘉義市文獻》18（2006 年 12 月），頁 153-172。 
70 高凱俊、陳憲明，〈嘉義縣沿海地區魚塭養殖的發展〉，《嘉義縣文獻》34（209 年 3 月），頁 56-79。 
71 蔡昇璋，〈日治時代東石港的港勢變遷與築港請願〉，《嘉義研究》3（2011 年 3 月），頁 93-159。 
72 黃明德，〈荷蘭時代東石鄉產蚵殼利用初探〉，《嘉義縣文獻》36（2011 年 12 月），頁 131-150。 
73 蔡昇璋，〈日治時代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以臺南州東石郡為例〉，《嘉義研究》7（2013 年 3 月），頁 5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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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區開發 

民國 82（1993）年，楊淑卿的〈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74 探討北港的產業轉

變。民國 83（1994）年，郭雲萍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

心〉，75 透過對嘉南大圳史實的重建與詮釋，從當時的國家─水利會─民眾之間的關

係，闡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民國 88（1999）年，陳美鈴的〈嘉義平原的聚落

發展〉，76 透過歷史地理的研究途徑，首先從生態環境、拓墾歷程和傳統聚落的形成，

以及影響聚落類型空間特性的因素探討，再就日治時代以後的人口成長，分析其與

農業土地生產力和中心性的關係；再進一步討論政治、經濟因素，對本研究地區，

聚落發展的變遷與聚落階層的影響。同年，王怡方的〈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

成長〉，77 論述日治時期糖廠進入對虎尾的影響與發展。民國 89（2000）年，陳鴻圖

的〈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78 以嘉南大圳為

例，探討為獲取自然資源而進行水利開發，為使水利設施發揮功效而設置水利組織，

及組織的經營策略對人文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三個環節的關係來論述。 

民國 91 年，阮琡婷的〈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三間村的區域地理研究〉，79 以

新港鄉中洋村、三間村為研究範圍，探究經濟、社會與文化對區域形構過程所造成

的影響。民國 93（2004）年，蔡俊堯的〈日治時期嘉義市區改正計畫與公共建設〉，80 

從都市計劃的角度探討日治時期嘉義市的變遷，其中也討論到產業的變化。民國 94

（2005）年，陳淑婷的〈嘉義八掌溪流域的開發與社會發展（1683--1945）〉，81 主要

分為土地開發與聚落的形成、經濟發展、漢人社會整合，來看八掌溪流域，清領時

期與日治時期社會發展脈絡，其中有關經濟發展的部分則分成水利建設、產業以及

交通三項。同年邱志仁的〈從「海賊窟」到「小上海」：布袋沿海地區經濟活動之變

遷（約 1560─1950）〉，82 探討從清治時期的魍港到戰後初期的布袋港發展歷程。民

國 95（2006）年，陳彥宏的〈嘉義縣溪口鄉溪口聚落發展之研究〉，83 討論溪口聚落

發展過程，其中與經濟相關的為第五章，探討溪口的都市計劃與傳統產業部分。 

民國 96（2007）年，謝曉琪的〈嘉義市市街空間變遷之研究：以清代至日治時

                                                 
74 楊淑卿，〈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75 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993）。 
76 陳美鈴，〈嘉義平原的聚落發展〉（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77 王怡方，〈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78 陳鴻圖，〈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

論文，2000）。 
79 阮琡婷，〈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三間村的區域地理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2002）。 
80 蔡俊堯，〈日治時期嘉義市區改正計畫與公共建設〉（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4）。 
81 陳淑婷，〈嘉義八掌溪流域的開發與社會發展（1683--1945）〉（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5）。 
82 邱志仁，〈從「海賊窟」到「小上海」：布袋沿海地區經濟活動之變遷（約 1560─1950）〉（南投：國立暨南

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83 陳彥宏，〈嘉義縣溪口鄉溪口聚落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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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圖為例〉，84 討論從清治時期至日治後期的嘉義市城市空間之變遷及產業發展。

同年，師嘉瑀的〈圖繪復原下的嘉義市街生活歷史變遷〉，85 從地圖修復的角度，來

看嘉義市街的城市規畫與產業發展。同年，陳玫錦的〈被遺忘的平垟城-嘉義城市文

脈解讀之研究（1836-1912）〉，86 討論嘉義市都市計畫的變遷沿革與產業發展。民國

98（2009）年，吳俊蔚的〈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為例〉，87 利用史

料與田野調查所發現的古契書，探討翁雲寬家族在嘉義的開墾與發展過程。民國 99

（2010）年，吳素香的〈嘉義市街發展與阿里山森林事業之研究〉，88 探討嘉義市與

阿 里 山 林 業 之 關 係 。 同 年 ， 廖 珠 伶 的 〈 西 螺 ： 一 個 農 業 市 鎮 的 社 會 經 濟 變 遷

（1895-1945）〉，89 從西螺的外在地理環境變化談起，進而探討內在的行政區域變革、

住民的經濟活動、教育文化的影響等。同年，陳碧芳的〈朴子市街歷史變遷〉，90 討

論從清治到戰後朴子聚落的產業經濟發展，以及都市計劃下朴子所遭遇的問題。民

國 101（2012）年，江佩嬬的〈清代嘉義縣城地域社會之形成〉，91 討論清治時期嘉

義縣城的發展，其中論述到當時的產業。 

2.產業史（農、林、漁鹽、化工業等） 

  (1)農業、化工業、林業與其他產業發展史 

糖業部分包括，民國 92（2003）年，江芳菁的〈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社會經濟

發展（1909－1996）〉，92 透過大林糖廠設立後的發展歷程，探究糖業與地方經濟社

會變遷的關係。民國 96（2007）年，高乙瑄的〈虎尾糖廠對型塑「糖都虎尾」糖業

文化的影響（1945～2005 年）〉，93 論述戰後時期糖業大環境轉變下，虎尾的地方產

業與文化產業因其特性而產生的轉變與影響。民國 97（2008）年，林怡芳的〈蒜頭

糖廠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1910-2001）〉，94 民國 98（2009）年，官彥君的〈南靖

糖廠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95 探討清治至戰後，南靖聚落的演變，以及日治

                                                 
84 謝曉琪，〈嘉義市市街空間變遷之研究 : 以清代至日治時期地圖為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

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85 師嘉瑀，〈圖繪復原下的嘉義市街生活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2007）。 
86 陳玫錦，〈被遺忘的平垟城-嘉義城市文脈解讀之研究（1836-1912）〉（嘉義：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

境藝術碩士班，2007）。 
87 吳俊蔚，〈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2009）。 
88 吳素香，〈嘉義市街發展與阿里山森林事業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社會科教學

碩士班，2010）。 
89 廖珠伶，〈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0）。 
90 陳碧芳，〈朴子市街歷史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91 江佩嬬，〈清代嘉義縣城地域社會之形成〉（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92 江芳菁，〈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1909－199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3）。 
93 高乙瑄，〈虎尾糖廠對型塑「糖都虎尾」糖業文化的影響（1945～2005 年）〉（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

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2007）。 
94 林怡芳，〈蒜頭糖廠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1910-2001）〉（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2007）。 
95 官彥君，〈南靖糖廠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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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糖廠設立對南靖經濟發展的影響 

  (2)林業 

林業包括，民國 94（2005）年，王一婷的〈嘉義市木材業發展的產銷運作與社

群網絡之研究〉，96 討論嘉義市木材業的興盛與沒落。民國 99（2010）年，胡培堉的

〈嘉義市木材產業發展之研究〉，97 探討阿里山林業及嘉義市木材業發展的影響。同

年莊璧宇的〈日治時期阿里山林場之開發〉，98 探討日治時期阿里山林場的成立與相

關產業之發展。 

  (3)漁鹽業 

養殖漁鹽業包括，民國 97（2008）年，林志德的〈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

的變遷〉，99 探討牡蠣養殖業的發展與變遷。民國 98（2009）年，黃如輝的〈鹹甜的

土地─布袋地區的產業變遷為探討（1895-1945）〉，100 以日治時期布袋地區為研究區

域，觀察「農業及漁鹽業」的產業發展與區域之間的關係。民國 99（2010）年，施

建安的〈戰後臺灣傳統鹽業：以布袋鹽場為個案之研究〉，101 以布袋鹽場為對象，並

且整合現有史料和研究的情況，討論布袋鹽場在戰後以來的發展概況。 

  (4)化工業 

化工業包括，民國 89（2000）年，褚填正的〈戰時『臺拓』的嘉義化學工場之

研究（1938─1945）〉，102 透過日治時期臺拓嘉義化工場的案例，了解其實際之運作，

更應從其直營或投資的龐大事業體系中，更深切去觀察其「國策」的實行與相關問

題。民國 99（2010）年，黃世宇，〈嘉義溶劑廠的變遷與發展（1940-1989）〉，103 研

究日治末期至戰後以來嘉義溶劑廠的經營情形，並探究其每個階段因國家政策與經

濟的需求而轉型發展的過程。 

四、雲嘉地區社會方面研究回顧 

（一）專書 

                                                 
96 王一婷，〈嘉義市木材業發展的產銷運作與社群網絡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5）。 
97 胡培堉，〈嘉義市木材產業發展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98 莊璧宇，〈日治時期阿里山林場之開發〉（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99 林志德，〈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的變遷〉（臺南：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100 黃如輝，〈鹹甜的土地─布袋地區的產業變遷為探討（1895-1945）〉（淡水：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2009）。 
101 施建安，〈戰後臺灣傳統鹽業：以布袋鹽場為個案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102 褚填正，〈戰時『臺拓』的嘉義化學工場之研究（1938─1945）〉（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0）。 
103 黃世宇，〈嘉義溶劑廠的變遷與發展（1940-1989）〉（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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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地區社會類專書依研究主題，可分為族群、民間信仰、家族史三大類： 

1.族群 

族群研究在鄒族研究方面以王嵩山的研究成果最豐，如《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

宗教生活》（1995）、《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2000）、《過去就是現在：當代阿

里山鄒族文化形式的社會建構》（2003）等。以及王嵩山與鄒族學者汪明輝、浦忠成

合著的《臺灣原住民史 鄒族史篇》（2001）。104 

在客家研究方面池永歆、謝錦銹的《發現客家：嘉義沿山地區客家文化群體研

究》，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根據古文書資料，論述清代客家人入墾嘉義沿山地

區的過程。第二部分探討日治時期南遷嘉義的北部客家人，及其褒忠義民廟之信仰。105  

2.民間信仰 

鄭志明、孔建中的《北港朝天宮的神明會》，將北港朝天宮的神明會分為四種： 

(1)附屬於朝天宮者 (2)鋪會 (3)陣頭會 (4)附屬於其他廟宇者。從神明會的位置來看

朝天宮的祭祀圈，其範圍以北港街市為主，加上草湖、新街、新厝等里，以及六腳

鄉的崙陽村、蘇厝村等地。106 

李明仁的《嘉義的宗教信仰、聚落與族群》探討嘉義四個區域的神明與移民祖

籍之關係，得到四個結論：(1)月眉的敵天大帝是林姓家族由漳州平和縣所帶來。(2)

嘉義市的雙忠廟則源於明鄭與清朝的教化政策，與拓墾者的祖籍無關。(3)太保地區

的泉州人和漳州人，在各自所形成的聚落信奉保生大帝。(4)太保的七星娘娘並非祖

籍神信仰，而是閩籍與潮州人共同的信仰。107 

李明仁的另一書《清代嘉義地區保生大帝信仰與祖籍之研究》是延續前書之作，

本書調查嘉義地區 19 間保生大帝廟，結論是保生大帝並非泉州人的專屬信仰，而是

漳、潮、泉的共同信仰。108 透過以上兩書的研究，可以修正過去依照日治時期的調

查紀錄所形成的祖籍與信仰關係的刻板認知。 

3.家族史 

林保寶的《莿桐最後的望族：我這樣探尋家族故事》，是雲林縣莿桐鄉林本的家

族史，作者是林家的後代，他從祖先留下的大量史料與照片中，追尋自己的家族史。109 

顏尚文、潘是輝，《嘉義賴家發展史》，論述起源於 18 世紀初的賴斌來家族，歷

經清代、日治時期以及戰後三百年的發展史，與嘉義地區的土地開發、政經與社會

                                                 
104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臺北：稻鄉，1995）。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臺

北：稻鄉，2000）。王嵩山，《過去就是現在：當代阿里山鄒族文化形式的社會建構》（臺北：稻鄉，2003）。

王嵩山、汪明輝、浦忠成，《臺灣原住民史 鄒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105 池永歆、謝錦銹，《發現客家：嘉義沿山地區客家文化群體研究》（臺北：客家委員會，2012）。 
106 鄭志明、孔建中，《北港朝天宮的神明會》（大林鎮：南華管理學院，1998）。 
107 李明仁，《嘉義的宗教信仰、聚落與族群》（臺北：稻鄉，2009）。 
108 李明仁，《清代嘉義地區保生大帝信仰與祖籍之研究》（臺北：稻鄉，2010）。 
109 林保寶，《莿桐最後的望族：我這樣探尋家族故事》（臺北：玉山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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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變的密切關係。110 

林崇熙等採訪‧撰文，《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記述兩位出身

雲林縣北港鎮的民主前輩蘇東啟、蘇洪月嬌夫婦的生命史，見證了從日治中期 1920

年代到戰後，臺灣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變遷。111 

（二）論文 

    社會類論文分為論文集、族群、民間信仰、地域社會、人物五大類： 

1.論文集 

「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從 2001 年起至 2007 年止共舉辦過六屆，由雲林社區

希望聯盟協進會與雲科大文資系合作主辦。「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從 2005 年起至

今年（2013）已邁入第 9 屆，第一屆由中正大學主辦，出版顏尚文主編，《嘉義研究：

社會、文化專輯》、《嘉義研究：王得祿專輯》。112 第二屆起由嘉義大學主辦，李明仁

擔任主編。歷屆雲嘉學術研討會詳細論文目錄，請參考李明仁，〈雲嘉地方研究概述〉

一文。113 

    另外，北港朝天宮亦有主辦過兩次媽祖信仰學術硏討會，由省文獻會編輯出

版，《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1997）。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媽

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硏討會論文集》（2003）。114 

2.族群 

有關平埔族的研究，最早是梁志輝的〈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

群討論〉，本文將清代雲林地區 6 個平埔族群，依地理環境分為斗六丘陵區，包括柴

裡社、他里霧社、猴悶社；濁水溪沖積扇區，包括虎尾壠社、貓兒干社、西螺社兩

大類，其論述主要依據地契的典賣過程，探討漢人的開發造成平埔族土地的流失。115

另有簡炯仁〈斗六柴裡社釋疑〉。李孟勳〈清代斗六地區的族群關係與地方發展─以

柴裡社為中心〉，討論柴裡社與斗六區域發展之關係。116 

                                                 
110 顏尚文、潘是輝，《嘉義賴家發展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111 林崇熙等採訪‧撰文，《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臺北：玉山社，2011）。 
112 顏尚文主編，《嘉義研究：社會、文化專輯》（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顏尚文主編，《嘉

義研究：王得祿專輯》（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 
113 李明仁，〈雲嘉地方研究概述〉，《臺灣史學雜誌》14（2013.6），頁 25-46。 
11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北港鎮：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 1997）。

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硏討會論文集》（臺北：

臺灣宗教學會出版，2003）。 
115 梁志輝，〈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群討論〉，收入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

硏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141-162。 
116 簡炯仁，〈斗六柴裡社釋疑〉，收入李明仁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臺灣文化中心，2009），頁 73-97。李孟勳，〈清代斗六地區的族群關係與地方發展─以柴裡社為中心〉，《臺

灣古文書學會會刊》10（2012.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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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族的研究，包括王嵩山研究北鄒〈阿里山鄒族的人文景觀與文化保存〉。林曜

同〈會所與認同支再建構：楠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原住民族群之比較研究

（1915-2006）〉，討論南鄒 Kanakanavu 的族群認同。117 

    洪麗完的〈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

針對清代漢人移住界外的活動暨其與原住族群如何由接觸、連結，進而產生互動等

議題，進行討論，一方面考察界外複雜的族群關係；一方面釐清阿里山番租在沿山

地區族群關係上扮演的角色，並檢討其性質。生番、熟番、漢人三者間在沿山邊區

社會錯綜而複雜的關係，族群關係的「穩定」維持，有賴於非武力的形式──阿里

山番租的運用。118 

客家研究方面，嘉義地區有陳美鈴，〈客籍移民的區位選擇與生活方式─以民雄

新港地區為例〉。池永歆，〈古文書與嘉義沿山的客家文化群體研究：以今梅山鄉大

草埔「翁家古文書」為例的闡釋〉。119 雲林縣的詔安客研究，有李淑如的〈雲林縣二

崙鄉詔安客的歷史與傳說〉。許瑛玳，〈從雲林詔安客文化節談其文化意涵〉。120 

邱彥貴的〈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福佬客信仰

組織〉，以大埤鄉新街三山國王的跨鄉鎮信仰，認為是濁水溪以南、六堆以北最大的

客家社群，同時提出嘉南平原北部的族群分布係「泉人濱海，粵人居中，漳人倚山」，

有別於慣見通說。121 

另有許多漢人的族群研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密切，如黃阿有，〈嘉義地區漢人開

發與廟宇關係〉。122 李明仁、林世偉，〈新港地區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123 李孟勳，

〈族群與信仰─清代山疊溪流域笨港與梅仔坑之比較〉。124 蔡長廷、林昭慧，〈布袋

鎮過溝的王爺信仰與族群〉。125 

3.民間信仰 

蔡淵絜的〈清代雲林地區民間宗教之發展（1683-1895）〉，歸納出幾個特色：移

民初期以私家奉祀為主，乾隆中葉後寺廟急速增加，但受貧富差距的影響，各街莊

                                                 
117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人文景觀與文化保存〉，《嘉義研究》1（2010.3），頁 151-192。林曜同，〈會所與

認同支再建構：南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原住民族群之比較研究（1915-2006）〉，《嘉義研究》1（2010.3），

頁 103-150。 
118

 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1

（2011.3），頁 41-102。 
119 陳美鈴，〈客籍移民的區位選擇與生活方式─以民雄新港地區為例〉，《臺灣史學雜誌》1（2005.8），頁 17-66。

池永歆，〈古文書與嘉義沿山的客家文化群體研究：以今梅山鄉大草埔「翁家古文書」為例的闡釋〉，《嘉

義研究》4（2011.9），頁 65-114。 
120 李淑如，〈雲林縣二崙鄉詔安客的歷史與傳說〉，《雲林文獻》49（2007.12），頁 1-19。許瑛玳，〈從雲林詔

安客文化節談其文化意涵〉，《嘉義研究》5（2012.3），頁 67-96。 
121 邱彥貴，〈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福佬客信仰組織〉，《臺灣宗教研究》，3

卷 2（2005.4），頁 1-56。 
122 黃阿有，〈嘉義地區漢人開發與廟宇關係〉，收入李明仁主編，《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嘉義：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7），頁 235-259。 
123 李明仁、林世偉，〈新港地區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嘉義研究》3（2011.3），頁 161-212。 
124 李孟勳，〈族群與信仰─清代山疊溪流域笨港與梅仔坑之比較〉，《嘉義研究》5（2012.3），頁 29-66。 
125 蔡長廷、林昭慧，〈布袋鎮過溝的王爺信仰與族群〉，《嘉義研究》6（2012.9），頁 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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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大的差異。有些廟有主祀神更替的現象，反映民間信仰的功利性格，最普遍的

主神是媽祖和王爺。126 

在媽祖研究方面，林永村的〈笨港聚落的形成與媽祖信仰重鎮的確立〉。127 蔡相

煇〈日據時期的北港朝天宮〉、〈北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的分合〉。蘇全正〈臺灣

宗教研究與古文書運用─以北港媽祖廟創建年代的歷史考察為例〉。鄭螢憶〈臺灣總

督府與民間信仰：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鄭螢憶〈王朝教化與媽祖信仰：以

清代笨港媽祖廟為例〉。128 以上論文均與北港朝天宮有關。嘉義地區有潘是輝，〈嘉

義地區媽祖信仰之研究─《嘉義市志》與《新修嘉義縣志》資料的分析〉。129 

徐雨村的〈宗族與宗教組織原則的轉換與並存—以雲林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

織為例〉，探討分佈在斗六、斗南、虎尾、土庫、大埤五個鄉鎮，由 36 個聚落組成

「五股」的輪祀組織，作者認為這是基於宗教與宗族結合的社會結構。130 

三尾裕子的〈從地方性廟宇到全臺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

將褒忠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的祭祀圈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圍繞在馬鳴山附近

12 個村落所形成的核心組織「五股」；第二層是雲嘉地區參加五年大科的「香庄」；

第三層則是擴及全臺的分靈及交香廟。作者並以此重新檢視人類學的「祭祀圈」理

論，認為有其侷限性。131 

觀音信仰的研究也相當豐富，池永歆、池燕露，〈嘉義內埔仔「舁觀音、請媽祖」

的巡境活動〉。池永歆，〈聚落存在空間的貞定與詮釋：以嘉義內埔仔「十三庄頭、

十四緣」巡境活動為例〉。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保地區的發

展（1661-1895）〉。潘是輝〈湖山岩相關的「半跏水月座」觀音佛祖之探討〉。賴淑美

〈雲林縣觀音信仰的沿革〉。蘇全正〈雲林地區民間佛教「巖仔」與觀音信仰之探討—

以西螺朝山岩(缽子寺)為例〉。132 

                                                 
126 蔡淵絜，〈清代雲林地區民間宗教之發展（1683-1895）〉，收入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臺灣鄉土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00），頁 667-687。 
127 林永村，〈笨港聚落的形成與媽祖信仰重鎮的確立〉，《臺灣文獻》，42 卷 2（1991.6），頁 333-341。 
128 蔡相煇，〈日據時期的北港朝天宮〉，《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7（1995.9），頁 217-234。蔡相煇，〈北港

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的分合〉，《臺灣文獻》51 卷 4（2000.12），頁 143-156。蘇全正，〈臺灣宗教研究與

古文書運用─以北港媽祖廟創建年代的歷史考察為例〉，《臺灣古文書學會會訊》3（2008.10），頁 13-26。

鄭螢憶，〈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信仰：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臺灣風物》59 卷 3（2009.9），頁 27-60。

鄭螢憶，〈王朝教化與媽祖信仰：以清代笨港媽祖廟為例〉，《臺灣風物》61 卷 1（2011.3），頁 11–40。 
129 潘是輝，〈嘉義地區媽祖信仰之研究─《嘉義市志》與《新修嘉義縣志》資料的分析〉，《嘉義研究》2（2010.9），

頁 139-176。 
130 徐雨村，〈宗族與宗教組織原則的轉換與並存—以雲林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為例〉《思與言》，34 卷 2

（1996.6），頁 175-198。 
131 三尾裕子，〈從地方性廟宇到全臺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收入林美容主編，《信仰、

儀式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 229-296。 
132 池永歆、池燕露，〈嘉義內埔仔「舁觀音、請媽祖」的巡境活動〉，《嘉義文獻》26（1996），頁 29-41。池

永歆，〈聚落存在空間的貞定與詮釋：以嘉義內埔仔「十三庄頭、十四緣」巡境活動為例〉，《思與言》34

（2）（1996），頁 199-234。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保地區的發展（1661-1895）〉，《臺

灣師大歷史學報》29（2001.6），頁 95-132。潘是輝，〈湖山岩相關的「半跏水月座」觀音佛祖之探討〉，《雲

林文獻》45（2003.12），頁 1-10。賴淑美，〈雲林縣觀音信仰的沿革〉，《雲林文獻》45（2003.12），頁 11-19。

蘇全正，〈雲林地區民間佛教「巖仔」與觀音信仰之探討—以西螺朝山岩(缽子寺)為例〉，《臺灣文獻》，59

卷 1（2008.03），頁 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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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的研究有，黃健庭，〈嘉義六斗厝的玄天上帝信仰與聚落變遷〉。江志

宏，〈玄天上帝信仰「屠夫傳說」的再詮釋─以梅山鄉為中心的考察〉。133 

嘉義市城隍廟的研究有，江志宏，〈「另類規範」(rules otherwise)在日常生活中的

實作─從嘉義市城隍廟的楹聯談起〉。謝貴文，〈變與不變：嘉義市城隍廟的轉型與發

展〉。134 

其他還有許多神明信仰之研究，顯示臺灣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如池永歆，〈嘉義

「內埔仔」客家文化區域的構成及其墳墓型土地公廟的詮釋〉。黃阿有、李明仁，〈新

港鄉月眉村光天宮和村莊發展的關係〉。卓克華，〈新港大興宮  笨港滄桑見證者〉。

江志宏、郭盈良，〈嘉義市小副瀨「義愛公」信仰的社會意義〉。李明仁、林世偉，〈太

保福濟宮七星娘娘祭祀圈之研究〉。黃阿有，〈臺灣水仙尊王崇祀之溯源〉。135 

4.地域社會 

嘉義地區的研究有，池永歆，〈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的構成與內涵：以嘉義沿山

聚落「內埔仔十三庄頭」為例〉。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

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陳美鈴，〈嘉義縣水上鄉的地名源起與地區特色〉。池

永歆，〈古文書與嘉義沿山區域研究：以「梅山葉家古文書」等文獻為例〉。136 

雲林方面，秦琳珍的“The Local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Beigang”探討當代北港的

文化工作者。將「文化工作」作為一種特別的社會行動領域，指經過慎思的歷史文

化再生產，認為北港的文史工作者的地方性敘事，強調過去的傳統和道德，批評當

代的權力關係，反映了地方認同脫離廟宇及其領導階層的轉向。137 

5.人物 

王得祿的研究有，黃阿有，〈民間傳說與史料考證—以王得祿若干傳聞為例〉。

謝貴文，〈風水與報應：王得祿傳說的一種解讀〉。138 

                                                 
133 黃健庭，〈嘉義六斗厝的玄天上帝信仰與聚落變遷〉，《嘉義研究》5（2012.3），頁 97-130。江志宏，〈玄天

上帝信仰「屠夫傳說」的再詮釋─以梅山鄉為中心的考察〉，《嘉義研究》7（2013.3），頁 175-214。 
134 江志宏，〈「另類規範」(rules otherwise)在日常生活中的實作─從嘉義市城隍廟的楹聯談起〉，收入李明仁

編，《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2007），頁 261-291。謝

貴文，〈變與不變：嘉義市城隍廟的轉型與發展〉，《嘉義研究》5（2012.3），頁 131-172。 
135 池永歆，〈嘉義「內埔仔」客家文化區域的構成及其墳墓型土地公廟的詮釋〉，《地理教育》22（1996），頁

63-70。黃阿有、李明仁，〈新港鄉月眉村光天宮和村莊發展的關係〉，《嘉義大學學報》69（2000.4），頁

125-145。卓克華，〈新港大興宮  笨港滄桑見證者〉，《新世紀宗教研究》1（3）（2003.3），頁 143-171。

江志宏、郭盈良，〈嘉義市小副瀨「義愛公」信仰的社會意義〉，《嘉義研究》1（2010 年 3 月），頁 241-280。

李明仁、林世偉，〈太保福濟宮七星娘娘祭祀圈之研究〉，《嘉義研究》2（2010.9），頁 99-138。黃阿有，〈臺

灣水仙尊王崇祀之溯源〉，《嘉義大學人文研究期刊》8（2011.3），頁 81-112。 
136 池永歆，〈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的構成與內涵：以嘉義沿山聚落「內埔仔十三庄頭」為例〉，《臺灣人文》1

（1997），頁 197-225。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

灣史研究》8（1）（2001.6），頁 1-39。陳美鈴，〈嘉義縣水上鄉的地名源起與地區特色〉，《國立嘉義大學

人文藝術學報》1（2002），頁 301-336。池永歆，〈古文書與嘉義沿山區域研究：以「梅山葉家古文書」

等文獻為例〉，《嘉義研究》1（2010.3），頁 193-240。 
137 Elana Chipman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Beigang” ，《臺灣人類學刊》，6（1）（2008.6），頁 1-29。 
138 黃阿有，〈民間傳說與史料考證—以王得祿若干傳聞為例〉，收入李明仁主編，《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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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菁英高一生的研究有，高英傑，〈土地、族群、親情－高一生歌曲和書信〉。

塚本善也，〈從《哈貝老師》一書眉批解讀高一生的思想〉。139 

其他還有，阮忠仁，〈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明季北略》的十寨

敘事〉。翁烔慶，〈義竹翁氏與六桂傳芳〉。徐志平，〈嘉義進士徐德欽家世、生平及

其作品新考〉。140 

（三）學位論文 

社會類學位論文分為族群、民間信仰、地域社會、家族四類： 

1.族群 

有關鄒族研究的學位論文有，汪明輝的博士論文〈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臺灣

原住民族主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歷史〉、碩士論文〈阿里山鄒族傳統社會的空間

組織〉。141 雲林詔安客的研究有，李嫦薇〈從多元文化看臺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

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許瑛玳〈雲林詔安客家文化圈的歷史形成—以崙背、二

崙兩鄉鎮為例〉。142 

2.民間信仰 

以神明研究做分類，以媽祖和王爺最多。有關媽祖的研究有，曾月吟〈日據時

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鄭螢憶〈國家、信仰與地方社會：笨港媽祖信仰的發

展與變化（1694-1945）〉。陳姿敏〈北港鎮聚落發展與祭祀圈的形成〉。李佳洲〈日治

時期北港朝天宮地位崛起之考察〉。143 以上均與北港朝天宮有關。另有楊朝傑〈西螺

                                                                                                                                            
會論文集》（嘉義：嘉大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167-194。謝貴文，〈風水與報應：王得祿傳說的

一種解讀〉，《嘉義研究》7（2013.3），頁 273-308。 
139 高英傑，〈土地、族群、親情－高一生歌曲和書信〉，收入李明仁主編，《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嘉義：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7），頁 49-62。塚本善也，〈從《哈貝老師》一書眉批

解讀高一生的思想〉，收入李明仁主編，《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嘉義大學臺灣

文化研究中心，2007），頁 63-68。 
140 阮忠仁，〈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明季北略》的十寨敘事〉，《嘉義研究》6（2012.9），頁

135-190。翁烔慶，〈義竹翁氏與六桂傳芳〉，《嘉義研究》6（2012.9），頁 191-235。徐志平，〈嘉義進士徐

德欽家世、生平及其作品新考〉，《嘉義研究》7（2013.3），頁 215-232。 
141 汪明輝，〈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臺灣原住民族主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研究所博論， 2002）。汪明輝，〈阿里山鄒族傳統社會的空間組織〉（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硏究所碩論，1990）。 
142 李嫦薇，〈從多元文化看臺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

學研究所碩論，2007）。許瑛玳，〈雲林詔安客家文化圈的歷史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論，2008）。 
143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論，1996）。鄭螢憶，〈國

家、信仰與地方社會：笨港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化（169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

論，2010）。陳姿敏，〈北港鎮聚落發展與祭祀圈的形成〉（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論，2011）。

李佳洲，〈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地位崛起之考察〉（高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碩論，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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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下游地區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討論西螺福興宮太平

媽信仰與族群關係。144 

有關王爺的研究有，黃大勝〈地方場域神聖性的建構－以馬鳴山鎮安宮祭祀圈

為例〉。沈淑芬〈雲林褒忠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研究〉。林伯奇〈雲嘉濱海鄉鎮迎

客王信仰之研究〉。蔡泊蕙〈嘉義縣布袋鎮地區王爺信仰之研究〉。145 

還有許多論文，呈現多元文化的現象，如蔡金蓉〈「跨部落」的祭祀活動及其人

群結合：以雲林縣「國姓公過股」為例〉。方鳳玉〈臺灣傳統聚落中的五營研究─以

雲林地區為例〉。李艾珍〈臺灣民間“給神明作契子”的儀式-以雲林海豐堡和布嶼西

堡為例〉。李建興〈清代北嶽殿地藏庵與嘉義城寺廟信仰體系之研究〉。張奉珠〈詔

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紀秀足〈臺灣土地公信仰探究：以嘉義

市土地公廟為例〉。蘇仁貴〈嘉義聖恩宮的信仰與儀式研究〉。董坤耀〈臺灣一貫道

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發展史〉。146 

3.地域社會 

以嘉義地區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有博士論文 2 篇，陳美鈴，〈嘉義平原的聚落

發展—1945 年以前〉，透過歷史地理的研究途徑，從了解其生態環境入手，探討拓墾

歷程和傳統聚落的形成，以及影響聚落類型空間特性的因素。再就日治時代以後的

人口成長，分析其與農業土地生產力和中心性的關係；進一步討論政治、經濟因素，

對本研究區聚落發展的變遷與聚落階層的影響。147 

黃阿有，〈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討論本區域到十八世紀末，約九成

七之街庄已有漢人入墾。顯示縱然清初採用渡臺禁令，對防堵漢人之移民不具成效。

而十八世紀以來，諸羅城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戰禍對街庄及附近鄉庄之破壞很大，

使本流域在十九世紀社會特別動蕩不安。在移民之初，為增加墾庄內之內聚力，主

神以原鄉地方神明較多，雍、乾後，為增加新增墾庄間之共識，主神則以普遍性神

明為主。148 

                                                 
144 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碩論，2012）。 
145 黃大勝，〈地方場域神聖性的建構－以馬鳴山鎮安宮祭祀圈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

術碩論，2007）。沈淑芬，〈雲林褒忠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論，2010）。林伯奇，〈雲嘉濱海鄉鎮迎客王信仰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論，

2010）。蔡泊蕙，〈嘉義縣布袋鎮地區王爺信仰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10）。 
146 蔡金蓉，〈「跨部落」的祭祀活動及其人群結合：以雲林縣「國姓公過股」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人類學研究所碩論，1998）。方鳳玉，〈臺灣傳統聚落中的五營研究─以雲林地區為例〉（雲林：雲林科

技大學工業設計技術研究所碩論，1999）。李艾珍，〈臺灣民間“給神明作契子”的儀式－以雲林海豐堡和布

嶼西堡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論，2000）。李建興，〈清代北嶽殿地藏庵與嘉義城寺廟信

仰體系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4）。張奉珠，〈詔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

縣崇遠堂為例〉（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論，2007）。紀秀足，〈臺灣土地公信仰探究 : 

以嘉義市土地公廟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蘇仁貴，〈嘉義聖恩

宮的信仰與儀式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董坤耀，〈臺灣一貫道

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發展史〉（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論，2010）。 
147

陳美鈴，〈嘉義平原的聚落發展─1945 年以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博論，1999）。 
148

黃阿有，〈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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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論有梁志輝，〈嘉義地區漢人社會發展之研究（1683-1895）〉。潘是輝，〈清代

嘉義地區村際組織之研究〉。江佩嬬，〈清代嘉義縣城地域社會之形成〉。劉嘉雲〈嘉

義沿山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生活方式：以竹崎鄉為例〉。149 雲林地區的有，陳至德〈清

代雲林地區漢人社會的發展〉。邱舜茹〈雲林縣詔安客家七欠聚落空間結構之研究〉。
150 

4.家族 

家族研究有沈昱廷的〈北港吳資生家族研究（1808-1931）〉，151討論吳資生家族

創立商號的營運的過程，並透過土地買賣，以及與洋行合作拓展事業規模。吳家在

事業步上正軌後，開始以捐納或參加科舉考試的方式向上流動，以謀求自身的保護

和更廣泛的發展，以維繫建立的優勢地位。 

 

五、雲嘉地區文化方面研究回顧 

（一）專書 

文化類專書可分為史料、教育、文學、藝術、醫療等五類。 

1.史料 

古文書的彙編有，曾品滄執行編輯《笨港古文書選輯》。李建興編，《嘉義市古

文書選輯》。152 口述歷史方面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耆老口述歷史叢書，包括

《雲林縣鄉土史料》、《嘉義縣鄉土史料》。153 嘉義市文化局出版由顏尚文計畫主持的

《嘉義市木材業口述歷史》、《嘉義市醫療業口述歷史》。154 

    陳素雲主編的《林維朝詩文集》，出版新港仕紳林維朝之手稿，包括《勞生略歷》、

                                                 
149梁志輝，〈嘉義地區漢人社會發展之研究（1683-1895）〉（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5）。潘

是輝，〈清代嘉義地區村際組織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0）。江佩嬬，〈清代

嘉義縣城地域社會之形成〉（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論，2013）。劉嘉雲，〈嘉義沿山地區的聚落發展

與生活方式：以竹崎鄉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論，2010）。 
150 陳至德，〈清代雲林地區漢人社會的發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論，2006）。邱舜茹，〈雲林縣詔

安客家七欠聚落空間結構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論，2011）。 
151 沈昱廷，〈北港吳資生家族研究（1808-1931）〉（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論，2007）。 
152 曾品滄執行編輯，《笨港古文書選輯》（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1）。李建興編，《嘉義市古文書選輯》

（嘉義市：嘉義市文化局，2004）。 
15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採集組編校，《嘉義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154 顔尚文主持，《嘉義市木材業口述歷史》（嘉義市：嘉義市文化局，2003）。顏尚文主持，《嘉義市醫療業口

述歷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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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囀集》、《怡園唱和集》、《壽文集》，內容跨越清末到日治兩個時代，是研究笨港

地區社會文化相當重要的史料。155 

 

2.教育 

教育類專書集中在嘉農與嘉義大學之校史，如李明仁主編《國立嘉義大學：蛻

變與成長》。李明仁主編，李貴民、洪偉朕紀錄《嘉大口述歷史：日治時代》。李明

仁主編，林昭慧、林世偉、蔡長廷紀錄整理《嘉大口述歷史：臺灣省立嘉義師範學

校》。謝濟全，《山仔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李明仁總

編輯，許文權執行編輯《建國百年 嘉大發展史》。156另有楊初雄主編的《嘉農口述歷

史》（二）、（三）、（四）。157 

3.文學 

鄒族文學的研究以浦忠成的作品最豐，如《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庫巴之火：

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硏究》、《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臺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

化的追溯》。158 

嘉義地區的古典文學與傳說之研究有，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編著，《嘉義縣濱海地區口傳文學：經驗記憶傳承》。賴惠川

等原著，江寶釵主編《嘉義賴家文學集》。黃阿有《嘉義的地方傳說與考證》。159 

雲林的文學專書大都是由鄭定國與南華大學文學系研究生所編著，如鄭定國主

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日治時

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鄭定國編著《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鄭

定國等合著，鄭定國主編《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毛姿閑等合著，鄭定國主編《雲

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續編》。160 

                                                 
155

 陳素雲主編的《林維朝詩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6）。 
156 李明仁主編，《國立嘉義大學：蛻變與成長》（嘉義：嘉義大學，2007）。李明仁主編，李貴民、洪偉朕紀

錄，《嘉大口述歷史：日治時代》（嘉義：嘉義大學，2008 再版）。李明仁主編，林昭慧、林世偉、蔡長廷

紀錄整理，《嘉大口述歷史：臺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嘉義：嘉義大學，2008）。謝濟全，《山仔頂上的

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李明仁總編輯，許文權執行

編輯，《建國百年 嘉大發展史》（嘉義：國立嘉義大學，2011）。 
157 楊初雄總編輯，《嘉農口述歷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楊初雄總編輯，《嘉農口

述歷史》（三）（嘉義：台灣嘉義大學校友會，2006）。楊初雄、劉黃碧圓編輯，《嘉農口述歷史》（四）（嘉義：

臺灣嘉義大學校友會，2009）。 
15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臺原，1993）。浦忠成，《庫巴之火：臺灣

鄒族部落神話硏究》（臺中：晨星，1996）。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臺灣

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臺北：里仁書局，2000）。 
159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文化局，1998）。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編著，《嘉義

縣濱海地區口傳文學：經驗記憶傳承》（嘉義：嘉義縣政府，2006）。賴惠川等原著，江寶釵主編，《嘉義

賴家文學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黃阿有，《嘉義的地方傳說與考證》（臺

北：稻鄉，2011）。 
160 鄭定國主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

詩家．續編》（臺北：文史哲，2005）。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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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藝術 

工藝美術的專書有，李乾朗《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林柏亭《嘉義地

區繪畫之硏究》。161 戲曲與藝陣的專書有，陳木杉編著《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曁布袋

戲宗師黃海岱傳奇》。謝中憲，《雲林布袋戲誌》。丁招弟，《雲林藝陣誌》。162 

5.醫療 

醫療方面的專書有，梁妃儀等著《戰後嘉義醫療發展簡史》，本書指出嘉義的醫

療是奠基在教會的宣道系統、日本殖民體制、國防醫療體系、美援等力量的影響下

發展而成。戰後的發展分為兩大階段，1970 年代以前是省立嘉義醫院與地方開業醫

師的黃金時期，之後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嘉義榮民醫院等大醫

院興起。1980 年代以後，醫療受到國家政策、健保制度、新興醫療型態的挑戰，進

入了嶄新的階段。163 

（二）論文 

文化類論文分為論文集、教育、文學、藝術四大類： 

1.論文集 

文化類的論文集，雲林縣舉辦過兩次國際偶戲學術硏討會，1999 年《國際偶戲

學術硏討會論文集》，以及《臺灣偶戲藝術：2004 雲林國際偶戲節學術硏討會論文

集》。164 嘉義方面，《文訊》雜誌在 2007 年連續三期以「嘉義蘭記書局史料研究」為

專題，邀請專家學者撰文，並集結成《記憶裏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165 

2.教育 

教育的研究多與日治時期有關，林德政，〈日治初期嘉義地區的公學校：以新港

公學校為中心〉。劉河北、丁崑健〈日治時期虎尾郡的學校教育〉。土屋洋，〈日治時

期學校教育中的「吳鳳」─臺灣、日本及朝鮮〉。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

                                                                                                                                            
哲，2005）。鄭定國編著，《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

鄭定國等合著，鄭定國主編，《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毛

姿閑等合著，鄭定國主編，《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續編》（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2009）。 
161 李乾朗，《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雲林：北港朝天宮，1996 增訂版）。林柏亭，《嘉義地區繪畫

之硏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 
162 陳木杉編著，《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曁布袋戲宗師黃海岱傳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謝中憲，《雲

林布袋戲誌》（斗六：雲林縣文化處，2011）。丁招弟，《雲林藝陣誌》（斗六：雲林縣文化處，2011）。 
163 梁妃儀等著，《戰後嘉義醫療發展簡史》（臺北：記憶工程公司出版，2003）。 
164 雲林縣立文化基金會主辦，《國際偶戲學術硏討會論文集》（斗六市：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9）。財團法

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編輯，《臺灣偶戲藝術：2004 雲林國際偶戲節學術硏討會論文集》（斗六市：雲林

縣政府文化局，2004）。 
165 封德屏總編輯，《記憶裏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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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土屋洋，〈日治時期嘉義地區「鄉土」想像初探─

以地域振興運動與鄉土教育為主〉。蔡元隆、張淑媚，〈日治時期（1937-1945）臺、

日籍教師與臺灣囝仔的校園生活經驗：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武知正晃，〈關於

大學日本史課程之理論與實踐─以舊嘉義神社之調查為例〉。166 

3.文學 

古典文學的研究有，江寶釵，〈臺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構與離散一嘉義李德和的

“文藝沙龍”研究〉167 現代文學的研究有，曾恕梅，〈作家筆下的布袋風景一以蕭麗紅

作品《千江有水千江月》為例〉。王玫珍，〈一方山水養一方人一論張文環《爬在地

上的人》小說中的梅山書寫〉。張文薰，〈「故鄉」：記住與想像的敘事學一論張文環

文學之梅山地區書寫〉。168 

4.藝術 

藝術方面的論文，包括建築、陶瓷、戲曲、繪畫等，如林崇熙〈社會變遷下的

歷史建築一以雲林縣為例〉。謝明良，〈對於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出土陶瓷年代

的一點意見〉。童灩雯，〈從臺灣光復初期廣播歌劇團之研究一以嘉義“桂秋雲歌劇團”

為考察中心〉。邱函妮，〈陳澄波繪畫中的故鄉意識與認同－以《嘉義街外》（1926）、

《夏日街景》（1927）、《嘉義公園》（1937）為中心〉。169 

（三）學位論文 

                                                 
166 林德政，〈日治初期嘉義地區的公學校：以新港公學校為中心〉，收入李明仁編，《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2007），頁 183-208。劉河北、丁崑健，〈日治時期虎

尾郡的學校教育〉《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5（2007.11），頁 1-38。土屋洋，〈日治時期學校教育中

的「吳鳳」─臺灣、日本及朝鮮〉，《嘉義研究》1（2010.3），頁 11-56。林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

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嘉義研究》2（2010.9），頁 239-292。土屋洋，〈日治時期嘉義地區

「鄉土」想像初探─以地域振興運動與鄉土教育為主〉，《嘉義研究》3（2011.3），頁 11-48。蔡元隆、張

淑媚，〈日治時期（1937-1945）臺、日籍教師與臺灣囝仔的校園生活經驗：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嘉

義研究》3（2011.3），頁 49-92。武知正晃，〈關於大學日本史課程之理論與實踐─以舊嘉義神社之調查為

例〉《嘉義研究》7（2013.3），頁 11-58。 
167 江寶釵，〈臺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構與離散─嘉義李德和的“文藝沙龍”研究〉，《國文學誌》8（2004 年 6 月），

頁 117-134。 
168 曾恕梅，〈作家筆下的布袋風景─以蕭麗紅作品《千江有水千江月》為例〉，收入李明仁編，《第二屆嘉義

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2007），頁 117-128。王玫珍，〈一方山水

養一方人─論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小說中的梅山書寫〉，收入李明仁編，《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2008），頁 195-218。張文薰，〈「故鄉」：記住與想像的敘

事學─論張文環文學之梅山地區書寫〉，收入李明仁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

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2009），頁 309-324。 
169 林崇熙，〈社會變遷下的歷史建築一以雲林縣為例〉，《雲林文獻》43（1999.6），頁 11-45。謝明良，〈對於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出土陶瓷年代的一點意見〉，《臺灣史研究》9（2）（2002.12），頁 203-224。童灩

雯，〈從臺灣光復初期廣播歌劇團之研究一以嘉義“桂秋雲歌劇團”為考察中心〉，《臺灣戲專學刊》10

（2005.1），頁 167-192。邱函妮，〈陳澄波繪畫中的故鄉意識與認同－以《嘉義街外》（1926）、《夏日街景》

（1927）、《嘉義公園》（1937）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2012.9），頁 271-34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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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類學位論文以文學類為大宗，其他則包括藝術、教育、醫療等。 

1.文學 

嘉義地區的文學有，浦忠成的博士論文〈臺灣鄒族神話硏究〉。碩論有胡景雯〈嘉

義地區閩南族群民間故事研究〉。林媛玉〈嘉義濱海地區傳統詩研究〉。170 

雲林地區的文學，除了劉芳宜的〈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是雲林科技大學漢學

資料整理研究所以外。其他都是南華大學文學系的碩士學位論文，賴美燕〈斗六地

區文學發展之研究〉，李采蓉〈西螺菼社研究〉，連泰宗〈莿桐與林內地區文學發展

研究〉，林太郎〈口湖、四湖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吳玉燕〈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

發展之研究〉。楊清茂〈虎尾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陳秋如〈土庫、元長地區文學

發展之研究〉，吳淑娟〈臺西、麥寮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楊雅惠〈褒忠、東勢地

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吳佳璋〈北港口湖鄉勵吟社研究〉，陳翠茜〈古坑地區文學發

展之研究〉。何美宜〈《雲林青年》雜誌研究(1954-1989)〉，毛姿閑〈斗六斗山吟社及

雲峰吟社研究〉。陳居位〈二崙及崙背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葉美玲〈水林地區文

學發展研究〉，李翠華〈雲林地區新詩之研究〉。171 

2.其他 

藝術方面，以戲曲研究最多，有嚴立模〈臺灣嘉義新港舞鳳軒北管官話的音韻〉。

童灧雯〈臺灣四十年到六十年代歌仔戲之變遷：以嘉義「桂秋雲歌劇團」與臺中「劉

文和女子歌劇團」(1950-1970)為討論對象〉。蔡季芳〈嘉義縣布袋地區慶和軒北管樂

團之研究〉。柳錦鳳〈錄音班歌仔戲之研究：以嘉義正明龍歌劇團為例〉。172 

有關嘉義的建築、美術與藝文發展，如林芝霠〈嘉義地區歷史性私人診所建築

                                                 
170 浦忠成，〈臺灣鄒族神話硏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博論，1994）。胡景雯，〈嘉義地區閩

南族群民間故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論，2009）。林媛玉，〈嘉義濱海地區

傳統詩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論，2010）。 
171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論，2007）。賴美燕，〈斗六

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2007）。李采蓉，〈西螺菼社研究〉（嘉義：南

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08）。連泰宗〈莿桐與林內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08）。

林太郎，〈口湖、四湖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08）。吳玉燕，〈斗南及大

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08）。楊清茂，〈虎尾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

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09）。陳秋如，〈土庫、元長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

碩論，2009）。吳淑娟，〈臺西、麥寮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0）。楊雅

惠，〈褒忠、東勢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0）。吳佳璋，〈北港口湖鄉勵

吟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陳翠茜，〈古坑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

學文學系碩論，2011）。何美宜，〈《雲林青年》雜誌研究(1954-1989)〉（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

毛姿閑，〈斗六斗山吟社及雲峰吟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陳居位，〈二崙及崙背

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葉美玲〈水林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李翠華，〈雲林地區新詩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論，2011）。 
172 嚴立模，〈臺灣嘉義新港舞鳳軒北管官話的音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論，1998）。童

灧雯，〈臺灣四十年到六十年代歌仔戲之變遷 : 以嘉義「桂秋雲歌劇團」與臺中「劉文和女子歌劇團」

(1950-1970)為討論對象〉（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碩論，2006）。蔡季芳，〈嘉義縣布袋

地區慶和軒北管樂團之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論，2010）。柳錦鳳，〈錄音班歌仔戲之研

究：以嘉義正明龍歌劇團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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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林惠源〈嘉義藝文發展的歷史觀察〉。李茗洋〈二二八、陳澄波與嘉義美術

家〉。173 教育方面有，洪偉朕，〈嘉義農林學校戰後（1945-1965）之發展〉。174 

醫療方面有，鄭淑芹，〈日治時代嘉義地區西式醫療的發展─以嘉義醫院為主

（1895-1920）〉。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以戴德森私人

信函的史料為中心〉。175 

從上面的研究成果統計如下表看來，在雲嘉地區這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中共有

271 篇／本，以社會類的 95 篇／本研究為最多；政治類的 42 篇／本為少。其中碩、

博士學位論文共有 104 篇／本，占 38.38％，將近四成，可見大專院校的設立與發展，

在地方區域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 

二十年來雲嘉地區研究成果統計表 

政治類 政治制度 人物分析 政治事件    

專書 2 1 5   8 

論文 6 7 8   21 

學位論文 7 4 2   13 

總計 15 12 15   42 

經濟類 地區開發 產業史     

專書 2 1    3 

論文 8 14    22 

學位論文 18 12    30 

總計 28 27    55 

社會類 族群 民間信仰 家族或人物 地域社會   

專書 5 3 3 0  11 

論文 15 26 7 5  53 

學位論文 5 17 1 8  31 

總計 25 46 11 13  95 

文化類 史料 教育 文學 藝術          醫療  

專書 7 8 13 5 1 34 

論文 0 7 4 4 0 15 

學位論文 0 1 20 7 2 30 

總計 7 16 37 16 3 79 

※專書類：《嘉雲平野二二八》，雲林、嘉義各為一本。 

※論文類：〈戰後臺灣婦女參政比較研究─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雲林、嘉義各為一篇。 

 

                                                 
173 林芝霠，〈嘉義地區歷史性私人診所建築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論，2001）。林惠源，〈嘉

義藝文發展的歷史觀察〉（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3）。李茗洋，〈二二八、陳澄波與嘉

義美術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10）。 
174 洪偉朕，〈嘉義農林學校戰後（1945-1965）之發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論，2009）。 
175 鄭淑芹，〈日治時代嘉義地區西式醫療的發展─以嘉義醫院為主（1895-1920）〉（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論，2003）。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以戴德森私人信函的史料為

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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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雲嘉研究的展望 

從上述的結果，可以看出這二十年來雲嘉地區學術研究的豐碩，但是這些研究

大都是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和一些學生的學位論文所研究出來的成果，由地方民

間團體自主性的研發成果之數量上是少之又少，我們對區域研究的未來，該採用如

何的態度來處理？頗值得我們去深思。 

首先，必先要正名。學術研究是長期經營累積得來的，譬如我們今天對地方或

區域的研究與經營到底是站在何種角度的探討，我們應該是「地方史」的研究，還

是「地方學」之研究？176 當然「地方史」研究是「地方學」研究的基礎，依據李亦

園以「泉州學」的內容為例之說法，泉州學除了歷史之外，所包含的有文學、宗教、

海外交通、家族與宗族、教育史、方言、戲曲、民間風俗、族群與性格、醫療疾病

史、少林與武館、綜合藝術史……等等。177 若是要將地方史或區域史的研究，轉為

地方研究或區域研究，它所包含的項目，就會琳瑯滿目，各種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與

取徑，也必須多有具備。 

另外就是地方研究的組織團體，也是非常重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這裡想

要推薦日本學界地方史的研究經驗，以供國內參考。那就是日本的「地方史研究協

議會」，它於 1950 年 11 月 10 日在東京大學，秉持日本戰前各地的鄉土研究精神而

來，有各項的重要機關，如日本歷史學協會、史學會、社會經濟史學會、日本民俗

學會、歷史地理學會……等和約 100 餘個人會員共同創立。178 並於隔年 3 月辦理該

學會的機關期刊，發表《地方史研究》創刊號，而這個期刊從 1957 年以後就以雙月

刊的形式發行，從未中斷過，至今仍持續發行著。而在以後的年會也持續發表相關

論文集和專著；且有許多的地方史的研究成果刊行，179 而 2001 年還特別舉行成立

50 週年的慶賀會，出版《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是談日

本戰後地方史研究的展開；第二部是敘述當時地方史‧地域史研究的運作情形分為

視角‧方法的多樣化及和第三部分是地方史‧地域史運作與史料保存的關係。尤其

第一部最能看出該學會當初設立的宗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180 所以這個評議會會可

說是一個組織嚴密，學術成果豐碩的團體，頗值得我們學習。181 

                                                 
176 「學」-來自西洋的「ology」，一般較常用是指「一門學科」；另一種說法則是指「可以用作專門研究某一

特定人物、事物，或某一特定地方的學問而言」。參見李亦園，〈“泉州學”的新視野〉，收入許在全主編，《泉

州文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30。因此地方史的研究，應該是包括在地

方學研究之範圍內的。王御風在「地方學」研究，則強調社區的總體營造，參見氏著，〈地方學的發展與

挑戰〉，《思與言》49（4），頁 34。 
177 李亦園，〈“泉州學”的新視野〉，頁 33-47。 
178 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輯，〈本會發足大會研究發表要旨〉，《地方史研究》創刊號（1951.3），頁 11。 
179 譬如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地方史‧研究と方法の最前線》（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7）；地方

史研究協議會編，《歷史資料の保存と地方史研究》（東京：岩田書院，2009）。類似的相關研究相當多，

可自行參考他們發行期刊《地方史研究》或相關研究的圖書書目。 
180 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 
181 臺灣各地也有類似的研究會之成立，舉東臺灣為例，東臺灣研究會成立於 1995 年，至今快二十個年頭，

也有一些成果呈現，參見黃應貴，〈進出東臺灣：區域研究的省思〉，收在氏著，《人類學的視野》（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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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雲嘉的研究，在嘉義地區主要由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和地方及部

分中央政府的支撐，每年辦理學術研討會，會議結束之後，除了會議中論文和部分

外來人士的投稿，再集結成《嘉義研究》半年刊之外，就像是一個靜態的，個人的

嘉義研究而已，缺乏全盤的地方或區域研究之發展的規劃與構思。而雲林研究的推

動過去是由「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和雲科大文化資產研究所，辦理年度的

學術研討會外，也無多作為，甚至連研討會的舉辦，也是斷斷續續，無法激起地方

研究者的熱忱參與。 

因此今後雲嘉研究未來的發展，應該除了當地各大專院校和地方政府的推動

外，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和流寓外地的學者專家 ，應該也要多撥冗參與故鄉事，敘述

故鄉史。當然如果能組成類似日本的地方史評議會之性質或東臺灣研究會的雲嘉地

方研究會，有長期的規劃和組織，能設計專題的研究，提倡及培養在地的研究人才，

鼓勵相關的學術研究者，無論出版獎助或長期刊物的發行，那對臺灣的區域研究或

全國的地方史研究應該會有很大的助益。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一刷二印），頁 14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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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雲嘉鄉鎮市志書與研討會一覽 

＜嘉義縣十八鄉鎮市志書出版情形＞表 

項次 鄉鎮市 志書出版情形 

1 義竹鄉 無 

2 溪口鄉 無 

3 新港鄉 無 

4 番路鄉 無 

5 鹿草鄉 無 

6 梅山鄉 

 

王俊昌等撰，《梅仔坑影像誌》，2003 年 

顏尚文等纂，《梅山鄉志》，2010 年 

7 阿里山鄉 湯保富總監修、王嵩山總編纂，《阿里山鄉志》，2001 年 

8 東石鄉 無 

9 竹崎鄉 無 

10 朴子市 邱奕松篆修，《朴子市志》，1998 年 

11 民雄鄉 楊萌芽編纂，《民雄鄉志》，1993 年 

12 布袋鎮 無 

13 水上鄉 無 

14 太保市 李明仁總編纂，《太保市志》，2009 年 

15 六腳鄉 無 

16 中埔鄉 羅茂順、朱坤能等編，《中埔鄉志》，1997 年 

17 大埔鄉 邱淑麗、許輕鎮等編，《大埔鄉志》，1993 年 

許祐愷總編撰，《大埔鄉志》，2009 年 

18 大林鎮 無 

 

＜歷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表 
 第一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5 年 10 月 21、22 日 

舉辦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承辦單位：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鈔曉鴻 王得祿與地域文化 

2 王明燦 王得祿在民間傳說的地位 

3 陳支平 從東洋文庫所藏閩省督撫將軍奏槁看王得錄事蹟 

4 張建俅 王得祿與清代海防的關係 

5 顏尚文 

潘是輝 

王得祿時代的海神信仰 

6 陳益源 關於王得祿的地方傳說 

7 阮忠仁 《諸羅縣志》星野的地理認知 

8 蕭百興 前進於蠻荒的遠望、監控與宣示：清代嘉義築城的空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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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 

9 李若文 蔡牽集團的婦女 

10 王俊昌 嘉義縣客家族群分佈及其文化模式 

11 陳亮州 

馬有成 

嘉義地區木材業的發展 

12 鄭水萍 清初糖業貿易民營化與民變 

13 吳盈靜 賦詠名都尚風流－諸羅進士王克捷＜台灣賦＞一文探析 

14 蘇全正 台灣漢文讀本的文本分析－以嘉義蘭記圖書部之出版為例 

15 蘇子敬 書家典範嘉義陳丁奇先生 

 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6 年 11 月 10、11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大學館演講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承辦單位：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羅福全 葉落歸根：我的嘉義故事(專題演講) 

2 廖招治 語言笑話與嘉義地名研究 

3 盧文婷 嘉義許家班的形成與轉變 

4 高英傑 土地、族群、親情－高一生歌曲和書信 

5 塚本善也 從閱讀「哈貝先生」一書眉批來解讀高一生的思想 

6 張峻嘉 Kuba、教堂、學校、鄉公所 

7 何傳坤 阿里山鄉史前考古研究 

8 褚填正 「 去 地 域 性 」 的 發 展 ： 戰 後 中 油 嘉 義 溶 劑 廠 之 研 究

（1946-1972） 

9 游棋竹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區 域 水 產 經 濟 之 研 究 － 以 東 石 郡 為 例

（1920-1940） 

10 郭雲萍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之水利發展 

 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7 年 10 月 26、27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陳錦煌 新港文教基金會與嘉義研究(專題演講) 

2 林燊祿 

張愷倫 

薪傳獎交趾陶名師林洸沂「十二生肖系列」作品賞析 

3 潘是輝 嘉義賴仁記家族的分家過程 

4 阮忠仁 《諸羅縣志》的地理空間認知─「內山」定義 

5 石萬壽 嘉義城之建置 

6 盧文婷 日治時期「諸羅婦女協進會」成立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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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謝濟全 日治期間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 

8 何傳坤 

劉克竑 

嘉義縣太保市魚寮遺址的生態遺存 

9 黃阿有 民間傳說與史料考證─以王得祿若干傳聞為例 

10 曾恕梅 從嘉義古典詩文到桃城文學獎─探文學題材中的嘉義變遷 

11 王玫珍 一方山水養一方人─論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小說中的梅

山書寫 

12 陳碧娟 嘉義市合唱團之現況調查研究 

13 林德政 陳姓在嘉義地區的開拓：以陳立勳家族為例 

14 李若文 海盜傳說與歷史辨正─從嘉義地區有關蔡牽的傳聞談起 

15 廖招治 地名、地方產業與法律 

 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8 年 10 月 24、25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翁岳生 我在嘉義的日子(專題演講) 

2 謝錦綉 嘉義三座客家廟宇景觀的內涵 

3 池永歆 古文書與嘉義沿山區域研究：以竹崎劉家土地買賣契字為主

軸的論述 

4 曾國明 嘉北地區的客籍移民與福佬化 

5 徐志平 客籍嘉義進士徐德欽及其詩作考論 

6 翁佳音 嘉義地區的潮州人後裔 

7 簡炯仁 斗六柴裡社釋疑 

8 林曜同 鄒族民族議會與想像共同體初探 

9 謝濟全 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原住民學生之研究 

10 蔡政惠 台灣文獻中的原民風俗采集考 

11 潘是輝 后政企業品皇咖啡─嘉義縣太保市食品及飲料製造業的個案

研究 

12 黃阿有 太保市庄頭的興衰─兼談消失的加走庄 

13 王玫珍 日治時期太保的教育發展 

14 李明仁 

郭盈良 

太保的保生大帝信仰 

15 張文薰 「故鄉」：記住與想像的敘事學─論張文環文學之梅山地區書

寫 

16 余淑瑛 侯文詠散文的幽默表現 

17 吳盈靜 

曾怡慧 

朵思《心痕索驥》的身體觀 

18 石萬壽 嘉義街市之發展 

19 阮忠仁 顏、鄭在台設置「十寨」辨偽─傳說雛型之形成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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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林洸沂 

林燊祿 

慈濟宮典藏葉王交趾陶的修復 

21 陳美鈴 鹿草地區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第五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9 年 10 月 30、31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合辦單位：國立台灣博物館 

協辦單位：台灣民主基金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翁啟惠 我從事於研究與教育工作的成長過程(專題演講) 

2 李明仁 

林世偉 

太保福濟宮七星娘娘祭祀圈之研究 

3 林燊祿 

陳榮謀 

嘉義縣太保市寺廟的組織和組織章程 

4 廖招治 嘉義小說家蔡智恆的作品研究 

5 朱燕華 侯文詠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研究 

6 侯作珍 世紀末的存在之思：論朱少麟的小說創作 

7 吳盈靜 楊爾材《近樗吟草》中的疾病與災難書寫 

8 石萬壽 嘉義廟寺的建置 

9 林丁國 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 

10 潘是輝 嘉義地區媽祖信仰之研究─《嘉義市志》與《新修嘉義縣志》

資料的分析 

11 盧文婷 嘉義縣地方選舉中婦女角色探析－以縣（市）長為例 

12 陳淳斌 嘉義縣鄉鎮長的日常工作：以三個鄉鎮縣轄市為例 

13 吳昆財 1950 年「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與嘉義受難青年─兼論 1920

至 1940 年代台灣左派思潮 

14 馬有成 嘉義「三二」事件中的政府因應與處置 

15 江志宏 

郭盈良 

嘉義市「義愛公」信仰的社會意義 

16 土屋洋 日治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吳鳳」－台灣、日本及朝鮮 

17 汪明輝 阿里山番租與鄒族傳統領域變遷發展 

18 林曜同 會所/祭壇與認同之再建構：楠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

個原住族群之比較研究（1915-2006） 

19 王嵩山 阿里山鄒族的人文景觀與文化保存 

20 池永歆 古文書與嘉義沿山區域研究：以「梅山葉家古文書」等文獻

為例 

 第六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0 年 10 月 29、30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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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財團法人新港奉天宮 

協辦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李明仁 

林世偉 

新港地區三山國王信仰與族群 

2 蔡長廷 奉天宮在新港地區的社會功能 

3 黃阿有 笨港．郊商．水仙宮 

4 廖招治 嘉義人侯文詠作品的幽默策略研究 

5 林燊祿 

王文志 

王文志竹藤編作品賞析 

6 江志宏 隱藏的反殖民－論張文環作品中的意涵結構 

7 張淑媚 

蔡元隆 
日治時期（1937-1945）台日籍教師與台灣囝仔的校園生活

經驗：以嘉義市初等學校為例 

8 土屋洋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鄉土」想像初探－以地域振興運動與鄉

土教育為主 

9 林昭慧 

江佳潔 

日治時期南進政策下與台灣的「放送」 

10 盧文婷 戰後台灣婦女參政比較研究－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 

11 何傳坤 

陳叔倬 

嘉義阿里山鄒族系統所屬與人群互動的生物人類學研究 

12 林曜同 面對外族的重要祭儀－阿里山鄒族 Mayasvi 和賽夏族 Pas ta'ai

之比較研究 

13 潘是輝 大家風範－嘉義徐家的經營與發展 

14 池永歆 古文書與嘉義沿山的客家文化群體研究：以「大草埔翁家古

文書」為例的闡釋 

15 翁佳音 Hoanya 考辨 

16 林伯奇 嘉義地區迎客王信仰研究 

17 阮忠仁 顏、鄭渡台設「十寨」傳說之演化－《靖海志》的十寨敘事 

18 黃麗雲 「台灣日日新報」扒龍船記事－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 

19 蔡昇璋 日治時代東石港的港勢變遷與地域社會 

20 侯友宜 嘉義囝仔的警察故事(專題演講) 

 第七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1 年 10 月 14、15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國立嘉義大學 

協辦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林中茂 任教嘉農、服務「嘉」鄉、獻身國際(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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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嵩山 

蕭宗煌 

林振豐 

博物館論壇座談會─故宮南院在嘉義 

3 邵湘凱 在地．治理．文化權─日治時期嘉義博物館發展 

4 廖招治 比較嘉義與台中地方法院妨害婚姻與相關賠償之判決文 

5 阮忠仁 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明季北略》的十寨敘事 

6 釋慧開 

葉修文 

楊勝議 

台灣嘉義地區傳統喪禮變遷之研究─以停柩守靈期間儀節為

例 

7 許瑛玳 雲林詔安客之文化意涵探討 

8 土屋洋 戰後日本學界區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中國史研究為主 

9 池永歆 總督府檔案抄錄嘉義地區契約文書介紹 

10 簡宏逸 從在地到世界的土庫 

11 李孟勳 族群與信仰——清代山疊溪流域笨港與梅仔坑之比較 

12 黃健庭 嘉義六斗厝的庄廟傳說與聚落變遷 

13 蔡長廷 

林昭慧 

布袋鎮過溝的王爺信仰與族群 

14 謝錦綉 嘉義褒忠義民廟廟史再考 

15 謝貴文 變與不變：嘉義市城隍廟的轉型與發展 

16 林燊祿 

阮國峰 

新港奉天宮的組織和組織章程 

17 陳宗仁 巧遇嘉慶君—崁頂陳氏家族記憶及其淵源初探 

18 林伯奇 閩台五社林衍派之研究 

19 翁烔慶 義竹翁氏與六桂傳芳 

 第八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2 年 10 月 26、27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國立嘉義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蕭萬長 我 的 公 職 生 涯(專題演講) 

2 馮明珠 

蕭宗煌 

吳密察 

 

博物館論壇座談會再敘-故宮南院地方展館內容座談會 

3 謝貴文 風水與報應：王得祿傳說的一種解讀 

4 阮忠仁 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臺灣割據志》的十寨敘

事 

5 武知正晃 日本史教育當中關於實地考察型實踐講課 

6 蔡元隆 

張淑媚 

黃雅芳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臺籍教師與臺灣囝仔在初等學校中對抗殖

民壓迫的型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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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賴郁君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的鼠疫及其防治 

8 徐志平 嘉義進士徐德欽生平及其作品新考 

9 蔡秀枝 流動風景：《傷心咖啡店之歌》與自由之路 

10 翁烔慶 嘉義平原「清水祖師」信仰初探 

11 江志宏 玄天上帝信仰的傳說與分佈-以梅山鄉為中心的考察 

12 李明仁 

蔡長廷 

溪口鄉本廳大帝宮保生大帝信仰及其分香 

13 蔡昇璋 日治時代東石港的漁業發展與變遷 

14 楊凱成 

馬耀輝 

嘉義布袋鹽田現代化歷程之研究 

15 浦忠成 C’oeha(曾文溪)的歷史追溯：以鄒族的觀點 

16 浦忠勇 河川公共性的轉化：曾文溪上游治理的人文觀察 

17 雅柏甦詠． 

博伊哲努 
嗚咽的曾文溪：河流變遷的文化、環境及政策的思考 

18 王美青 環境崩壞與社會應變－山美和茂林的生態保育 

19 浦忠義 莫拉克風災後的阿里山重建 

20 吳育臻 阿里山鄉八八水災後的永久屋遷村對鄒族傳統聚落體系的影

響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3 年 10 月 25、26 日 

舉辦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國立嘉義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凌煙 

林央敏 

王文志 

 

接軌未來─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座談會 

2 王榮文 「鄉親認同與文化經濟」─從義竹同鄉會談起(專題演講) 

3 蘇明修 嘉義縣朴子市的文化資產保存與規劃 

4 李謁政 嘉義縣景觀的保存與改造 

5 江寶釵 

方慧臻 

周育叡 

 

文化創意觀光產品設計初體驗─以阿里山鄒族部落為例 

6 王美青 紫斑蝶資源的文化建構與在地利用─以茂林和林內為例 

7 吳明勇 

蔡毓雯 

清代臺灣傳統建築員光之研究─以嘉義、雲林地區人物木雕

作品為例 

8 邵湘凱 嘉義公園「忠義其君」紀念碑之研究 

9 廖招治 比較嘉義與士林地方法院公然侮辱罪的語言 

10 蔡秀枝 《燕子》的現代性超越與病徵：群中獨舞 

11 汪天成 從鄉土小說到豫劇─論王瓊玲《美人尖》的突破與侷限 

12 黃健庭 頂港仔墘與王必敬墓風水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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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黃如輝 廟宇沿革志的時空變遷-以嘉義縣布袋鎮廟宇為初探 

14 林伯奇 笨港縣丞遺留之文物史料初探 

15 鄭螢憶 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港「義民崇祀」與地方社會 

16 楊朝傑 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媽祖信仰網絡關係 

17 李孟勳 從元長鄉音樂子弟團的分類看地方社會的變遷 

18 賴玉玲 臺灣的街庄社會發展—以清末以來新港地區為例 

19 翁烔慶 嘉義平原竹圍聚落場域和歷史衍變 

20 謝濟全 日治時期的嘉義機場 

21 阮忠仁 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開創臺灣鄭成功》的

十寨敘事 

22 浦忠成 地名傳說的領域建構功能：以阿里山鄒族為例 

23 浦忠勇 命名、利用與分類：阿里山鄒族植物初探 

 

＜雲林縣二十鄉鎮市志書出版情形＞表 
項次 鄉鎮市 志書出版情形 

1 麥寮鄉 林國賢，《麥寮啟航》，2005 年。 

2 台西鄉 林國賢，《海戀台西》，2004 年。 

3 東勢鄉 張淸淸，《東勢鄉的故事》，2003 年。 

4 四湖鄉 劉曜華總纂修，《四湖鄉志》，2005 年。 

吳顯童，《四湖揚帆》，2005 年。 

5 口湖鄉 丁招弟，《風濤口湖》，2004 年。 

曾人口總編纂，《口湖鄉志》，2011 年。 

6 水林鄉 蔡智明，《水林思齊》，2005 年。 

7 北港鎮 仇德哉等編，《北港鎮志》，1989 年。 

曾萬本，《北港香火》，2004 年。 

8 元長鄉 林亞卿，《沙墩元長》，2005 年。 

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2011 年。 

9 褒忠鄉 沈文台，《馬鳴褒忠》斗六：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5 年。 

10 土庫鎮 陳席卿、鄭淑琴，《土庫思想起》，2003 年。 

陳席卿、鄭淑琴，《土庫懷舊老照片》，2007 年。 

陳席卿、鄭淑琴，《走透土庫十七里》，2007 年。 

陳席卿、鄭淑琴，《土庫街屋采風情》，2007 年。 

11 崙背鄉 廖淑玲，《掌中崙背》，2005 年。 

12 二崙鄉 廖淑玲，《二崙來去》，2004 年。 

13 西螺鎮 蘇志鴻纂修，《西螺鎮志》，2000 年。 

程見勝，《西螺演義》，2003 年。 

14 虎尾鎮 楊彥騏，《虎尾的大代誌》，2003 年。 

雲林縣虎尾巴文化協會，《虎尾鎮開發史》，2006 年。 

15 大埤鄉 沈文台，《走進大埤頭》，2004 年。 

16 斗南鎮 沈文台，《霧里斗南》，2003 年。 

17 古坑鄉 周麗蘭，《古坑,偶然相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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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斗六市 張信吉，《斗六台地散步》，2003 年。 

傅奕銘等編纂，《斗六市志》(上冊)(下冊)，2006 年。 

19 莿桐鄉 李蜀瀛，《莿桐花又開》，2004 年。 

20 林內鄉 林正立編著，《林內傳鄉寶典》鄉誌稿(第一輯)，2002 年。 

林正立，《林內花園》，2003 年。 

 

＜歷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表 
 第一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1 年 7 月 7、8 日 

舉辦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科學學院演講廳 

主辦單位：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潘是輝 雲林縣的地方文化型塑 

2 林崇熙 雲林再現 

3 劉益昌 雲林史前文化初探 

4 陳益源 《雲林縣民間文學集》的編纂及其價值 

(另收錄於日本櫻井龍彥編《東亞細亞的民俗與環境》，250-259) 

5 邱上嘉 

方鳳玉 

雲林地區的「五營」 

6 黃衍明  雲林縣台西鄰近地區合院農舍類型研究 

7 蘇明修 無障礙設施對公共性歷史建築物之影響的幾個問題點─以雲林

地區為例 

8 邱彥貴 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客家信

仰組織 

9 黃世輝 

劉建成 

雲林縣社區總體營造實踐的回顧與展望 

10 洪嘉穗 

尹伶瑛 

黃世輝 

八色鳥與砂石─生態村的理想與衝突 

11 林文彬 西安里「西安百貨公司」─雲林縣第一條商店街之推動 

 第二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2 年 11 月 2、3 日 

舉辦地點：雲林縣議會地下室會議廳 

主辦單位：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吳孟玳 雲林縣斗六市週遭休閒產業發展之研究 

2 林文彬 雲林縣發展工業大縣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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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尹伶瑛 

卓詩緣 

黃心瑜 

社區再造與生態產業之初探 

4 黃世輝 雲林縣傳統工藝產業再發展之思考─借鏡日本的工藝振興與社

區營造理念 

5 劉明俊 腳踏出來的菜根香─大埤酸菜的演進與展望 

6 曾敬淳 西螺醬油產業初探 

7 林崇熙 雲林的後現代產業─異時空的咖啡 

8 潘是輝 斗六市梅林社區推展植栽文化產業的努力 

9 黃筱雯 

吳孟真 

稻草飼料加工業發展之初探 

10 許舒翔 

沈健華 

周春美 

吳凡儀 

雲林縣技專院校在雲林縣產業發展中應扮演角色之探討 

11 李文弘 雲林縣職業學校與產業相關因素研究 

12 吳登良 人口與產學關係 

 第三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身」耕田野─雲林的在地知

識 
舉辦時間：2003 年 11 月 15、16 日 

主辦單位：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黃世輝 

戴伶蓉 

社區營造中心在雲林─檢討與分析 

2 林文彬 制定「社區營造條例」之省思 

3 陳耀如 斗六市核心街區的歷史成因與空間處境－以文化路、內環路、

大同路、永安路圍構之街廓為例 

4 黃衍明 斗六地圖中的歷史顯影 

5 潘是輝 湖山岩到湖山寺 

 第四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4 年 10 月 30、31 日 

主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陳兩達 

何肇喜 

高中職學校電腦學習空間之研究─以雲林縣為例 

2 陳怡菁 

黃世輝 

峰迴路轉坪頂茶—歷史轉變與所面臨的問題 

3 李侑芳 

黃世輝 

社區產業振興地方經濟發展之初探──以湖本社區合作社發展

為例 

4 高慈敏 以「經濟成長理論」檢視雲林縣的區域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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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宏茹 

黃世輝 

換工與帳篷──坪頂的產業生活與地方知識 

6 潘是輝 從「募建湖山巖碑記」看湖山岩的創建 

7 黃文榮 清代雲林士紳階層的形成與發展 

8 張怡棻 永續發展觀念下的社區閒置空間再利用─以雲林湖本社區為例 

9 賴孟玲 

黃世輝 

「培力」的作用與反作用─以雲林縣社區營造中心為例 

10 洪煜清 

黃世輝 

青年志工隊在社區營造上的角色與自主性探討──以湖本、坪

頂、梧北三社區為例 

 第五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省思雲林 
舉辦時間：2006 年 4 月 29、30 日 

舉辦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理工大樓 DS120 演講廳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雲林縣斗六市梅林社區發展協會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林崇熙 文化雲林：一個文化動力學的觀點 

2 張子見 雲林縣沿海地區永續發展芻議 

3 陳秉亨 六輕開發對漁村社會之衝擊 

4 李根政 雲林水資源開發政經初探—湖山水庫之民間觀點 

5 劉芳宜 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 

6 陳柏羽 移民社會與婚姻關係—以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流亡青年、反共義

士來台為例 

7 姚伯勳 雲林的保生大帝信仰初探 

8 張愷倫 雲林農田水利會文物陳列館探討 

9 潘是輝 《雲林縣采訪冊》之研究 

10 蔡幸純 陳元亨詠史詩析探 

11 蔡孟珂 蔡秋桐小說之語言風格探討 

12 劉益昌 雲林縣林內坪頂遺址研究及其意義 

13 劉克紘 古笨港遺址崩溪缺地點出土文物之研究 

14 劉孟竺 

蕭敏君 

李佳玲 

雲林縣斗六市舊縣議會與周邊地區發展初探 

15 游顓瑜 斗六市公誠里（鎮北）社區文化需求研究 

 第六屆「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7 年 10 月 6、7 日 

舉辦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理工大樓 DS120 演講廳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青輔會、雲林縣政府 

主辦單位：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 

協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編號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林崇熙 雲林意識的形成：一個多元辯證的地方感(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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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鄭錦全 

蔡素娟 

雲林縣詔安客話與閩南語互動之研究 

3 李淑如 雲林縣二崙鄉的地方傳說 

4 袁嘉福 擁抱文化.新意雲林─以北港朝天宮的傳統工藝為基調 

5 聶志高 雲林菸樓產業文化資產之研究 

6 陳三郎 

劉明俊 

雲林眷村建築之研究 

7 黃衍明 雲林縣詔安客家民居及其福佬化問題 

8 李根政 『地球公民協會』的期望(專題演講) 

9 張溪南 黃海岱布袋戲劇本與《三國演義》 

10 林永昌 笑傲江湖：21 世紀臺灣布袋戲依然雲          林幫的天下 

11 江武昌 台灣布袋戲音樂的發展演變 

12 林谷芳  

江武昌 

林永昌 

傳統戲曲的新思維(座談會) 

13 張桓嘉 金黃鼠耳蝠於北港糖廠林地之棲所選擇偶與族群動態 

14 張子見 台西養蚵產業之產業關聯分析 

15 李根政 雲林需要高污染的產業嗎？ 

16 林家安 

林進郎 

紀錄片放映：天堂路 

17 文魯彬 

李根政 

全球暖化現象的台灣觀點(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