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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裡所謂的臺南區域採取行政指向，以現在的臺南市為地理範圍，也就是包

含2010年升格為直轄市前的臺南縣與臺南市。行政區能不能視為區域有各種不同

看法，本文採取較宏觀的角度，主要蒐集1990年至2012年以中文發表，進行人與

土地之歷史關係討論的論文及專書，並滿足學術規範條件的研究成果，整理如附

表1-4以供參考。因專業能力的限制，僅由數量以及表象討論這些專書論文。 

一、廿一世紀研究快速茁壯 

首先觀察研究成果的年代，整理如下表1。總計找到460筆論文及20本專書資料

中，從出版年代來看，2000年之後的數量明顯增加，特別是2008-2010年的量最多，

不但論文多，專書也不少。 

表1  論文與專書出版年代分布 

年代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論文集論文 專書 合計 
1990 3 0 3 1 7 
1991 1 1 1 0 3 
1992 1 0 0 0 1 
1993 2 1 2 0 5 
1994 5 1 1 1 8 
1995 4 1 7 1 13 
1996 7 1 1 2 11 
1997 2 3 0 0 5 
1998 4 4 0 0 8 
1999 4 3 2 1 10 
2000 12 4 2 2 20 
2001 9 5 7 0 21 
2002 10 13 0 1 24 
2003 13 7 1 1 22 
2004 11 9 4 0 24 
2005 18 10 1 4 33 
2006 4 17 1 0 22 
2007 7 11 4 1 23 
2008 19 17 14 1 51 
2009 9 25 13 3 50 
2010 15 21 17 3 56 
2011 8 21 2 2 33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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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0 16 10 0 36 
合計 178 191 93 24 486 

資料來源：由附表 1、2、3、4 整理、統計。 

碩博士等學位論文以當地的學校為中心，臺南大學最多，成功大學次之；綜合

大學成大的博碩士投入臺南研究以建築所最多，歷史所之外中文所、臺文所及都計

所等也有研究生投入，也有不少研究生的論文有發表在期刊或以專書形式出版，讓

研究成果更為豐富。 
從臺灣史研究角度來看 1990 年進入茁壯期，1 臺南區域的歷史研究進入 2000

年之後數量大為增加，成長茁壯。促成臺南區域的歷史研究大量增加的原因應該是

地方政府的努力，這段期間有一些重要事對臺南歷史研究有重要影響。例如江樹生

譯注了 4 大巨冊熱蘭遮城日誌由臺南市政府支持出版，以及舉辦鄭成功研究等相關

活動等，讓 17 世紀的臺南研究有更進一步的進展。又如臺南縣政府支持「南瀛學」，

由艾茉莉（Fiorella Allio）、林玉茹奔走下獲得各界人士支持 2003 年成立「南瀛國際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由臺南縣政府出版的專書也最多，2005 年及 2008 年分別

舉辦兩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結出版《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Ⅰ、

Ⅱ，並且透過國際研討會的舉行，將臺南研究推升到國際且深化之，出版超過 100
種的文獻資料也有很大助益。另外立足臺南超過 80 年的成功大學最近投入校史及地

方研究稍顯積極，臺南大學的臺灣文化研究所為主的學位論文數占學位論文的 47%，

師生投入最多心力，特別是戴文鋒長期經營、賴志彰最近幾年指導的研究生眾多。

地方政府及在地學術研究機構共同努力之下，臺南區域的歷史研究在 2000 年之後有

了顯著成長，展現很多特色。 

二、西拉雅平埔族研究 

當十七世紀荷蘭人來到嘉南平原時西拉雅族已經在這裡生息，新港社、蕭壟社、

目加溜灣社及麻豆社並稱為西拉雅四大社，以及往北延伸到接近嘉義的哆囉嘓社等

眾多小社，從十七世紀開始受到荷蘭人治理、漢文化衝擊與影響最深，四大社相關

議題的研究日治時期已經展開，累積的研究成果已經很豐富，近20年來的研究成果

相對不算多。成大歷史系石萬壽曾將自1979年的西拉雅研究所發表之論文集結成《臺

灣的拜壺民族》一書，並繼續投入研究之外，荷蘭時代研究者康培德、翁佳音等是

研究主力，近年來因《熱蘭遮城日誌》的中譯本出版，降低了早期歷史研究的參與

門檻，吸引不少年輕人投入，相關論文有36筆，勉強將其分類，大致上以自荷蘭時

代以來社會文化及生活的變遷最多，有16筆，宗教方面的主題8篇，包含有祀壺信仰、

荷蘭時代宗教所受到及清末基督教傳入之影響；與荷蘭人、漢人互動關係以及婚姻

                                                 
1 林玉茹、李毓中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出版，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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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研究有6篇，與土地制度及拓墾相關者有4篇，還有2篇族群分布現況的調查等。 
近年在臺南縣政府支持之下查並出版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以及李壬癸編《新

港文書研究》的出版等史料的整理。2 古文書記錄社會內部的變動並提供土地拓墾與

社會經濟及文化的一手史料，未來應該很有機會深化平埔族內部的社會文化討論，

開拓新議題。 

三、水、港口與歷史的自然區域 

人類社會逐水而居，溪河與海也是過去的交通要道，臺南特殊的地理景觀之一

是海岸線的變化很大，歷史上曾出現且著名的倒風內海及臺江內海早已填成平地，

新堆積的海岸則有北門、七股等潟湖，內海也就是潟湖，特色是可以航行，也是豐

富的漁蝦水產資源之地，也是進行水產養殖的最好環境，臺南自明鄭時代已有水產

養殖業，形成一種與稻作等農耕區不同的社會文化，這是屬於自然地理區的研究範

籌。還有幾條流經廣大嘉南平原的重要溪河，以及隨著海岸線變遷以致現在只留下

地名裡有港卻離海很遠的、曾經的港口。類似的自然景觀變遷及其歷史發展有不少

人關心，討論水域與人的歷史的相關論文有66篇，統計如下表2。臺灣最早有荷蘭文

獻及漢人移民開發記錄的安平港區最受青睞，消失的臺江內海、倒風內海也受重視，

大多數論文是始自荷蘭與明鄭，並拉長時間下限從事跨政治分期的長時段變遷討

論，潟湖一帶所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王爺信仰，也是焦點之一。其中最特別的是

麻豆港的研究，收錄為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一書，這是臺

南縣政府委託中研院林玉茹教授主持的研究計畫，以考證麻豆港的位置，並重建荷

蘭時代到清代麻豆港的興衰與麻豆地區開發史。從一個港口出發建構小區域歷史，

四位學者共同參與合作並以嚴謹文獻考證加上田野以及考古調查，形塑良好學術典

範。 
流域的研究相對稀少，二仁溪舊名為二層行溪，曾經是成大歷史系石萬壽的研

究對象，1990年代後參與者不多；臺南地區的重要河川曾文溪、鹽水溪的研究更是

從缺。曾文溪流域廣、變化大，影響歷史深遠，值得投入研究。 

表2 傾向自然區域的研究成果分析 

大分類 小分類 量 主題  
潟湖 臺江內海 11 區域開發(6)、港口研究(2)、宗教(1)、政治(1)、社

會文化(1) 
 

潟湖 倒風內海 6 區域開發(5)、宗教(1)  
潟湖 七股 4 區域開發(3)、產業(1)  

                                                 
2 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年》；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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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安平港 23 區域開發(3)、貿易(3)、 
空間變遷(8)、宗教(5)、政治(4) 

 

港口 鹽水港 3 區域開發(1)、貿易(2)  
港口 五條港 5 區域開發(2)、貿易(1)、空間變遷(2)  
港口 麻豆港 5 區域開發(2)、港口研究(3)  
溪 二仁溪 1 區域開發(1)  
溪 十八重溪流域 1 區域開發(1)  
溪 菜寮溪 1 區域開發(1)  
溪 德慶溪 1 區域開發(1)  
溪 急水溪 1 區域開發(1)  
溪 鹿耳門溪 2 區域開發(1)、宗教(1)  
潭 鯽魚潭 1 區域開發(1)  
溫泉 關子嶺 1 區域開發(1)  

四、行政區與經濟變遷史 

以行政區為主的研究內容，整理如下表 3。研究對象的行政區基本上以大臺南地

區為最多，其次是以府城為中心的臺南市，臺南縣各鄉鎮相對較少，大部分屬於經

濟領域。 

表3 以行政區為主的研究內容 

 政治 經濟 社會文化 小計 
臺南 24 37 89 150 
臺南市 4 42 70 116 
臺南縣各鄉鎮 11 61 23 95 
合計 39 140 182  

經濟方面的研究以區域開發為主，最大的特色是以行政區的鄉鎮為地理範圍。

如下表 4，臺南縣原有 31 個鄉鎮，尚未以鄉鎮等行政區進行調查的只有七股、大內

及南化等，大部分鄉鎮都被注意到了；臺南市的研究地理範圍更小，例如西門城外

等。臺南縣各鄉鎮的經濟研究的特色是幾乎都屬從荷蘭時代、明鄭或清治時期延續

至今，跨不同政治分期通論性的區域開發研究，且大多數是臺南大學的碩士論文，

文獻分析法與田野調查、口述採訪並用，也兼及宗教、社會文化等全面性的討論。 

表 4 臺南縣各鄉鎮經濟研究分析表 

類別 臺南縣各鄉鎮名稱 備註 
區域開發 1 篇 下營、山上、安定、官田、麻豆、

楠西、龍崎、後壁、左鎮、西港 
碩論；除山上、西港、後壁、左鎮、西

港外 
區域開發 1 篇、產業

1 篇 
將軍、六甲 碩論；除外 

區域開發 1 篇、產業

2 篇 
東山 碩論；除東山產業 2 外 

區域開發 2 篇 仁德、永康、玉井、白河、柳營、

新化 
碩論；除白河、新化各 1 篇為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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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開發 2 篇、空間

變遷 1 篇 
學甲 空間變遷為論文集論文 

區域開發 2 篇、 
商人與商業 1 篇 

歸仁 商人與商業為期刊論文 

區域開發 2 篇、產業

2 篇 
關廟 碩論；除外 

區域開發 3 篇 新市 碩論；除新市各 1 篇為期刊論文 
區域開發 3 篇、產業

1 篇 
北門 碩論；除產業為期刊論文 

區域開發 4 篇 佳里、善化、新營 碩論；除新營 1、善化 2 篇期刊論文外， 
區域開發 1 篇、產業

4 篇 
鹽水 碩論；除產業有 3 篇為期刊論文 

臺南從荷蘭時代在赤崁種糖以來一直具有米糖經濟的特色，數百年的傳承蔗糖

產業及糖商的影響深遠，也構成地方特色，因而也是最受重視的產業；臺南地區也

是陳永華時代改良鹽業之地，鹽業也是重要研究對象。產業的期礎來自當地資源，

關廟的鳯梨與竹林衍生的罐頭、竹加工等，有黏土資源的六甲自陳永華時代以來的

磚瓦業，還有臺南市的軍工船廠、打錫師傅的技藝等具有地方色彩的產業，也是研

究對象。 
臺南的商業名人古有三郊，近代有臺南幫，也都是研究對象。三郊研究很早就

由方豪等學者展開，近年也無新史料出土，研究相對較少，重點轉移到近代具有商

業及工業色彩的臺南幫。從謝國興從口述訪問高清愿、吳修齊、吳尊賢等「臺南幫」

重要人物後，先後發表 5 篇論文，進而發展成近代企業發展個案專書，《企業發展

與臺灣經驗：臺南幫的個案研究(近史所，1994)；又以《臺南幫：一個臺灣本土企業

集團的興起》之名出版，並被譯成日文推廣出去，是闡述工商企業團體集團的代表

作，也是企業家因應近代化的個案。謝國興另撰有《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

1912-1999》、《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兩書累積許多研究成果；近代

的變化是交通建設對貿易的重要性提升，臺南在交通建設上缺乏港口等建設，相對

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近代的水利開發指水庫與灌溉系流。矢內原忠雄在多年前就感嘆臺灣的米糖相

剋問題最終將由水利權掌控者決定，水利灌溉不但是農業的命脈，也能掌控農產品

原料加工業，嘉南大圳是臺灣最佳範例。水庫也提供特定區域的民生、工業及農業

用水，也改變水庫下游流域的發展，臺南有著名的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等，也是

重要研究對象，以陳鴻圖投入最多，有兩本專書及一本博士論文，2009 年出版的《嘉

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集其大成，以嘉南平原從清代以來的水圳建設到嘉南大圳

完成之後，對當地農業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影響，從長時段的歷史變遷討論水權的變

化以及地方社會經濟關係，也充分利用八田與一藏書、田調與口述訪談等之代表作。 
近代影響地方經濟的另一個元素是都市計畫帶來的空間變遷，集中在臺南市

區，這一領域的研究目前以成大建築系為主力。近代的都市計畫、國土計畫及工業

區等政策，影響地方發展的同時也牽動個人財富變動，是推動民生經濟的重要力量，

值得歷史學者投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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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文化的研究特色 

第一是宗教的相關研究最多。臺南的特色是西拉雅平埔族的信仰、漢人信仰、

西方宗教信仰在不同時期傳入，且都擁有自己的勢力，是宗教混融之地，研究者也

很多。除西拉雅相關研究如前述外，漢人傳統信仰、西方宗教以及戰後再傳入的佛

教等都是關心重點，且各有特色。在傳統漢人宗教與民間信仰方面，許多研究者聚

焦王爺信仰。王爺信仰在臺南分布普遍，南鯤鯓是信仰重心，近年也向海外傳播；

石萬壽認為與延平郡王長期地下化有關，沿海一帶的潟湖區普遍信仰也是重大特

色，但因文獻關係，大多以清治、日治及戰後為主要討論時期。傳統漢人宗教與地

方社會密切結合，廟宇的建築、剪黏、彩繪、刺繡及妝佛工藝等也成為傳統藝術研

究對象，日治時期例如將延平郡王祠改制為開山神社一般，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衝

擊也被關心。清末傳入的基督教長老教派，在宗教信仰之外還帶來醫療、新式教育

以及近代新知識，同時也出現一些家族在地方成長，都成為研究對象。府城被選為

南部教會的傳教中心，1885 年創辦的「臺灣教會公報」全集的出版方便研究者利用，

只要會讀白話字這份報紙也提供許多社會經濟資訊，研究者也遠赴英國蒐集資料，

教會支持下出版專書量也很多多，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基督長

老教會研究》、張妙娟《開啟心眼 : <<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

陳慕真《漢字之外 : 臺灣府城教會報 kap 臺語白話字文獻中 e 文明觀》、黃德銘《臺

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與組織（1865–1945）》等四本專書，相當豐富。 
第二個特色是文學與地方社會關懷普遍受到重視。臺南的文學風氣盛，有鹽分

地帶的作家群，鹽分地帶指北門郡的佳里、學甲、西港、七股、將軍、北門一帶含

有鹽分較多的地方，自發形成的有著鮮明地方色彩的獨特文學團體；更有龍瑛宗、

葉石濤、蘇新、楊逵等等個人成就極為顯著的文學家，傳統文人也組織南社，文學

風氣百餘年來一直相當興盛；成大的林瑞明、呂興昌、施懿琳等培養的博士漸露頭

角，如年更有吳毓琪、林玲玲、林慧姃、黃建銘、陳瑜霞等漸露頭角；專書有施懿

琳的《吳新榮傳》，臺南縣政府也支持出版了《吳新榮研究：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精

神歷程》、《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等專書，也是臺南地區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特色。 
近代國家負責公共工程如水利設施之外也投入教育設施，這些人為所營造出來

的異質空間，立基於地域社會，有時又擁有超越地域社會的影響力。近代教育設施

擁有的功能是多面向的，而大學自己也是歷史研究重鎮，如成功大學、臺南大學等

是教育史的研究重點，論文之外還有專書，鄭政誠的《殖民地時期的臺南師範學校

研究 (1919-1945)》、高淑媛兩本專書除討論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設立，也討論

1930-1950 年代畢業生與臺灣工業化的關係。 
傳統政治文化主流價值是向中央接近，士紳們追求全國性的大傳統文化價值，

地方感相對稀薄，也反映在政治方面的論文相對較少之上，39 篇論文主要是在政治

事件，特別是 1915 年武力抗日的西來庵事件，犧牲慘重，也是臺灣社會走向非武力



二十年來臺南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7 

抗爭的重要關鍵，研究者投入最多。其次則是政治人物；1990 年之前石萬壽對府城

有許多研究，1990 年之後防務的研究變得很少。臺南縣政府支持下由戴文鋒撰寫的

《萬年縣治所考辨》，用嚴密的文獻考證釐清明鄭時期萬年縣治所在地，是行政組織

方面的優秀研究。 

六、未來展望 

區域研究的特色是可用田野調查補足文獻的不足，也可以跨學科合作進行科際

整合。近年來田野調查、族譜等新資料的出土，到國外蒐集新史料，以及翻譯荷蘭

時代文獻、出版臺灣教會公報，還有與西拉雅平埔族相關的古文書之整理、出版等

等，研究資料更加充實，也更方便利用，21 世紀臺南地區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臺

南地區有很多特色，例如是臺灣漢人開發最早的地方，也是臺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

政治、經濟及社會中心，宗族家廟繁衍、民俗宗教活動極為活躍。行政區幾乎都在

廣大的嘉南平原，住居於此的西拉雅族群是全臺灣最早遭受到最大且長期持續的外

來壓力，擁有獨特的歷史經驗，也是全臺唯一沒有高山原住民活動的地域。3 另一方

面研究成果大量累積也可能讓研究生有不知從何下手之感。歷史研究是一門累積的

學問，當史料、研究成果累積更多，新的研究就可以更深入、視野更寬廣，條件是

需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並用心思考。 
舉例而言，當看到「番婦本跣足，所穿之鞋均男人之鞋，亦有一、二用粵婦之

鞋」4 的記錄時，也許就可以聯想臺南西拉雅族與漢文化接觸時，婦女們是有選擇的，

模仿漢人社會穿鞋時選擇用男鞋或廣東婦女的鞋子，而不是選擇與小腳看齊，也許

就可以討論平埔族與漢文化接觸時的變與不變，這些研究議題有一個共同特色，就

是都是屬於社會內部發展變遷的議題，可繼續向下深入探究，瞭解社會內部的變遷。

也可以放眼世界思考遇到近代化、資本主義化、工業化的衝擊時的變與不變，如前

述的空間變遷等議題是近代都市發展帶來的改變動力，另外例如從經濟角度來看，

臺南的經濟變化從荷蘭時代建立了米糖經濟，清代發展水利組織擴大水田化，日本

殖民統治期興建的嘉南大圳帶來了重要改變，農業條件更加完備；在今天工業化時

代臺南的農業資源仍然相當有競爭力，供應臺灣糧食、水果、蔬菜與蛋白質源等等

以及外銷蘭花，走的路線相當特別，也就是面對工業化的潮流，臺南選擇了農業近

代化，仍然擁有許多沒有被破壞、被污染的自然生態環境，我認為這是走向未來的

優勢。臺南為什麼選擇這條路線?原因與意義都可以討論，競爭力是由長期累積下來

的紮實的農漁業技術，技術的傳播與普及也是可以努力的重點，雖然也許需要某種

程度的專業知識。臺南擁有自荷治、明鄭等時代傳承至今的長期歷史經驗，還有不

                                                 
3 林玉茹〈南瀛學國際研究的展開〉，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

縣政府，2008 年。 
4 川口長孺等撰《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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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的互動交流，不同學科投入臺南地方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有

比較好的條件可以進行科際整合，跨學科共同合作探尋臺南的區域特色並激盪出新

議題，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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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學位論文 

作者 篇名 畢業校 出版年 

林聖欽 日本時代臺灣糖業的不均衡發展：以鹽水港地區

的農家生計差距擴大為例（1896-1930）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1 

陳鴻圖 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互動

的歷程 

政治大學歷史所 2001 

張妙娟 《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2 

林永昌 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 成功大學中文所 2006 

陳瑜霞 郭水潭生平及其創作研究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06 

林玲玲 葉石濤及其臺灣文學論的建構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8 

顏俊雄 新港社歷史書寫之研究 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008 

吳建昇 道光三年以前臺江內海及周圍地區歷史變遷之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10 

趙文榮 日治時期臺南州區之糖業與地方社會（1895-1945） 中正大學歷史所 2011 

 

作者 篇名 畢業校 出版年 

梁俊仁 日據前後臺南市街廓型態之構成與變遷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1 

高淑媛 吳三連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政治發展(1945-1954) 政治大學歷史所 1993 

郭雲萍 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心 中正大學歷史所 1994 

林慧姃 吳新榮研究- 一個臺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 東海大學歷史所 1995 

吳鴻森 清末臺南府城城市空間結構之研究 --以聯境守城

時期城市空間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6 

吳秉聲 一個港道變遷下的空間研究-以臺灣(臺南)府城五

條港區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7 

徐七冠 潘麗水寺廟門神畫作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7 

蔡蒸美 黃朝琴研究--以外交與問政為中心 中興大學歷史所 1997 

王靜苡 刺繡八仙彩之研究--以臺南市繡莊與廟宇為例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1998 

吳毓琪 臺灣南社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1998 

柯俊成 臺南(府城)大街空間變遷之研究(1624-1945)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8 

趙文榮 清代臺南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1683~1895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1998 

林思玲 臺灣省立工學院之學院派建築教育承續途徑與結

果探討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9 

胡宗雄 日治時期臺南市亭仔腳空間形式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9 

謝佳卿 光緒乙未之役與劉永福 成功大學歷史所 1999 

侯皓之 安平傳統剪黏藝師流派及其作品研究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2000 

黃慧琍 藏傳佛教在臺發展初探－－以臺南地區的藏傳佛

教團體為研究對象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0 

楊一志 從大員市鎮到臺灣街仔：安平舊街區的空間變遷 中原大學建築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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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芳佳 傳統大木匠師許漢珍廟宇作品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0 

張淑卿 剪黏司傅何金龍研究－在臺期間之事蹟及作品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

保存研究所 

2001 

陳東海 清代臺南府城之商業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1 

陳鴻獻 臺灣光復前鹽水的開發與社會發展 中興大學歷史所 2001 

李其霖 清代臺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 淡江大學歷史所 2002 

李貞瑤 陳逢源之漢詩研究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02 

柯勝釗 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臺南公會堂為例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2 

許永河 光復前柳營劉家與地方發展關係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2 

陳宏田 臺南地區王爺信仰研究--兼論城鄉差異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2 

陳岫傑 臺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1624-1911）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2 

陳怡碩 日治時代玉井盆地的農林土地開發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2 

黃后秀 終戰後臺南市灣裡地區社會文化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2 

黃建銘 日治時期楊熾昌及其文學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2 

黃斌峰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近代醫療衛生事業之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所 2002 

楊永智 明清臺南刻書研究 東海大學中文所 2002 

蘇乃加 日據時期臺灣武裝抗日事件之研究-以西來庵事

件為探討主題 

文化大學日本所 2002 

方淑吟 臺南市安平區聚落發展之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3 

范博生 日治時期鐵路交通建設對新營、鹽水社會經濟發

展之影響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3 

張順泰 外新豐里開發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3 

陸文照 吉貝耍（Kapas-au）聚落之研究（1904∼1976）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3 

游凌雀 七股鹽場鹽工生活變遷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3 

黃招榮 巴克禮在臺灣的傳教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3 

謝秀伶 左鎮地區新港社群之社會變遷(1845-1945 年)—以

親屬結構與宗教信仰為例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3 

李志祥 荷鄭時期新港社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4 

周麗娜 臺南縣佳里鎮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4 

林忠宏 臺南市桌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2003） 臺南大學體育教育學研究所 2004 

林素梅 臺南市媽祖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4 

陳怡秀 保西長興二里開發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4 

陳威廷 臺南縣六甲地區傳統窯業之研究 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2004 

陳鈴琴 死生之境：臺南南郊竹溪沿岸墳場地景之文化與

構成分析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2004 

湯惠婷 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所 2004 

楊秀蘭 清代臺南府城五條港區的經濟與社會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4 

王美雪 日治時期傳統民宅彩繪風格研究-以麻豆黃矮師

徒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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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釗雯 臺南市宮廟小法團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5 

施晶琳 臺南市金銀紙錢文化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5 

徐正武 日治時期臺南州神社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5 

陳立人 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土地墾佃制度之研究 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2005 

曾偉彰 臺灣日本時代「遊廓」之研究：以臺南為例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

保存研究所 

2005 

黃秀娟 北門鄉的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的變遷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5 

黃欣怡 隆田基督長老教會的成立與發展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5 

黃靖媛 臺江聚落發展研究—以大港寮為例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5 

葉雅萍 臺南縣鹽分地帶社會發展之研究（1683-1945） 中正大學歷史所 2005 

余佩真 王育德的文學、語言、歷史觀之研究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 

2006 

呂春振 臺灣西拉雅族群文化變遷之探討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李佳霖 武裝抗日下之農民運動：以西來庵事件為例 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

研究所 

2006 

李嘉津 關廟地區竹籐器加工業發展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林素霞 基督長老教會與高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翁育民 臺南市安南區食水堀之形成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陳慕真 臺語白話字書寫中 e 文明觀：以《臺灣府城教會

報》（1885-1942）為中心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06 

黃美月 臺南士紳黃欣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6 

廖淑芬 臺南市的關帝信仰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6 

劉映辰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手繪彩磁裝飾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6 

劉慕怡 臺南縣永康市大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研究所 

2006 

蔡瑞芬 舊 瓶 裝 新 酒 ─ 臺 南 聖 教 會 傳 教 發 展 之 研 究

(1928-2005)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鍾佩樺 從柱仔行街到府中街：一個臺南都市歷史街道空

間變遷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6 

韓羽翠 近代臺南下營地區的開發與發展（1624-1945）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6 

簡辰全 終戰前歸仁市街之發展--從舊社街到舊菜市場的

空間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6 

周茂欽 滄海鹽田變遷中的漁村－青鯤鯓聚落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林秀容 西拉雅族目加溜灣社史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林淑雅 一個單姓村的凝聚─七股篤加邱姓村落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洪郁程 鹽水港街市變遷中地方菁英的角色(1624-1945)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徐麗琪 府城(臺南)五條港聚落空間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高祥雯 荷據時期大員的空間變遷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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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詩瑀 臺灣臨水夫人信仰之研究 ─ 以白河臨水宮、臺

南臨水夫人媽廟為例 

中央大學歷史所 2007 

陳順清 1927-1956 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

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 

清華大學歷史所 2007 

黃佳雯 謝星樓生平及其文學研究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07 

塗淑怡 日治時期善化市街的興起與成長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研究所 

2007 

鄒玉玫 邱天賜與金同成商店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7 

王華琪 近代都市計畫道路開發對臺南歷史市區發展之影

響：以大銃街與米街沿線市區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8 

王進清 戰後新營基層選舉之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8 

呂美嫻 臺南市舊娛樂街區之研究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2008 

李崇銘 臺南市「鷲嶺」地區發展研究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沈芳如 《臺南文化》與戰後臺南「府城」集體記憶的建

構(1951-2001)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8 

徐婉翊 臺南市文昌帝君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8 

張美月 臺南神學院研究(1876-2007)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8 

莊曉明 日治時期鹽分地帶詩人群和風車詩社詩風之比較

研究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 

2008 

許耿肇 大潭寮許姓宗族與聚落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8 

陳文川 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救助事業的軌跡—以臺南慈惠

院為例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8 

陳啟昌 新市鄉區域開發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8 

陳毓正 臺南交易市集在不同歷史時空下之功能與任務

1611 - 2008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8 

鄭安佑 都市空間變遷的經濟面向-以臺南市(1920 年-1941

年)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8 

謝佳芸 產業對聚落發展之影響初探—以 1980年以前的臺

南喜樹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8 

謝珍慧 戰後臺灣眷村的創建與演變：以臺南市眷村為例 中興大學歷史所 2008 

王婉婷 戰後臺南縣東山鄉的農業土地利用與變遷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9 

王瑞興 安定鄉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李宜真 李氏宗族與近代臺南學甲地區之發展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09 

李岳倫 府城（臺南）南門外土地使用的歷史發展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李幸育 玉井的地方發展與聚落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李玲容 麻豆市街之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周學蕙 戰後臺南神學院本土神學教育的發展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9 

林立浩 荷鄭至清初臺南市街形成與建築類型之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09 

林俊霖 佳里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1623–1945）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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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美 臺南市安南區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林朝賢 荷鄭時期西拉雅五大社生產模式變遷之探討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研究所 

2009 

柯岱佑 臺南市鹽埕舊庄落之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張俁霖 祈願如潮：臺南三山國王廟的建築文化與歷史脈

絡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2009 

許晋誠 新市鄉地方發展之研究 嘉義大學史地所 2009 

黃佩萱 從臺南劉家看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家族與地方社

會之關聯（1849–1970）〉 

東海大學歷史所 2009 

黃晉芳 臺南市安南區北線尾社會經濟之變遷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9 

黃鈺惠 臺南都會區衛星市鎮之土地利用變遷─仁德鄉的

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 2009 

黃曉琪 清代十八重溪流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 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 2009 

楊文雀 新營市的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楊玉媚 長榮女子中學發展史－從 1879-1979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09 

葉亮宏 善化市街的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劉明道 臺南市足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8) 臺南大學體育教育學研究所 2009 

蔡佳凌 嘉南地區岳飛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鄭凱菱 乙未劉永福抗日事蹟之作品研究 中興大學中文所 2009 

薛伊婷 三、四鯤鯓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09 

方玉如 蘇厝甲王爺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王俊凱 北門地區的發展與聚落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王耀賢 府城城隍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朱芳毅 日治時代臺灣州治城市圓形廣場之空間設計研究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10 

吳嘉燕 臺灣天公（玉皇）信仰之探究：以臺南市天壇為

考察中心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呂瑞祥 鹿耳門溪沿岸地方開發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李遷錦 關廟地區開發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沈盛彬 柳營地區村廟的空間配置及其內涵 嘉義大學史地所 2010 

林千鑫 臺南市灣裡地區的聚落發展與廢五金工業變遷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 2010 

林佳蕙 戰後歸仁市街的發展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林奕欣 寺廟與地域文化—以關廟鄉山西宮為中心的探討

(1661-2006)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10 

林美惠 新化市街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邱千芬 臺南市月老信仰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陳彥文 頂山村聚落發展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陳麗年 荷鄭以來永康的發展與演變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黃瀅純 烏山頭水庫遷村聚落的發展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楊嘉琪 楠西鄉域發展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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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姿君 日治時期臺南學甲庄的移民與拓墾─以旭村為中心 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 2010 

歐奕淳 臺南地區哪吒太子爺信仰之發展與現況 中正大學歷史所 2010 

蔡志祥 北門鄉蚵寮聚落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0 

毛惠君 善化地區宗教變遷的社會分析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研究所 

2011 

王惠足 仁德鄉域開發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江世月 關廟區山西宮之祭祀圈與建醮活動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李佳玲 清代白河的拓墾與發展（1683-1895）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研究所 

2011 

李佳奮 1895 年麻豆基督長老教會事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李佩蓁 安平口岸的華洋商人及其合作關係：以買辦制度

為中心（1865-1900） 

成功大學歷史所 2011 

林慧瑜 藝術界中的武士流－邱火松泥塑作品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林霖霄 臺灣的盲人之父－甘為霖在臺灣的傳教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胡嘉琳 行銷保生大帝─臺南縣歸仁鄉仁壽宮的新興宗教

化(1945-2010)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011 

梅宗毓 府城（臺南）西門城外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陳俊斯 漚汪地區的聚落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陳姿君 繼往開來：曾文水庫與臺灣水利工程發展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所 2011 

陳祈伍 激越與戰慄：臺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以龍瑛宗、葉

石濤、吳新榮、莊松林為例(1937-1949)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曾惠英 關子嶺溫泉聚落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馮勝雄 茅港尾的開發與聚落發展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黃于禎 府城（臺南）北門城外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黃雅瑄 左鎮地區的西拉雅社會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黃詩驊 臺 南 新 營 地 區 之 產 業 發 展 及 其 聚 落 變 遷

（1662-1845）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楊家彰 龍崎地區開發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蔡瓊娥 府城小北門外浮陸地之探討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1 

王立武 十七世紀荷蘭東亞殖民城市的空間規劃-以巴達

維亞城與熱蘭遮市的比較為例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12 

王國懷 臺灣對新知識的吸收—以《臺灣府城教會報》

(1885-1942)為探討中心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 

2012 

吳昌明 佳里糖廠與地方開發的關係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李俊緯 近代都市規劃對晚清臺南府署周邊市區的衝擊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2012 

汪雅菁 關廟鳳梨及其加工產業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林建廷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12 

邱致嘉 安平宮廟小法團之研究－以海頭社法脈為例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梁淑美 臺南市夜市發展的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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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書銘 官田地域發展的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陳玫君 佳里市街區的空間歷史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黃文皇 臺南新豐地區南關線王醮祭典之探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黃懷賢 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 政治大學臺史所 2012 

廖季詩 戰後臺南市安平區的土地開發與空間變遷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劉建志 新化區基督教長老教會之發展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歐財榮 臺南府城小法團傳承之探討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鄭雅心 府城慈惠堂之研究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 

說明：(1)博碩士論文的部分含碩專論文。(2)南師鄉土文化所於2003年改名為「臺灣文化研究所」，本文為了連貫

的方便，全部以「臺灣文化研究所」標示。「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則在2006年轉型為「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及「行政管理學系」後，設立「文化與自然資源碩士班」，與文史相關師資幾乎都轉為讓所師資，因而統一以「文

化與自然資源研究所」標示。 

附表 2 期刊論文 

作者 篇名 期刊名及卷期 出版年 

林文龍 清季臺南循吏包容事蹟考 臺南文化/30 1990 

陳登風 鹿耳門媽祖廟紛爭的沿革 臺灣風物/40:1 1990 

黃文博 光復後學甲慈濟宮「上白礁」的變遷與香陣結構 臺灣文獻/41:1 1990 

謝國興 從家族到鄉親：臺南幫的資本積累 思與言/29:4 1991 

石萬壽 康熙以前臺南孔子廟的建築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

訊/25 

1992 

石萬壽 沈光文事蹟新探 臺灣風物/43:2 1993 

范勝雄 臺南市安南區之寺廟信仰初探 臺灣文獻/44:2-3 1993 

石弘毅 光復前後新營市發展研究 臺灣文獻/45:4 1994 

呂興昌 郭水潭生平著作年表初稿 文學臺灣/10 1994 

查時傑 光復初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一個家族─以臺南高長

家族之發展為例 

臺大歷史系學報/18 1994 

高淑媛 日治時期的吳三連與抗日運動 臺灣風物/44:4 1994 

石弘毅 光復以來嘉南平原農田水利開發的歷史意義 臺灣文獻/46:1 1995 

徐明福 傳統城鎮現代化見證--日據時期的臺南市 中華民國建築師雜

誌/21:1 

1995 

張同湘 十七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城堡簡介(上)、(下) 臺南文化/38、39 1995 

傅朝卿 光復後臺南現代建築五十年之發展 臺南文化/38 1995 

吳茂成 府城妝佛工藝發展簡史(上)、(下) 臺南文化/40、42 1996 

卓克華 臺南市北極殿創建沿革考 臺灣文獻/46:4 1996 

徐七冠 守護臺灣廟宇--神話、門神、潘麗水 炎黃藝術/75 1996 

康培德 Encounter, Suspicion and Submission--The Experiences of 

the Siraya with the Dutch from 1623 to 1636=相逢、疑慮與

臣服─西拉雅人與荷蘭人於 1623 年至 1636 年間之關係 

臺灣史研究/3: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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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振華 契字上的新港社群 臺灣文獻/47:3 1996 

盧怡吟 府城的剪黏藝術 臺南文化/40 1996 

謝國興 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 思與言/34:2 1996 

王見川 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 臺北文獻/120 1997 

洪敏勝 鄭成功抗清復明時期的造船活動與船隻架構初探 臺灣歷史學會通訊/5 1997 

王靜苡 臺南市的繡莊 臺南文化/45 1998 

吳秉聲 一個港區空間面貌的呈顯--以清領時期「臺灣府城五條

港區」為例 

文化與建築研究集刊/7 1998 

楊護源 臺南海東書院興廢初探 臺南文化/46 1998 

蔡蔚群 一八六八年臺灣南部涉外糾紛的經過與交涉 高市文獻/10:3 1998 

王見川 略論日據時期的臺南開元寺 圓光佛學學報/4 1999 

許秦蓁 現代洗禮與南國相思--劉吶鷗(1905-1940)的文學啟蒙

與憂國懷鄉 

臺灣風物/49:4 1999 

黃世祝 臺南市安南區(原臺江地區)拓墾的空間研究初探--以學

甲鎮中州陳姓族人為例 

鄉土文化研究所學報/1 1999 

溫國良 日據初期臺南延平郡王祠「改號」與「列格)始末 臺南文化/47 1999 

Heyns,Pol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人在大員一帶的經濟關係

(1625-1640) 

漢學研究/18:1 2000 

王見川 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

告化問題 

臺灣宗教學會通訊/5 2000 

王見川 從龍華教到佛教--光復前臺南德化堂的歷史 圓光佛學學報/5 2000 

吳文星 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8 2000 

吳毓琪 臺南詩人施瓊芳作品中的臺灣社會面相 文學臺灣/36 2000 

康培德 荷蘭時代村落頭人制的設立與西拉雅社會權力結構的

轉變 

臺灣史蹟/36 2000 

張崑將 被遺忘的歷史─日據初期店仔口「鐵庄」屠殺事件的分

析和省思 

臺灣文獻/51:1 2000 

郭雲萍 日治時期「嘉南大圳」的發展--1920-1945 臺灣歷史學會通訊/10 2000 

陳宏田 臺南地區醮典型態初探 臺南文化/49 2000 

黃世祝 新化鎮聚落之地理學研究 臺南師院學報/33 2000 

趙文榮 清代白河地區之拓墾初探 臺灣風物/50:3 2000 

趙文榮 德慶溪初深 臺南文化/49 2000 

吳品賢 府城才女蔡碧吟 臺南文化/50 2001 

吳品賢 臺南「香芸吟社」考 臺南文化/51 2001 

林玲玲、

林瑞明 

從鄉土文學到臺灣文學--葉石濤與臺灣文學的建構

(1965∼2000)上、下 

文學臺灣/37-38 2001 

陳宏田 淺談安平舊聚落的王爺信仰 臺南文化/50 2001 

楊一志 荷治時期安平舊聚落的空間變遷 臺灣文獻/52:1 2001 

趙文榮 清代臺南地區文教的發展與士紳階級的形成 臺南文化/5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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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榮 清代臺南地區漢人社會的動亂與分析 臺南文化/51 2001 

劉淑玲 鹽水港製糖會社與民眾的爭議事件 南榮學報/復刊 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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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樹生 臺灣經營藍樹藍靛的開始 臺灣文獻/53:4 2002 

陳宏田 臺南縣永康里到永康市的轄域變遷 南瀛文獻/1 2002 

陳宏田 王船信仰的城鄉差異--以臺南地區為例 臺南文化/52 2002 

程俊南 北門鹽場史略 南瀛文獻/1 2002 

黃斌峰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近代醫療衛生體系運作與成效之初探 臺灣風物/52:3 2002 

趙文榮 糖產業對區域社會與文化之影響--試以清代臺南地區

為例 

臺南文化/ 52 2002 

趙文榮 區域拓墾與信仰及地緣組織之關聯--試以清代臺南地

區下茄苳三十六庄為例 

南臺文化/2002:1 2002 

趙文榮 試論清代臺南地區宗族組織的發展 1683 至 1895) 南瀛文獻/1 2002 

劉淑玲 日治時期深耕犁事件(Heath Plough) 南瀛文獻/1 2002 

劉淑玲 沈乃霖醫師與二二八事件 南榮學報/復刊 6 2002 

吳文雄 臺南開基玉皇宮與諸天信仰 臺灣文獻/54:2 2003 

李其霖 清代臺灣軍工戰船廠的興建 淡江史學 14 2003 

林金悔 將軍鄉鄉名溯源 南瀛文獻/2 2003 

邱宗成、

楊裕富 

臺南縣平埔社群公廨建築演變形式 臺灣風物/53:3 2003 

胡宗雄、

徐明福 

日治時期臺南市街屋亭仔腳空間形式之研究 建築學報/44 2003 

張志成 後壁菁寮聖十字架教堂之初步研究--從天主教在臺傳

教到菁寮聖十字架教堂之興築 

南瀛文獻/2 2003 

陳靜琪 臺南縣鹽分地帶演劇活動之研究 興大人文學報/33 

(下) 

2003 

陳鴻獻 日治時期鹽水產業與交通的轉變 南瀛文獻/2 2003 

閔秋英 看古梅而動遐思兮勁節獨飄清蔥--淺介日據時代巾幗

女詩人石中英 

臺南文化/55 2003 

黃慧琍 藏傳佛教在臺南 南瀛文獻/2 2003 

楊鴻謙;

顏愛靜 

清代臺灣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制度之變遷 臺灣土地研究/6:1 2003 

趙文榮 清代急水溪流域之拓墾略探（1683∼1760） 南瀛文獻/2 2003 

蘇瑤崇 臺灣都市型漢族傳統宗教發展之研究--以臺南市孔廟

文化園區宗教團體調查研究為例 

臺灣風物/53:4 2003 

羊子喬 鹽田裏的詩魂:日治時期臺灣寫實文學的重鎮「鹽分地

帶」 

臺灣史料研究/23 2004 

吳毓琪 「南社」詩人--趙雲石 臺南文化/5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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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學明 終戰前臺南「長老教中學」的歷史觀察 南師學報人文與社

會類/38:1 

2004 

李秉璋、

陳慈玉等 

日治時期臺南縣產業發展史：以鹽業和糖業為例 南瀛文獻/3 2004 

林偉盛 國姓爺攻臺之役的再思考 臺灣文獻/55:4 2004 

張妙娟 出凡入聖--清季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傳道師養成教育 臺灣文獻/55:2 2004 

陳圓融 荷蘭人對南臺灣原住民的宗教教育 臺南文化/57 2004 

陳鴻獻 清代鹽水的貿易與官治組織 南瀛文獻/3 2004 

楊永智 清代臺南坊刻本初探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

報/45 

2004 

謝國興 光復以來臺南縣的產業發展概述 南瀛文獻/3 2004 

蘇全正 開臺首巖--臺南縣六甲鄉赤山龍湖巖「巖仔」信仰之研

究 

南瀛文獻/3 2004 

林玉茹 清代臺南縣平埔族的特色與問題：以新編古文書集為

中心的討論 

臺灣史料研究/25 2005 

林玉茹 番漢勢力交替下港口市街的變遷:以麻豆港為例（1624 - 

1895） 

漢學研究/23:1 2005 

柯榮三 追尋歌仔冊中的風月事件--以臺南運河奇案歌、乞食開

藝旦歌為考察範圍 

臺南文化/58 2005 

唐立宗 明鄭東都承天府尹顧礽生平事略考：兼論沈光文〈別

顧南金〉詩 

臺灣文獻/56:4 2005 

翁佳音 十七世紀東亞大海商亨萬（Hambuan）事蹟初考 故宮學術季刊/22:4 2005 

許清保 倒風內海的地理歷史變遷 南瀛文獻/4 2005 

郭雲萍 日治時期「嘉南大圳」的發展(1920-1945) 臺灣歷史學會通訊/10 2005 

陳立人、

顏愛靜 

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原住民土地利用與地權型態變

遷之研究 

臺灣文獻/56:1 2005 

陳岫傑 倒風內海早期的土地利用 南瀛文獻/4 2005 

陳鈴琴 死生之境：臺南南郊竹溪沿岸墳場地景之文化與構成

分析 

南瀛文獻/4 2005 

陳翰霖 古倒風內海地形變遷之研究 南瀛文獻/4 2005 

黃文皇 關廟鄉新埔村武侯爺酒活動記錄 南瀛文獻/4 2005 

黃道遠 臺南市萬福庵歷史、信仰與文物之探究 臺南文化/58 2005 

黃德銘 臺灣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組織發展之研究--以南部大

會為中心 

南大學報人文與社

會類/39:1 

2005 

趙文榮 清代倒風內海地域內民間信仰初探：以媽祖為例的一

個觀察 

南瀛文獻/4 2005 

劉宗興 日本統治時代臺南市銀行之探究 臺南文化/59 2005 

劉淑玲 沈乃霖醫師與臺南縣平埔族的研究 南瀛文獻/4 2005 

鄭志敏 林清月醫師與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醫療解煙事業 臺南文化/5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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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鋒 臺南三山國王廟創建年代考論 思與言/43:2 2005 

王見川 光復前(1945)的南鯤鯓王爺廟初探 北臺通識學報/2 2006 

田啟文 沈光文〈臺灣賦〉幾處地名考證的問題 臺灣史料研究/27 2006 

楊書濠 清領時期新市鄉的移殖與開墾 南瀛文獻/5 2006 

廖慶六 麻豆水堀頭的歷史地位與傳說 臺灣學研究通訊/1 2006 

林玲玲 歷史、種族與風土--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分期 黃埔學報/52 2007 

陳立人 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漢人米作稅賦與農業發展之激

勵措施 

臺南文化/61 2007 

陳玟錚 蔡培火與日治時代大眾媒體之關係--以臺灣青年、臺

灣、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為例 

臺灣風物/57:3 2007 

陳美惠 1895 年日本征臺遺跡:伏見宮貞愛親王之鹽水港御舍

營所 

臺灣文獻/58:3 2007 

陳美惠 鹽水城垣調查探討 臺灣文獻/58:1 2007 

陳美惠 鹽水公學校內奉安庫之歷史意涵 臺灣風物/57:3 2007 

陳景峰 「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 臺灣風物/57:1 2007 

王朝賜 新化地區平埔信仰淺述 南瀛文獻/6 2008 

石萬壽 余清芳事件起因之探析 臺灣文獻/59:4 2008 

吳建昇 臺江浮覆地的拓墾與「東八保」大道公信仰之研究 臺南文化/62 2008 

林孟欣 買青--臺灣南部製糖業的商業冒險 南榮學報/復刊 11 2008 

林聖欽 日治時代糖業採取區域制度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以鹽

水港地區為例(1896-1930) 

臺灣文獻/59:4 2008 

柯喬文 漢文知識的建置：臺南州內的書局發展 人文研究學報/42:1 2008 

翁佳音 新港有個臺灣王：十七世紀東亞國家主權紛爭小插曲 臺灣史研究/15:2 2008 

康培德 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 臺灣史研究/15:3 2008 

許永河 光復前的柳營劉家 南瀛文獻/6 2008 

許耿肇 超村落同姓聯盟組織--許真人祖佛會 南瀛文獻/6 2008 

陳美惠 乙未抗日運動--鹽水港之役 南瀛文獻/7 2008 

陳鴻圖 臺灣南部水利糾紛的歷史考察 興大歷史學報/20 2008 

楊永智 臺南蔡國琳藏書考略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

報/48 

2008 

趙文榮 由契字碑碣等史料來看清代善化地區之拓墾--兼論灣

裡社之變 

臺南文化/62 2008 

歐素瑛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 臺灣史研究/15:2 2008 

鄭志敏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

(1920-1945) 

臺南文化/62 2008 

謝國斌 臺南縣平埔族人口與分佈現況之分析 南瀛文獻/7 2008 

謝國斌 西拉雅新港社舊址平埔族現況之調查 臺灣風物/58:2 2008 

謝崇耀 日治時期旅北臺南人之鄉里意識與文化影響--以臺南

籍新報記者與南友會沿革為例 

臺南文化/6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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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德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 臺灣史研究/16:2 2009 

石萬壽 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 臺灣文獻/60:1 2009 

李其霖 清代臺灣軍工廠的沒落 暨南史學/12 2009 

林玉茹 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鯤身王爺信仰的擴

散為例 

臺大歷史學報/43 2009 

洪郁程 清領中期鹽水港的糖郊紳商--趙相泉 南瀛文獻/8 2009 

陳冠勳 噍吧哖事件中的屠殺故事與地緣關係研究：以竹圍庄

與鹿陶洋等江家庄為中心 

華醫學報/30 2009 

陳昭吟 臺南市大小關帝廟在文獻中的里坊釐辨 臺灣文獻/60:3 2009 

陳美惠 日治鹽水葉瑞西家族與新政權關係之初探 南榮學報/復刊 12 2009 

蔣為文 蔡培火 kap 臺灣文化協會 ê 羅馬字運動 臺灣風物/59:2 2009 

何禮戎 臺南打錫師傅的生命手路：技藝的無形文化價值 臺灣文獻/61:2 2010 

吳建昇 乾嘉年間臺江海埔地之開發 南瀛文獻/9 2010 

吳毓琪 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

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7 2010 

李知灝 權力、視域與臺江海面的交疊：清代臺灣府城官紳「登

臺觀海」詩作中的人地感興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0 2010 

周茂欽 清治末期竹筏海賊--「三庄攻一庄」 南瀛文獻/9 2010 

施懿琳、

陳曉怡 

日治時期府城士紳王開運的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 臺灣學誌/2 2010 

馬鉅強 安平港的改良對策之研究（1895 - 1925） 國史館館刊/23 2010 

張妙娟 日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1895-1926） 興大歷史學報/22 2010 

陳德智 清末臺灣安平砲擊事件之研究 臺灣文獻/61:3 2010 

陳慕真 Siraya 平埔族人 ê 秘密語：臺南縣新化鎮「芎蕉白仔」

調查 

臺灣風物/60:3 2010 

黃文源 雙新記--論蘇新與吳新榮的「抵抗」之道 臺灣史料研究/36 2010 

楊書濠 清代西港地區人文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臺灣文獻/61:3 2010 

戴文鋒 安平海頭社魏大猷史事試探 臺灣文獻/61:4 2010 

簡辰全 歸仁的「西門町」--舊菜市仔風華 南瀛文獻/9 2010 

蘇峰楠 記臺南市新發現的兩座明代古墓：兼論其墓碑形制 臺灣文獻/61:3 2010 

王耀德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之研究 臺灣史研究/18:2 2011 

石萬壽 菜寮溪溪道之變遷 臺灣風物/61:3 2011 

吳進喜 二仁溪流域的環境變遷與聚落發展 臺灣文獻/62:2 2011 

林昌華 西拉雅族群認同的追索:福爾摩沙語辭彙集初探（上、下） 臺灣風物/61:2-3 2011 

陳慕真 日治末期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以臺灣教會公報為中心 臺灣史料研究/37 2011 

傅朝卿 臺灣戰後初期的一頁建築史話--以臺灣省立工學院建

築系的教育與實踐為例 

臺灣美術/ 83 2011 

蔡錦堂 再論日本治臺末期神社與宗教結社諸問題：以寺廟整

理之後的臺南州為例 

師大臺灣史學報/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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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鋒 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考察 臺灣史研究/18:3 2011 

吳建昇 「竹筏港」水道之初探 臺南文獻/1 2012 

吳建昇、

杜正宇 

清道光三年以前臺江內海浮覆的動態發展 臺南文獻/2 2012 

杜正宇 日治下的臺南機場 臺南文獻/1 2012 

段洪坤 臺南地區考古遺址與西拉雅文化的連結 臺南文獻/1 2012 

陳德翰 聚落、信仰與五條港之發展 臺南文獻/2 2012 

鄭道聰 臺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 臺南文獻/1 2012 

蕭文 水交社的空間與歷史的演變 臺南文獻/1 2012 

蕭文 臺南機場的歷史轉場 臺南文獻/2 2012 

謝國興 1940 年代的興南客運: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的轉折 臺南文獻/1 2012 

謝貴文 論臺南地區有應公廟之由來 臺南文獻/1 2012 

附表 3 論文集論文 

作者 篇名 論文集名 出版年 

丁煌 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

集》，成大歷史系 

1990 

孫全文、蔡

忠志 

安平聚落之發展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

集》，成大歷史系 

1990 

葉振輝 清同治七年安平砲擊事件前的地

方交涉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

集》，成大歷史系 

1990 

謝國興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臺南幫的摶成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

四冊，近代中國 

1991 

謝國興 由商而工：光復初期臺南幫的銳變 《臺灣光復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中研

院社科所 

1993 

謝國興 侯雨利：生意人抑或企業家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中研院近史所 1993 

謝國興 政商關係與企業發展─臺南幫的個

案觀察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

集》，國史館 

1994 

王見川 略談安平的第一間齋堂--化善堂 《安平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臺南市政府，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5 

石萬壽 南化鄉平埔族的村社 潘英海等《平埔研究論文集》，中研院臺

史所籌備處 

1995 

江樹生 荷蘭時代的安平街--熱蘭遮市 《安平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臺南市政府，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5 

江樹生 熱蘭遮城的歷史與重建 《安平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臺南市政府，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5 

林昌華 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與西拉

雅族 

潘英海等《平埔研究論文集》，中研院臺

史所籌備處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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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海 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

的信仰叢結 

潘英海等《平埔研究論文集》，中研院臺

史所籌備處 

1995 

謝國興 統一企業：一個臺灣鄉土企業的國

際化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集》，

第四冊，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5 

廖風德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口供之分析 《臺灣史探索》，學生 1996 

黃士娟 從延平郡王祠到開山神社  傅朝卿主編《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研

討會論文集》 

1999 

謝國興 從家族企業到企業家族─佳和紡織

集團的銳變 

《管理資本在臺灣》，遠流出版公司 1999 

吳育臻 日治時代改良糖廍的發展與地方--

以前大埔改良糖廍為例 

顏尚文, 李若文主編《南臺灣鄉土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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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尚文, 李若文主編《南臺灣鄉土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0 

王琪 成大測量系的成立、發展與其在臺

灣經建發展上的貢獻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功的道路—第

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林孟欣 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功的道路—第

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高淑媛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與臺

灣工業化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功的道路—第

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康培德 十七世紀的西拉雅人生活 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

文化》，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 

2001 

傅朝卿 成大光復校區的歷史建構：從軍事

到高等教育之空間演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功的道路—第

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蕭百興 機械之船的國族揚帆：戰後初期省

立工學院在臺南東郊的異質空間

性建構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功的道路—第

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 

謝國興 臺南幫的家族網絡 《經濟與社會：兩岸三地社會文化的分

析》，臺北：生智文化事業公司， 

2001 

翁佳音 西拉雅族的沈默男性祭司：十七世

紀臺灣社會、宗教的文獻與文脈試

論 

《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

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

民族所 

2003 

康豹、邱

正略 

武裝抗爭與地方社會--以西來庵事

件對沙仔田等十五村庄人口結構

的影響為例 

洪宜勇編，《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04 

黃靜嘉 從沈榮的際遇談日據時期的殖民

地法制 

洪宜勇編，《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04 

蔡明志 臺灣鹽分地帶民宅之閩南傳統與

殖民現代性 

李金振編，《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金門縣立文化中心頁 399-4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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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興 農業社會時期臺南地區的移民、婚

配與社會流動 

《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

北：東華書局 

2004 

許淑娟 從地名解讀臺南市的區域特色 《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內政部 

2005 

葉春榮 西拉雅平埔族的宗教變遷 《歷史‧文化與族群：臺灣原住民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2006 

石萬壽 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 臺南市政府, 國立成功大學編《海洋臺灣

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 

2007 

江樹生 鄭成功在臺南 臺南市政府, 國立成功大學編《海洋臺灣

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 

2007 

莊永清 以文學介入社會：臺南市日治時代

「臺灣藝術俱樂部」作家群初探 

陳立驤編，《2007 年南臺灣歷史與文化

論文集》，高雄：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2007 

鄧孔昭 從東都、承天府到東寧--明鄭時期

一個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地名故事 

臺南市政府, 國立成功大學編《海洋臺灣

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 

2007 

Heylen, 

Ann（賀

安娟） 

Diary Studies and Trends in 

Taiwanese Historiography: Locating 

Colonial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t 

Stereotypes in the Tainan Region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Kleeman, 

Faye Yuan

（阮斐娜） 

Ghosts, Landscape and History: 

Colonial Imagination of Native 

Tainan Culture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Simon, 

Scott（史

國良） 

建構臺灣：臺南鞣皮廠中的工作與

國家認同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王昭文 1920 年代臺南的基督徒與社會運

動初探：以 1928 年「臺南墓地遷

移事件」為例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艾茉莉

（Fiorella 

Allio） 

Local Traditions and Their 

Perpetuation in a Changing 

Taiwanese Society: Lessons Drawn 

From the Study of Communal 

Rituals in the Nanying Region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吳育臻 日治時代嘉南大圳對臺南州「米糖

相剋」現象的衝擊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松金公正 日本植民地期の臺南地域におけ

る日本佛教による布教の展開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張慧諯 再思考西拉雅的祀壼文化叢：宗教

的變遷與延續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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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士榮 戰後初期吳新榮的國族自我追

尋：以《吳新榮日記)為中心的探

討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曾華璧 1990 年代南瀛地區開發與保育的

歷史考察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植野弘子 臺南生活文化上所受之日本統治

的影響：高等女學校與其研究意義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楊彥杰 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

陶洋江氏宗族為例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鄭梓 試探南瀛地區近代「行政建制」之

變革：從戰前「臺南州」到戰後「臺

南縣市」的歷史轉折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戴文鋒 萬年縣治所考辨 林玉茹、艾茉莉（Fiorella Allio）編，《南

瀛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 

2008 

王坤煌等 臺南縣桌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6 

- 2008 年） 

范春源編，《國立臺東大學 2009 年體育

運動史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國立臺東大

學體育學系 

2009 

李豐楙 代天巡狩：南鯤鯓五王的神格與職

司 

洪高舌、李水性、黃樹林、吳易銘、李國

殿編，《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帶文化

資產研討會論文集》，南鯤鯓代天府管理

委員會 

2009 

林玉茹 倒風內海中南鯤鯓王爺信仰的發

展 

洪高舌等編，《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

帶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南鯤鯓代天

府管理委員會 

2009 

林玉茹 麻豆港及其市街的變遷 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

族》，臺南縣政府 

2009 

林明德 南鯤鯓代天府匾聯文化：王爺廟群

脈絡之考察 

洪高舌等編，《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

帶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南鯤鯓代天

府管理委員會 

2009 

高淑媛 日本統治末期臺灣工業技術人才

養成：臺南與東北的交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日

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北京：九州 

2009 

陳中禹 荷治時期麻豆社的族群關係與被

統治的歷程 

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

族》，臺南縣政府 

2009 

陳姿如、

王建臺 

臺南西港廟會緣起與藝陣之探討 范春源編，《國立臺東大學 2009 年體育

運動史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國立臺東大

學體育學系 

2009 

曾品滄 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

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 

《國史館學術集刊》，7；林玉茹編，《麻

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縣政府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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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寶、

陳光雄 

臺南縣學校男子軟式網球運動發

展初探（1977 - 2008） 

范春源編，《國立臺東大學 2009 年體育

運動史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國立臺東大

學體育學系 

2009 

蔡承豪 麻豆地區的家族與士紳階級的建立 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

族》，臺南縣政府 

2009 

蕭瓊瑞 南鯤鯓代天府的彩繪藝術 洪高舌等編，《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

帶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南鯤鯓代天

府管理委員會 

2009 

謝英從 從山上鄉土地文書續探大潭底莊

施琅租業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等編，《第三屆臺灣古

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逢

甲大學出版社 

2009 

大東和重 旅居臺南時期的國分直一：發現具

有多元文化的臺灣 

戴文鋒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縣政府 

2010 

李豐楙 行瘟與代巡：臺江內海舊區迎王爺

的地方傳統 

戴文鋒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縣政府 

2010 

柯勝釗 日治時期臺南公會堂之社會活動 簡文敏編，《南臺灣歷史與文化論文集》，

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 

2010 

洪麗完 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

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裔為例 

戴文鋒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縣政府 

2010 

高淑媛 地方產業走向近代之路：以日治時

期番社庄陳氏兄弟為例 

戴文鋒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臺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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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昇 道光三年以前清廷在臺江內海周

圍的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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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歷史系編《海洋古都府城文明之形塑

學術論文集》，臺北，稻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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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集》，臺北，稻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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