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史料、工具書類 

陳宗仁  

本文介紹臺灣地區 2010 年發表的史料類別文獻，除了與臺灣史研究相關的史料

外，亦介紹方志、家譜、回憶錄及工具書的出版。全文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出版史

料，分為文字史料與非文字史料兩大類，前者為數甚多，按四個斷代分類、敘述。非

文字史料部份，則是介紹文物與圖像史料；第二節描述與史料有關的解讀與研究；第

三節渉及方志、家譜、回憶錄等史料的出版品；第四節則介紹 2010 年度出版的工具書。 

一、史料 

（一）文字史料：臺灣早期 

有三種，均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的整理與編譯。 

(1) The Formosan encounter :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IV: 1655-1668 

自 1986 年《熱蘭遮城日誌》荷文版開始出版以後，曹永和教授與順益臺灣原住

民博物館游浩乙館長即邀請日誌的編纂團隊繼續以臺灣原住民為主題，編纂荷蘭史

料。自 1999 年起，由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與 Natalie Everts 陸續編輯、出版 The 

Formosan encounter :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2010 年出版此一系例的第四冊，亦是 後一冊，收錄

1655-1668 年間的荷蘭史料，有荷蘭原文與英譯文。 

(2) 《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 

此外，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亦邀請臺灣學者將上述系列翻譯成中文，2010 年

出版 The Formosan encounter 的前兩冊，書名為《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

實荷蘭檔案摘要》，第一冊收錄 1623-1635 年間史料，由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林偉盛

教授翻譯，第二冊收錄 1636-1645 年間史料，由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康培德教授翻

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出版。 

                                                 
 本文第三節係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曾品滄教授及其助理李瑞源、李佩蓁負責撰寫，有關清代史料及

其研究則由臺北大學歷史系洪健榮教授撰寫，其餘則由筆者及助理劉育信、林哲安撰寫。筆者感謝前述諸

君的協助。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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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第二冊 

另一部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集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

督書信集》第一、第二兩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 2002 年起，推動「荷蘭時期大員

長官致巴達維亞城總督書信整理翻譯」計畫，由江樹生主譯註、翁佳音協譯註，陳

瑢真負責檔案抄寫，於 2007 年出版第一冊，收錄 1622-1626 年間之長官書信。2008

年起該館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於 2010 年重刊第一冊，並新刊第二冊。第二冊收

錄第三任臺灣長官彼得．納茨(Pieter Nuijs)十四件書信及相關史料兩件，年代是

1627-1629。 

（二）文字史料：清朝時期 

1. 官方史料 

(1) 《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中)、(下) 

故宮博物院繼 2009 年出版《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上冊後，本

年度再出版中、下兩冊，中冊收錄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至道光十二年十

一月（1832）間奏摺錄副等資料，共 79 件；下冊收錄道光十二年十二月(1833)至光

緒 34 年（1908）8 月間奏摺錄副等資料，共 106 件。其內容主要為治臺官員奏報原

住民社會風俗、原住民與漢人關係以及官方治理措施等事宜。 

(2) 《清臺灣奏稿三種》 

中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清臺灣奏稿三種》，亦附記於此。

此書由陳湛綺編輯，收錄清道光十二至十四年（1832-1834）的〈程祖洛魏元烺奏稿〉、

〈程督院奏酌籌臺灣善後事宜各條款奏稿〉兩種，以及光緒二十一年（1895）的〈請

將臺灣議款宣示奏稿〉一種。前者內容主要涉及道光中期嘉義地區張丙案的起事緣

由、鎮壓過程及善後事宜，後者係針對中日馬關議和期間臺灣民心動態及官方應對

措施的奏陳。 

2. 民間史料(古文書) 

(1) 《埔鹽鄉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 

陳仕賢編《埔鹽鄉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選錄陳書

逸先生捐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陳順昌號古文書資料，包括土

地買賣契字、契尾、丈單、典契、找洗契、鬮書、執照、規約書、領取證書及其他

各類證書等， 早的一份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馬芝遴社老灣阿嘓等立給佃批，

晚的一件為昭和十六年（1941）陳水銅等人土地買賣契約證書，年代貫穿清代至

日治時期約百七十餘年。這批史料除了呈現大有陳順昌號的在地發展，並為早期彰

化地區的原漢關係與區域拓墾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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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 

林美吟、唐蕙韻編纂之《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金門縣政府出版。本書

是 2007 年文建會推動的金門城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計畫之成果，金門城位於

金門島西南側，自明朝洪武二十年以來建城迄今，經作者們調查所得歷史文獻與文

物數百件，位其類別，有文化地景物件，如石刻、碑碣等八十二件；傳統建築環境

物件，如寺廟、民居等五十七件；生活物件如農具、釀酒器具等三百餘件；歷史文

獻有古地圖兩件、族譜三件、古地契一百九十九件，其餘二十二件。金門城的文物

中，石刻、碑碣有十六件屬明朝文物，相當珍貴。契字部份，有乾隆時期三份，嘉

慶年間七份，其餘有道光以下各朝代，類別有典契、賣契、契尾等。關於金門契的

研究，可參看陳哲三的相關論文。 

3. 外文編譯史料 

(1) 《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盜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

盜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由臺北前衛出版社出版，原題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該書

先前已有《老臺灣》（吳明遠譯，臺灣銀行，1959）、《發現老臺灣》（陳逸君譯，臺

原出版社，1994）、《歷險福爾摩沙》(陳逸君譯，原民文化出版社，1999)等三種中文

譯著。2010 年此書由前衛出版社重刊，與 1999 年之刊本相較，文字大致相同，只是

重新編排，附圖更動較多。 

該書為 19 世紀後期英格蘭籍海關官員、洋行商人必麒麟的臺灣回憶錄，完成於

1898 年，記錄 1863 至 1870 年作者居臺期間的親歷見聞及切身感觸，舉凡晚清涉外

關係、中國官場特性、西方宗教文化的傳播、臺灣各地城鄉意象、漢人社會風俗以

及原住民部落分布與文化習尚等面向，概有生動的描述，也為後世留下了難得的研

究素材。書中各章有導讀或是針對關鍵人物、重要地點解說，便於讀者掌握相關的

歷史訊息。 

(2) 《1880 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 

泰勒(George Taylor)等著，杜德橋(Glen Dudbridge)編，謝世忠、劉瑞超譯，《1880

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由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聯合出版。該書原題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Papers by the South Cape Lightkeeper George Taylor，其內容多數為晚清時期首

位駐守於今屏東鵝鑾鼻燈塔的英國人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所撰，包括〈臺灣

的原住民族〉、〈臺灣的生番女祭司〉、〈漫游南臺灣〉、〈臺灣原住民的民俗傳說〉、〈臺

灣島之特性及其原住居民〉，另收有編者杜德橋的〈喬治．泰勒與南岬的族群〉，以

及湯瑪司．法蘭西斯．修斯的〈拜訪南臺灣十八社頭目卓杞篤〉，麥可．畢齊禮的〈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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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橫越南臺灣打狗至南岬之旅程兼述全島概況〉，威克翰．梅爾的〈南臺灣原住民族

小記〉，共計九篇，呈現出百年前喬治．泰勒等人的西方文化視角中，包括排灣、魯

凱、卑南、阿美與平埔各族等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風貌，對於十九世紀後期原住民

史甚至是臺灣涉外關係史的建構，頗具參考價值。 

（三）文字史料：日治時期 

1. 官方史料 

(1) 《日治時期籍民與國籍史料彙編（25）》 

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對臺灣史研究者來說，一直是

很重要的史料，從 1998 年起，採用專題翻譯及史料彙編的方式彙整成書，共有「教

育」、「涉外關係」、「郵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產」、「衛生」等八項

專題。2010 年出版由王學新編譯的《日治時期籍民與國籍史料彙編》，是總督府檔案

專題翻譯的第二十五冊，也是涉外關係系列第二輯(第一輯是《籍民與南進》)，收錄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及《臺灣總督府府報》中，有關於籍民及國籍有關的史料，

共分五個部份：一、臺灣住民身分之決定；二、漏籍問題；三、旅卷管理問題；四、

國籍變更問題；五、入除籍案例。本書收錄之史料以漏籍問題為主。1 對於日治時期

籍民問題問題，本書的出版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2) 《臺灣總督府檔案司法文書選輯》 

另一種與總督府檔案有關的出版品是司法院出版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司法文書

選輯》。司法院自 2003 年起，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合作推動「臺灣總督檔案－司法

文書蒐集、解說」計畫，從「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蒐集了與司法相關的文書，精選

其中 65 件司法文書，分作四大單元：一、法院制度；二、司法運作實態；三、法律

從業人員；四、民事爭訟調停、犯罪即決、涉外事件、原住民法律地位。書中提供

檔案圖像，附上翻譯的內容，且在每件法案開頭，解說該法案的重要性及意義。並

附錄王泰升教授所撰的〈日治時期司法運作實況〉，介紹當時的法院制度與設置管

轄，以及司法相關人員及其職務。 

(3)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 

日本政府於 1895 年佔領臺灣後，為使統治順利，開始對臺灣進行各項調查工作。

有關「蕃族」的調查與出版，先後完成《蕃族調查報告書》、《蕃族習慣調查報告書》、

《臺灣蕃族習慣研究》等出版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自 2007 年以來，進行《蕃

族調查報告書》的中譯工作，陸續完成第一、二、四、六冊報告書，族群涵括卑南、

阿美、布農、泰雅等族。2010 年出版《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係接續第六冊泰

                                                 
1 日治初期，若在國籍選擇期限後未離開臺灣之臺灣住民，即擁有日本國籍，離開者為清國人，但是離開後又

想回到臺灣居住者也為數不少，對臺灣總督府來說，必須處理此一「漏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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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太魯閣族的調查報告，內容涉及各社情勢、歲時祭儀、宗教信仰、出草、生活

居住、傳說等描述，附錄各社常用詞彙的對照表，對於研究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群社

會文化、語言提供相當豐富的參考資料。 

(4) 《霧社事件日文史料翻譯》 

另一本重要史料彙編是《霧社事件日文史料翻譯》。2010 年適逢霧社事件八十周

年紀念，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霧社事件日文史料翻譯》上、下兩冊，內容有：一、

臺灣軍司令部編撰，《昭和五年臺灣蕃地 霧社事件》；二、臺灣軍參謀部編纂，《霧

社事件陣中日誌 自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同年十二月二日》；三、陸軍大臣官房

編纂，《霧社事件關係陸軍大臣官房書類綴》；四、臺灣軍經理部編纂，《昭和五年臺

灣霧社事件給養史》。本書之翻譯參考春山明哲編‧解說之《臺灣霧社事件軍事關係

資料》。此書綜合整理了事件相關的資料，且經由不同管道的軍方資料，有助於了解

當時的鎮壓行動。書中也使用典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本國「防衛研究所

圖書館」中的照片圖檔，並配合當時繪製的地形圖等，使讀者能從文字及圖檔瞭解

該事件始末。 

(5) 日治時期臺北廳寺廟調查報告之翻譯 

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報告，在 2009 年的書目中置於宗教史類，今年則歸在史料

類。2010 年時有高致華翻譯的兩篇譯文，一是〈日治時期臺北廳寺廟調查報告：興

直公學校校長報告書〉，收錄在《臺北文獻》171 期，2 原為 1910 年代臺北廳編撰《社

寺廟宇に関する調查‧臺北廳》的部份內容，內容包括新莊地區的大眾廟、慈祐宮、

武聖廟、廣福宮、文昌廟、保元宮、福德祠之沿革及基本資料、各寺廟主神的傳說。

另一篇是〈日治時期臺北廳寺廟調查報告：安坑公學校校長報告書〉，收錄在《臺北

文獻》172 期，內容是安坑地區太平宮、潤濟宮的基本沿革和祭典方式。3 

(6) 《臺灣教育沿革誌》 

在教育方面，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於 1925 年出版《臺灣教育沿革誌》，收錄 1901

年到 1922 年間相關的教育法規、行政等事項，為重要的教育史料彙編。2010 年財團

法人臺灣教育會進行編著、許錫慶譯注，完成中譯本《臺灣教育沿革誌》，全書共計

558 頁，內容除了總說一篇外，另有學事行政、初等教育、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

等教育、私立學校、特殊教育及社會教育等八篇。 

 

(7)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出版的《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

案》一書，本書原為俄羅斯學者郭杰與白安娜編著，內容有關臺灣共產主義地下組

                                                 
2 高致華(譯)，〈日治時期臺北廳寺廟調查報告：興直公學校校長報告書〉，《臺北文獻》171(2010.3)，頁 223-236。 
3 高致華(譯)，〈日治時期臺北廳寺廟調查報告：安坑公學校校長報告書〉，《臺北文獻》172(2010.6)，頁 2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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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其與共產國際關係的研究成果與文獻，書中文獻 67 件，收藏於俄羅斯社會政治

史檔案館，屬未刊檔案。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從 2005 年起開始進行翻譯工作，俄文部份由李隨安翻譯，英

文翻譯則委由陳進盛擔任，於 2010 年出版中譯本，此書是第一本使用共產國際和臺

共聯繫檔案的研究論著，闡明了共產國際(1921-1943)駐上海的遠東局人員與臺灣人

接觸的經過。 

2. 個人史料 

   《黃旺成先生日記(六): 1918》、《黃旺成先生日記(七): 1919》 

近年來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持續推動日記史料的解讀，目前除了已出版的《臺

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簡吉獄中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等出版品外，現正

持續進行《黃旺成先生日記》、《灌園先生日記》的解讀與出版。 

自 2007 年開始進行解讀的《黃旺成先生日記》，為臺灣現存出版日記中寫作時

間 長的日記，前後四十九年的紀錄，鮮有闕漏。2010 年出版《黃旺成先生日記(六)：

1918》、《黃旺成先生日記(七)：1919》兩冊，內容多為居家生活以及與學校教職員的

互動，涉及旅遊、節慶習俗、家庭婚姻等議題，對於生活史的研究頗有助益。 

（四）文字史料：戰後時期 

 本類史料以戰後初期較多，排列於前，見第一至第四項。 

(1)《灌園先生日記(十七): 1945》、《灌園先生(十八): 1946》 

2010 年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灌園先生(十

八)：1946》兩冊，時間橫跨日治、戰後，內容呈現戰時體制的臺灣情況，及戰後國

民政府接收前後臺灣社會的不安以及米穀缺乏的問題。 

(2) 《許壽裳日記》、《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 

許壽裳係戰後初期來臺的重要文人之一，是文史學者、作家，也是教育家，浙

江紹興人，字季黻(1883-1948)。1946 年，他應陳儀之邀，來臺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

長，主導戰後臺灣的文化工作，但二二八事件後，因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改組，

陳儀離職，臺灣省編譯館撤廢，許壽裳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隔年二

月十八日於臺灣大學教員宿舍遇害。 

北岡正子、陳漱渝、秦賢次、黃英哲主編的《許壽裳日記》，收錄了 1940 年八

月至 1948 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此書是依據「東京大學東

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之版本與「福建教育出版社」簡體字版本，根據許

壽裳日記手稿重新校勘、出版。全書分為「導讀：關於許壽裳日記（北岡正子、黃

英哲）」、「許壽裳日記」、「附錄：許壽裳年譜」三部份。《許壽裳日記》不僅是許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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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個人的傳記資料，亦是該時代重要的社會文化史料。此外，黃英哲主編《許壽裳

臺灣時代文集》，亦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此書收錄許壽裳在臺時期散見於各刊

物的研究與評論文字，以及《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和《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兩部

專著，完整呈現許壽裳在臺時期的思想與關懷議題。本書分為「導讀：許壽裳與臺

灣 1946-1948（黃英哲）」、「魯迅研究」、「國語教育」、「時論」、「學術論著」、「附錄：

許壽裳臺灣時代年表（黃英哲）」。《日記》與《文集》不但是個人生命史的縮影，也

完整見證了大時代的轉折與變遷。 

(3) 《臺灣省編譯館檔案》 

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主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為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書為分為四部分：一為導讀：臺灣省編譯館設立始末、二為整理稿，三為檔案影

印稿、四為臺灣省編譯館人物簡介。整理稿部分依臺灣省編譯館檔案原稿整理，按

檔案的性質共分四大類：一、行政；二、人事；三、財務；四、書信。行政類有 150

件，296 頁；人事類有 54 件，104 頁；財務類有 10 件，21 頁；書信類有 96 件，245

頁，共計 310 件，666 頁。 

(4) 《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 

中國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

會結束總報告》，此書由陳湛綺編輯，亦是有關戰後臺灣史的重要史料，附記於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為接收在臺日本人的財產，成立臺灣省接收委會

日產處理委員會，進行接收工作，此書是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日產結束後的總報告，

書中收錄日產處理委員會組織概要、接收經過及情形、結束移交情形。並附錄重要

議決案及執行情形與重要法令摘錄及委員會職員錄，為研究戰後初期日產接收之重

要史料。惟該書引用檔案均依原件翻拍，部份影像模糊不清。 

 

(5) 《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 

謝仕淵主編《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為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柯旗化

因政治理念不見容於當局而兩度入獄。本書包括了「柯旗化小傳與年表」、「獄中家

書解題」、「讀柯旗化獄中家書有感」、「全文與校注」、「獄中家書影像」等部份，其

中「全文與校注」收錄了柯旗化第二次入獄期間，約三百封的家書，起迄時間為 1963

年 3 月 14 日至 1976 年 6 月 14 日，內容多為柯旗化寫給其妻蔡阿李的信，也包括數

封朋友親戚、三個兒女寫給柯旗化的信或賀卡。獄中家書除了見證獄中編修《新英

文法》的過程，及夫妻與親子間的對話。全書編排，呈現往來書信的原始樣貌，並

加以說明。 

(6)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十二)》 

國史館例行性的出版品有胡健國、賴淑卿、蔡盛琦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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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錄本年度受褒揚者者 22 位，計有張萬傳、劉俠、黎玉璽、費希平、盧湛濤、

王生善、尹士豪、殷宗文、王昌華、陳靜秋、潘重規、胡貴芳、林佳鈴、林重威、

林永祥、鄭雪慧、姚蒸民、黃紀男、張福興、麥春福、蔡巧妙、路國華、翁景惠、

法治斌、熊先舉、宋美齡、杜國輝、林金莖。 

 (7) 《鹽鄉記憶：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臺鹽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記(五)》 

檔案管理局出版《鹽鄉記憶：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臺鹽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記五》一書，係該局「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系列

叢書第五冊，依據檔案管理局典藏之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及通霄精鹽廠數

位檔案，由黃紹恆、毛俊育編輯、撰文。全書除前言、編撰者說明及編輯凡例外，

含緒論、結論等共計六章，分別研究鹽稅制度、鹽業工作者群像、文化地景角度看

鹽田的開發與變遷、鹽業技術發展、運銷與銷售、鹽田機械化及其影響、臺鹽轉型

到民營化歷程等。書中收入與主題相關數位檔案影像、圖表、照片、工程設計圖，

與檔案互相參照印證，說明臺鹽公司與戰後經濟發展之關聯。書末附錄有「檔案使

用總表」、「臺鹽公司年表」。 

(8) 《電信巨擘：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印記(四)》 

檔案管理局另一出版品是《電信巨擘：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印記四》一書，係該局「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

輯」系列叢書第六冊，由黃富三撰文。全書運用該局典藏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化之前的重要檔案總計 144 則，區分項目，再加以介紹、說明，讓讀者瞭解此

批檔案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進而可作為學術研究之材料或其它用途之資訊。此書

除前言、編撰者說明及編輯凡例外，含緒論、結論等共計六章，分別研究臺灣電信

發展沿革、組織變革與資金籌措、電信總局時期之發展概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時期之發展等，說明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發展歷史。書末附錄有「洪兆鉞先生

訪談紀錄」、「陳玉開先生訪談紀錄」、「大事年表」、「檔案使用總表」等，備供參考

佐證。 

(9)《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料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 2 輯）》 

王見川、李世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料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

輯）》，收錄臺灣、中國有關臺灣民間私藏的民間信仰和文化資料，包括清代善書、

清代至日治歌仔冊、孔教刊物(《孔教報》與《崇聖道德報》)、道院、紅卍字會資料，

以及百餘張日治至戰後初期的臺灣寺廟及其活動照片。書中依照內容分類，方便使

用者擇取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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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物與圖像史料 

 本類出版品以展覽圖錄為主，故排列於前，即第一至第八項。第九項以後為

個人或機關之出版品。 

(1) 《聞眾之聲：霧社事件 80 周年特展》 

《聞眾之聲：霧社事件 80 周年特展》由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江明珊統籌編輯。

2010 年是霧社事件 80 周年，臺灣歷史博物館為此策劃展覽，透過影像、聲音、文獻、

口述等方式多角度呈現各方觀點下的霧社事件。本書收錄許多珍貴史料，包含照片、

地圖、新聞等，相當豐富。書中依序介紹賽德克族傳統習俗，日本勢力逐漸深入霧

社地區後，對該地區的影響與因之引起的文化衝突，接著敘述霧社事件發展過程。

結尾則收錄各方不同觀點下的「霧社事件」解釋。 

(2)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特展專輯》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週年特展專輯》由臺灣省政府資料室編著，

臺灣省政府出版。本書共分為六個的章節，分別為︰一、 後關鍵時刻已到，二、

全民動員戡戰，三、擠身四強之列，四、臺灣抗日運動，五、堅持光復臺灣，六、

光榮勝利時刻。展示照片史料，再配以簡要文字說明，記載國民政府於 1937 至 1945

年間，在中國對日戰爭經過，並敘述同時期臺灣的抗日事件。 

(3) 《跨越時代‧政經時代：高雄陳家史料文物特展》 

《跨越時代‧政經時代：高雄陳家史料文物特展》一書中以「陳中和紀念館」

提供的收藏為主軸，詳述所謂臺灣五大家族中的高雄陳家歷史。本書由林文龍編輯，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共有七個章節。前半部透過照片圖像，佐以文字敘述的方

式，介紹陳家在南臺灣的發展脈絡，由日治時期的商業經營，走向戰後亦政亦商的

事業版圖；後半部則是展示陳家在社會上的貢獻，其中包含教育推廣與醫療服務等，

末章除展出陳家文物之外，亦收錄陳家五代族人在藝術方面的成就。 

(4) 《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圖錄》 

2010 年適逢蔣經國先生百年冥誕，國史館特別舉辦紀念展覽，並由王正華等撰

稿，出版《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圖錄》。本書首先依照蔣

先生的成長歷程，分期展示了許多珍貴圖片，時期由 1910 至 1970 年共分六章，場

景由浙江經俄國再來到臺灣，以及蔣先生接任行政院長之後的發展，分四個章節討

論其在內政建設、外交政策、民主實行及其與人民互動等方面上的表現。 後並收

錄了蔣先生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父親角色，此外還有與華、日青年交流的珍貴照片。 

(5)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特展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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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統府主辦、國史館承辦之「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特展，自 2008 年十二月於

總統府一樓展出。展覽項目包括「建築的故事」、「總督的故事」、「總統的故事」、

「臺灣的故事」等主題。並出版《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從總督府

到總統府：總督的故事》、《從總督府到總統府：臺灣的故事》三本圖文書。分別

收錄國內各單位與民間人士提供的珍貴文獻、照片等史料與文物。 

(6) 《開創社會經濟發展的年代—臺灣省議會第七、八屆（1981～1989）檔

案史料特展專輯》 

蘇瑤崇主編，臺灣省諮議會所出版的《開創社會經濟發展的年代—臺灣省議會

第七、八屆（1981～1989）檔案史料特展專輯》，詳盡介紹前述兩屆省議會期間的各

項重大決議，包含三大項議題：社會變化，經濟變化，環保變化，在三大議題之下，

又依不同屬性劃分小項分別討論。書中刊載各項提案書圖像，搭配文句敘述，使讀

者了解議案內容。省議會相關檔案史料數位化成果，便利閱讀與研究。 

(7) 《臺灣文學的發展展覽圖錄》 

《臺灣文學的發展展覽圖錄》由張忠進等編輯，臺灣文學館出版，係依據該館

之常設主題展內容，改編成書，依循常設展的四項佈展原則：「與民眾生活相結合」、

「與臺灣歷史發展相結合」、「與世界相連結」、「體現臺灣文學的自主性」，全書共分

為七個章節，根據不同的主題，羅列相關重要著作，簡介作者生平與作品內容，中

英文對照，本書實可作為研究臺灣文學的入門書。 

(8) 《珍藏臺灣—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選要目錄》 

臺灣歷史博物館已於 2011 年十月二十九日開館，是臺灣歷史學界盛事，《珍藏

臺灣—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選要目錄》一書即是展現該館對文物與史料的蒐藏、研

究與保存的成果，由石文誠等撰著，該館出版。本書的主軸以政權分期，循序編輯，

內容有三大部分，首先是呂理政與許美雲所撰寫的兩篇專文，介紹該館的典藏政策、

蒐藏策略與館藏文物；第二部份是館藏選要，由八位作者撰寫，以文字搭配館藏圖

像説明。第三部份為館藏目錄，有助讀者對館藏文物的認識與檢索。 

(9) 《清國時代官署印影集》 

《清國時代官署印影集》係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原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藏書，經館方重新彩色掃描與編輯整理，並聘請學者莊吉發撰寫說明。本

書分為四大部分：「印」、「關防」、「鈐記」、「戳記」，其中以關防的數量 多，計有

174 件。在內容說明方面，較特別的部份是增加滿文名稱。 

(10)《日治時期的海運》 

國家圖書館編印之《日治時期的海運》一書，為該館「映象臺灣系列」第四本

圖文書，由何培齊編撰。全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份介紹臺灣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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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口的沿用、及之後國際港、特別輸出入港、各地港口的興築過程與運作概況；

第二部分則介紹各口岸導航設備──燈臺與燈塔；第三部份則審視從竹筏到現代化郵

輪間，臺灣交通運輸的發展過程。本書除透過嚴謹之文字與附註，說明日治時期臺

灣海運發展的樣貌變遷外、更於行文間穿插二百餘幅日治時期各港岸全景、設備、

航運工具、航運情形的寫真明信片。 

(11) 《尋找臺灣圖像：老照片的故事》 

陳秋瑾在《尋找臺灣圖像：老照片的故事》一書中，透過兩個家族的照片，勾

勒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面貌，涉及主題廣泛，如性別、日常生活、經濟、教育等。

作者透過此書，闡述其對臺灣文化「小敘事」理念的實踐與期待，認為照片是理解

臺灣文化的窗與鏡，也可討論臺灣家庭文化的核心價值，或者是不同文化間的衝突。

本書由歷史博物館出版。 

(12) 《黃家旺麟公族系古文物典籍集》 

《黃家旺麟公族系古文物典籍集》由「中港溪上游工作室」編輯出版，作者黃

彥菁是黃旺麟族裔，因此本書也是一種追朔家族起源的寫作。全書共分為十一個章

節，前八個章節展示黃旺麟一族相關文書史料，包括了地契、命理書等，年代橫跨

了清治、日治到戰後，相當豐富；後半部則是考察對黃家世系，作為未來研究黃旺

麟墾闢事蹟的基礎研究。書末作者雙親的相關文物照片。 

(13) 《臺灣原住民族抗日史圖輯》 

根誌優（達英‧拿答弗‧撒萬‧葛斯阿門）編著《臺灣原住民族抗日史圖輯》，

臺灣原住民出版公司出版。此書透過日治時期的照片，詳述原住民的抗日歷史故事，

以族群作為分類依據，而資料較多的泰雅與布農二族，再依地區畫分。內容敘述皆

為照片展示，並附上扼要的文字說明，全書超過四百頁，內容豐富。 

(14) 《走過百年：一次讀完臺灣百年史》 

《走過百年：一次讀完臺灣百年史》描繪二十世紀以來臺灣的歷史演變，作者徐

宗懋原為記者，近年來投入臺灣歷史文化寫作。本書以 1970 年為界，將百年臺灣史

分成 1900-1970 年的〈光復篇〉與 1971-2000 年的〈民主篇〉。全書收錄五百多張照片，

並依照各年份的關鍵事件分類，詳述該事件的背景與發展。而在關鍵年份中，亦穿插

相關重大的國際事件，適時結合世界局勢發展。書末有年表，便於讀者查閱。本書由

臺灣書房出版。 

二、史料介紹、解讀及研究 

以下討論 2010 年時學者們對於臺灣史料的介紹、解讀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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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史料 

關於臺灣早期古地圖的解讀及研究有兩種，其一為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

圖研究》，為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該館曾出版《經緯福爾摩莎》、《測量臺灣》等

書，2010 年又出版《臺灣輿圖曁解說圖硏究》，顯示該館對於地圖史料的重視。全

書針對清光緒五年（1880）臺灣兵備道夏獻綸主編之《臺灣輿圖》，進行導讀、考證

及標校等工作，使讀者洞悉圖像中各種代表清代後期臺灣自然地理及人文景觀的資

訊與細節，導讀為該館黃清琦所寫，全文標校是由當時就讀成大歷史碩士班的李佩

蓁負責，李佩蓁現已就讀臺大歷史博士班。全書採取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的技術，抽取該圖內容製作一系列的解說地圖，將傳統輿圖轉

譯及重繪為現代地圖，便於讀者閱覽。 

另一地圖出版品是賴志彰、魏德文的《臺中縣古地圖研究》，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出版。全書針對十七世紀前後至十八世紀西方繪製之臺灣相關地圖、清代康雍乾時

期長卷軸山水畫臺灣輿圖、清代方志與文獻印製的輿圖、清代地方古文書與其他文

件的地圖、十九世紀西方及日本繪製臺灣相關地圖、日治時期普通地圖與主題地圖、

戰後初期臺灣相關地圖中涉及臺中縣境的部分，進行內容解說與分析研究，以掌握

各個時期關於中臺灣的區域地理認知，從中窺知不同時期的土地利用變遷及其歷史

演進脈絡。 

清代契字文書的歷史意義及其史料價值早獲學界重視，相關研究及介紹較為豐

富。李季樺〈臺灣契約文書的研究動向〉一文，首先介紹歷年來臺灣公私藏契約文

書的收集、整理與利用情況，其次說明 1990 年代前後迄今學界有關契約文書的研究

成果對於臺灣歷史認知或臺灣史研究觀點的影響， 後提出契約文書如何運用於區

域史、地權史、原住民史、原漢關係、家族史、人群組織、金融史、商貿史、法制

史等特定主題的研究。全文旁徵博引，兼具學術史的廣度與方法學的深度，對於學

界的後續研究應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性。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中縣文化

局、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校《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

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由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出版，為 2010 年舉辦該學術研討

會的論文集。論文的主軸之一，係針對古文書本身的內容、形式及其演變進行討論，

如邱正略〈再探「找洗字」：以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收錄的契約為討論中

心〉一文，即運用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建置的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資料庫，從中搜尋出 405 筆民間找洗契字，探討其找洗的理

由、性質與類別；5陳瑛珣〈賣子免呼子之名：從清道光到日治時期（1821-1945）臺

灣社會的賣子契約〉一文，主要分析清道光年間至日治時期臺灣民間賣子契約存在

                                                 
4
 李季樺，〈臺灣契約文書的研究動向〉，《臺灣風物》60:4(2010.12)，頁 101-159。 

5
 邱正略，〈再探「找洗字」：以臺灣歷史數位圖書館（THDL）收錄的契約為討論中心〉，收入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編，《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歷史研究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2010)，頁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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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原因與類別。6 

至於陳哲三〈金門與臺灣清代契約文書的異同〉一文，比較清代金門與臺灣草

屯地區契約文書的格式及其內容，指出兩者 大差異在於土地面積的書寫方式與交

易媒介不同。（該文修訂後，另發表於《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21 期，題名〈清代

金門與臺灣契約文書異同之比較研究〉）。7此外，收錄於該論文集首篇的尹章義〈眞

理大學：馬偕（偕叡廉，George Leslie Mackay，1844.03.21-1901.01.01）檔案的史料

價值〉，為作者擔任此次大會專題演講的文稿，主要介紹淡水真理大學典藏馬偕檔案

裡與古文書相關的各類資料，包括契約文書與英文日記原稿等，並分析其在臺灣史

研究上的意義與價值。8 

吳新欽〈雍正時期善化地區平埔族古文書之書法試探〉一文，以雍正十一年

（1733）善化地區兩件平埔人賣園契字為分析樣本，將其書寫特徵與明鄭至雍正年

間當地文人如沈光文的書法進行比勘，以明其異同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其次將這

兩份古文書的書法置於康雍年間的書法藝術及教育文化氛圍中，探討其文化屬性與

書寫意義，9此一論述取向在學界有關古文書的研究中較為罕見而新穎。 

除了古地圖、契約文書等史料的相關研究之外，蘇峰楠〈記臺南市新發現的兩

座在臺明墓：兼論關於其墓碑形制的一些問題〉一文，主要針對在臺南市南山公墓

新發現的「李公墓」及「程次皐夫婦壽域與程異霆夫婦墓」兩座明墓進行研究，文

中分析這兩座墓碑的形制特徵及碑文特點所透露的歷史訊息，並探究在臺之明朝墓

碑的尺寸比例、碑體形狀、字體、版面安排等問題，進而推論其形制除了前人所謂

的狹長形之外，應尚有一種年代較早的寬式方形墓碑。10通篇的論證為在臺明墓的研

究，提供了別開生面的思考方向。 

陳德勤〈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料初探〉一文，主要根據清代臺灣文獻中與鯨目

動物相關的資料，依序從鯨目動物的稱呼及描述、鯨目動物的擱淺及利用、抹香鯨

的病態產物龍涎香等項目加以歸類討論，作為進一步研究早期臺灣先民與鯨魚之間

相互關係的基礎。11 

 

柯詩安〈臺灣公藏印譜之概況〉一文，根據「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的「臺灣

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所載，加上作者的實地訪查，整理出臺灣公藏珍善本印譜

的典藏現況，大部分集中於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歷史博物館、臺灣大學圖書館、

                                                 
6
陳瑛珣，〈賣子免呼子之名：從清道光到日治時期（1821-1945）臺灣社會的賣子契約〉，收錄於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等編，《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歷史硏究學術硏討會論文集》，頁 237-274。 
7
 陳哲三，〈清代金門與臺灣契約文書異同之比較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1（2010.12），頁 61-92。 

8 尹章義，〈眞理大學：馬偕（偕叡廉，George Leslie Mackay，1844.03.21-1901.01.01）檔案的史料價值〉，

收錄於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編，《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歷史研究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頁 1-10。 
9吳新欽，〈雍正時期善化地區平埔族古文書之書法試探〉，收錄於高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編，《2010 臺

灣文化及語言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高雄：高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2010)，頁 67-7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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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頁 367-400。 

11
 陳德勤，〈清代臺灣鯨目動物史料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15（2010.12），頁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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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等單位。文中分析臺灣公藏印譜的內涵與價值，強調其保存了

中、日、臺三地不同文化特色的印譜，並可向上延伸臺灣篆刻史以及充實地方藝文

志等。12 

（二）日治時期 

黃俊銘在〈日治時期臺北報兵工廠相關公文檔案的歷史價值考證〉一文，討論

日治時期臺北兵工廠的設施、興建背景、土地取得及移轉等問題。除利用石牌倉庫

中所藏兵工廠的公文資料外，亦廣泛羅搜相關資料，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日本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與日本公文書館藏文獻資料、新聞報紙資料、臺灣鐵道口述歷史

紀錄以及圖像資料等，交互參照。除能了解該廠建立與運作的脈絡外，更能藉由資

料中有關清末至日治初期周邊相關土地所有權的變遷紀錄，除了解此街廓發展史上

的重要歷史過程，亦是未來保存街廓文化遺產與都市規劃設計時參考之重要依據。13 

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一文，主要

論述該批檔案從發現、整編到數位資料建立的來龍去脈。首先針對日治與戰後的林

業發展概況與相關機構沿革進行介紹；接著說明檔案分類、編排原則與整編後呈現

之架構；其後，針對其史料價值與研究向面進行論述。著者認為，該批檔案之 大

價值，在於彌補以往有關 1942 年以後臺拓接管官營伐木事業之歷史論述未能運用原

始資料之缺憾，亦為研究日治末期臺灣林業政策經營及戰後國民政府接管監理概況

的重要史料。文末附上甚多檔案內部之圖件，以供讀者參照。14 

廖英杰〈日治時期戶籍檔案之建立與應用──以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戶研究為例〉

一文，首先介紹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與戶籍檔案建構之關係，並論及戶籍法規之

形成與戶籍調查之方式；接著藉由 1905 年的戶籍檔案中宜蘭地區三星、大同、冬山

以及蘇澳等近山鄉鎮的戶籍資料，重建二十世紀初期樟腦產業重要勞動力，即客家

移民的遷移動態。 後針對戶籍檔案使用的可能性與限制進行論述。作者認為以往

有關族群人口的研究，學者多以日治時期歷次國勢調查中的人口資料作為參考依

據，但因該資料調查對象涵蓋全臺，故雖具參考價值，但不免仍有不足之處。戶籍

資料的運用，可更細緻的針對區域性的族群移民與人口問題進行探討，亦能深化整

體研究內涵。15 

川瀨健一的〈日治時期之臺灣電影史與政策實施──史料之發掘與訪問調查研

究〉一文，由吳季倫中譯，針對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之臺灣人，於二戰後觀賞電

影類型所作之問卷調查資料為基礎撰成。全文除前言與結論之外，共分三部分，第

一部份是問卷調查結果（包括電影片名、製片年代、導演與主要演員姓名與臺灣上

                                                 
12 柯詩安，〈臺灣公藏印譜之概況〉，《漢學研究通訊》29:2（2010.5），頁 11-22。 
13 黃俊銘〈日治時期臺北報兵工廠相關公文檔案的歷史價值考證〉，《檔案季刊》9:1，頁 4-23。 
14 李依陵、黃建中、何幸霖，〈林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林業檔案簡介〉，《臺灣史研究》17:2(2010.6)，頁 213-241。 
15 廖英杰，〈日治時期戶籍檔案之建立與應用──以宜蘭地區客家移民戶研究為例〉，《檔案季刊》9:1(2010.3)，

頁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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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年代等）；第二部份則針對 多人觀賞過電影(前五部)，進行演員、劇情等介紹，

並論及電影上映時臺灣社會之反應；第三部份則針對臺灣電影於戰後初期之情況進

行觀察，整理出終戰到 1951 年間，日本電影在臺灣播映的發展脈絡。此一領域誠如

作者所言，為目前研究者尚未深入探討的課題。16 

黃麗雲〈日治時期研究資料中的扒龍船──「地方」與「官方」、「主流」與「非

主流」〉一文，以日治時期官方，以及日本、臺灣學者的研究論文資料為主；《臺灣

日日新報》的報導與照片為輔，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端午節主流與非主流的「地方扒

龍船」，以及「官方扒龍船」的組織與形態，除關注扒龍船這項習俗從清代到日治時

期於稱呼、主導者、奪標物、龍船樣式以及前奏形式演變。更透過「地方/官方」、「主

流/非主流」的比較，注意到臺灣傳統的端午扒龍船競渡，在日治時期的使命，具有

帝國主義的時代意義。即維持政權擴張與地域生活共同體間之關係。17 

2010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的《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 37 篇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學者、研究生有關日治時期臺

灣史的研究論文。與本文討論主題相符的有 3 篇，亦附記於此。 

第一篇為楊彥杰〈日據時期對荷據臺灣史的研究〉，該文主要對日治時期早期臺

灣史研究的背景、成果以及特色進行介紹。全文共分三部份：第一部分以時代背景

為基礎，介紹當時幾位知名研究者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與其編纂的相關史料；第二

部份則論述臺北帝國大學於早期史人才培養、學術研究上的貢獻與特色；第三部份

則針對日治時期臺灣早期史研究的影響與特色進行論述。18 

第二篇為許毓良〈日據時期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回顧──以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研究

年報與光復初期臺灣島內發行的雜誌為例〉以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文政學部年報與

戰後初期臺灣發行雜誌中有關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文章為中心，觀察臺北帝國大學清

代臺灣史研究與教學內容的延續性與斷裂性。除分別論述兩個時期的研究學者、研

究特色外，亦針對兩個時期有關清代臺灣史研究議題類型進行比較。發現除涉外關

係史之外，兩個時代在清代臺灣史研究並未出現研究傳承的情形。19 

第三篇為張圍東〈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藏臺灣數據探析〉，以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現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所有館藏資料討論對象。分別介紹館中收藏資

料的來源、資料內容與種類、資料特色，以及戰後資料整體與數位化情形， 後則

介紹館藏資料於國內外學術界中的運用研究概況，與館藏資料和國內外機構交流、

出版的情形。20 
                                                 
16 川瀨健一著、吳季倫譯，〈日治時期之臺灣電影史與政策實施──史料之發掘與訪問調查研究〉，《臺灣史料研

究》36(2010.12)，頁 95-116。 
17 黃麗雲，〈日治時期研究資料中的扒龍船──「地方」與「官方」、「主流」與「非主流」〉，《臺灣史料研究》

35(2010.6)，頁 102-121。 
18 楊彥杰，〈日據時期對荷據臺灣史的研究〉，收錄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

地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 45-54。 
19 許毓良，〈日據時期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回顧──以臺北帝大文政學部研究年報與光復初期臺灣島內發行的雜

誌為例〉，收錄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72-192。 
20 張圍東，〈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館館藏臺灣數據探析〉，收錄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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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時期 

林世懿〈從遷臺初期營業稅檔案見證歷史〉一文討論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自萬

華稽徵所徵集到1950、1960年代的營業稅檔案，由於該批檔案內容龐雜，作者分別

整理介紹其內容，包含稅籍設立登記、營業登記證之核發、稅籍變更、註銷登記、

統一發票制度的發展與變遷等主題，進而論述營業稅檔案的史料價值。21這批營業稅

檔案，對於戰後臺灣經濟史之研究，有極高的史料價值。 

吳順蓮〈教育部檔案典藏概述〉一文針對該部保存檔案的管理現況、典藏環境、

典藏檔案分類與設備，以及檔案申請、應用之程序與規則進行介紹。並表列出 2005

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啟用受理民眾申請應用檔案後，至 2008 年間之運用概況。22 

馬有成〈光復初期臺灣 高民意機關的成立與運作—民國 35 年至 38 年臺灣省

參議會檔案介紹〉，描述檔案局現存臺灣省參議會檔案的內容，如會議紀錄、省參

議員提案、該會與其他機關往來電文、民眾的陳情案及相關決議等檔案。從這批檔

案可看出該會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與後來的臺灣省政府)的互動，以及民間對於政府

措施的意見，反映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現象，具有高度研究價值。23 

馬有成〈教育部檔案史料價值暨利用〉一文係以 1949 年以前教育部檔案為中心

的討論。24 文中主要敘述教育部檔案的保存機構與概況，並從檔案管理局所管有之

教育部檔案，進行分類，論述檔案與教育發展的關聯性，呈現當時教育狀況， 後

討論教育部檔案的價值暨應用研究方向。該文附有檔案管理局教育類檔案審選事項

表，使用者可據以尋找需要之檔案。 

陳靜寬〈論博物館的臺灣史研究：以臺史博為例〉一文說明博物館藏品與歷史

研究關係，進而介紹臺灣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的臺灣史研究， 後探討臺灣歷史博

物館的建館方針及其有關臺灣史的研究業績。25 

《臺灣風物》雜誌社於十年前開始著手進行《臺灣風物》數位化的整理，蒐集、

整理及掃描歷年各卷期文章，建立「《臺灣風物》資料庫」。范紀文在〈談《臺灣風

物》的數位化歷程〉一文說明前述經過，即《臺灣風物》資料庫的計畫緣由，並針

對《臺灣風物》資料庫作詳細的介紹。26 

張毓如〈一卷風行四十年：論臺鐵的綜合性雜誌《暢遊》半月刊〉一文以火車

乘客、鐵路員工而發行的綜合性雜誌《暢遊》為研究主題，說明《暢遊》發行沿革，

探討該刊所呈現的文化現象與時代面貌。進一步探究《暢遊》停刊的緣由及其對當

                                                                                                                                            
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218-228。 

21
 林世懿，〈從遷臺初期營業稅檔案見證歷史〉，《檔案季刊》9:3（2010.9），頁 107-114。 

22 吳順蓮，〈教育部檔案典藏概述〉，《檔案季刊》9:2(2010.6)，頁 80-93。 
23 馬有成，〈光復初期臺灣最高民意機關的成立與運作—民國 35 年至 38 年臺灣省參議會檔案介紹〉，

《檔案季刊》9:4（2010.12），頁 96-113。 
24 馬有成，〈教育部檔案史料價值暨利用〉《檔案季刊》9:1（2010.3），頁 76-87。 
25陳靜寬，〈論博物館的臺灣史研究：以臺史博為例〉，收錄於簡文敏編，《南臺灣歷史與文化論文集》(高雄：

高雄縣自然史教育館，2010)，頁 1-26。 
26 范紀文，〈淺談臺灣風物的數位化歷程〉，《臺灣風物》60:4（2010.12），頁 27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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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臺灣社會的影響，藉此理解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脈絡。27 

楊心瑜的〈歷史研究生使用臺灣歷史學門相關數位典藏資源之研究〉，是輔仁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該文運用訪談與觀察之方式探討歷史研究生使

用臺灣歷史學門相關數位典藏之情形，包括歷史系所研究生對歷史研究資源的使用

需求、資訊尋求行為，以及其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情形。研究指出現今歷史所研究

生習慣以關鍵字檢索及分類瀏覽使用電子資源，並偏重使用特定機構之數位典藏。28 

中國學者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二）》，由香港三

聯書店出版，亦附記於此。楊天石是蔣介石研究的專家，他利用蔣介石日記，又以

各種文獻、史料比證、勘核，分析蔣介石所參與的歴史事件及在中國近代史上所處

的地位和做出的貢獻，從而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介石。書中收錄關於蔣介石研究的二

十五篇文章，內容分別為：國共關係、對日抗爭、國際外交、國內政治、遷臺之後、

婚姻家庭。書中與戰後臺灣史有關的有：「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國民黨遷

臺與蔣介史的反省、蔣介史在臺「復職」與李宗仁在美抗爭、蔣介石反對利用原子

彈攻擊中國大陸。在蔣介史與戰後臺灣史的研究之路上，可以想見蔣介石日記史料

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三、方志、家譜、回憶錄 

以下介紹 2010 年出版的方志、家譜及回憶錄，分為「出版品」及「介紹與研究」

兩方面敘述： 

（一）出版品 

(1) 《臺灣全志》 

《臺灣全志》系列，本年度繼續出版《土地志》，共分為聚落、地質、氣候、土

壤、境域、勝蹟、地名、生物與自然保育、地形等 9 篇。29 除勝蹟篇外，多由地質

學者、地理學者執筆。《土地志》主要是將臺灣從史前到當代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歷

史變遷做了詳盡整理，反映近年來學界對於環境史議題的關注。 

(2) 南瀛文化研究系列叢書 

「南瀛文化研究系列叢書」自 1994 年臺南縣政府文化局開始規劃，歷經十七年，

至 2010 年底，共計出版十六輯、一百冊出版品，為南瀛學奠定堅實的研究基礎。2010

年出版十九冊，在縣政府和民間專家學者的合作下，開展多元、多主題的民俗文化

                                                 
27
 張毓如，〈一卷風行四十年：論臺鐵的綜合性雜誌《暢流》半月刊〉，《臺北文獻》172（2010.6），頁 141-192。 

28 楊心渝，〈歷史研究生使用臺灣歷史學門相關數位典藏資源之研究〉，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論文，2010。 
29 有關臺灣全志纂修過程，參見歐素瑛，〈2009 年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史料與工具〉，發表於「2009 年臺

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0 年 12 月 16 日，見 http://thrrp.ith.sinica.edu.tw/conpap.php?Y=2010，

2012 年 2 月 10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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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深入淺出，是目前臺灣關於地方生活史議題 完整的系列性出版品。2010 年

所出版的書目分別是《南瀛養殖誌》、《南瀛昆蟲誌》、《南瀛夜市誌》、《南瀛牛墟誌》、

《南瀛糖廠誌》、《南瀛太祖誌》、《南瀛戲劇誌》、《南瀛水果誌》、《南瀛大地主誌‧

新營區卷》、《南瀛寺廟彩繪故事誌》、《南瀛公園誌》、《南瀛郵政誌》、《南瀛神明傳

說誌》、《南瀛醫療誌》、《南瀛廟會儀式誌》、《南瀛客家族群誌》、《南瀛繪畫誌》、《南

瀛餅舖誌》、《南瀛佛雕匠師誌》。2008 年開始啟用的「南瀛研究資料庫」，因應縣市

合併，已更名為「臺南研究資料庫」(http://trd.tnc.gov.tw/south/)。 

(3) 《續修恆春鎮志》 

由於《恆春鎮志》記載 1995 年以前的史事，且有些部分記載不夠詳細，而且已

經過了十年，1996 年到 2006 年間的恆春歷史有必要加以整理、保存，恆春鎮公所遂

委由張永堂總編纂《續修恆春鎮志》，邀集學界陳文尚、黃宗煌、簡炯仁、龔瑞琦等

教授與當地人士合作撰稿。全稿在 2005 年十二月完成，於 2010 年四月出版。全書

除了卷首、卷尾之外分為九卷：沿革、土地、政事、經濟、社會、文教、建築、名

勝、人物。恆春鎮的特色是民謠與諺語相當多，關於恆春歌謠，在《恆春鎮志》介

紹許多，《續修恆春鎮志》則收錄不少具恆春特色的民間諺語以及常用語詞。另外，

為配合恆春的觀光，建築志、名勝志也獨立成卷。名勝志除了介紹古蹟之外，也介

紹一些特殊活動如風鈴季、賞鷹季、搶孤以及恆春的海上觀光資源。建築志則以建

築史介紹恆春各個時代的不同建築特色。卷九人物志分成人物傳以及人物訪談，一

般人物志不為生人立傳。而為了保存史料，這裡以訪談的方式，敘述人物的生平以

及對恆春的理解，這種方式是比較少見。30 

(4) 《東山鄉志》 

《東山鄉志》是由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戴文鋒教授主持編纂，耗費三年時

間編纂而成，共分上、下兩冊，於 2010 年付梓，由臺南縣東山鄉公所出版。《東山

鄉志》篇幅千餘頁，分為地理篇、拓墾篇、社會篇、文教篇、人物篇、宗教篇、禮

俗篇、政事篇、經濟篇、觀光篇、建設篇、大事紀要篇等十二篇。其斷代時限，上

溯史前時期，下迄戰後時期，舉凡宗教信仰禮俗、土地產業活動及生活文化面向均

有詳細描述，並附上影像照片，務求圖文並茂。《東山鄉志》的出版，亦為 2010 年

底臺南縣市合併升格前的東山鄉，留下全面而完整的面貌。 

(5) 《臺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誌》 

桃園農田水利會曾分別於 1984、1995 年兩度出版會誌，此次由中央大學歷史研

究所李力庸教授主編，除了增補清代至日治時期的相關史料，在內容上則著眼農業

和水利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強調水資源對於聚落變遷、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等全

面性的影響。因此本書在水利事業與生態保育、休閒活動、文學繪畫以及地方信仰

                                                 
30 本條介紹感謝暨南國際大學歷史系林偉盛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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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節多有著墨，為其特色。 

(6) 《王連興回憶錄》 

王連興先生長年擔任南鯤身代天府管理委員，本書雖名為回憶錄，實際上為王

先生參與臺灣南部各地方廟宇祭祀活動的見聞紀錄，故本書中羅列相當多該廟之匾

聯碑文和相關照片，可供地方信仰研究者參考。 

(7) 《一九四八大風大浪：王雲五從政回憶錄》 

本書主要分為從政篇與生活篇，在從政篇中，王雲五自述其於 1946 年五月至 1948

年十一月，陸續擔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等經歷，在對日

戰爭甫結束的混亂下，勉力進行財經改革。生活篇則收錄其刊載於各報章雜誌之文

章，內容為個人治學、從政的歷程。 

(8) 《胡璉將軍紀念專輯(上、中、下三冊)》 

本書據胡璉將軍（1907-1977）遺稿，由楊加順總編輯，上、中二冊除詩文之外，

尚有其親筆所寫參與各大重要戰役，如南麻戰鬥、徐蚌會戰乃至古寧頭戰役的作戰

過程、戰略概要及檢討。胡璉將軍曾於越戰時期擔任中華民國駐越南共和國大使，

其書信電報多透露出他對情勢的觀察。下冊則為照片集。上述資料提供國共內戰及

戰後外交研究相關素材，但係以原件印刷出版，部分圖檔過小不易辨識閱讀。 

(9) 《施翠峰回憶錄》 

施翠峰教授畢業於師範大學勞作美術科，長期從事美術教育，亦為畫家、民俗

作家，在其自著《施翠峰回憶錄》一書中，詳述家族歷史，如自清乾隆年前渡海來

臺在鹿港開設施錦玉香舖事蹟，以及自身求學經歷和歷任臺師大、臺藝大、文大等

校教職之歷程。生動描繪自身在戰後臺灣複雜的政經背景下，在臺灣藝文界的活動，

以及與藝文界人士來往的點滴，和自己為學心得。反映出經歷政權交替的知識份子，

對於學術和鄉土的關懷。 

(10) 《董翔飛大法官回憶錄》 

董翔飛大法官在書中自述一生之公務經歷，從臺北市古亭區公所到行政院內政

部，之後又任第二屆國民大會全國不分區代表和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一生參與、見

證臺灣實行地方自治及憲政改革的歷程，對於臺灣的政治史研究具有相當參考價值。 

（二）介紹與研究 

2010 年有九篇文章討論方志或村志，其中七篇主要集中於《臺灣文獻》第六十

一卷第一期，由該刊編輯委員黃秀政教授策劃之「臺灣方志」專輯，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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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胡彬〈方豪對臺灣方志研究的貢獻〉一文，31 以 2002 年發表的文章〈方豪對

於臺灣方志的研究〉為基礎，闡揚方豪教授對臺灣方志研究的巨大貢獻。除了交代

方豪的身世背景與學界對其備受推崇的讚譽之外，本篇以四大主題分述方豪在臺灣

方志研究上的業蹟：蒐求輯印臺灣舊方志、闡述清代臺灣方志的發展歷史、整理和

利用地方志書、修志人才為重。本文對瞭解方豪教授有關臺灣方志的研究助益良多。 

曾鼎甲〈戰後臺灣方志纂修的傳統：兼論省通志的綱目編體〉一文，32 以戰後

臺灣三部省通志為例，說明其在類目制訂與綱目編排所遇到的問題，並嘗試提出一

般性的通用原則，此原則的關鍵在於對「時間敘述」上的分類標準與其位置，作者

認為若秉持此原則，一來既符合方志體例，避免綱目分歧、體例不純，再者又能解

決目前各學科在不同方法論上的修志觀點與歧見。 

蕭富隆〈《臺灣省通志稿‧光復志》與《臺灣省通志‧光復志》比較研究：兼論

志書體例、史筆及史料取材若干問題〉一文，33 比較 1948 年開始纂修的《臺灣省通

志稿》和 1967 年整修的《臺灣省通志》，二者在〈光復志〉上的差異，大方向從方

志纂修理論和實務方面著手，細節處兼從章節架構到具體內容切入，除了反映二者

在通志體例和筆法觀點之餘，更解明此差異的意義和反思志書的存史功能。 

黃永宏〈《臺灣省通志》與《重修臺灣省通志》「氏族篇」之比較〉一文，34 從

兩位不同背景的執筆者所寫就的「氏族篇」，分別就其體例綱目、內容和史料蒐集運

用等面向縝密分析，呈現二者在寫作風格上的差異性，認為一部理想的「氏族篇」

著作，應該兼容二者之優點，盡量避免缺點，務求在普遍性與學術性上取得適切的

平衡。 

徐大智〈《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平埔族篇」纂修之比較〉35 一

文比較《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有關「平埔族篇」纂修的異同，如編纂

體例、方法及史料運用，透過此兩部誌書的比較來探討戰後初期志書的書寫，探討

能完整呈現平埔族歷史之纂修方式。 

郭佳玲〈論戰後臺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一文，36 旨在呈現戰後臺灣各

縣（市）政府修纂縣（市）志的過程，歷經縣（市）文獻會主導修志時期、縣（市）

民政局主導修志時期，以及學者主持修志時期。並從修志單位的屬性和意識出發，

整理出由官方修志到學者修志、由國族意識到鄉土意識，以及由漢人本位到多族群

歷史等三項趨勢，顯示志書修纂在性質與特性上的多元性。 

陳哲三〈人民團體修志：以南投農田水利會之修會志為例〉一文，37 以自身主

持編纂《南投農田水利會志》的經驗過程，敘述一部會志的誕生，其成功的關鍵不

                                                 
31盧胡彬，〈方豪對臺灣方志研究的貢獻〉，《臺灣文獻》61:1（2010.3），頁 29-62。 
32曾鼎甲，〈戰後臺灣方志纂修的傳統：兼論省通志的綱目編體〉，《臺灣文獻》61:1（2010.3），頁 63-127。 
33蕭富隆，〈《臺灣省通志稿‧光復志》與《臺灣省通志‧光復志》比較研究：兼論志書體例、史筆及史料取材

若干問題〉，《臺灣文獻》61:1（2010.3），頁 129-162。 
34黃永宏，〈《臺灣省通志》與《重修臺灣省通志》「氏族篇」之比較〉，《臺灣文獻》61:1（2010.3），頁 163-189。 
35徐大智，〈《臺灣省通志稿》與《臺灣省通志》「平埔族篇」纂修之比較〉，《臺灣文獻》61:1（2010.3），頁 191-211。 
36郭佳玲，〈論戰後臺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臺灣文獻》61:1（2010.3），頁 213-237。 
37陳哲三，〈人民團體修志：以南投農田水利會之修會志為例〉，《臺灣文獻》61:1（2010.3），頁 23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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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修志團隊的專精與投入，更在於南投農田水利會傾力支持、會外學者、審查人

共同協力承擔之下才能產生的心血結晶。 

同樣以方志研究出發，劉郡芷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方志中文化資產記載之研

究〉，從清代方志中的〈古蹟〉和〈風俗〉篇目出發，研究其對於「文化資產概念」

的成形與轉變，並藉由所記載的保存情況來推論清代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程度。作

者針對清代方志所採擷古蹟和風俗條目的特性和描述，加以分期、分類，歸納出方

志在古蹟類別上前後期的差異和土俗觀念的變遷，與清代國勢盛衰嬗遞有著對應

性。本文著重清代方志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和清代臺灣社會之間的互動連結，並

佐以現代文資法相互比較。38 

有別於上述以「方志」為主題研究，邱淵惠〈從村誌談地方志之撰述—以仁武

考潭村為例〉一文，以「村誌」作為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基本單位，從在地人寫村史

的民眾史觀切入，書寫高雄仁武考潭村的歷史。由於對村莊史植根於民眾社會生活

的理念，作者特別著重田野訪談資料的收集，因此得以突破僅憑文獻史料所堆砌出

來的歷史，讓村史增添許多動人的在地生命經驗，譬如考潭村特有的公有埤潭競標、

唯一的砲彈殼眷村(鞏威新村)、全臺 大城隍廟，以及對特殊山川地理的在地解釋。

作者認為村史的詮釋權應回歸到一般民眾身上。39 

四、工具書 

整體而言，工具書的出版情形仍同往年，以政府官方出版品為主，且多為持續

性的出版。 

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出版，黃富三主編，林玉茹、賀安娟、洪麗完、劉士

永編輯的《臺灣史硏究文獻類目 2009 年度》，羅列整理 2009 年度關於臺灣史研究

的各式著作與出版品。在 2009 年度的分類中，史料由總類中獨立而出，可見 2009

年度史料性質出版品的盛況。除了紙本的出版外，今年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已

將 2008 與 2009 兩個年度的文獻類目全部上網，便利研究者查找文獻。 

臺灣文學館出版的《2009 臺灣文學年鑑》由李瑞騰總編輯，詳實地觀察、紀錄

了該年度的臺灣文學發展。其中，除了 2008 年度新增的「古典文學創作概述」，今

年仍持續有紀錄外，2008 年度新增的「母語文學研究概述」，在 2009 年度則一分為

二：「臺語文學創作概述」、「客語文學創作概述」；「母語文學研究概述」至 2009

年度則僅有「臺語文學研究概述」。而 2008 年度的「臺灣對境外文學研究概述」，

今年則細分為「對中國文學研究概述」、「對歐美文學研究概述」，並新增「對日

本文學研究概述」。另外，2008 年度的「境外對臺灣文學研究概述」，今年則細分

三則為「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研究概述」、「英美對臺灣文學研究概述」、「日本

                                                 
38 劉郡芷，〈清代臺灣方志中文化資產記載之研究〉，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 
39
邱淵惠，〈從村誌談地方志之撰述—以仁武考潭村為例〉，收錄於簡文敏編，《南臺灣歷史與文化論文集》(高雄：

高雄縣自然史教育館，2010)，頁 25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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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文學研究概述」。另外 2009 年度還新增有「臺灣中書外譯現況概述」，可視

為是臺灣文學視野全球化的現象。而臺灣文學館也將各年度臺灣文學年鑑全文提供

檢索並附有電子檔可下載，並整合進該館的文獻資料庫中，使用極為便利。 

對各地文史工作者而言，地名類辭書的出版品無疑是 佳的案頭參考書。由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委託施添福教授領導之「臺灣地名普查計畫」，本年度出版《臺灣

地名辭書．卷十四：新竹縣》與《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均由

陳國川主編。卷十四新竹縣之地名辭書以現今新竹全縣為範圍，介紹縣內各鄉鎮市

的村里地名沿革。與此系列其他辭書之體例相同，每冊皆含緒論、結論，且對各地

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均有所論及，實可視為臺灣歷史各區域地理學研究著作。《臺

灣地名辭書》各冊亦對各地特色編有不同的附錄，新竹縣此冊，便因為新竹縣山區

地名多與原住民有關，而附錄有泰雅語、賽夏語書寫系統。陳國川、劉明怡、郭楚

淋、李孟茵、王又幼、洪偉豪、白偉權陳國川、施崇武、劉湘櫻、唐菁萍、郭楚琳、

劉女豪 

卷十五桃園縣的上冊已於 2009 年度出版，故本年度接續出版下冊的部份，內容

包含第九章至第十五章，以及第十六章的結論。地理範圍則自第九章起依序介紹桃

園市、中壢市、八德市、平鎮市、龜山鄉、蘆竹鄉，至第十五章大園鄉等在地的村、

里地名沿革以及地名釋義。此一系列辭書的出版無疑為各地的文史工作者、專業研

究者提供了極為方便且資料豐富的案頭參考書。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繼 2008、2009 年出版該館年度書展資料，本年度出版《典

藏臺灣記憶：2010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全書依主題可劃分為藝術、交通、

林業、博覽會等。對比往年資料，可發現書展主題越趨專精，也反映了近年臺灣史

研究較受重視且具成果的主題。 

在現今「e-考據」時代，透過豐富而方便的網路資料檢索，是趨勢所在，但使用

者如何快速而有效的找到所需網站，自是一門學問。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合作出版的《臺灣光復主題書目曁臺灣硏究網路資源》，由國家圖書館參考組撰

著，依據圖書分類法，給一般讀者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分類指南。除了紙本書籍外，

該書也有光碟版方便讀者直接透過電腦連結收錄的網站。另外主題書目的部份則收

錄有光復以來關於光復議題的出版品供研究者參考。 

近年來關於人權議題的史料出版甚多，相較之下，對於與人權議題關係極密切

的司法機關相關檔案或歷史，或出於保密規定，或政治敏感之故，並未受到重視。

不過，2010 年有兩本司法單位出版品發行，一是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查署出版的《大

武法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六十週年史實紀要》，另一本則是《穩健踏實：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十週年特刊》。 

《大武法鑑》書名取自太武雄山（Kavulungan），有鑑往知來之意，觀其內容，

全書首先簡述臺灣檢查制度並述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的成立經過，並輯有該

署 29 位檢查官的心得文章，儘管各文長短不一、詳略互見，但以史學研究者的眼光

而言，這 28 篇文章（因有兩位檢察官合寫一文）或可視為這 28 篇檢察官的簡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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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錄。故儘管全書相較於雲林地方法院檢查署在 2008 年出版的《桃花心木下的回眸：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四十四週年史實紀要》而言，並未有針對統計資料的初步

研究，但仍具備一定參考價值。《穩健踏實》一書相較於前書，僅俱大事記性質，

對於瞭解該行政法院運作情形的幫助有限，本書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院史編輯小組

編著，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出版。 

結 論 

2010 年度出版的史料與工具書，有一些特色。 

編纂史料或工具書，相當辛苦而耗時，但在計算個人或機關的學術業績時，評

分不高，然而參與者藉此練功，亦是個人收穫。在此要向上述出版品的編者致上敬

意。由於這些出版品相當仰賴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的支持，始能成形、面世，時間

漸久，亦可見到不同單位的出版特色，如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長期關注有關臺灣

的外文原住民史料出版、臺灣歷史博物館有關臺灣輿圖的出版、國家圖書館有關日

治時期明信片圖籍的出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有關日記史料的出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有關古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出版。 

就數量而言，國史館（含臺灣文獻館）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仍是臺灣主

要的史料出版機關，前者有其悠久的出版傳統，後者以研究為主，是否能持續投入

資源整理、出版史料出版品，值得觀察。 

就史料類別而言，契字文書及方志的出版數量已漸趨減少，前者因契字不加增，

其減少，可以想像；至於方志出版品，除了臺南縣政府出版相當數量的「南瀛文化

研究系列叢書」之外，新修方志的數量相當有限，自 1994 年一些縣市改制為院轄市

之後，鄉鎮市改制為區，喪失獨立之預算權，將來是否會以區為單位，編製區志，

值得觀察，但並不看好。 

另一個現象是文物與圖像之書籍並不多，且多與展覽有關，圖像的閱讀與出版

仍不是出版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