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文字史料、工具書類 

 陳怡宏 

摘要 

本文回顧 2014 年至 2015 年臺灣史研究中的文字史料與工具書類。先分析工

具書出版概況，其次分析文字類史料出版概況，分從史料介紹出版情形、文字史

料（含志書及族譜）出版概況論述，最後則是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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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回顧 2014 年至 2015 年臺灣史研究中的文字史料與工具書類。近兩年，工

具書類僅 30 筆（包含 2 篇文章，28 本專書），文字史料類（含史料及史料介紹解讀）

計 346 筆（其中 247 本專書，99 篇文章）。 

限於筆者時間、篇幅及精力，筆者與過往之史料工具書類研究回顧方式不同，

不採行逐筆之討論，擬先透過統計數據分析，並分別說明近兩年各種工具書及文字

史料出版方向，最後則是進行未來展望。筆者論述之際，僅列出文章篇名或書名，

並附上流水編號，詳請參閱附錄。 

二、工具書相關出版概況 

 首先介紹工具書之出版成果，工具書近兩年僅有 30 筆，筆者依照屬性將之分為

一般工具書、資料庫研究、目錄、年鑑表譜及事辭典五項，其中各項的出版筆數可

圖示如下圖 1： 

 

圖 1 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工具書屬性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製作 

工具書數量最多的當屬年鑑表譜，1 有 13 筆，依據發行單位而言，這 13 筆除了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工 21〕與《佛光山開山 48 周年年鑑‧

2014》（佛光文化事業）〔工 26〕是由民間單位發行外，皆為政府機關發行。政府機

                                                        
1 指年鑑、年表、年譜之簡稱，即以時序列為主的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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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有較多人力物力並且不計成本盈收，而得以出版相關時序列之工具書籍，分別是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臺灣省主席年譜》系列年譜（包含魏道明、俞鴻鈞及周至

柔）〔工 14、22、24〕及《臺灣大事年表》〔工 23〕。其次是國史館等單位出版的《蔣

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8-12 冊）〔工 15-19〕。第三則是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

灣文學年鑑》（2013-2014 年版）。 

以下僅介紹政府發行工具書之特色。除臺灣文學館例行之出版之年鑑外，主要

是國史館出版與中華民國政治密切相關的蔣中正之年譜長編，該長編依據出版單位

說法為引用新史料如蔣中正日記等並提供史料原文供讀者查考，且提供史實不評論，

不加偏袒隱晦，也參考新的研究成果。該書體例採綱目體，以一條綱目為一事，綱

對該事作提要，目再對該事作簡述，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採記事本末。該書對於

蔣中正研究者能夠提供若干線索，對於中國及臺灣近現代史研究，也能提供基礎性

入門認知。2  

其次，則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臺灣省主席年譜》系列年譜與《臺灣大事

年表》同樣也是時序列，年譜係以人（省主席）為中心進行編次。也同樣提供相關

基礎入門。 

上述之特色皆為編纂國史相關單位編輯，其本身所具有之史料性質即以政府相

關資料為主，因此其側重面在於政治人物為主也無可厚非，未來如能與民間家族或

收藏單位合作，發行其對立面之政治人物或相關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相關年譜，或

許當能更多元呈現當時的政治時空背景。 

以下接著介紹數量其次的目錄工具書。整體呈現臺灣史研究風貌的有中研院臺

史所出版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3 及 2014 年度）〔工 11 及 25〕。同樣作為

學術出版目錄的有〈金子えりか先生著作目録〉、《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學術著作目

錄》〔工 13〕及〈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編：2010–2013 年〉〔工 9〕。這

類對於瞭解臺灣史整體或主題性研究概況有所幫助。 

其次則是有史料主題性的目錄編輯，如中島利郎等編《《台湾日日新報》近代文

学関係作品目録：昭和編．1926–1944》〔工 3〕及川瀬健一編《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

れた映画：1899（明治 32）年–1934（昭和 9）年》、《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れた映

画：1935（昭和 10）年 –1945（昭和 20）年》，奈良：東洋思想研究所，2014 修 [2010] 

〔工 28-29〕。 

中島利郎為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曾編輯《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台

湾民報・台湾新民報』総合目録》、《『台法月報』総目録》、《『台湾時報』総目録―

著者名索引付》《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等。堪稱日本時代相關報刊目錄的編

輯專家。 

其次則為川瀬健一針對日治時期曾在臺灣上映電影之整理目錄，此人自述曾在

臺灣教授日語及臺灣電影史，並自行創立東洋思想所，出版臺灣民俗、電影史及文

                                                        
2 陳佑羽，〈《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新書發表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8 期（臺北，2015.6），頁 2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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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書籍。這兩本目錄即為其整理成果，該目錄提供日治時期臺灣上映電影之線索，

對於研究臺灣電影史有極大助益。 

根據筆者初步觀察，日本學者較願意投入心力進行相關史料目錄或史料復刻的

編輯整理，此或與其研究傳統有關，即先全面性掌握史料，而第一步即為盤點相關

史料目錄。臺灣方面出版工具書一則是小眾市場，二則是願意投入心力者較少，或

許可以由官方組織號召學者及研究生投入編輯類似工具書。 

工具書第三大類為事辭典，共有 6 冊，其中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及《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分別為舊書重印，不予討論。其餘四

冊皆為官方出版，分別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卷 24）金門縣》

〔工 5〕、《臺灣地名辭書（卷 25）連江縣》〔工 6〕及《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工

27〕，以及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文學史小事典》〔工 10〕。地名辭書為施添福

教授為總編纂之團隊組成，已經陸續出版幾十卷，該系列學界素有好評，對於理解

臺澎金馬各縣市之地名基本沿革有相當重要之價值。其次則為針對主題性之事典，

如《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為臺灣文獻館考量研讀臺灣總督府檔案所需參考工具書

而編輯出版，其後續則規劃《研讀臺灣總督府檔案入門》，以使入門者得以瞭解總督

府檔案之概況。 

關於事辭典的編輯，過去曾有吳密察教授監修之《臺灣史小事典》及許雪姬研

究員主導號稱臺灣史學界編輯之《臺灣歷史辭典》等書。這些事辭典適度回應了解

嚴後對於臺灣史研究的民間、學界甚至教學現場的期待。然而這類事典為全面性概

述，對於深入各主題之說明難免有所缺漏，因此主題性之事典即有其需要，陸續開

始有諸如前述之事典出現，也反映了臺灣史學界的深化。 

不過就筆者管見，相關事典仍有許多亟待編纂，諸如以時代劃分，近二十年來

早期臺灣史學界無論是史料編譯或研究主題投入，都已有一定成果，因此「早期臺

灣史」為主題之事典似乎也有必要進行編輯出版，以使後學能夠有所參考及自學入

門。諸如荷西時代的臺灣統治機構之制度、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甚至殖民母國

對於殖民地之統治相關制度文化等，以及史料介紹及相關詞語之說明、船隻等等都

足以編輯相關事典。甚至連近年較少人投入的清代臺灣史也應該編輯相關事典。又

如以產業或職業為例，臺灣近現代殖民地造成之臺灣重要職業產業，如糖業、林業，

以及臺灣法律史事典、臺灣醫學史事典等等，在研究能量逐漸蓄積的同時，官方出

版單位似乎可以委託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編纂。 

最後想提及的是，只有一本，但具有指標意義之一般工具書性質書籍，許雪姬

主編的《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工 8〕。戰後臺灣的口述歷史早先是以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國史館較有系統之開展。解嚴之後，針對重要政治事件，張炎

憲教授為主開展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口述歷史，而中研院許雪姬研究員及其

團隊也積極進行各類口述歷史訪談，此後近三十年間口述歷史更有爆炸性的成長（以

近兩年為例史料相關基本上是以口述訪談為主，詳見後文）。因此於 2009 年成立了

「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2013 年更名為「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該學會宗旨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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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內外相關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學術團體機構，促進有關口述歷史之製作、

應用與研究。口述歷史其應用層次相關廣泛，堪稱大眾史學的重要一支。該學會除

舉辦相關活動外，也積極出版相關工具書籍，如 2013 年出版《口述歷史實務手冊》，

2014 年更出版〔工 8〕，該書分為理論篇、實務篇、案例篇及附錄等四部份。理論篇

分別就口述歷史定義、要領、倫理、法律等做學理的探討，實務篇分別就各類型訪

談及整稿技巧等流程做進一步介紹。案例篇乃針對不同主題就過去的訪談及個人的

訪談經驗，提出看法。附錄則除了介紹海內外口述歷史機構之概況，也提供訪談所

需文件，具有實用價值。該書的出版其實正反映了近三十年來的口述歷史研究成果，

並回應了廣大社會大眾的需求。 

整體而言，臺灣史的工具書出版，由於成本考量及出版銷路等問題，出版單位

多為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這類政府機關，而政府機關多少由於其機

構屬性而出版該機構相關執掌工具書，難免有所侷限。如何結合學術界研究成果，

開拓開發出版更多有利於研究使用者甚或一般社會大眾的工具書，則為政府機關及

學界所應攜手面對之課題。 

三、文字類史料出版概況 

（一）史料介紹解讀出版概況 

接著討論文字類史料出版概況。如前所述文字史料類（含史料及史料介紹解讀）

計 346 筆，其中史料介紹解讀類佔 37 筆，史料類則有 309 筆。以下先分析史料介紹

的部分，其中文章佔 33 篇，專書僅有 4 本。顯見史料介紹通常是在期刊論文披露介

紹若干新發現史料。由於史料介紹較為紛雜，不易分類，故先以時期進行分類，通

論（跨時代）部分有 10 筆，其中近現代仍佔約 6 筆。無專門介紹清代以前之史料，

介紹清代史料有 7 筆，日治有 15 筆，戰後 5 筆。由數量來看近現代（日治以後）佔

壓倒性多數。 

首先以通論為例，可粗分為兩類，一類是介紹史料及蒐集經驗者，值得提出的

有如杜正宇的〈海外史料蒐集經驗談：以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之近代臺灣相關檔案

為主〉〔史介 1〕，其歷年來受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單位之委託，前往美國國家檔

案館（NARA）蒐集臺灣相關資料，主要介紹二戰、接收相關及美援時期史料，顯示

NARA 還有許多重要臺灣史料值得挖掘即有待運用。 

另一類則是史料衍伸的解讀，值得提出的有邱淑敏的碩士論文〈家譜資料時空

探索：以猶他家譜學會之臺灣族譜目錄為例〉〔史介 9〕，運用以地理學取徑，透過文

獻探討，將「猶他家譜學會調查之台灣族譜目錄初稿」作為研究樣本，透過統計軟

體進行分析，也可謂之開拓族譜史料研究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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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料介紹 7 筆中，有 5 筆是清代常見史料—古文書或檔案的介紹及研究，

剩下 2 筆則較為特別，分別是〈關於臺灣音樂館藏清樂抄本〉〔史介 10〕及聂友军的

〈1874 年横滨英文报刊对「台湾远征」的报道：以《日本笨拙》与《日本邮报周刊》

为中心〉〔史介 12〕。其中聂友军的文章運用 1874 年日本出兵臺灣事件中，橫濱兩家

英文報刊對此事件的報導及其後來轉向，分析其代表的歷史意義，運用此一英文史

料，提供臺灣事件的不同觀點。 

運用清代古文書史料的研究較有意義的有吳佰祿〈「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

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19 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一文〔史介 14〕，該文從臺博館館

藏的恒春縣行政文書，試圖透過探討 11 件清末官方文書，代表其反映了統治機構試

圖進入原住民領域並改變其傳統結構、建立新區域性架構的各種互有關聯的措施，

但對於身處其間的獅子鄉排灣族社會或其後裔，傳統上主流社群未充分觀察排灣族

內在思維與邏輯所形構的各種「他者鏡像」、歷史詮釋，自然與其族群本土認知或記

憶有相當差距（引自該文頁 45）。 

日治時代史料介紹最多，以介紹為主。公文書或官方出版品有 7 筆〔史介 17-19、

23、26、28-29〕。私文書則有北村嘉恵〈「吉田巖遺稿資料」所収の台湾関係資料：

概要と目録〉〔史介 20〕、北村嘉恵編著《吉田巖の「台湾学事視察旅行」関係資料》

〔史介 21〕、〈森川竹渓の手稿、識語と藏書について：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所藏書を

中心として〉〔史介 24〕〈動亂時代的跨國情誼：從朱點人致莊垂勝、岸田秋彥的新

視野〉〔史介 27〕及黃震南的〈「蔡培火日記」原寫本之價值〉〔史介 31〕，其他則有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考釋〉〔史介 25〕等文章。 

以上值得注目的是北村嘉恵挖掘的吉田巖臺灣相關資料。吉田巖（1882-1963）

為日本福島出身，1906 年到北海道帶廣一帶為據點，從事阿伊努（アイヌ）兒童的

教育及阿伊努文化鄉土史調查研究，留下龐大的資料群，北村特別製作了「吉田巖

遺稿資料」的臺灣關係資料目錄，並將與臺灣特別相關的「臺灣學事視察旅行」

（1927/5/27-6/30）的相關資料進行繕打彙編並介紹。編者希望透過吉田的資料能夠

提供阿伊努史與臺灣原住民史研究深化及相互討論基礎的連結。 

戰後史料介紹中，純史料介紹者為〔史介 32、35、36〕。而除史料之外，搭配研

究者書寫及說明在內，開創較為特殊寫法的，則有呂蒼一等人《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史介 33〕及《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史

介 34〕。其中呂蒼一等人的著作，除搭配白色恐怖時期無法送達的遺書本身之外，也

穿插對於受害者家屬之訪問並以文學感性筆觸撰寫，是介於史學與文學的書寫模式，

雖較容易為讀者接受，但筆者認為似乎同時也模糊了史學著作與文學作品間的界線，

關於此嘗試當如何評價，仍有待學界討論。 

基本上，史料介紹解讀的部分，因為各種史料的因素，所以主題較為分歧，筆者行

文著重在挖掘該時代不同以往的新史料，以及如何運用史料提出較具意義的問題，詳細

討論如上所述。未來史料介紹解讀撰寫者，建議或可多加思索該批新出土史料對於該研

究領域或該研究主題所能提供的不同解讀或視角，當能更加豐富史料介紹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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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史料（含志書及族譜）出版概況分析 

文字史料部分共計 309 筆，3 其中專書 243 本，文章 66 篇，以專書多，佔 79%。

以時代區分，各時代筆數所佔比例可以圖示如下圖 2： 

 

圖 2 各時期文字史料所佔比例圖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附錄 3 資料整理製作。 

光是戰後就佔了百分之 50%，共 154 筆，日治也佔了 25%，共 78 筆。而通論（63

筆）部分除了志書與族譜 42 筆外，基本上也是日治到戰後為主。因此可說 2014-2015

年的文字史料部分，近現代史（日治及戰後）部分就高達約 8 成以上，相較之下清

代以前只佔約 5%的數量，可說微不足道。推究其原因，在於日治及戰後，由於時代

距離現在較近，無論是公私文書留下數量甚多外，也是因為這當中有不少為口述回

憶訪談，屬於新創造出來的文字史料。以下接著從各細項類別進行分析。 

為了方便統整，筆者區分文字類史料為幾個細項，其所佔比例如圖 3。 

其中，口述回憶訪談 145 筆（94 本專書，51 篇文章）、日記 14 本專書、古文書

8 筆（7 本專書，1 篇文章）、史料復刻 16 本專書、史料彙編 30 本專書、史料編譯

40 筆（26 本專書，14 篇文章）、志書 49 本專書、族譜 7 本專書。4 

顯見以近兩年文字史料出版為例，口述回憶訪談就佔了將近一半，而當事者自己留

下的日記書寫則佔了 5%。這些史料基本上是近現代史（日治及戰後）的史料，顯見

晚近由於史學大眾化的影響，史家積極針對一些事件、產業及經歷者進行口述訪談，

創造出新的不同於官方說法的史料。古文書、史料復刻、史料彙編及史料編譯等的

                                                        
3 若干如口述歷史書籍為舊書再版，不列入統計與討論。 
4 志書與族譜，在 2012-2013 年之研究回顧特別分開列出，但考量志書及族譜在中研究所編輯之《臺灣史研究文

獻類目》都被列入史料類，故一併予以討論。 

通論

20%
史前與早

期

2%

清代

3%

日治

25%

戰後

50%

通論 史前與早期 清代 日治 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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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比約 30%，為文字史料出版的第 2 大類。最後則是志書及族譜這類傳統史料編纂，

計 18%。 

 

圖 3 2014-2015 年文字類史料細項比例圖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附錄 3 資料整理製作。 

（1）口述回憶訪談及日記類 

以下從口述回憶訪談類（以下簡稱口述類）開始，進行近兩年出版重點回顧。

口述類（145 筆）史料，如果以出版單位的官方民間粗分，根據筆者大致統計結果，

官方（包含中央、地方或公立學術單位），合計 80 筆，民間也有 65 筆，顯示不僅是

官方或公立學術單位積極推動口述回憶訪談的出版，民間單位或出版社也積極從事

相關出版，這或許顯示了對於口述歷史等的重要性不僅是官方認為，而民間單位甚

至出版社除了認為該資料重要之外，也反映了此類資料有出版市場及其價值。 

口述類史料主題類別相當多元，有如特殊主題的，如產業別、學校別（參閱附

錄 3，以下不特別論述此兩類別）、特殊事件（如政治事件、戰爭）、有日治生活經驗

之日本人、女性生命史（15 筆，佔 10.3%）、也有一般人或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

口傳文學或地方傳說等，此外，比較有意思的是以往有訪談經歷的人也成為受訪對

象。其中女性僅佔 15 筆，且多筆為共同受訪，顯現口述歷史訪談之際，男性受訪者

仍遠多於女性受訪者。顯見口述歷史訪談中的性別比例差距之明顯，即使在口述歷

史訪談盛行的當下，仍無法彌補，有論者認為在過去，女性多為在家庭操持家務，

故其個人生命史與社會等大歷史較為關連，但其差距與其所佔之性別比例仍差距過

大，顯然有待未來從事口述歷史者意識此一差距問題。5  

                                                        
5 筆者於〈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戰爭記憶〉一文曾針對現有出版物關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記憶之訪談記錄進行

統計，共計 97 本書，151 位受訪者中，男性為 135 人、女性為 16 人，比例分別為 89.4%與 10.5%。也與近兩

年口述歷史出版物中的比例大致相同，參見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戰爭記憶〉，「戰

口述回憶訪談

47%

日記

5%
古文書

2%

史料復刻

5%

史料彙編

10%

史料編譯

13%

志書

16%

族譜

2%

口述回憶訪談 日記 古文書 史料復刻 史料彙編 史料編譯 志書 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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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一描述說明近兩年之口述類史料，限於篇幅及筆者時間精力，基本上不太

可能，以下擬擇要舉例簡述回顧。去年為二戰結束 70 周年，因此在近兩年也有一些

關於戰爭相關主題的口述訪談出現，諸如〈「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史

料 82〕、《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史料 85〕、〈新竹第六海軍燃料廠人

員之回憶〉〔史料 86〕、〈臺灣少年造飛機：王金生口述史〉〔史料 114〕、〈「宜蘭人的

戰爭經驗」系列之一〉、〈「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二〉、〈「宜蘭人的戰爭經驗」

系列之三〉〔史料 115、119、116〕、〈臺灣特設勤勞團員林正興口述歷史〉〔史料 117〕、

《古寧頭戰役：65 位參戰官兵口述歷史暨 65 週年紀念戰地巡禮紀實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成立 60 週年紀念特輯》〔史料 202〕、蔡金鼎，《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

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口述歷史》〔史料 252〕、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

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日本人にされた阿媽（アマー）たち：台湾．「慰安婦」

の証言：第 11 回特別展カタログ》〔史料 78〕。基本上是地方文獻、臺灣歷史博物

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中研院臺史所為主要的出版單位，內容多是戰爭相關經驗的

口述訪談，較為特別的是位於東京「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所編，2013 年於

該館特別展示的圖錄，內容是臺灣慰安婦的課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戰前的慰安婦

問題外，該展示也延伸到戰後討論戰後所謂「軍中樂園」的部分，可謂較有歷史連

續性的問題。同樣有這種歷史延續感的是蔡金鼎的針對高砂義勇隊及國共戰爭時期

原住民軍人的口述歷史，日治時期有八次的高砂義勇隊，但到戰後，國共戰爭時期，

原住民又轉為國軍參與戰爭，該書試圖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歷史書寫記錄其生命經驗。 

其次是政治相關的主題仍是重要的面向，一是圍繞白色恐怖的主題，如《鹿窟

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史料 7〕、《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史料 8〕、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

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

〔史料 176、175、239〕〈廖麗川先生口述紀錄〉〔史料 264〕、《禁錮的青春，我的夢：

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政治標記，白色夢靨：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3》

〔史料 206、255〕、《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重生與愛：桃園市人

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史料 207、256〕等。顯示在政治解嚴後的多年，白色恐

怖的受難經驗仍是臺灣社會關注的主題，尤其相關受難者年事已高、逐漸凋零，故

在其生命最後無論是相關單位或有受難經驗者，都努力留下屬於自己的聲音。此中

值得注意的是過往專注於受難者本身，近兩年開始有系統地訪談受難者女性家屬的

紀錄，記敘雖未入獄，卻也同樣是「獄外之囚」的處境。 

政治相關主題還有諸如各類光譜政治人物或參與者的口述，《海外黑名單相關人

物口述訪談錄》〔史料 215〕、《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史料 216〕、《臺灣統

派運動口述史》〔史料 222〕、《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史料 3〕、《臺灣，打拼：

康寧祥回憶錄》〔史料 171〕、《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史料 205〕、《百

                                                                                                                                                               
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經驗與論述國際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南市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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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將軍陸志家回憶錄》〔史料 209〕、《李宗仁回憶錄》〔史料 233〕、《在宋美齡身邊的

日子：機要秘書詳談宋美齡》〔史料 236〕、《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史料

243〕、《誠的力量：黃昆輝八十憶往》246、《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史料

247〕、《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 年：吴国桢口述回忆》〔史料 248〕

《外交生涯四十年：外交幹將劉瑛回憶錄》〔史料 249〕、〈漂流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

者：洪傳源先生訪談〉〔史料 259〕等。 

從這些政治參與者的口述出版，可以看出從獨到統派之間的各色光譜都有，筆

者認為這些出版或許可顯示兩點，一點是政治意識型態上對立的政治時空已然逐漸

消退，而這些年事漸高的相關意識型態者，亟欲留下對自己有利（？）的論述，以

使後人知道其所思，另一點則是臺灣社會已然逐漸形成可接受各種多元聲音的社會。 

可以見證近兩年口述歷史主題多元的，還有諸如女性及原住民相關的口述資料。

女性主題除了前述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及慰安婦之外，也有如〈竹東范彭

喜妹女士：口述生命史〉〔史料 5〕、《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

錄》〔史料 175〕、《金釵記：前鎮加工區女性勞工的口述記憶》〔史料 219〕、《新竹縣

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杜潘芳格生命史》220、〈廖清香女士訪談紀錄〉258、

〈蔡瑞月文化基金会董事長．䔥渥廷氏および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暗瞑 ê 月光：台

湾現代舞踏先駆蔡瑞月》監督．陳麗貴氏に聴く〉2、《眾女成城：臺灣婦運回憶錄

（上）（下）》〔史料 193〕、〈証言と資料／飛舞人生：台湾現代舞踊家．李彩娥氏イ

ンタビュー〉〔史料 168〕、《歌仔戲實錄》〔史料 178〕。這些口述關注於各職業別的

女性，顯示女性為主的口述歷史正逐漸受到重視。 

原住民的主題除前述原住民軍人外，還有《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

〔史料 4〕、《阿美族口傳文學集》〔史料 9〕、《泰雅史詩聲聲不息：林明福的口述傳

統與口唱史詩》〔史料 192〕、《大甲溪流域泰雅爾變遷傳奇：林誠牧師回憶錄》〔史料

200〕、《末代 sapalengaw 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 年錄音重現》〔史料

190〕等。這些主要仍是在耆老訪談或者是口傳文學之類的主題。 

其次則是近年來，日本人在臺灣的生命經驗也逐漸受到重視，〈日本統治時代の

台湾生活誌（6）〉、〈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生活誌（7）〉〔史料 83、84〕、《台湾口述歴

史研究》10 期〔史料 157-166〕、《台湾  乳なる祖国：娘たちへの贈り物》185 等。

原先這些日人在臺生命經驗，主要是在日本及其出版界較有出版。日人在臺生命經

驗也逐漸受到臺灣各界的重視，顯示在過去從政治觀點，以殖民與反殖民為主的「大

歷史」論述之外，關於殖民地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以及在臺日人之間的生命經驗

（所謂「小歷史」）為主的論述也逐漸受到注目。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是訪問者的人也逐漸成為受訪對象，也成為口述歷史

的外一章，這類訪談有《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黃榮洛生命史》〔史料

210〕、《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楊鏡汀生命史》〔史料 211〕、〈近史所口

述歷史組召集人游鑑明教授訪問紀錄〉〔史料 177〕、〈口述史達人訪談：侯坤宏先生

訪問紀錄〉〔史料 265〕，代表口述歷史發展已經到了本身就成為可以被研究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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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歷史研究課題。 

口述歷史由於近年的蓬勃發展，也因此有前述口述歷史學會及相關口述歷史方

法理論等論述的產生，顯見口述歷史工作者也已然到了必須面對過去口述歷史之際

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諸如口述歷史內容的可靠性、正確性及倫理問題等。關於口述

歷史的相關問題除可參照相關書籍外，近年來也有針對不同時期同一受訪對象或受

訪事件的研究反思，如林傳凱的〈「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 年

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6，該文分析「1950 年代白色恐怖」口述史、回

憶錄中出現的「多版本」問題。該文認為，在 1990 年代的臺灣，見證隱匿的「國家

暴力」，常被視為促成「民主化」的重要工作。當時有大量「隱匿」的當事者「現身」，

接受訪問或書寫，使的「說」與「讀」的權力開始普及。但是在二十年後，作者回

顧相關史料，卻常發現同一當事者於不同時間的「自我故事」，出現情節不一、嚴重

矛盾的現象。該文作者認為要理解這樣的現象，必須將「大眾書寫」還原到生產時

空，除了強調當事者的「能動性」，也必須注意「結構」因素對「書寫」的影響。林

氏所提的見解，筆者除贊同外，認為臺灣的口述歷史也已經面臨了必須認識到口述

歷史不應該認為是單純的史料，而必須有著「後現代」史學的眼光，也就是這些史

料是變動的論述，但是訪談者往往與時間賽跑，可能也只有一次的受訪機會，因此

這些一次性或單一時間向量內的訪談，在運用到史學研究之際，必須有意識地考量

到受到「結構」侷限的問題。 

其實這類問題不僅在於白色恐怖問題，由於臺灣開始可以談論二戰時期臺灣人

從軍等相關事務時，能夠訪談的對象已然是在 1920 年代以後出生的對象，但在

1930-1945年代時的三十歲、五十歲甚至七十歲不同世代的臺灣人聲音，卻無從知悉，

因此僅能得知「戰爭世代」，被迫於戰後公共領域消音後亟待復權的聲音，但是他們

的父祖輩（不同世代）對於此場戰爭的「戰後看法」，基本上已然無從得知，僅能從

少數戰後初期的報刊資料尋覓若干。7 

以下接著說明同樣是由當事人書寫表述，但是不同於口述歷史為事後追述是事

情發生當下的紀錄日記。近兩年日記類出版，簡單可分為三類：日治時期官員日記

（《内海忠司日記 1940–1945：総力戦体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史料 88〕）、日

治時期臺灣人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1926 年》〔史料 89〕、《黃旺成先生日

記（十四）1927 年）》〔史料 120〕、《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1928 年》〔史料 121〕、

《楊水心女士日記（一）1928 年》〔史料 90〕、《楊水心女士日記（二）1930 年》〔史

料 91〕、《楊水心女士日記（三）1934、1942 年》〔史料 122〕）及中國近現代史人物

日記（《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上）（下）》〔史料 267〕、《吉星文先生日記》（一）

（二）〔史料 268-269〕、《胡宗南先生日記》（一）（二）270-271、《陳誠先生日記》（二）

                                                        
6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 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臺灣》8

期，2014.11，臺南，頁 35-81。 
7 例如周婉窈認為研究二戰時期的臺灣人，必須注意「世代」問題。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 : 日本殖民統

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市：允晨文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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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料 272-273〕）。 

日治時期的官員日記文書，過往已經有如田健治郎日記、後藤新平文書等出版

或公開，而地方官員層級較為罕見，近年曾任高雄州知事等職務的內海忠司日記資

料被刊行出版，可謂較為特出之發現。本書為其第二系列 1940-1945 年部分，之前第

一冊為《内海忠司日記 : 1928-1939 :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 : 京都

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與殖民地臺灣較有關連，此為第二冊其退職後的後續情形，

並且附有擔任州知事時的執務資料。透過內海的日記，我們可以得知戰前地方州級官

員的人脈關係、休閒娛樂等面向。該書的特色是除了資料的重新繕打彙編之外，也組

織相關研究者撰寫內海忠司日記的研究，使我們得以更瞭解此批資料運用的可能性。 

日治時期臺灣人日記除已經持續進行的《黃旺成先生日記》之外，也開始編輯

士紳階級之妻的日記，如近兩年中研院臺史所整理出版的楊水心（1882-1957，彰化

人，楊晏然長女）即為霧峰林家林獻堂之妻子。楊水心有寫日記的習慣，卻不一定

每日均有記載。中研院臺史所現存的日記，是由家屬提供的原件 3 冊（1928 年、1934

年及 1942 年）及他人提供的影印檔 1 冊（1930 年）。使用的文字主要是臺灣長老教

會通行的羅馬白話字及漢文。楊水心曾參與愛國婦人會及臺中婦女親睦會等婦女團

體，並積極參與一新會的各類活動。日記內容呈現出大家族主婦關注的事務，包括

祭祖、年節、親人往來動態等生活點滴；對外則是參與一新會等活動；休閒娛樂則

有讀報、看電影或旅行、購物、上餐廳......等。8 由此日記可以看出不同於士紳階級

男性的觀點，提供我們另一面向。 

中國近現代史人物日記可舉陳誠日記，陳誠（1898-1965）在戰後歷任臺灣省主

席、行政院長、副總統等職務，故對臺灣影響甚大。其日記從 1931 年 2 月至 1964

年 1 月為止，部分散失或殘缺，留下約 21 年之日記。日記中可窺探蔣中正與陳之關

係，還有許多當時重要事件及如何推動政務也多有留下線索。陳誠日記共分三冊，

第 1 冊為 1931-1944，第 2 冊為 1945-1960，第 3 冊為 1961-1964。書後並附有人名索

引，且增加照片。9  

近兩年日記出版，除了中研院臺史所延續過往出版日記之外，值得注目的則是殖

民地官僚如內海忠司日記史料的挖掘及出版。而另一大宗則為國史館出版中國近現代

史人物，其中與臺灣歷史較為關連的則為陳誠日記。期許未來如果能發掘更多臺灣庶

民，或者非菁英階層，特別是女性的日記資料，或許更能豐富臺灣史的日記資料。 

（2）史料彙編、復刻、編譯及古文書類 

近兩年史料彙編有 30 筆，大致分為幾類，一是文學相關史料彙編，共計 12 冊

〔史料 16、19、129、130、280、282-287、289、291〕，將近一半。其中以國立臺灣

文學館出版的叢書最多，如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系列。另一類則是政治或

                                                        
8 以上介紹參見〈楊水心日記—世家大族的女性日記〉，流轉風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

http://herhistory.ith.sinica.edu.tw/Story17.html，2016/11/29。 
9 參見葉惠芬，〈《陳誠日記》簡介〉，《國史研究通訊》8 期（臺北，2015.6），頁 222-225。 

http://herhistory.ith.sinica.edu.tw/Story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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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關史料彙編，如《中華民國南疆史料選輯》〔史料 18〕、吳密察編，《高雄史料

集成第二種：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史料 77〕、《蔣渭水先生全集》〔史料 103〕、

《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史料 128〕《65 風華傳承美好：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949–2014》〔史料 275〕、《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

姓名篇（上）（下）》〔史料 276〕、《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藍明谷案史料彙編》〔史料

277〕、《金門的戰爭與和平：823 砲戰期間美國外交文書有關金門文獻選譯》〔史料

27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國籍篇》〔史料 288〕、《浦薛鳳子女海

外書簡》〔史料 290〕。 

這類史料中多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及地方文化單位出版。值得提出的是近年

來高雄開始努力出版高雄史料，並推出高雄史料集成，因應去年乙未之役 120 周年，

吳密察主編了高雄地區的乙未之役史料，並擴及臺中以南地區。而其中收錄國立歷

史博物館的劉氏之公牘函稿簿，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劉成良劉永福書信及告

示史料，皆為首次刊行，其餘收錄史料較為常見，且較為可惜的是此次彙編並未重

視版本之輯校等問題，已有書評討論，不予贅述。10其中離島縣分還有金門的相關文

獻出版，分別是日本佔領金門時的官方及民間史料，以及戰後八二三砲戰時的資料，

也都凸顯了「戰地」金門異於臺灣島的特殊性。《烈日顯影》中還特別收錄僑刊《顯

影》在停刊時期，相關人士薛永棟撰寫的〈八年滄桑錄〉，提供後人瞭解二戰軍事佔

領時期的金門社會面貌。 

最後一類為私文書類，如《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史料 104〕及《陳何女士

助產學筆記（日文校勘版）》〔史料 131〕，11皆為中研院臺史所出版。堤林數衛

（1873-1938）1896 年自日本山形縣來臺，擔任茶商郭春秧通譯，並至南洋經商，透

過此文書可瞭解臺灣銀行的海外經營史、以及南洋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競合關係。

陳何為簡吉之妻，到臺南報考臺灣總督府臺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並取得執業執照，

此為其上課筆記。 

接著說明史料復刻類，近兩年主要是幾個方向一個是日本出版單位的史料復刻，

在日本有數個出版社（如ゆまに書房、大空社及不二出版）一直積極推動包含殖民

地臺灣在內的戰前史料復刻，近兩年的主要成果有「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系列

〔史料 94-99〕，以及河原功編輯的《資料集 終戦直後の台湾【編集復刻版】》〔史料

309〕。近代臺灣都市案內集成編者試圖透過如《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等旅遊導覽手

冊，復刻這些從旅行、地理、民俗等觀點介紹臺灣的資料，深化理解所謂日本內地

對「外地」臺灣的印象及日本帝國下臺灣的歷史性格。這些史料並非全面復刻而是

編者選擇性收錄。另外值得注目的，同樣也搭上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列車，河原功編

輯《資料集 終戦直後の台湾》，這套史料是於戰爭結束前後，擔任臺灣總督府總督

府官房秘書官、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長的齋藤茂所收集並記錄的 1945、46 年

                                                        
10 郭明芳，〈公館領頭理文獻，乙未一編嘉後學--評介吳密察主編《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東海大學圖

書館館刊》6 期（2016.6，臺中），頁 49-55。 
11 此類本應為史料復刻，但因其為校勘本，故列入史料彙編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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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提供理解「終戰」之後混亂期臺灣樣貌的資料。 

另一個復刻方向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六然居資料室共同

出版復刻的《臺灣新民報》（共 5 冊）〔史料 123-127〕。《臺灣新民報》自從發行日刊

後，目前留存於世者相當稀少，臺史博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將楊肇嘉家屬

與六然居資料室，所擁有的相關報刊資料進行數位化；同時，連結中島利郎教授於

2000 年，將 1933 年，約 5 個月報刊資料的私人收藏，捐給國立臺灣文學館；而 2013

年，臺史博也輾轉獲得 1939 至 40 年部分的報刊，拼湊部分缺漏。這些報刊仍是斷

簡殘篇，然而當時自稱「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及「臺灣人之喉舌」的報刊而言，

對於由臺灣人立場（至少是知識份子的立場）如何理解當時社會，也提供我們除了

親官方的日人報刊《臺灣日日新報》以外的角度，此對於理解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樣

貌提供更多的素材。 

史料復刻並非近兩年之主流，然而有計畫地復刻，對於提供研究者多元史料部

分，做出重要的貢獻。未來期許更多單位及出版社願意有計畫發行相關史料復刻。 

關於史料編譯部分，依照時序列分，重要的為早期史料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

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Ⅲ冊-Ⅴ冊）〔史料 66-68〕、《臺灣與西班牙關係

史料彙編Ⅱ》〔史料 69〕，清日之間適逢甲午及乙未之役 120 周年，故有《乙未之役

隨軍見聞錄》〔史料 20〕、〈麥格麗琪（Millicent M. McClatchie）1895-96 年臺灣遊記〉

〔史料 21〕、《甲午戰爭‧臺灣篇：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專輯》〔史料 133〕、《福爾

摩沙的巴克禮》〔史料 134〕，日治時期則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的「臺灣總督府檔

案主題選編」〔史料 135-136、138-139、141-144〕，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的《蕃族調查

報告書》系列〔史料 145-145〕、臺史所出版《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

灣記憶》〔史料 147〕，還有地方文化單位出版的相關史料，如〈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

概況及事務概要〉〔史料 107-110、152-155〕、《新竹廳志〔史料 132〕》、〈《臺灣日日

新報》宜蘭「匪徒」歸順報導輯錄〉〔史料 151〕等，戰後則僅有〈臺灣獨立建國運

動史初稿〉〔史料 29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由於其執掌，出版近兩年最大量的史料編譯書籍，除了傳統

所藏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編譯外，也規劃出版荷蘭時期臺灣長官書信集等。

由於早期臺灣史料，多數研究者有語言隔閡的問題，比起日文史料更有其難度，故

其系統性的史料編譯更顯其重要性。 

此外，戰爭相關之史料編譯也是一個重要的趨勢，如中研院臺史所與臺史博合

作出版之《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編譯文字及圖像史料，文字史料編譯三種隨軍見

聞史料：1.日本隨軍攝影師遠藤誠編撰之日文〈征臺記〉，此資料係由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提供原件影像，約計 7 萬餘字，為本書最大篇幅之文字史料；2.加拿大卡加利

（Calgary）大學圖書館收藏之美國記者達飛聲的隨軍採訪英文筆記，約 1 萬餘字；

3.臺史所檔案館所藏日本傳教士細川瀏之日文〈渡臺日記〉，約 3 萬餘字。圖像資料

則主要來自臺史所檔案館收藏之「北白川宮家在臺行跡圖像」、遠藤誠所編《征臺軍

凱旋紀念帖》、「達飛聲家族檔案」，以及私人（郭双富先生、楊儒賓教授）收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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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編譯的資料分別從日本攝影師、傳教士及美國記者的角度來看，圖像資料則主

要有當時罕見的照片史料，可說具有相當之史料價值。此外，臺史博的館刊也編譯

出版了乙未之役時期，英國女性麥格麗琪在淡水的遊記，從中提供不同於男性及其

他記者等人的觀點，可謂從另一種女性角度來觀看乙未之役。 

另外，地方文化單位為了將日治時期以日文書寫之史料得以讓戰後一般社會大

眾關心地方文史者瞭解，因此也陸續編譯多種日治時期地方志等資料，成為近兩年

編譯史料的另一潮流。 

史料編譯復刻或彙編部分，可見清代的臺灣史料挖掘出版較少，因為清代史料

多集中在古文書類，以下擇要介紹。近兩年主要是家族古文書，其中值得介紹的為

黃富三等人解讀的《霧峰林家文書集》〔史料 72-73、75〕，主要是棟軍相關史料及林

朝棟系下的田業租谷。分別收錄林朝棟所率領棟字各營營官、幕友，在 1892 年前後

的大嵙崁征番戰役期間及善後過程中，與棟隘各軍支應處的林拱辰等人往來信函、

霧峰林家與林朝棟所率棟字各營的收支記賬相關文書，以及林朝棟系的土地相關文

書，其中糧銀、租簿等類別，一般古文書集中較為罕見。我們從這些史料可以瞭解

晚清霧峰林家在所謂「開山撫番」事業下如何進行及運作，以及相關土地田產經營

之細節，對於理解晚清臺灣社會有相當之幫助。 

綜上所述，史料彙編、復刻、編譯及古文書類，分別因應其史料特性，不同的

出版單位，因應不同時期的史料特性而選擇彙編、復刻或是編譯等，史料究竟選擇

何種方式較為適合，其實各有其優缺點，復刻最為省事，然其語言或解讀障礙則使

一般非該領域或語言之研究者無法親近使用，彙編雖有其好處，但彙編之過程中可

能會使得原始史料中之編排方式及其史料本身意義脫落，編譯也是一樣可能面臨語

言轉換之間差異的問題。此外，由近兩年可以看出史料出版基本上都集中在幾個出

版單位，尤其以官方或學術單位為大宗，因為此類史料出版通常需投入大量時間人

力經費成本，然而其回收獲利卻幾乎難以奢望。因此未來這些學術單位及官方單位，

如何彼此之間互相傳遞訊息，相互合作，仿效日本方面出版整理史料之方式，打造

臺灣歷史史料系列，分進合擊，將有限的時間、人力與費用，如何有效運用，分批均

衡並整理出版臺灣史各時期各領域的史料，以方便研究者使用為原則。甚至在整理之

際，即考量未來製作資料庫可能之電子檔格式，當能使出版之史料做最有效率之運用。 

（3）志書及族譜類 

志書主要分為幾類臺灣全志、各縣市鄉鎮等方志、廟宇沿革志（詳見附錄 3 志

書相關）。主要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縣市政府及廟宇編纂。這類方志有著長久的編

纂傳統，在此不一一點評，有興趣者可直接參閱本文附錄之志書類。此類方志的品

質好壞，端賴實際編纂者用心與否，若干編纂者認真蒐集地方鄉土或檔案史料，從

而整理出鉅細靡遺的方志，對於後來研究者而言也算是累積相當豐富的地方史料。

然而，如果編纂者急就章完成，通常往往成為政治人物的政績，卻毫無參考價值。

而廟宇沿革志，如果編纂者能夠除了強調神威顯赫外，也能細心整理其歷史沿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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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圈之發展過程，對於理解地域社會也能留下一定參考價值之史料。 

其次則是族譜的資料，族譜對於該宗族在臺灣之發展也能提供一定之參考價值，

然而族譜是否完全可靠，也是需要經過相當之考證。近兩年來，族譜僅有約 7 筆史

料。以下進行未來展望作為總結。 

四、未來展望 

 本文概觀近兩年工具書、文字史料類（含史料介紹）的情形，總計工具書有 30

筆，史料介紹類 37 筆，文字史料類 309 筆。成果不可謂之不豐，如果粗略觀察可以

知道其實主要是官方或學術單位出版單位較願意投注心力及經費，不計成本整理此

類型資料。筆者在各段落除了回顧之外，也分別提出相關之展望，以下將之簡單總

結如下，以作為各位研究先進之參考。 

 首先是工具書類，近兩年工具書中以年鑑表譜最多，並且側重執政之政治人物，

建議未來能收羅對立面政治人物或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年譜，以豐富相關史料。目

錄類史料部分臺灣學者對於整體目錄已經有相當傳統，惟主題性目錄仍多是日本學

者代勞，自然有所側重，未來建議臺灣學者能夠投入更多主題性目錄編纂並定期更

新。事辭典之編輯，近年多為過去之成果延續，僅有《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算是

較具新意之編輯，未來建議針對各時期及各主題產業等都能逐漸編纂相關事辭典，

以豐富臺灣史學界之實用工具書。近年來具有指標意義之工具書當屬《臺灣口述歷

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觀諸近年來文字史料之主流幾乎佔據一半篇幅的口述歷史資

料，就更可見該書之出版，正好呼應此一熱門領域之需求。 

 工具書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未來政府機關如何與學界攜手合作共同開發符合研

究者所需之工具書，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其次則是史料介紹部分，史料介紹不易分類，故本文以時期進行分類，由數量

來看近現代（日治以後）佔壓倒性多數（37 筆中之 26 筆）。筆者建議未來史料介紹

解讀作者，可多加思考該批史料對於該研究領域所能帶來的不同解讀或視角，當能

更加豐富史料介紹的深度。亦即史料介紹者也需要有研究領域整體的角度，帶領讀

者知悉這個新史料補足了失落拼圖中的哪一塊。 

 最後則是文字史料部分。其中口述類佔了約半數，主題也相當多元，由於戰爭

的關係，近兩年多了戰爭相關主題的口述訪談，也開始挖掘女性、原住民及在臺日

人的生命經驗。筆者認為在製造口述史料時，也需帶著理論的反省意識，如本文所

提林傳凱提醒的社會結構對口述歷史受訪者的影響，以及訪問時間點所能訪問的世

代侷限等問題，未來在口述訪談時，也需多加考量此類問題。日記類資料有日治時

期官員、臺灣人及中國近現代史人物日記編輯出版，日治時期受過教育的臺灣人多

少有書寫日記之習慣，期許未來能挖解更多庶民或從事基層公務或公司者的日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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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豐富臺灣的日記史料。 

 文字史料的第二大批即史料（古文書）彙編、復刻、編譯出版，近兩年成果可

說相當豐碩，時間斷限涵蓋早期到戰後的資料。筆者期許未來相關出版單位能夠建

立相互合作網絡，將有限之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整理臺灣史各時期各領域的史料。

志書及族譜則僅以筆者對於良好志書的期許為探討，並未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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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014-2015 年工具書類書目（簡稱工） 

編號 編著者 書目 細項類別 

1 二階堂善弘 

〈台湾．香港の論文データベース（特集  東洋学論文検索
指南）〉，《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15（2014.10），頁
65–69。 

資料庫研究 

2 小島浩之 

〈中国．台湾の古典籍検索（2013–2014 レビュー & リソ
ース紹介）〉，《漢字文献情報処理研究》，15（2014.10），
頁 126–135。 

資料庫研究 

3 
中島利郎、横路
啓子編 

《：昭和編．1926–1944》，東京：緑蔭書房，2014。 目錄 

4 李瑞騰編 《2013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年鑑表譜 

5 

施添福總編纂、
陳國川編纂、高
銘澤撰述 

《臺灣地名辭書（卷 24）金門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2014。 

事辭典 

6 

施添福總編纂、
陳國川編纂、楊
雅心等撰述 

《臺灣地名辭書（卷 25）連江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2014。 

事辭典 

7 

笠原政治、角南
聡一郎、山田仁
史 

〈金子えりか先生著作目録〉，《台湾原住民研究》，18

（2014.11），頁 185–188。 
目錄 

8 許雪姬編 
《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
學會，2014。 

一般工具書 

9 陳璐誼 
〈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編：2010–2013 年〉，
《全球客家研究》，3（2014.11），頁 389–422。 

目錄 

10 
彭瑞金等合著、
王鈺婷增補 

《臺灣文學史小事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事辭典 

11 鍾淑敏主編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3 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2014。 

目錄 

12 
Copper, John F.

（康培莊）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4 重 [1993]. 
事辭典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編 

《近史所一甲子 ： 同仁學術著作目錄》，臺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目錄 

14 
石瑞彬、林文龍
撰稿，劉澤民编 

《臺灣省主席年譜：周至柔》，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年鑑表譜 

15 呂芳上编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鑑表譜 

16 呂芳上编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鑑表譜 

17 呂芳上编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鑑表譜 

18 呂芳上编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國立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鑑表譜 

19 呂芳上编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臺北：國史館、國立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鑑表譜 

20 李乾朗 
《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5[2003]。 

事辭典 

21 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15。 

年鑑表譜 

22 
張家榮、蕭呈章
撰稿，劉澤民编 

《臺灣省主席年譜：俞鴻鈞》，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年鑑表譜 

23 
劉澤民编、石瑞
彬等撰稿 

《臺灣大事年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年鑑表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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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 書目 細項類別 

24 
蕭碧珍、陳惠芳
撰稿，劉澤民编 

《臺灣省主席年譜：魏道明》，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年鑑表譜 

25 

鍾淑敏编，曾品
滄、顧雅文、林
欣宜、費德廉、
文明基編輯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4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2015。 

目錄 

26 釋覺旻編輯 
《佛光山開山 48 周年年鑑‧2014》，高雄：佛光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5。 

年鑑表譜 

27 陳文添编 《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事辭典 

28 川瀬健一編 
《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れた映画：1899（明治 32）年–1934

（昭和 9）年》，奈良：東洋思想研究所，2014 修 [2010]。 
目錄 

29 川瀬健一編 
《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れた映画：1935（昭和 10）年 –1945

（昭和 20）年》，奈良：東洋思想研究所，2014 修 [2010]。 
目錄 

30 李瑞騰編 《2014 臺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年鑑表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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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014-2015 年史料介紹類書目（簡稱史介） 

編號 編著者 書目 時期 類型 

1 杜正宇 

〈海外史料蒐集經驗談：以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之近
代臺灣相關檔案為主〉，《歷史臺灣》，7（2014.5），
頁 193–203。 

通論 文章 

2 陳怡宏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日記簡介〉，《歷史臺灣》，
8（2014.11），頁 167–175。 

通論 文章 

3 
詹素娟、康培德、
李宜憲編 

《山海尋跡：臺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新北：原住
民族委員會，2014。 

通論 專書 

4 何孟侯 
〈從史料、地名與常民生活中談臺灣的槺榔〉，《臺
灣文獻》，66：2（2015.6），頁 201-247。 

通論 文章 

5 盧昭蓉 
〈博物館館史資料的蒐藏與管理：以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為例〉，《檔案季刊》，14：3（2015.9），頁 104-112。 

通論 文章 

6 洪紹洋 
〈產業與社會：高雄煉油廠相關文獻解題〉，《高雄
文獻》，5：3（2015.12），頁 152-164。 

通論 文章 

7 黃姍姍 

〈時代的觀察者與推動者：試論陳澄波的文獻收藏：
明信片與書冊〉，《藝術家》，486（2015.11），頁
180-185。 

通論 文章 

8 羅永昌 

〈書契、圖像與區域史的連結：以苗栗《大坑古文書
與老照片》為例〉，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
究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
灣古文書學會編校，《第八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
究所，2015，頁 189-224。 

通論 文章 

9 邱淑敏 

〈家譜資料時空探索：以猶他家譜學會之臺灣族譜目
錄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5。 

通論 文章 

10 李婧慧 
〈關於臺灣音樂館藏清樂抄本〉，《臺灣音樂研究》，
19（2014.10），頁 1– 35。 

 清代 文章 

11 杜曉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臺灣原住民史料介紹：以清軍
機處奏摺錄副為例〉， 《檔案季刊》，13：3（2014.9），
頁 51–57。 

 清代 文章 

12 聂友军 

〈1874 年横滨英文报刊对「台湾远征」的报道：以《日
本笨拙》与《日本邮报周刊》为中心〉，《年報非文
字資料研究》，10（2014.3），頁 251–262。 

 清代 文章 

13 羅烈師 
〈典藏祖先記憶：林保民藏古文書介紹〉，《全球客
家研究》，3（2014.11），頁 321-331。 

 清代 文章 

14 吳佰祿 

〈「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19 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
68：3（2015.9），頁 11-48。 

清代 文章 

15 李壬癸、黃秀敏 
〈新發現四件新港文書〉，《臺灣史研究》，22：4

（2015.12），頁 167-189。 
清代 專書 

16 劉仁超 

〈清代臺灣古文書中的紅契：契尾與官印〉，收入逢
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古文書學會編校，《第八
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5，頁 157-187。 

清代 文章 

17 林正珍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調查檔案中的「金門」〉，收入
陳益源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2014，頁 197-230。 

日治 文章 

18 林明洲 
〈臺灣日據時期檔案館藏概況〉，收入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編輯，《檔案與族譜之徵集

日治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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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 書目 時期 類型 

與鑑定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2014，頁 31-49。 

19 邱正略 

〈日治時期開發史料的運用：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南投縣相關檔案為例〉，收入游守中編，《2014

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14，
頁 57-75。 

日治 文章 

20 北村嘉恵 

〈「吉田巖遺稿資料」所収の台湾関係資料：概要と
目録〉，《教育史．比較教育論考》，21（2014.1），
頁 87–116。 

 日治 文章 

21 北村嘉恵編著 
《吉田巖の「台湾学事視察旅行」関係資料》，北海
道：帯広市教育委員会，2014。 

 日治 文章 

22 
安渓遊地、安渓貴
子、弓削政己等 

〈国立台湾大学図書館．田代安定文庫の奄美史料：
《南島雑話》関連資料を中心に〉，《南島史学》，
82（2014.12），頁 1–19。 

 日治 文章 

23 何義麟 
〈外交文書中「在日臺灣人」相關史料之比對分析〉，
《臺灣風物》，64：3（2014.9），頁 29–53。 

 日治 文章 

24 余竹君、今場正美 

〈森川竹渓の手稿、識語と藏書について：臺灣大學
久保文庫所藏書を中心として〉，《学林》，58（2014.3），
頁 133–171。 

 日治 文章 

25 林伯奇、陳素雲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考釋〉，《臺
灣文獻》，65：3（2014. 9），頁 183–219。 

 日治 文章 

26 
黃萬相、林身振、
林炳炎 

〈新竹第六海軍燃料廠之美軍空中拍照及戰後移交資
料〉，《竹塹文獻雜誌》，56（2014.1），頁 71–90。 

 日治 文章 

27 廖振富 

〈動亂時代的跨國情誼：從朱點人致莊垂勝、岸田秋
彥的新視野〉，收入許素蘭編，《跨國、跨語、跨視
界：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五輯》，臺南：國立臺灣
文學館，2015，頁 24-58。 

日治 文章 

28 陳世局 
〈國史館典藏鐵道部檔案介紹〉，《國史研究通訊》，
9（2015.12），頁 53-63。 

日治 文章 

29 廖英杰 
〈導讀《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宜蘭文
獻雜誌》，102（2015.6），頁 132-143。 

日治 文章 

30 
黃隆正採訪記錄、
曾立維校註 

〈兩張電話費收據〉，《臺灣風物》，65：3（2015.9），
頁 9-11。 

日治 文章 

31 黃震南 

〈「蔡培火日記」原寫本之價值〉，收入許素蘭編，
《跨國、跨語、跨視界：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五輯》，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頁 1-23。 

日治 文章 

32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所藏日偽《敵方廣播新聞
紀要》〉，《國史研究通訊》，9（2015.12），頁 36-39。 

戰後 文章 

33 

呂蒼一、胡淑雯、
陳宗延、楊美紅、
羅毓嘉、林易澄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新北：衛城出版社，2015。 

戰後 專書 

34 廖為民 
《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臺北：允晨文
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專書 

35 曾華璧 
〈閱讀《費驊日記》發現費驊〉，《臺灣文獻》，66：
1（2015.3），頁 181-225。 

戰後 文章 

36 盧柏儒 

〈被忽略的著作：王慶麟《青年筆陣》的史料價值〉，
收入許素蘭編，《跨國、跨語、跨視界：臺灣文學史
料集刊‧第五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頁 284-304。 

戰後 文章 

37 楊宗祐 

〈府城大觀音亭的古往今來：以現存清代迄民國之匾
額碑碣為例〉，收入陳益源编，《府城大觀音亭與觀
音信仰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頁 71-91。 

通論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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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014-2015 年文字史料類書目（簡稱史料） 

編號 編著者 書  目 時期 細項類別 類型 

1 
周明德撰、曾令毅
譯注 

〈口述鄉土美談：施坤山、許能與淡水媽祖石〉，
《臺灣風物》，64：1（2014.3），頁 9–12。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 星野幸代、楊韜 

〈蔡瑞月文化基金会董事長．䔥渥廷氏および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暗瞑 ê 月光：台湾現代
舞踏先駆蔡瑞月》監督．陳麗貴氏に聴く〉，
《メディアと社会》，6（2014.3），頁 185–194。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3 郭承敏 
《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東京：明文書
房，2014。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4 田貴芳 
《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臺北：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4。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5 
古少騏訪問、翻
譯、整理 

〈竹東范彭喜妹女士：口述生命史〉，《新竹
文獻》，63（2015.10），頁 39-52。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6 吳崑茂 
《勞勞塵緣七十載》，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
司，2015。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7 李石城 
《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臺中：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8 

黃華昌著，吳水
燈、盧兆麟、陳英
泰、王春長、陳孟
和、王文清譯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
出版社，2015[2004]。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9 黃貴潮编 
《阿美族口傳文學集》，臺北：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2015。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0 劉萬來 
《一個老 KANO 的回憶：大林之子劉萬來自
敘》，臺北：魚籃文化有限公司，2015。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1 

王敏超、池宗憲、
周杏羽、張位宜、
莊永明、蕭武桐詹
素貞主持，江長青
記錄，吳昭明整理 

〈「臺北茶產業發展」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
《臺北文獻》，191（2015.3），頁 1-39。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2 彭衍綸 
〈淺論臺北市內湖地方傳說的采集〉，《臺北
文獻》，191（2015.3），頁 159-203。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3 

游珮芸、陳月文、
李苑芳、謝慧燕、
陳晉卿、周惠玲主
持，吳玉玲記錄、
整理 

〈「故事說演」在臺發展百年回顧口述歷史座
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93 （2015.9），
頁 1-57。 

通論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4 何孟侯編 
《竹塹水田庄吳家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2014。 

通論 古文書 專書 

15 吳學明 
《六家林氏古文書》，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2015。 

通論 古文書 專書 

16 
李魁賢等作、許素
蘭編 

《考辨．紀事．憶述：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
四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通論 史料彙編 專書 

17 莊世滋 
《戀戀丹巒：南投林業印記》，南投：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2015。 

通論 史料彙編 專書 

18 內政部編 
《中華民國南疆史料選輯》，臺北：內政部，
2015。 

通論 史料彙編 專書 

19 廖振富编 
《時代見證與文化關照：莊垂勝、林莊生父子
收藏書信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通論 史料彙編 專書 

20 呂理政、謝國興編 
《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5。 

通論 史料編譯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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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 書  目 時期 細項類別 類型 

21 
林欣宜著，麥格麗
琪著，林易徵譯 

〈麥格麗琪（Millicent M. McClatchie）1895-96

年臺灣遊記〉，《歷史臺灣》，9（2015.5），
頁 135-163。 

通論 史料編譯 文章 

22 
小泉鐵著，黃婷
嫥、何姵儀譯 

《臺灣土俗誌》，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 

重 [1933] 
通論 志書 專書 

23 

吳永猛、陳清香、
謝志一、吳仁華、
陳省身 

《臺灣省城隍廟志》，臺北：財團法人臺灣省
城隍廟，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24 王崇源總編纂 
《續修恆春鎮志‧增編》，屏東：恆春鎮公所，
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25 何明星總編輯 《新埔鎮誌》，新竹：新埔鎮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26 吳家勳總編纂 
《桃園縣平鎮市志‧續編（上）（下）》，桃
園：平鎮市公所，2014，二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27 宋秉明等撰稿 
《桃園縣復興鄉鄉志增修（上）（中）（下）》，
桃園：復興鄉公所，2014，三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28 
拉夫琅斯‧卡拉雲
漾主編 

《瑪家鄉志》，屏東：瑪家鄉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29 
林泉明、邱鎮森撰
稿 

《三灣鄉村史（上）（下）》，苗栗：三灣鄉
公所，2014，二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30 林會承總編撰 《望安鄉志》，澎湖：望安鄉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1 唐蕙韻 
《金門城邱家文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2014。 

通論 古文書 專書 

32 
夏黎明、李玉芬、
趙仁方編 

《臺東縣綠島鄉誌（上）（中）（下）》，臺
東：綠島鄉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3 張桓忠 
《萬春宮志：藍興、大墩、臺中媽祖信仰的歷史
發展》，臺中：臺中市萬春宮管理委員會，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4 陳運棟總編纂 
《卓蘭鎮志（上）（中）（下）》，苗栗：卓
蘭鎮鎮公所，2014，三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35 彭瑞金總編輯 《蘇澳鎮志》，宜蘭：蘇澳鎮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6 曾昭榮主修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志》，屏東：新豐社區
發展協會，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7 黃秀政總纂 
《甲午新修彰化縣志‧地理志》，彰化：彰化
縣政府，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8 黃敦厚等撰稿 
《大肚萬興宮志》，臺中：大肚鄉頂街萬興宮
管理委員會，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39 
臺邦‧撒沙勒總編
撰 

《泰武鄉志》，屏東：泰武鄉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40 鄭政誠總編纂 
《續修桃園市志（上）（下）》，桃園：桃園
市公所，2014，二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41 鄭瑞明總編纂 《鹽埔鄉志》，屏東：鹽埔鄉公所，2014。 通論 志書 專書 

42 謝瑞隆總編纂 
《田中鎮志（上）（下）》，彰化：田中鎮公
所，2014，二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43 王志宇計畫主持 《大村鄉志》，彰化：大村鄉公所，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44 王泰瑛 
《烽火‧亂世‧家：王雲五家族口述史》，臺
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45 古鎮清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一 ： 政治建設志（上）》，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46 古鎮清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一 ： 政治建設志（下）》，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47 林文雄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三：經濟建設志（上）》，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48 林文雄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三：經濟建設志（下）》，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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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 書  目 時期 細項類別 類型 

49 張文賢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六：建築志》，苗栗：苗
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0 陳運棟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首：基本資料志（上）》，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1 陳運棟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首：基本資料志（下）》，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2 黃子堯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四：文教建設志（上）》，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3 黃子堯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四：文教建設志（下）》，
苗栗：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4 
黃鼎松、廖綺貞、
黃碧霞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五：觀光建設志》，苗栗：
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5 

葉志杰執行總編
纂、主撰， 尹章
義總編輯 

《長濱鄉志（上）（下）》，臺東：長濱鄉公
所，2015，二冊。 

通論 志書 專書 

56 龔萬灶等編纂 
《續修苗栗縣志‧卷二：社會建設志》，苗栗：
苗栗縣政府，2015。 

通論 志書 專書 

57 文斌主編 
《後營蔡氏族譜》，臺南：後營蔡氏家族親聯
誼會，2014[2001]。 

通論 族譜 專書 

58 吳正牧編 
《壺嗣吳氏遷臺祖永昌公族譜》，臺北：壺嗣
吳氏遷臺祖永昌公族譜編撰委會，2014。 

通論 族譜 專書 

59 孫義村編 《樂安孫氏族譜》，嘉義：原墾資訊，2014。 通論 族譜 專書 

60 郭掌從編 
《郭氏族譜：臺灣桃園岱山遷臺始祖郭光天衍
脈》，桃園：郭氏族譜編輯委員會，2014。 

通論 族譜 專書 

61 方友义整理 
《郑成功族谱：南安石井郑隐石一脉总族谱》，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通論 族譜 專書 

62 黃欽達、黃玉城編 
《黃汝昌公派下乃遠公系黃氏族譜》，苗栗：
黃欽達，2015。 

通論 族譜 專書 

63 黃欽達編 
《黃彥桂公派下廷彩公系黃氏族譜》，苗栗：
黃欽達，2015。 

通論 族譜 專書 

64 
連雅堂著、山元貴
尚等譯 

〈臺灣通史（連雅堂撰《臺灣通史》訳注（第 1 

回）自序及び巻一：開闢紀）〉，《帝京史学》，
29（2014.2），頁 147–236。 

史 前
與 早
期 

史料編譯 文章 

65 
揆一著、陳瑢真翻
譯、翁佳音導讀 

〈歷史上的揆一王們：一封家書的另註〉，《歷
史臺灣》，7（2014.5），頁 157–178。 

史 前
與 早
期 

史料編譯 文章 

66 
江樹生譯註、翁佳
音協譯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
督書信集Ⅲ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 

早期 史料編譯 專書 

67 
江樹生譯註、翁佳
音協譯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
督書信集Ⅳ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 

早期 史料編譯 專書 

68 
江樹生譯註、翁佳
音協譯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
督書信集Ⅴ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 

早期 史料編譯 專書 

69 李毓中编、譯註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Ⅱ》，南投：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早期 史料編譯 專書 

70 

李乾朗、舒國治、
王明志、張瑋如、
李欽賢、彭啟原、
簡肇成、吳昭明口 

述，詹素貞主持，
江長青記錄，蕭明
治整理 

〈「臺北建城 130 周年紀念」（發展篇）口述
歷史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88（2014.6），
頁 1–35。 

 清代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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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莊永明、黃富三、
洪致文、蘇碩斌、
尹章義、林一宏、
黃適上口述，詹素
貞主持，蕭明治記
錄整理 

〈「臺北建城 130 周年紀念」（建城篇）口述
歷史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87（2014.3），
頁 1–43。 

 清代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72 

黃富三等解讀，何
鳳嬌、林正慧、吳
俊瑩編輯 

《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等相關信函》，臺北：
國史館，2014。 

 清代 古文書 專書 

73 

黃富三等解讀，何
鳳嬌、林正慧、吳
俊瑩編輯 

《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相關收支單》，臺北：
國史館，2014。 

 清代 古文書 專書 

74 

貝紐夫斯基
（Móri, 

Benyovszky）原
著、莊宏哲譯著 

《1771 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臺灣》，臺北：
前衛，2014。 

 清代 史料編譯 專書 

75 

黃富三等解讀，何
鳳嬌、林正慧、吳
俊瑩編輯 

《霧峰林家文書集：田業租谷》，臺北：國史
館，2015。 

清代 古文書 專書 

76 詹評仁 
〈立典宅契字等〉，《臺南文獻》，8（2015.12），
頁 242-249。 

清代 古文書 文章 

77 吳密察編 
《高雄史料集成第二種：乙未之役打狗史料─

中文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15。 
清代 史料彙編 專書 

78 

アクティブ．ミュ
ージアム「女たち
の戦争と平和資
料館」編 

《日本人にされた阿媽（アマー）たち：台湾．
「慰安婦」の証言：第 11 回特別展カタログ》，
東京：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
戦争と平和資料館」，2014。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79 岩間俊卓 
《懐かしの台湾：三職記》，愛知：ブイツー
ソリューション；東京：星雲社，2014。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80 林建昌 
〈小學回憶〉，《竹塹文獻雜誌》，56（2014.1），
頁 139–158。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1 洪致文 

〈「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補述：從臺
北練兵場、臺北（南）飛行場到南機場〉，《臺
北文獻》，189（2014.9），頁 67，69–78。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2 

胡萬華、陳天土、
李瑞騏、史鎮墉、
方荷生、高傳棋、
康旻杰、洪致文、 

徐燕興、吳昭明口
述，詹素貞主持，
蕭明治記錄整理 

〈「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臺
北文獻》，189（2014.9），頁 1–52。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3 柴公也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生活誌（6）〉，《海外
事情研究》，41：2（2014.3），頁 89–105。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4 柴公也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生活誌（7）〉，《海外
事情研究》，42：1（2014.12），頁 141–157。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5 

許雪姬、黃子寧、
林丁國訪問，藍瑩
如、林丁國、黃子
寧、鄭鳳凰、許雪 

姬、張英明記錄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86 
黃萬相、林身振、
林炳炎 

〈新竹第六海軍燃料廠人員之回憶〉，《竹塹
文獻雜誌》，56（2014.1），頁 91–106。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87 蕭明治訪談記錄 

〈「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補述：臺北
市青年公園的發展〉，《臺北文獻》，189

（2014.9），頁 53–66。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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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内海忠司著，近藤
正己、北村嘉恵編 

《内海忠司日記 1940–1945：総力戦体制下の
台湾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
版会，2014。 

 日治 日記 專書 

89 
黃旺成著、許雪姬
等註解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1926 年》，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日治 日記 專書 

90 
楊水心著、許雪姬
等註解 

《楊水心女士日記（一）1928 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日治 日記 專書 

91 
楊水心著、許雪姬
等註解 

《楊水心女士日記（二）1930 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日治 日記 專書 

92 台湾教育会 
《台湾教育．大正期（復刻版）》，東京：不
二出版，2014，第 3–6 巻。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3 秋守常太郎 
《南洋旅行╱台湾旅行》，東京：大空社，2014 

重 [1936]。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4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入江
英、藤崎精四郎著 

《台湾案内；台湾南支事情（近代台湾都市案
内集成第 7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重 [1897, 1918]。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5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加藤駿
著 

《常夏之台湾（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第 10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重 [1928]。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6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田村剛
著 

栗原純、鍾淑敏監修．解說，田村剛著《台湾
の風景（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第 9 巻）》，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重 [1928]。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7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村上玉
吉編 

《南部台湾誌（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第 12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重 [1934]。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8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杉山靖
憲編著 

《台湾名勝旧蹟誌》（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
第 8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重 [1916]。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99 

栗原純、鍾淑敏監
修．解說，臺灣教
育會著、宮前嘉久
藏編、宮川次郎著 

《台湾の旅╱台湾旅行の栞╱趣味の台湾（近
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第 11 巻）》，東京：ゆま
に書房，2014 重 [1927, 1934, 1941]。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00 

藤澤衛彦、伊東順
彦、増田穆、関惣
右衛門編 

《最近検定市町村名鑑（一庁三府四十三県朝
鮮台湾樺太関東州）：附官国幣社及諸学校所
在地一覧》，東京：信山社，2014 重 [1918]。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01 
鷲巣敦哉著、吉原
丈司編 

《鷲巣敦哉著作集：補遺   警察試験叢書
（続）．雑誌所収著作補遺（続）．索引》，
東京：緑蔭書房，2014 重 [2000]。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02 
歐素瑛、林正慧、
黃翔瑜編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簡國賢案史料彙編（一）
（二）》，臺北：國史館，2014，二冊。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03 
蔣渭水著、蔣朝根
編校、蔣智揚譯 

《蔣渭水先生全集》，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
文化基金會，2014。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04 
鍾淑敏、籠谷直人
編 

《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
究所，2014。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05 
合田美穂、藤田依
久子、高城佳那 

〈翻訳：董群廉著〈呂紀葆（寒川）インタビ
ュー録〉：2010 年 5 月 6 日に董群廉氏によ
って実施されたシンガポール金門会館におけ
る呂紀葆（寒川）へのインタビュー録〉，《静
岡産業大学情報学部研究紀要》，16（2014.3），
頁 409–427。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06 徐英祥譯 
《日治時期臺灣茶葉調查報告譯集》，臺北：
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2014。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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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2）〉，
《硓𥑮 石》，74（2014.3），頁 2–22。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08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3）〉，
《硓𥑮 石》，75（2014.6），頁 117–126。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09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4）〉，
《硓𥑮 石》，76（2014.9），頁 114–127。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10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5）〉，
《硓𥑮 石》，77（2014.12），頁 120–129。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11 
吳奕芳、吳馥旬執
行編輯 

《後甲原青春行：「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
學校」師生回憶錄（二）》，臺南：國立成功
大學博物館，2014。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12 郭茂己 
〈噍吧哖事件大村鄉受難者調查及後代家屬訪
談〉，《臺南文獻》，8（2015.12），頁 104-119。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3 陳政宏總編輯 

《後甲原青春行：鳳木會會報選集：「臺灣總
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師生回憶錄（三）》，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015。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14 
王金生口述，古少
騏記錄、整理 

〈臺灣少年造飛機：王金生口述史〉，《新竹
文獻》， 61（2015.7），頁 24-46。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5 

石阿泉、陳旺欉口
述，張文義訪談、
記錄 

〈「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一〉，《宜蘭
文獻雜誌》，101（2015.3），頁 53-82。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6 
林平泉口述、張文
義訪談整理 

〈「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三〉，《宜蘭
文獻雜誌》，103（2015.9），頁 59-100。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7 
林正興口述、陳柏
棕記錄整理 

〈臺灣特設勤勞團員林正興口述歷史〉，《歷
史臺灣》，10（2015.11），頁 149-168。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8 
曾品滄訪問、陳瑤
珍記錄 

〈人間天堂蓬萊閣：臺菜名師黃德興先生口述
歷史〉，《臺北文獻》，193（2015.9），頁 155-182。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19 

楊沂水、李本璧、
黃金昌、李英茂口
述，張文義訪談整
理 

〈「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二〉，《宜蘭
文獻雜誌》，102（2015.6），頁 67-113。 

日治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20 
黃旺成著、許雪姬
等註解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1927 年）》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日治 日記 專書 

121 
黃旺成著、許雪姬
等註解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1928 年》，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日治 日記 專書 

122 
楊水心著、許雪姬
等註解 

《楊水心女士日記（三）1934、1942 年》，臺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日治 日記 專書 

123 陳曉怡總編 

《臺灣新民報‧第一冊》，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六然居資
料室，2015。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24 陳曉怡總編 

《臺灣新民報‧第二冊》，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六然居資
料室，2015。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25 陳曉怡總編 

《臺灣新民報‧第三冊》，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六然居資
料室，2015。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26 陳曉怡總編 

《臺灣新民報‧第四冊》，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六然居資
料室，2015。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27 陳曉怡總編 

《臺灣新民報‧第五冊》，臺南：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六然居資
料室，2015。 

日治 史料復刻 專書 

128 林正珍編 
《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
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5。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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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钟河林、曹必宏编 
《血与火的记忆：台湾抗日档案文献诗文选编─

文献诗词卷》，北京：线装书局，2015。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30 钟河林、曹必宏编 
《血与火的记忆：台湾抗日档案文献诗文选编─

文章人物卷》，北京：线装书局，2015。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31 
陳何女士助產學
筆記解讀班 

《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日文校勘版）》，臺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日治 史料彙編 專書 

132 
波越重之著、宋建
和譯 

《新竹廳志》，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4。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3 
楊蓮福總編輯、闞
正宗編譯 

《甲午戰爭‧臺灣篇：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專
輯》，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八冊。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4 

Edward Band

著，楊雅婷翻譯，
王貞文導讀，鄭仰
恩、翁佳音解題 

《福爾摩沙的巴克禮》，臺南：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臺南神學院，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5 王學新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5）地方社會系
列 1：日據時期大溪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6 王學新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0）武裝抗日系
列 1：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7 
宜蘭廳原編、朱素
純翻譯、廖英杰编 

《宜蘭廳治一斑》，宜蘭：宜蘭縣史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8 徐國章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6）律令系列 3：
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明治 34-35 年）》，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39 徐國章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1）律令系列 4：
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明治 36-37）》，南
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0 
許世融翻譯、孟祥
瀚編註 

《南屯鄉土調查：日治時期史料編譯》，臺中：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1 許錫慶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3）教育系列 3：
日據時期初等教育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2 許錫慶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8）教育系列 3：
日據時期初等教育史料選編》，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3 溫國良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4）宗教系列 3：
日據時期在臺日本神社神道史料選編》，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4 溫國良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9）宗教系列 4：
日據時期臺灣舊有寺廟史料選編》，南投：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5 

臺灣總督府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
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編譯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八冊：排灣族‧賽夏族》，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6 

臺灣總督府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
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編譯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阿里山蕃、
四社蕃、簡仔霧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7 

謝國興、鍾淑敏、
籠谷直人、王麗蕉
編 

《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
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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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顏義芳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7）專賣系列 3：
日據時期臺灣工業鹽史料選編》，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49 顏義芳編著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2）專賣系列 4：
日據時期臺灣燐寸史料選編 1》，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2015。 

日治 史料編譯 專書 

150 
朱再枝著、馮健倫
譯 

〈員山庄庄誌〉，《宜蘭文獻雜誌》，102

（2015.6），頁 49-66。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1 
臺灣日日新報社
著、李英茂譯 

〈《臺灣日日新報》宜蘭「匪徒」歸順報導輯
錄〉，《宜蘭文獻雜誌》，103（2015.9），頁
101-126。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2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9〉，《硓
𥑮石》，81（2015.12），頁 128-141。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3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8〉，《硓
𥑮石》，80（2015.9），頁 72-84。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4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7〉，《硓
𥑮石》，79（2015.6），頁 114-124。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5 
澎湖廳編、林有忠
譯 

〈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6〉，《硓
𥑮石》，78（2015.3），頁 2-11。 

日治 史料編譯 文章 

156 

司徒惠康總纂，葉
永文、劉士永、郭
世清撰修 

《國防醫學院院史：耆老口述》，臺北：五南，
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57 弘谷多喜夫 
〈犬飼基義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79–91。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58 弘谷多喜夫 
〈北九州芝山会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
湾口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41–78。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59 弘谷多喜夫 
〈田中専一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193–216。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0 弘谷多喜夫 
〈石川勝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217–233。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1 弘谷多喜夫 
〈安井勇二．松本源吉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
《台湾口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11–2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2 弘谷多喜夫 
〈年森偵泰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93–148。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3 弘谷多喜夫 
〈島津憲房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149–182。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4 弘谷多喜夫 
〈盛福秀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述
歴史研究》，10（2014.3），頁 183–192。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5 弘谷多喜夫 
〈福羽政二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台湾口
述歴史研究》，10（2014.3），頁 27–40。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6 成田福裕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執筆のための聞き取り〉，
《台湾口述歴史研究》，11（2014.8），頁 1–

3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7 李英茂 
〈回首生涯志工路〉，《宜蘭文獻雜誌》，100

（2014.6），頁 68–79。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8 星野幸代、楊韜 

〈証言と資料／飛舞人生：台湾現代舞踊家．
李彩娥氏インタビュー〉，《言語文化論集》，
35：2（2014.3），頁 69–82。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69 
洪啟仁口述、李慧
菊採訪整理 

《臺灣心臟外科第一人：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
事》，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70 胡勝川 

《醫心如月映百川：臺灣急診醫學先行者胡勝
川回憶錄》，臺北：經典雜誌、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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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康寧祥論述、陳政
農編撰 

《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臺北：允晨，
2014 重 [2013]。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72 張炎憲訪問 
〈孜孜不倦的學者：曹永和先生〉，《臺灣風
物》，64：4（2014.12），頁 53–63。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73 

張淑惠、鄭慧新、
彭麗芬、黃韋翔、
李唯綱調查紀錄 

〈泰雅族共享文化的田調訪查紀錄〉，《宜蘭
文獻雜誌》，99（2014.3），頁 52–9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74 

許雪姬、吳美慧、
連憲升、郭月如訪
問，吳美慧記錄 

《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
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75 

許雪姬、楊麗祝、
侯坤宏、陳翠蓮、
曾品滄、林建廷訪
問，林建廷、丘慧
君、劉芳瑜、林志
晟、蔡說麗、林美
里記錄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
錄（中）》，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76 

許雪姬、楊麗祝、
侯坤宏、陳翠蓮、
曾品滄訪問，林建
廷、吳奇浩、劉芳
瑜、林志晟、李香
瑩、王麗晴記錄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
錄（上）》，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77 
許雪姬訪談、丘慧
君記錄 

〈近史所口述歷史組召集人游鑑明教授訪問紀
錄〉，《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5（2014.8），
頁 39–49。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78 
陳秀枝等口述、廖
秀容編著 

《歌仔戲實錄》，新北：稻鄉，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79 陳偉智 

〈一個宜蘭縣史館前工讀生的回憶：寫在《宜
蘭文獻雜誌》發行百期之際〉，《宜蘭文獻雜
誌》，100（2014.6），頁 41–67。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80 

陳萬益、柯慶明、
李魁賢、鄭邦鎮、
莊萬壽、彭瑞金、
周益忠、翁聖峰、
江寶釵、吳昭明口
述，黃美娥主持，
趙偵宇記錄，蕭明
治整理 

〈「臺灣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回顧與思考」口述
歷史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90（2014.12），
頁 1–61。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81 曾華璧 

〈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環保工作的參與：張祖
璿先生口述訪談〉，《臺灣文獻》，65：1（2014.3），
頁 203–243。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82 

游鑑明、呂妙芬、
林志宏、吳啟訥、
賴毓芝、沈懷玉、
劉士永、張淑卿訪
問，周維朋、林東
璟、李品寬、柯小
菁記錄 

《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中
篇）：各部、科、中心主任》，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83 

游鑑明、呂妙芬、
林志宏、吳啟訥、
賴毓芝、沈懷玉、
劉士永、張淑卿訪
問，周維朋、林東
璟、李品寬、柯小
菁記錄 

《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下
篇）：各部、科、室主任》，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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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黃明雅 
〈七股區鹽埕里臺區聚落採訪錄〉，《臺南文
獻》，5（2014.7），頁 208–219。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185 鈴木れいこ 
《台湾  乳なる祖国：娘たちへの贈り物》，
東京：彩流社，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86 
蔡慧玉訪問、吳美
慧記錄 

《光復臺灣與戰後警政：「臺灣警察幹部訓練
班」口述訪談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87 

鍾淑敏、詹素娟、
張隆志訪問，吳美
慧、謝仕淵、謝奇
鋒、蔡峙記錄 

《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2014 修[2010]。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88 方美娥 
《足跡 ： 文化村的口述歷史》，桃園：山頂
動人愛家園協會，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89 
江天健、陳鸞鳳、
張瑋琦 

《發現竹塹在地產業聲音：竹塹產業耆老訪談
口述歷史》，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0 

何 有 柯 （ Unak 

Tafong）口述，吳
明 義 （ Namoh 

Rata）記音、翻
譯，黃宣衛主編 

《末代 sapalengaw 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 年錄音重現》，臺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1 余傳韜 
《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臺北：國史館，
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2 吳榮順編 
《泰雅史詩聲聲不息：林明福的口述傳統與口
唱史詩》，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3 李元貞 
《眾女成城：臺灣婦運回憶錄（上）（下）》，
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二冊。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4 
李公哲口述，石瑞
彬、邱滿英訪談 

《無悔環保路：李公哲先生口述訪談》，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5 

李博文口述，蕭呈
章、陳惠芳採訪整
理 

《省財政耕耘者：前省財政廳李博文副廳長口
述訪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6 
李詩云、陳治龍、
邱新福 

《流轉時光：馬祖口述歷史》，連江：連江縣
政府，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7 李憲榮 
《驚濤裡的精彩：李憲榮回憶錄》，臺北：翰
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8 
汪希文著、蔡登山
編 

《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汪希文回憶錄》，臺
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199 林俊義 
《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林俊義回憶錄》，臺
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0 

林誠口述、尤巴
斯‧瓦旦（Yupas 

Watan）編譯 

《大甲溪流域泰雅爾變遷傳奇：林誠牧師回憶
錄》，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
社，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1 
侯坤宏、卓遵宏訪
問 

《六十感恩紀：惠敏法師訪談錄》，臺北：國
史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2 

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綜合
規劃處編 

《古寧頭戰役：65 位參戰官兵口述歷史暨 65

週年紀念戰地巡禮紀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成立 60 週年紀念特輯》，臺北：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3 張卉君 
《記憶重建：莫拉克新開災誌─六龜新開災後口
述史》，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4 陳石林 
《70 自述：陳石林回憶錄》，新北：百香果出
版社，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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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陳立文主編，黃秀
妃等訪問、紀錄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臺北：
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6 
陳金柱等口述、黃
旭初主編 

《禁錮的青春，我的夢：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
故事（2）》，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7 
陳景通等受訪、曹
欽榮等採訪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
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8 
陳嘉德口述，吳明
德、蕭淑貞撰述 

《臺灣製墨藝師：陳嘉德》，新北：新北市文
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09 陸志家 
《百戰將軍陸志家回憶錄》，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0 彭瑞金訪問、撰述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黃榮洛
生命史》，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1 彭瑞金訪問、撰述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楊鏡汀
生命史》，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2 曾瓊葉主編 
《國軍原住民族官兵訪問紀錄》，臺北：國防
部政務辦公室，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3 
臺灣證券交易所
編 

《犇騰 50 ：臺灣證券交易所 50 週年慶口述歷
史專輯》，臺北：臺灣證券交易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4 
趙錫麟口述、張中
復訪問 

《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臺北：國
史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5 
歐素瑛、林正慧、
黃翔瑜訪問、記錄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臺北：
國史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6 
滕傑口述、勞政武
編撰 

《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桃園：淨
名文化中心，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7 
潘壘口述、左桂芳
編著 

《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臺北：國家電影
資料館，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8 蔡春三著 
《蔡春三回憶錄》，臺中：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19 蕭伊伶編 
《金釵記：前鎮加工區女性勞工的口述記憶》，
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0 藍建春訪問、撰述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杜潘芳
格生命史》，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1 
羅東聖母醫院口
述歷史小組編 

《聖嘉民與媽祖的巧遇：靈醫會在澎湖一甲子
的故事》，臺北：光啟文化，201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2 陳玲 《臺灣統派運動口述史》，臺北：時英，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3 

王紹堉口述，葉盛
琦、張秀雲訪問、
記錄 

《王紹堉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4 王震邦採訪、撰稿 
《清華因緣：學思行旅、口述青春紀事》，新
竹：清大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5 王耀武编 
《國軍軍樂隊儀隊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
政務辦公室，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6 
田寶岱著，張力編
輯、校訂 

《田寶岱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7 何景賢口述 
《漢教之父：何景賢口述歷史》，臺北：臺灣
中華書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8 
吳三連臺灣史料
基金會編 

《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臺北：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29 
呂福祿口述、廖秀
容編 

《見錄歌仔戲》，新北：稻鄉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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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李宇平、李達嘉、
王正華、連玲玲、
林志宏、溫禎文、
林蘭芳、鄭麗榕訪
問，周維朋、溫禎
文、王超然、簡金
生、林敬智、林蘭
芳、鄭麗榕、劉世
溫記錄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1 阮均編 
《阮廷瑜先生紀念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2 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198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3 
唐德剛撰、李宗仁
口述 

《李宗仁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15[2010]。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4 孫又予 
《憶浮生往事：一名中科院退休員工對過去的
回顧》，臺北：獵海人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5 張浵 
《臺灣公路人：張浵回憶錄》，臺北：交通部
公路總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6 張紫葛 
《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機要秘書詳談宋美
齡》，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7 莊永明 
《活！該如此：莊永明七十自述》，臺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8 

許雪姬、王昭文訪
問，王昭文、吳美
慧、林建廷記錄 

《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39 

許雪姬、楊麗祝、
侯坤宏、陳翠蓮、
曾品滄訪問，林建
廷、吳美慧、辛佩
青、林志晟、李香
瑩記錄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
錄（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0 
陳逸松口述、林忠
勝撰述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1 

陳運棟口述，劉澤
民、江孟雲訪談整
理 

《文化研究尖兵：陳運棟校長訪談錄》，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2 彭百顯總編輯 
《自由之花：林鐘雄回憶錄》，臺北：民報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3 

辜寬敏口述，張炎
憲、陳美蓉採訪整
理 

《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臺北：吳
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4 黃仁 
《我在《聯合報》43 年：資深記者黃仁見聞錄》，
臺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5 

黃克武、游鑑明、
張啟雄、張力、黃
自進、陳儀深、潘
光哲、林志宏、沈
懷玉訪問，沈懷
玉、周維朋、林東
璟、柯小菁、溫禎
文、林志晟記錄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6 
黃昆輝口述、魏柔
宜撰文 

《誠的力量：黃昆輝八十憶往》，臺北：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34 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編號 編著者 書  目 時期 細項類別 類型 

247 葛光豫 
《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臺北：獨
立作家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8 
裴斐、韦慕庭访
问、整理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 年：
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49 劉瑛 
《外交生涯四十年：外交幹將劉瑛回憶錄》，
臺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0 劉廣定 
《傅鐘 55 響：傅斯年先生遺珍》，臺北：獨立
作家出版社，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1 蔡文斌 
《像我這樣的法律人：蔡文斌律師的精彩人
生》，臺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2 蔡金鼎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
人口述歷史》，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3 

薛月順、林正慧、
曾品滄訪談，林正
慧、薛月順記錄整
理 

《臺灣生技產業的開路先鋒：蘇遠志訪談錄》，
臺北：國史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4 
薛月順訪談、記錄
整理 

《臺灣漁業推手：闕壯狄訪談錄》，臺北：國
史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5 
謝南陽等口述、黃
旭初编 

《政治標記，白色夢靨：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
故事 3》，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6 
簡士性等受訪、撰
稿，陳銘城等採訪 

《重生與愛：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
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7 

簡榮聰自述，廖志
明、李西勳、蔡佩
秀訪談，李西勳、
蔡佩秀文稿整理 

《文心雕鳳：簡榮聰先生口述傳記》，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專書 

258 林怡靚訪談、整理 
〈廖清香女士訪談紀錄〉，《宜蘭文獻雜誌》，
102（2015.6），頁 114-131。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59 洪銘聰訪談、紀錄 

〈漂流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者：洪傳源先生訪
談〉，《臺灣史料研究》，45（2015.6），頁
169-177。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0 
楊榮祥口述，何乃
蕙採訪、整理 

〈德智體三育兼備的人生導師懷念一段超過半
世紀的師生情〉，《竹塹文獻雜誌》， 60

（2015.10），頁 45-51。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1 

陳良男、蔡逸價、
黃奇銘口述，莊紫
蓉採訪整理，蔡逸
價整理 

〈臺灣人移民紐西蘭口述歷史〉，《臺灣史料
研究》，45（2015.6），頁 114-168。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2 

陳威仁、詹素貞、
吳玉玲訪談，吳昭
明訪談，丘慧君記
錄，吳玉玲整理 

〈從「中華新村」到「西本願寺廣場」都市更
新：陳威仁部長口述歷史訪談〉，《臺北文獻》，
194（2015.12），頁 211-233。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3 

詹素貞、莊芳榮、
陳三井、林正子、
黃富三、薛琴、卓
克華、林保堯、湯
熙勇、陳奕愷、陳
金讚、張瓈文、林
嘉澍、黃永銓、吳
朝德、吳昭明、周
宗賢主持，黃世成
記錄，吳玉玲整理 

〈「從林衡道早期身影看史蹟推廣活動」口述
歷史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92（2015.6），
頁 1-30。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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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廖麗川口述、顧恒
湛採訪 

〈廖麗川先生口述紀錄〉，《臺灣風物》，65：
4（2015.12），頁 167-188。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5 
歐素瑛、林正慧訪
談，丘慧君記錄 

〈口述史達人訪談：侯坤宏先生訪問紀錄〉，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6（2015.8），頁
28-40。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6 王鳳真 
〈人物訪談：彭商育老師〉，《竹塹文獻雜誌》，
60（2015.10），頁 38-44。 

戰後 
口述回憶
訪談 

文章 

267 陶晉生編 
《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上）（下）》，臺
北：聯經，2014，二冊。 

戰後 日記 專書 

268 
吉星文著，何鳳
嬌、蕭李居編校 

《吉星文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
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69 
吉星文著，何鳳
嬌、蕭李居編校 

《吉星文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
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70 
胡宗南著，蔡盛
琦、陳世局編校 

《胡宗南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
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71 
胡宗南著，蔡盛
琦、陳世局編校 

《胡宗南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
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72 

陳誠著，林秋敏、
葉惠芬、蘇聖雄編
校 

《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73 

陳誠著，林秋敏、
葉惠芬、蘇聖雄編
校 

《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2015。 戰後 日記 專書 

274 

司徒惠康總纂，葉
永文、劉士永、郭
世清撰修 

《國防醫學院院史．正編》，臺北：五南，2014。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75 陳文進總編輯 
《65 風華傳承美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949–

2014》，屏東：屏東地方法院，2014。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76 蕭碧珍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姓名篇
（上）（下）》，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4，二冊。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77 謝培屏、何鳳嬌編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藍明谷案史料彙編》，
臺北：國史館，2014。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78 李仕德編譯 

《金門的戰爭與和平：823 砲戰期間美國外交文
書有關金門文獻選譯》，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2014。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79 曾瓊葉编 
《從戰爭到和平：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
年紀念冊》，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0 王洞编、季進編著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1 李金振编 

《金大崛起：燕南啟道振鐸浯洲（上）（下）》，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二
冊。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2 洪淑苓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4：蓉子》，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3 張素貞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1：彭歌》，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4 莫渝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5：詹冰》，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5 彭瑞金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0：東方白》，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6 須文蔚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9：葉維廉》，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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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趙衛民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9：趙滋藩》，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8 蕭碧珍编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國籍
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89 蕭蕭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3：錦連》，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90 謝國興编 
《浦薛鳳子女海外書簡》，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91 顏崑陽編選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0：蕭白》，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戰後 史料彙編 專書 

292 
黃昭堂著、王敬翔
譯 

〈臺灣獨立建國運動史初稿〉，《臺灣史料研
究》，46（2015.12），頁 78-123。 

戰後 史料編譯 專書 

293 
黃秀政總纂、王俊
斌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教育行政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4 
黃秀政總纂、周國
屏等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二）土地志：名勝與古蹟
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5 
黃秀政總纂、范燕
秋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社會與文化
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6 
黃秀政總纂、張妙
瑛等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體育運動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7 
黃秀政總纂、許健
將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教育與
社會教育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8 
黃秀政總纂、陳翠
蓮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
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299 
黃秀政總纂、楊貴
三等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二）土地志：自然環境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300 
黃秀政總纂、羅啓
宏等撰稿 

《續修臺北市志（卷二）土地志：城市發展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戰後 志書 專書 

301 李福鐘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國際組織篇》，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2 林呈容、張靜宜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國民外交篇》，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3 孫弘鑫著 

《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後勤與裝備
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中華
民國國防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4 孫建中著 

《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教育與訓練
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中華
民國國防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5 
張勝彥、鄭梅淑、
張靜宜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總論暨外交行政
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6 陳文賢等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外交政策篇》，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7 戴寶村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篇‧對外關係篇》，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8 薛化元著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條約與協定篇》，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戰後 志書 專書 

309 河原功編 
《資料集 終戦直後の台湾【編集復刻版】》全
３巻，東京：不二出版，2015。 

戰後 史料復刻 專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