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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張炎獻、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自立晚報，1 9 9 4），頁 I - I V；簡後

聰，〈臺灣的歷史與古蹟〉，見《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鄉土教育中心專刊》（2002），頁1-4。

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以網路蒐尋之方式，介紹國內重要之圖書館藏有關臺灣之史

料，並說明該單位之有關臺灣史料之數位計畫內容，讓臺灣史研究者與關心臺灣

研究者，能有全貌的整體了解。所蒐尋的單位主要有：國史館、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灣省文獻會、國立

臺灣大學、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等。

史料為史學研究之基石，讀者宜就研究主題，做直接的研讀、解釋與分析。

各數位計畫之內容，均以原始史料為主，有其獨特性、不可替代性。數位計畫的

完成，提供研究的便捷。

一、 前 言

臺灣史的研究在當前尚可稱為顯學[ 1 ]，史料也因之漸次數位化，以便研閱，

國內公私圖書館、博物館、研究院、書局、出版社都有很好的經營。本文特別以

網路蒐尋，做扼要的介紹。

國內圖書館藏臺灣史料與
數位計畫初探

簡 後 聰



二、 國史館典藏的臺灣史料

國史館所藏西文圖書、日文圖書、韓文圖書、中外文期刊（含大陸版）、政

府出版品、統計資料等共24 萬 5,800 餘冊，已完成建檔者有15 萬 1,800 餘冊。

中文圖書：包括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二十五史、臺灣文獻叢刊、四庫全書、四部

備要、四部叢刊、百部叢書集成、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國內

各大學博碩士論文、民國叢書、申報、民國日報、大公報等。西文圖書：包括大

英百科全書、大美百科全書、社會科學百科全書、英國國會紀錄中有關十九世紀

中日問題重要文件等自國外購入之圖書。日文圖書：包括中日外交文書、大東亞

戰史叢書、滿洲事變等。韓文圖書包括：韓國口碑文學大系、駐韓日本公使館紀

錄、朝鮮統治史料、韓民族獨立運動史資料集、大韓民國史資料集等。中文期

刊：包括傳記文學、歷史月刊、中央月刊、東亞季刊、故宮文物、孔孟月刊、各

省文獻、大陸各重點學校學報、中國現代史、經濟史、明清史、民國檔案、歷史

檔案、史學月刊、近代史研究、臺灣研究季刊等。西文期刊包括：Asia Survey、

Asia We e k、China Report、Diplomatic History、Modern China、Ti m e、T h 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U.S. News & World Report 等。日文期刊包括：孫

文研究、史林、史學研究、史學雜誌、東洋學報等。政府出版品包括：總統府及

五院與各部會公報、臺北市政府公報、臺灣省各縣市議會公報等。[2]

館藏與臺灣研究有關者如下：

(一)臺灣堡圖集

臺灣堡圖集，全一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58 年出版。本圖

堡集係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社於民國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日明治三十九年，

公元 1906 年），民國 5 年（公元 1916 年，日大正五年），民國 11 年（公元 1922

年，日大正十一年）6 月，同年 9 月 20 日，11 月 10 日，11 月 30 日，民國20 年

等七次不同版本堡圖原圖縮製而成。[3]

臺灣堡圖集之堡圖有400 餘幅，可作為上承清末行政區劃，下逮民國9 年至

光復間之五州二廳以及五州三廳之軌跡；並附有廳、堡（里、鄉）庄與州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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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有國史館現藏國家檔案概述及國史館數位典藏科技計畫內容。網址：h t t p : / / w w w. d m h . g o v.

tw/；國史館臺中市文獻館積極推動典範之數位化。網址：http://www.th.gov.tw/ 。
[3] 臺灣堡圖集為研究行政變遷的最佳資料。



郡、街、庄及現行之縣、市、鄉鎮、村里前後演變對照表；且將堡圖編號，依次

序排列，附有堡（里鄉）名索引，供查閱此間行政區劃分之用。

臺灣堡圖集內容要項：1. 臺灣歷代行政區域變遷概述（附表：臺灣歷代行政

區域變遷一覽表）；2. 堡（里、鄉、澳）區行政區劃地名演變對照表（臺北廳、

宜蘭廳、桃園廳、新竹廳、臺中廳、南投廳、嘉義廳、臺南廳、阿猴廳、臺東

廳、花蓮港廳、澎湖廳）；3. 民國前 11 年至民國 56 年間行政區域演變圖（民國

前 11 年至民國 56 年間行政區域演變圖、日據末期與光復後行政區域比較圖）；

4. 堡圖集（清代堡圖舉例、堡圖原圖配置一覽表、堡圖組織法提示圖、堡圖分

圖）；附錄：堡圖索引。

(二)「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4]

行政院於 81 年 1 月 17 日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遴聘社會賢達及學者專

家對二二八事件做全面性之調查研究，以一年時間撰成報告，作為政府處理二二

八事件之參考，內容著重在事實的陳述及學術性的研究分析。分為七章：前言、

事件之背景、事件之爆發與衝突之擴大、政府之適應與事件之平復、傷亡與受害

情況、當時之救恤、結論。附錄有：1. 重要文件；2. 重要口述歷史資料；3. 重要

檔案資料取得的經過等。

(三)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清宮檔案，共八冊，由該院

83 年至 84 年編印出版。全書選自院藏清宮月摺檔、月摺補遺、譯漢月摺及軍機

月摺等諸檔，以月摺檔佔多數。月摺檔屬一種簿冊，為軍機處將發下之奏摺按時

間抄錄，分裝成冊，以備考查者；譯漢月摺係抄錄滿文譯漢奏摺而成者；軍機月

摺係抄錄軍機大臣字寄之奏摺而成者；月摺補遺，則係月摺檔之補遺。本書所錄

檔案有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有關臺灣之史料。[5]

(四)明清檔案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原名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現

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文件包括明代晚年及清代宣統以前各朝，明代

的文件較少。文件之格式有詔、誥、敕、諭、軍機大臣寄信、題、奏、揭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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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二二八事件為臺灣史上的重要事件，參見簡後聰，《臺灣史》（臺北：五南，2 0 0 1），頁 6 9 0 -

705。
[5] 參考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故宮，1983）。



會、冊檔、試卷等。包括皇帝、各部院大臣、封疆大吏。文件所涉地區為京師、

各省、關外、蒙古、回疆、西藏等地。以涉及全國一切重要事務為主。

(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自民國7 2 年起陸續出版，全書

共 1 , 5 0 0 冊，並附有索引一鉅冊。清高宗乾隆年間所纂修的四庫全書，一共收了

四部的重要典籍 3 , 4 6 0 種，稱得上是舉世無匹的大叢書。內容完備，包括中華五

千年所有的歷史、民族、社會、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輿、物產、文藝、哲

學、美術、農、醫、工商、算學及百家雜學等，無所不有。排列的秩序，大體依

照學術的分野，井然有條。其特色是整理圖書時，經過選擇裁汰，凡作偽、空

疏，經考辨，棄糟粕，存精華。每整理一部書，無論抄錄的，或不錄而僅存其目

的，均各撰有提要一篇，撮述作者的生平及書的概要。為提供四庫學研究的豐富

資料。

(六)中華民國戰局大觀(附臺灣霧社事件)

（日）古山秋裕編。東京：東亞事情研究所發行，昭和六年一月十五日

本書主要作為日人瞭解 1 9 3 0 年完成南北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時局，搜集鄰國

情事之用的攝影圖輯（共有圖（相）片108 幀。內容有記事三篇：1. 支那南北戰

爭終結；2. 1930 年的支那；3. 中國國民黨第三回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

議議事經過）。另書末附有臺灣霧社事件圖（相）片 5 幀。本書所載每幅圖片均

有詳細說明。[6]

(七)中國方志叢書

成文出版社重印。民國56 年臺北成文出版社發行。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考施政的要覽。研讀方志有助瞭解一地的過去

情況。本書彙集全國府、州、縣史志之大全，內容為：地理沿革、疆域面積、政

治建置、職官兵備、經濟物產、戶口田賦、社會風俗、方言寺觀、人物文獻、藝

文古蹟等。[7]

成文出版社於民國 7 4 年將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有關臺灣地區的籍

冊，影印集結成書，內容包括日本佔據臺灣前後，對臺灣所作的調查、探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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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霧社事件，同註4，頁 653-659。
[7] 地方志對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在其史料價值，過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周憲文帶領下於民國

50 年間出版系列文獻。



績、統計。記載之詳細，項目之繁多，可見日人對佔有臺灣的野心與決心。國史

館已就其中第二期出版之「臺灣視察復命」等9 1 種史料，購入典藏。茲略為簡

介：

1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臺灣總督府編

收錄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至昭和十七年間在臺灣的資料共9 5 冊。內容分章節

編排，大致有：總敘、職員（任命的順序）、司法（民刑事務施行經過）、警

察（警官募集、膺造紙幣、土匪狀況）、地方（地方廳設置、戶口調查）、遞

信（郵便局設置）、殖產（農產、水產、商工調查、樟腦、礦業）、租稅（官

租關稅、年度關稅集金計表）、教育等事務，部分年度附有臺灣總督府法令

目次。

2 .臺灣事情 臺灣總督府編

收錄日本大正五年至昭和十九年間有關臺灣的土地、氣象、戶口、政務機

關、交通與通信、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業、商業及金融、財政、專

賣教育、宗教、衛生、水利、電氣水道、警察等狀況，均佐有統計表可供參

考。全書共53 冊。

3 .臺灣年鑑 臺灣通信社編

影印自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十九年所出版的臺灣年鑑，內容收錄有天文地理、

政治經濟產業、人情風俗等，資料蒐集詳盡並有各領域的專家予以指正，其

中也有參考臺灣誌、臺灣農業年報、總督府統計書、臺灣風俗誌、臺灣日日

新報、大每內外要覽、臺灣會社銀行錄。全書共42 冊。

4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創刊於 1 8 9 8 年 5 月，是由日人守屋善兵衛在臺灣總督兒玉源

太郎協助下，併購臺灣新報及臺灣日報而成，其目的為欲藉此提供日本總督

府對臺灣的地方民情、社會狀況的掌握。此報自光緒二十四年開始，至臺灣

光復結束，年代久遠。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已攝成微捲，民國8 2 年五

南圖書公司加以整理原報及微捲，發現部分缺漏，經多位專家多方奔走協

助，向海內外各大圖書館及研究機構商借，方完成222 冊之縮印本。

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別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臺灣分館）迄今已8 0 餘年，以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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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公共圖書館業務及保存臺灣地區文獻為主要職責。因發展迅速，館舍不敷應

用，正建新館中。[8]

(一)沿革

前身為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於日本大正三年（民國 3 年）四月

十四日，以敕令第六十二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而於十一月在艋舺

（萬華）清水祖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翌年六月，遷館至博

愛路舊彩票局內辦公，八月九日才正式對外開放閱覽。

民國 34 年 10 月，臺灣光復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接收，次年並將日人「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合併，成立「臺灣省圖書館」。

民國 3 7 年 5 月，又奉命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

館」，民國62 年 7 月 1 日，奉行政院令改為今名，隸屬教育部。

(二)館藏概況

臺灣分館之主要目標除服務社會大眾，保存地方文獻，促進學術研究外，並

依法輔導臺灣地區各公私立圖書館業務。從創館迄今，雖迭經改隸，但經營與業

務目標，始終保持地區性，成為臺灣地區歷史悠久，藏書豐富，兼具促進學術研

究之國立公共圖書館。

其舊籍收藏以日文居多，現藏日據時期之圖書約2 0 萬冊，其中臺灣總督府

圖書館原藏 1 5 萬冊，南方資料館原藏約 4 萬冊與羅斯文庫約 1 萬冊，內容主要

是臺灣文獻及東南亞資料，為珍貴的特藏資料。光復後，逐年有增，並持續擴張

收藏範圍，近年來除蒐集中外文書刊之外，並蒐集兒童圖書，且基於保存地方文

獻與充實館藏基礎，經多方蒐集臺灣文獻與東南亞資料，館總藏量已達9 0 7 , 8 4 7

冊（件），比較日據時期藏書增加逾70 萬冊。

(三)館藏特色

1 .臺灣文獻

現藏臺灣文獻圖書資料，合計 1 7 1 , 0 0 0 冊，包含中文 1 2 1 , 0 0 0 冊，日文

3 5 , 0 0 0 冊，西文 1 5 , 0 0 0 冊，其內容有宗教、社會、語文、政治、教育、經

濟、民俗、氣候、地質、產業、藝術、史地等，除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的收藏之外，光復以來，致力繼續蒐集，尤其近十年來，蒐集有關史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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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探索臺灣提供藝術／語言／社區網網相連」。網址：http://www.eki.com.tw。



論著最為豐碩，如下：
[9]

（1）清代臺灣古文書

自民國 7 6 年積極蒐集，合計已逾 2 5 , 0 0 0 件（含原件三千餘件），其中

包含番契、漢契，以及各種文書，為研究臺灣開發早期的社會、政治、

經濟、習慣等重要原始資料。

（2）族譜資料

自民國 7 7 年致力於蒐集臺灣族譜資料，採集資料頗為豐碩，除圖書及

影印資料百餘種外，並有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原藏臺灣地區族譜微縮資

料 889 捲，為極其珍貴特藏資料。

（3）碑碣拓本

為保存臺灣文化史料，自民國 7 7 年即計劃採拓整理臺灣地區現存碑

碣，工作需時 8 年，目前仍進行採拓中，已完成的拓本有千餘件，所有

原拓本均經裱褙後入藏，同時為使該項史料提供全國圖書館及學術單位

閱覽參考，更將所有拓本彙編圖誌分冊印行。

（4）論文資料

近年積極蒐集有關臺灣研究論文資料為數不少，尤其歐美地區有關博碩

士論文，從1861 年至今已悉數蒐集，共有二千餘冊入藏。

2 .期刊

有關臺灣研究的期刊，收藏早期珍貴刊物甚豐，近年蒐集亦有遞增，其中最

重要的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會公報》，從 1885 年至今一百餘年的資料

已收藏，該公報為臺灣最早發行之教會公報，初期是以臺語羅馬拼音書寫，

為研究臺灣宗教社會極為珍貴資料。

3 .報紙

典藏日據時期報紙不少，最重要的有明治三十一年至昭和十九年的臺灣日日

新報，近年來已蒐集到日據時期大正十年至昭和十二年出版的臺南新報微捲

21 捲，為研究日人據臺實況之重要資料。

4 .剪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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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有《臺灣文獻書目解題》、《臺灣文獻叢刊》、《臺灣文獻目錄》

等。



自民國 77 年起每日蒐集20 餘種報紙，用以剪輯臺灣文獻資料，至今將近十

年，該項剪報資料已彙積 2 0 0 餘巨冊，達 2 3 , 0 0 0 頁，蔚為一項重要研究資

料，現利用電腦掃描儲存於光碟資料庫，供讀者有效檢索應用。

5 .微縮資料

蒐集珍貴檔案資料甚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微縮資料列舉如下：1. 淡新檔案微

捲，3 3 捲。2. 荷蘭國家檔案館收藏有關臺灣及東南亞檔案微縮單片，7 7 9

片。3. 美國國務院收藏有關中國及臺灣內政、外交檔案微捲，5 9 6 捲。4. 美

國猶他州家譜學會所藏亞洲族譜目錄微捲，2 7 捲。5. 國際 1 8 6 1 至 1 9 9 4 年

博碩士論文摘要及目錄光碟資料。6. 英國外交部涉外檔案臺灣及亞洲資料

1860-1939，合計80 冊。

6 .線裝書

館藏線裝書五千餘部，七萬餘冊，其中明刊本一百部，清刊本八百部，稿

本、清稿本與抄本一百部。館藏中有二百部日本影印本與和刻本，方志有三

百種，其中有部分為臺灣地區各圖書館所缺藏者，頗具研究價值。

7 .民國38年以前出版之書刊

收藏民國 38 年以前出版之中文書刊三萬餘冊，除了原藏及民國35 至 37 年

派員至上海等地所蒐集外，其餘皆為近年所採購。館藏中期刊有889 種，報

紙有 7 6 種，多為各圖書館所缺，彌足珍貴。中文舊籍資料包含年鑑、調查

報告、統計資料及施政紀錄200 餘種，其中最值得一提者為民國22 至 27 年

廣東省各縣土地調查冊，合計3,330 冊，均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重要典籍。

8 .日文舊籍

收藏日文舊籍十四萬餘冊，除日據時期收藏之外，光復初期從臺大日籍教授

購得一批四萬餘冊收藏。近年來有關臺灣、中國、東南亞與其他亞洲地區文

獻之日文舊籍，亦致力蒐集，極具研究價值。[10]

民俗器物之收藏，計有 3 , 5 4 3 件，大部分是日人「南方資料館」所藏，近年

來亦有陸續蒐集。民俗器物多為我國東南各省民間所習用之器物，如以地區分，

廣東、福建最多，次為臺灣，南洋器物最少。器物種類有佛像、銅器、鐵器、陶

器、玉器、漆器、竹彫、木器、牙彫、琺瑯等，甚至亦有勳章、紀念章、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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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闢有特別館藏室。



等，所藏器物從周代起至民國，頗具歷史價值，與特藏資料，相映成輝，具參考

研究價值。

四、 中央研究院藏之臺灣史料 [11]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史研究有關的單位有：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及臺灣史研究所

籌備處
[ 1 2 ]

，出版相當多有關臺灣史研究之書籍。其參與國科會所推動之國家典

藏數位化計畫，將重要珍貴之文獻史料加以數位畫典藏及推廣，對於臺灣史之研

究及保存，有莫大助益，目前主要成果有：

(一)漢語及南島語語料庫子計畫

本計畫共展出三個語料庫，分別是：

1 .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Sinica Corpus）：是專門針對語言分析而設計，

文句皆依詞斷開，並標示詞類的語料庫。語料的蒐集儘量做到將現代漢語分

配在不同的主題和語式上，是現代漢語無窮多的語句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

目前語料庫中的語料量約有五百萬詞。網址： h t t p : / / w w w. s i n i c a . e d u . t w /

SinicaCorpus/

2 .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本語料庫為「中央研究院古漢語語料庫」

的一支，所含的文獻都經過斷詞標類，主要是做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一個工

具。網址：http://www.sinica.edu.tw/Early_Mandarin

3 . 南島語語料庫：臺灣的南島語言類型極為豐富，語料庫最終目標為建立所有

臺灣南島語的語音、詞彙、單句和長篇語料等，加以中、英語翻譯、建構地

理資訊系統（G I S），反應臺灣南島語的同源詞與非同源詞的分佈情形。南島

語語料庫網址：http://www.ling.sinica.edu.tw/formosan

(二)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子計畫

外交檔案著錄、檢索系統、數位典藏技術文件、外交檔案掃描影像

外交檔案涵蓋時間自1860 至 1928 年，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現

存各類檔案中年代最久、史料價值極高之檔案；經濟部門檔案涵蓋時間自 1 9 5 0

年代至 1970 年代，為研究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料之一。本計畫自90 年元

月執行，優先執行外交檔案的數位化工作。主要工作包括檔案整編、目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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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央研究院。網址：http://www.sinica.edu.tw/。
[1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網址：http://140.109.185.200/sim.htm。



影像掃描及資料庫系統開發等。

外交檔案著錄、檢索系統網址：http://140.109.152.39/ttsweb/main.htm

數位典藏技術文件、外交檔案掃描影像網址：h t t p : / / a r c h i v e s . s i n i c a . e d u . t w / d i g i t a l-

ize.html

(三)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文物數位典藏子計畫

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考古遺物是重要「史料」，尤其在沒有歷史記載的史前時代，考古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科學證據，藉以重建史前歷史，了解當時人類行為、生活及文化。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考古遺物以殷墟出土文物為大宗，約1 4 萬件，佔館

藏量百分之 7 5 強。9 0 年度主要針對殷墟商王大墓及青銅禮器部份，提供連結遺

物、遺跡及遺址之「共出（c o n t e x t）」脈絡，並持續進行考古遺物數位化工作。展

示內容包含：整合性管理系統芻形、數位攝影及3 D 數位攝影影像成果。考古發

掘標本、照片、記錄與檔案資料庫系統（測試版）。網址：h t t p : / / o d a e . i i s . s i n i c a .

edu.tw/

(四)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文物數位典藏計畫子計畫

金石拓片與其他媒材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金石拓片包含七個部份：1. 金文原拓本，2 .

陶文、磚文、璽印、封泥原拓本，3. 甲骨及甲骨文拓片，4. 漢代竹簡木牘、漢代

畫像，5. 石拓本，6. 歷代墓誌銘拓本，7. 佛教造像及題記拓本。為促進資料的廣

泛使用，進行典藏拓片網路計畫，有系統地建置架構，制定規格及標準，以推展

網路利用與研究分享。展示內容包含：典藏拓片網絡計畫、青銅器金文拓片網

站。

中央研究院典藏拓片網絡計畫（測試版）網址：h t t p : / / r u b b i n g . s i n i c a . e d u . t w /（請

先行線上註冊）

青銅器金文拓片網站（測試版）（內含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青銅器全形拓資料庫）

網址：http://mip.iis.sinica.edu.tw/rubbing/

(五)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文物數位典藏子計畫

明清檔案與珍藏善本圖籍數位典藏計畫

為兼顧珍藏文物的保存及服務學術研究的目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針對典藏之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與珍藏善本圖籍，分別自85 年及 77 年起，規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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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位化工作，歷經多年發展已有部份成果。9 0 年開始，參與國科會推廣典藏

數位化工作，加強資料管理與檢索效能，期透過網際網路，有效地推展珍藏文物

之網路利用與服務。展示內容包含：明清檔案內閣大庫線上檢索系統（含人名權

威控制與人名檢索）、珍藏圖籍檢索系統、傅斯年圖書館網頁及珍藏精萃。

善本圖籍全文影像系統網址：h t t p : / / u l t r a . i h p . s i n i c a . e d u . t w / ~ f s n l i b / c / d a t a b a s e /

raredb.htm

傅圖網頁及珍藏精萃網址：http://ultra.ihp.sinica.edu.tw/~fsnlib/

內閣大庫檔案線上檢索系統網址：h t t p : / / s a t u r n . i h p . s i n i c a . e d u . t w / ~ m c t / h t m l / d a t a-

base.htm

(六)臺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畫子計畫

臺灣本土植物標本標籤資料庫、臺灣本土植物影像資料庫、臺灣本土植物分

類文獻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典藏豐富的臺灣本土植物標本、文獻及生態幻

燈片等珍貴資料。目前已於網際網路上設置初步的標本、文獻及影像資料庫，並

與國內植物研究同行切磋，分析標本標籤內容及網路資料庫查詢欄位之互通性，

參考國際間重要植物資料庫，重整資料庫架構，希冀能由植物標本資料、植物生

態照片、標本影像、臺灣標本採集分布圖、臺灣植物文獻等資料，建構一套完整

的臺灣本土植物資料庫系統，並透過資料間之相互連結及資料庫管理，有效進行

館 藏資料之建檔及管理，以期使此項資源受到更有效的運用，發揮更大功能。

網址：http://euler2.sinica.edu.tw:8080/past/

(七)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與貝類子計畫

臺灣魚類資料庫、臺灣貝類資料庫

臺灣多樣化的生態及地理環境，造就了臺灣生物的多樣性。其中魚類與貝類

不但是水域生態系的重要成員、又是臺灣經濟漁獲的命脈，因此魚類、貝類與人

文、經濟、社會與自然等息息相關。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希望藉由推動本研究

計畫，來整合臺灣本土魚類及貝類的資訊，特別是拓展與鼓勵國內其他有動植物

標本典藏之單位共同合作，儘速將臺灣標本及相關資料數位化，並配合國際上正

推動之「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 B I F），「物種 2 0 0 0」（Species 2000）及

全球分類學資訊網（BioNET-International）等計畫，同步進行與國際接軌。

臺灣魚類資料庫網址：http://fishdb.sinica.edu.tw/

1 1 5簡後聰／國內圖書館藏臺灣史料與數位計畫初探



1 1 6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一年第二期（2002.12）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網址：http://www.npm.gov.tw/。

魚類增刪修系統、分布系統與知識平臺系統網址：h t t p : / / 1 4 0 . 1 0 9 . 1 8 . 7 5 / f i s h e x c e l-

project/password.asp

臺灣貝類資料庫網址：http://shell.sinica.edu.tw/

(八)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子計畫

空間資訊管理系統、航照影像管理查詢系統、空間資訊處理與格式規範

無論地圖或遙測影像均記載著一個時期自然的（如地形、山川、河流等）及

人為的（土地利用、聚落分佈、行政疆域等）景觀狀況，為該時空環境下所有

人、事、物的最佳註解，同時也反應出其時其地之文化紀錄。有效整合分析及應

用這些歷史空間素材，將是過去事物最直接、客觀之佐證；更可架構出時間、空

間與事物（人、事與物）的資訊結構體系，用以承載、整合、分析、演繹、傳佈

與記錄人類與環境歷史之演化。進一步更可與各類主題式資訊的空間分布疊合，

將複雜的資訊化約成圖，一目了然，同時提供多重資訊整合與關聯分析之鑰，相

對簡化複雜資料的理解與思考過程，有效提昇人類認知與分析的能力（知識的形

成）。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廣泛的蒐集臺灣與大陸地區最主要的各類地圖與遙測

影像資料，予以數位化保存與管理。另一方面則與技術支援計畫密切配合，建置

分散式時間與空間整合資訊應用環境，以提供最適當便利之空間資訊運用。

空間資訊管理系統網址：http://gis221.sinica.edu.tw/website/metadata

航照影像管理查詢系統網址：http://gis.ascc.net/aerialphoto/

空間資訊處理與格式規範網址：http://www.sinica.edu.tw/cc/gis/soda

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之臺灣史料 [13]

故宮博物院的臺灣史料極豐，請參考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館藏臺灣研

究資料，主要有：

(一)嶼圖

《周禮，夏官，職方氏》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原文

附注：「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輿地圖，習稱輿圖，亦即地圖。國立

故宮博物院珍藏巨幅臺灣輿圖，包括：《臺灣略圖》二幅、《臺灣地圖》、《臺



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各一幅。其中《臺灣略圖》滿、漢文箋注各一幅，俱係紙

本墨繪，縱 127 公分，橫 123 公分。圖中所繪者限於臺南鹿耳門港航道、赤磡城

及承天府一帶地形圖。原圖箋注因有「偽藩」等字樣，所繪安平鎮亦標明「世子

鄭經在內」。據此可以推知《臺灣略圖》繪製時間的下限當在康熙二十年（1 6 8 1）

以前。院藏《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縱 6 3 公分，橫 7 7 2 公分，圖像式紙本彩

繪。圖例方位：前西，後東，左北，右南，北起雞籠社，南迄沙馬磯頭，凡山

川、港灣、河流、島嶼、沙洲、縣城、衙署、廟宇、砲臺等，俱逐一標明，南詳

北略。雍正元年（1 7 2 3），建彰化縣治於半線。雍正十二年（1 7 3 4），彰化縣城環

植刺竹。原圖標明彰化縣名，但未築城植竹，可以推知原圖確係雍正十二、三年

以前繪製的臺灣彩繪古地圖。院藏《臺灣地圖》一幅，縱 4 6 公分，橫 6 6 7 公

分，圖像式紙本彩繪。原圖彰化縣城繪明環植刺竹。乾隆五十二年（1 7 8 7）十一

月初二日，諸羅縣改稱嘉義縣，原圖仍作諸羅縣，可以推知現藏《臺灣地圖》的

繪製時間是在乾隆年間，其上限在乾隆元年（1 7 3 6），下限年代當在乾隆五十二

年（1 7 8 7）。現藏各種臺灣古地圖，雖然詳略不同，但對臺灣歷史的研究，提供

了珍貴的資料。[14]

(二)清宮中檔奏摺 [15]

清初文書，沿用明代的本章制度，例行公事，使用題本，個人私事，使用奏

本。康熙中葉以來，將奏本因革損益以後，開始採行奏摺制度。奏摺內容，不受

公私事件的限制，文武大員對於地方利弊，施政得失，民情風俗，無論鉅細，凡

有聞見，必須據實奏聞，各報各的，彼此不能相商。奏摺繕畢，裝入封套內密

封，外包黃紙，貯於摺匣後加鎖，並裝墊黃褥，外用黃紬袱包裹。其摺匣、鑰

匙，俱由內廷頒賜，摺匣損壞時，必須連同鑰匙繳還內廷，奏請更換。若摺匣不

敷使用，內廷尚未添發時，可以使用夾板綑縛。以綾幅包裹。如有緊急公事，奏

摺可由驛站馳遞，其餘事件，雖係督撫，亦不得擅動驛馬，只能交由千總、把總

或親信家丁齎遞入京，交由宮門奏事人員進呈御覽，不經通政司轉呈，機密簡

便。皇帝親手批諭後發還原奏人，不假手於人。御批奏摺繳回內廷後，貯存於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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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宮檔案其數夥頤，編印有《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清宮諭檔臺灣史

料》、《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以慶祝該院七十週年、臺灣光復五十週年之〈清代臺灣文獻叢

編〉。



中懋勤殿等處，因其置放宮中，後人遂習稱奏摺為宮中檔。故宮博物院現藏宮中

檔歷朝滿漢文奏摺共約15 萬 8,000 餘件，都是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三)清史館檔傳稿與傳包

康熙二十九年（1 6 9 0），設國史館於東華門內，屬翰林院，是常設修史機

構。民國 3 年（1 9 1 4），國務院呈准於國史館舊址設清史館，史館中所徵集的各

處檔案，後來多歸故宮博物院。

現藏史館檔包含清代國史館及民初清史館紀、志、表、傳的各種稿本及黃綾

定本，其中國史館歷朝本紀及列傳，除漢文本外，還有滿文本。國史館傳包的內

容，除傳稿外，還保存當時為纂修列傳而咨取或摘鈔的各種傳記資料，例如：事

蹟冊、事實清冊、出身清冊、政績冊、履歷單、經歷冊、戰功冊、節略冊、碑銘

冊、籍貫冊、課卷冊、旗分姓名冊、八旗圖片、忠孝錄、片文、咨文、奏稿、年

譜、文集、行述等等，史料豐富，可信度亦高，館中修史諸臣排比考訂官私資料

後，列事作傳，年經月緯，敘列事蹟，彙編成冊，然後仍將各種傳記資料，與列

傳稿本，包封一處，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原始傳記資料。從清代國史館及民初史

館所纂修的史書，有助於了解清代及民初的史學發展，從許多歷史人物的記載，

可以顯露出一個時代的社會特徵。

(四)清起居注冊、線裝繕寫本

起居注是官名，起居注官記載帝王言行的檔冊，就叫做起居注冊，是一種類

似日記體的史料。其體例起源很早，周代已設左史、右史之職，漢武帝有禁中起

居注，唐代有創業起居注。清康熙十年（1 6 9 1）在太和門西廊設起居注館，起居

注官以日講官兼攝，屬翰林院。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歷朝起居注冊，包含滿文本

與漢文本兩種。康熙朝每月一冊，全年共十二冊，閏月增一冊，雍正朝以降，每

月增為二冊，全年共二十四冊，閏月增二冊。凡逢朝會、御門聽政、有事郊廟、

外藩入朝、大閱校射、勾決重囚，起居注官都分日侍直。凡謁陵、校獵、駐蹕、

巡狩，起居注官都須扈從。記注體例，先載起居，次載諭旨，其次載題奏事件，

再次記載官員引見。起居注中還有內記注一種，所載為皇帝御殿、詣宮、請安、

賜宴、進膳、赴園、巡幸、拈香、駐驆、行圍、觀看燈火等活動。起居注冊記載

的範圍極為廣泛，內容也很詳盡，可補其他官書的不足，探討清代史實，起居注

冊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直接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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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藏臺灣史料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圖書典藏尚豐，編有館藏書目索引，網路提出「走尋臺

北城—古契文書、地圖、老照片」，出版品有《臺北文獻季刊》、《臺北市志》

等。[16]

表一：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品

書名 編撰 編印 出版年 冊數

臺北市要覽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42 1冊

已末端午詩集—明史雜詠 王國潘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68

臺北市耆老會談專輯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68.09

臺灣姓氏堂號考 楊緒賢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68.06

史聯雜誌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69起 36冊

臺北市史畫集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69.06

臺北市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0起 49冊

臺北市發展史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0-72 4冊

臺北市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 黃士強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3

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4.06 3冊

臺北市路街史 劉劍寒、黃淑清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4.06

臺北市市長歷議會施政報告彙
編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6

臺灣北部碑文集成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5.06

吳子光全書 王國潘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78.06 3冊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創立二十
週年紀念期刊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79.11

臺北古今圖說集（彩色） 黃淑清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1.06

臺北古城門（彩色） 李乾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臺灣抗日史 王國潘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

臺北市古碑 周宗賢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臺北市史前文化遺址 黃士強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臺北市生命禮俗篇 阮昌銳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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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隸屬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網址為http://www.chr.taipei.gov.tw/。



臺北市歲時節慶篇 阮昌銳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臺北近代建築 李乾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2.03

臺灣研究文獻資料目錄專書篇 蔡慧瑛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3.113

臺北研究期刊論文分類索引 楊同慧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4.01

臺北建城百年史（彩色） 黃富三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4.06

臺灣史蹟研究會84 年會友年
會實錄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5.06

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 莊永明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6.05

臺灣史蹟研究會87會友年會實
錄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
案件調查與研究

藍博洲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04

大臺北都會客家史（彩色） 溫振華、戴寶村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06

臺北市史—昭和六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06 1冊

臺北市史蹟巡禮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07

臺灣史蹟研究會87 年會友年

會實錄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7.12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

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 中研院近史所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8.09 2冊

件採訪（上、下）

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

（彩色）
劉益昌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8.09

臺北市十四十五公園口述歷史

專輯（彩色）
湯熙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8.09

臺北地區選舉史料彙編 湯熙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9 19冊

追尋都市史之足跡 黃武達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9.10

臺北市民宅（傳統民居）調查 楊仁江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89.12

九十年冬令臺灣史蹟研習會講

義彙編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90.01

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

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 湯熙勇、陳怡如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90.10

史

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 黃富三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9 0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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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臺灣省文獻會典藏日據與光復初期史料數位化

臺灣省文獻會編有《臺灣文獻分類索引》，以學科類別做蒐集與區分。自 9 1

年元月已改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日本據臺《總督府時期資料》、《臺灣古

文書》甚豐，出版文獻極豐。

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子計畫（90）：

(一)臺灣總督府檔案

臺灣總督府檔案為日本在臺殖民時期之官方文書資料，時間自 1 8 9 5 年至

1945 年臺灣光復。檔案共計1 萬 3147 卷，總頁數約 600 萬頁。其中大尺寸圖表

有近 4 萬 5 0 0 0 張，包括各種工程設計圖、礦區圖及位置圖等，以總督府府內課

係文書，即所謂「公文類纂」最多，共約1 萬 1 2 0 0 卷，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各

類文書 1 , 9 0 0 餘卷居次。舊縣公文類纂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它是由總督府集中管

理的各地方縣廳檔案，包括當時的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宜蘭廳、臺東廳、

澎湖廳及恆春廳等機關檔案，皆為1901 年地方官制度改變前之公文書。

(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是日本治臺時期實施專賣制度的總管理機關，專賣收入平

均佔當時總督府歲入四成以上。因此，其檔案文書實為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經濟、

財政不可或缺的史料。專賣局檔案約 1 萬 2 0 0 0 冊，4 0 0 萬頁。其中大尺寸圖表

約 2 萬頁，大部份為房舍、工場相關建築藍曬圖，尺寸以A 0 至 A 2 最多，附表

則多為各種經營帳冊。

(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光復之初國民政府在臺設置之特別統治機關，負責接

收任務及其後臺政之處理。其檔案約3 , 6 0 0 宗，分為永久保存與一般檔案。內容

包括長官公署各廳處局往來代電、令、簽及稿等官方文書，層面相當廣泛。例

如：日產接收、處理、臺人恢復國籍、姓名、各機關組織設置及編制等，檔案中

皆有直接相關的資料，可供學界或社會大眾研究及參考。

網址：http://www.hrct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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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立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17]

臺灣大學之典藏極豐，其推動文獻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主要項目有：

(一)《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灣大學蒐藏之日據時期日文臺灣資料珍本約1 萬 2 0 0 0 冊，該批舊籍刊載

不少臺灣風情民俗之插圖、照片，更有《臺灣寫真帖》等照片全集，展現臺灣舊

時社會之各種風貌。

(二)《淡新檔案》全文及影像資料庫

在現存的清代臺灣省、府、州及縣廳署檔案中，以《淡新檔案》最具規模、

完整而恆久。該資料是清乾隆四十一（1 7 7 6）年至清光緒二十一（1 8 9 5）年臺灣

淡水廳、臺北府及新竹縣之行政與司法檔案。本檔案為研究前清時代臺灣行政、

司法、經濟、社會及農業等參考資料，尤對研究臺灣法制史、地方行政史及社會

經濟史等深具學術價值。

(三)《伊能嘉矩手稿》影像資料庫

伊能嘉矩（1 8 6 7 - 1 9 2 5）為臺灣研究之先驅學者。1 9 2 8 年臺灣大學前身台北

帝國大學開校前，透過臺灣總督府東京出張所，自日本岩手縣遠野市伊能嘉矩遺

族手中，購入伊能嘉矩藏書及臺灣原住民器物一批，入藏「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研究室。俟圖書館成立，將圖書資料部分移入收藏，即「伊能文庫」。器物部分

仍留土俗人種學（今之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成為該室的重要收藏。圖書資料

當中包含伊能先生有關臺灣研究之圖書、手稿、剪報及照片等珍貴資料。

網址：http://libftp.lib.ntu.edu.tw/project/

九、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及相關文史網站

(一)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基金會主要之出版有：《臺灣史料研究半年刊》、《臺灣史料系列》、《口述

歷史系列A：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系列B》、《口述歷史系列C》、《臺灣史

研究論文集系列》、《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1 2》、《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3∼4》、

《臺灣文史系列》、《全集系列》等。[18] 以下臺灣文史資料站均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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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立臺灣大學。網址：http://www.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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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文史資料站

1 .臺灣文史資訊站 http://www.fetnet.net/kangkang/taiwantest.htm

本站介紹臺灣歷史、原住民簡述和作者對歷史的個人評論等。

2 .耕石樓文史工作室 http://www.nanying.com.tw/

耕石樓文史工作室網站，有關於臺灣的文史著作，本土文學介紹，篆刻札

記，文史散談版，耕石樓副刊。

3 .福爾摩沙傳奇 http://www.taconet.com.tw/formosan/

本站提供了臺灣的相關歷史，另外，也有地理環境簡介、文化方面的相關資

訊。

4 .臺灣的歷史 http://www.ee.ntu.edu.tw/~b84075/taiwan/welcome.htm

本站提供了臺灣最大戰爭乙未戰爭的真象、臺灣地名的由來，如打狗、艋舺

等，以及二次大戰後的臺灣。另外，也有對臺灣客家人的介紹。

5 .鯤島本土文化園地

http://cmp.nkhc.edu.tw/homepage/teacher/t0015/index.html

鯤島本土文化園地；由董峰政老師與臺南鄉城學苑成立的網站，提供臺語文

讀書會、臺灣史地資料等功能。

6 .臺灣研究網路化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

由中研院從文化、歷史、自然及社會等方面研究臺灣，並將研究結果放到網

路上供大家參考。

7 .臺灣的歷史 http://home.pchome.com.tw/boy/20596/

含八通關古道、澎湖天后宮、臺南市五妃廟、大天后宮、鹿港龍山寺、淡水

紅毛城、孔廟、八仙洞遺址及彰化孔子廟的歷史。

8 .臺灣歷史閱覽 http://www.wufi.org.tw/taihist.htm

李筱峰、劉豐松合著，介紹古老的臺灣及臺灣早期的主人- - -原住民

9 .環保大事記 http://www.taipower.com.tw/power/dept/epnet/page0200.htm

內有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的環保大事紀要

10.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臺灣研究室

http://www.hss.nthu.edu.tw/studyunit/taiwan/taiwan.html

清大人文社會學院臺灣研究室網頁，介紹該研究室源起，成立宗旨及發展方

向，工作計劃，成員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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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番社采風圖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taiwan/index.htm

番社采風圖原題臺番圖說，後經杜正勝教授正名，網頁中有十八幅相關的番

人生活，耕作，習俗等相關解說。

12. Titan 歷史站臺 http://aken.virtualave.net/

本站提供歷史史實，如南京大屠殺；抗戰要聞、武器圖庫、人物介紹等等。

13. 歷史上的戰爭 http://pc24.src.ncu.edu.tw/~w7/

本站將提供波斯灣戰爭時的重要人物介紹，戰爭武器介紹等資訊，但目前尚

為建構完成。

14. TITAN 歷史專屬站臺 http://aken.virtualave.net/

提供抗戰時相關文史資料、圖片、m i d i音樂等資料。

15. 悲情二二八 http://www.cc.ntut.edu.tw/~s6200058/

本站主要是一歷史事件的研究報告，主要是探討二二八事件，其共分為研究

動機與目的、假設與問題、研究分法等。

16. 臺大電子圖書館與博物館計畫 http://ntudlm.csie.ntu.edu.tw/

臺大電子圖書館與博物館計畫，是一個結合人文與科技學者，以將臺灣原住

民，臺灣開拓史等文化史料數位化保存，目前的成果有平埔族虛擬博物館。

17. 二二八真相網 http://free.greenworld.com.tw/~zchng/228/

本站提供了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資訊，包括事件始末、紀念詩篇、傷

亡統計、紀念公園、補償條例、專題研討、相關出版、以及慘案記事等。

18. 二二八專題 http://228.formosa.org/

本站提供了二二八專題的相關資訊，包括事件詳盡始末、以及傷亡統計報告

等等。

19. Strategy 逍遙軒的戰情所 http://www.hello.com.tw/~strategy

本站提供歷史戰役戰略介紹、光榮新遊戲簡介、好站連結，以及歷史相關網

站的連結。

20. 二二八事件人類的悲劇　

http://www.fortunecity.com/tinpan/sutcliffe/574/index.html

本站提供了紀念碑文、主要人物簡介、資料整理、臺灣獨立運動大事記

21. 臺灣歷史 http://www.leksu.com/

介紹從大航海時代.荷蘭時代到急速的民主化.今日的民選總統之臺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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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酷酷逸的歷史書房

http://web.cc.ntnu.edu.tw/~s23229/history/history.htm

本站提供臺灣的近代歷史，有中國近代史、臺灣通使、宋史等等，其中也含

有劉銘傳的建設。

23. 臺灣通史簡介 http://web.cc.ntnu.edu.tw/~s23229/

本站提供了臺灣歷史的簡介，包括史前遺跡、原住民文化、荷治時期與鄭氏

王朝、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臺灣史蹟文物簡介等等。

(三)政府及學術單位網站 [19]

1 .臺灣省政資料館 http://www.tpg.gov.tw/tpaih/index.html

臺灣史蹟文物簡介及臺閩地區一級古蹟介紹。

2 .臺灣研究資源 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taiwan.html

臺大圖書館將館藏之臺灣文史資料，以全文檢索或分類查詢方式提供查詢利

用。並蒐集整理網際網路上臺灣研究相關之網路資源。

3 .臺灣研究網路化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

由中研院架設，提供國內有關臺灣研究之學術資料整合與分類，內容豐富

4 .臺灣研究網路資源 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etc.htm

各種臺灣研究主題檢索系統，臺大圖書館提供。

5 .平埔族虛擬博物館 http://ntudlm.ntu.edu.tw/default.html

這是一個介紹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的網站，有虛擬博物館，資料館，平埔族群

簡介，相關研究人物小傳。

6 .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 http://wayne.cs.nthu.edu.tw/~iosoc/hakka/board/

行政院主辦，清大社會所執行的客家文化研究網站

7 .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http://www.tsc.nccu.edu.tw/

政大臺灣研究中心，研究臺灣地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課題，企

劃並舉辦有關臺灣經驗研究之相關研討會。

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http://www.th.gov.tw/

提供臺灣文獻、臺灣歷史、臺灣史料及臺灣民俗文物。

9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http://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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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東市，介紹臺灣東部地區史前文化、卑南文化公園。

10. 淡水河溯源 http://mars.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內容包括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臺灣平埔族探源、臺灣研究資源、伊能嘉

矩網站、岸裡大社網站等內容，並提供3 D虛擬實境的展示功能。

(四)民間網站

1 .「美麗島事件」資料庫 http://formosa.yam.org.tw/

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相關史料蒐藏，包括文物、選舉文宣品、照片、訪

談抄本等。資料庫由財團法人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建置。

2 .H i - O n鯨魚網站 http://www.hi-on.org.tw/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製作，提供學者評論、臺灣觀點與時事新聞。

3 .臺灣研究基金會 http://twrf.formosa.org/

介紹成立宗旨、活動等，並提供基金會出版品，新生代論文研討會等資訊。

4 .臺灣連線 http://www.taiwan-strait.com/

提供新聞評論、臺灣史、閩南與客家文化介紹。

5 .臺灣獨立運動大事記 http://www.wufi.org.tw/events.htm

臺獨聯盟網站，有臺獨運動的源起，二二八事件以及臺獨組織發展史相關書

目，提供研究臺灣政治史另一個觀點的相關資料

6 .東臺灣研究會 http://home.pchome.com.tw/my/etsa100/

提供研究東臺灣出版品、研討會及活動。

7 .知識臺灣 戀戀臺灣 http://home.kimo.com.tw/liutaho/

臺灣研究、臺灣觀點學者文章。

8 .前衛出版社 http://www.avanguard.com.tw/

臺灣本土文化專業出版公司，以臺灣本土文學、臺灣歷史、政治、社會、文

化出版品為主，有「臺灣文史叢書」、「新臺灣文庫」、「臺灣研究叢書」

等。關係企業草根出版公司。

9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http://www.twcenter.org.tw/

整合臺灣歷史文物、資料，提供相關活動訊息、史料中心圖書館藏書查詢、

《臺灣史料研究》期刊內容以及灣史料資訊等。

10.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http://www.newtaiwan.org.tw/

由施明德先生所發起，推動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畫催生、白色恐怖活體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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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館。

11. 群策會 http://www.advocates.org.tw/

提供群策會簡介、活動預告、政治觀點、相關新聞、新聞評論等。

十、 結 語

任何研究均與圖書館館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是歷史研究之重視史料的

蒐集，其以愈原始者為愈佳，國內圖書館藏的數位化，史料的出版，以及各類論

著之蒐集，方便了研究者，也顯示政府的用心，趕得上全球知識經濟、科技、社

會與人文的浪潮。

本人近年來投入臺灣史、古蹟、鄉土教育之力不少，如全國文史工作室經營

者能更進一步，各階段教育之教師均能更投入，則功效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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