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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緣起

 

由漢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和行政院

文建會共同舉辦的「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

於民國 91 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假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召開。漢學研究中心自成立以來，

先後已召開過二十幾場不同主題的研討會，欲

藉此推動學術研究，並促進國內外之學術交

流。今年選定「地方文獻」這個主題召開研討

會，乃有鑒於地方文獻是區域研究的基礎，凝

聚鄉土情感與意識的利器，世界各國對此都有

相當的關注，如美國、日本的公共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莫不著意收藏當地地方文

獻，而過去地方文獻在臺灣並未受到公部門足夠的重視，幸賴民間學者專家、收藏家、

文史工作者之努力，填補了缺漏，也有了一些成績。為了彰顯地方文獻的重要性，希望

藉由研討會，邀集海內外學者專家，就地方文獻的蒐集、整理、研究與運用等四方面，

提供學理和實務經驗，以進行學術交流，並資借鑒。 

二、籌備工作

 

「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的召開，係由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漢學研究中心主任莊芳榮

博士提出構想，責成漢學中心籌辦。籌備工作進行年餘，首先是組織「籌備委員會」，

由莊館長擔任召集人，籌備委員包括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黃秀政教授、國立臺北大

學民俗藝術研究所所長張勝彥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劉石吉教授、國立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吳明德教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溫振華教授、圖書資訊所

陳昭珍教授，以及著名地方文史工作者高志彬先生。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於民國 91 年 1 月 

23 日在本館舉行，會中決定了研討會名稱、召開時間地點，以及研討會子題。子題訂為

1.地方文獻之蒐集，2. 地方文獻之整理，3. 地方文獻之研究，4. 地方文獻之運用等四項，

以期讓圖書館界與文史學界各就所長，對地方文獻的各層面進行探討。 

接著於 2 月 6 日、3 月 26 日和 8月 8 日召開第二次至第四次籌備委員會，四次會議

中陸續商議確定了國內外撰提論文者人選、研討會議程、主持人人選、參加會議者邀約

名單等。在第四次籌備會並決定增列國立臺北大學為協辦單位，以及配合會議舉辦「地

方文獻資料特展」，由本館閱覽組負責規劃辦理。本中心同仁亦按時程展開種種籌備工

作，包括寄發邀請函、論文催繳印製、申請大陸學者來臺手續、安排餐飲住宿、布置會

場⋯⋯等等。 



三、會議議程

 

會議於 91 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行，參加的學者專家近

二百人。來自海外的有二十位，包括加拿大、日本、大陸及香港地區的學者；其中尤以

大陸學者居多，計 12 位。這次研討會，除學術界人士之外，我們也邀請了各縣市文化局

推薦縣市鄉鎮圖書館等從業人員參加會議，還有民間各地的文史工作者，讓學術研究能

結合社會脈動與時代需求，以帶動國內重視地方文獻蒐集、整理、研究與運用的風氣。 

開幕式由莊芳榮館長主持，他在致詞時表示，配合會議的舉辦，國家圖書館特出版

《臺灣文化紀錄—地方志暨縣市文化局出版目錄》一書，贈送給與會學者。內容包括

「圖書館與地方文獻」和「閱讀臺灣書目」兩部分，前者收錄地方文獻蒐集之相關論述

九篇，後者則為地方志書目和縣市文化局出版目錄，相信對地方文獻研究具有重要指引

與啟發作用。同時提及會場外的特展，也準備了電腦，可以讓大家瀏覽了解臺灣目前在

地方文獻數位化的初步成果。例如行政院文建會的文化資料庫、臺大圖書館的淡新檔案

資料庫等等。同時預告本館目前正積極進行「當今臺灣」（Taiwan Info）系統及「臺灣記

憶」（Taiwan Memory）系統之建置。「當今臺灣」系統主要在建立我國重要施政紀錄、

統計資料、政府機關錄、政府名人錄、公報、地理國情等政府資料庫，作為了解臺灣概

況的入口網站。「臺灣記憶」系統為數位典藏臺灣之文化創作及歷史影音紀錄，呈現臺

灣的文化歷史發展風貌，提供一般民眾對臺灣本土文化內涵的了解。 

開幕式中邀請國史館張炎憲館長和文建會吳密察副主委專題演講，兩位都是研究臺

灣史的學者。張炎憲館長提出臺灣史由於統治者更迭，不同族群移民來臺時期有先後，

各地文化發展有差異，以致歷史呈現複雜多樣的面貌，而各地地方文獻的內涵亦顯現不

同的特色。早期歷史文化的保存，端賴民間有識之士，如林獻堂、蔡培火、王詩琅、吳

濁流等人；近年來政府和民間都開始重視地方文獻的蒐集與整理，如宜蘭標榜文化立

縣，並成立宜蘭縣史館，由此帶動地方史研究，使臺灣史研究愈形精細。吳密察副主委

開宗明義解釋「地方文獻」（Local Documents 或 Folk Documents），認為係與「中央」

（National Archives）或「官方」（Official Documents）相對應，而解讀地方文獻的三個程

序為：1. 判識、考證（identification），2.脈絡化（analysis），3. 賦予意義

（interpretation）。他強調歷史學應與地理學、人類學、民族學、民俗學等相結合，由僅

重視、相信文字史料，進而蒐集、掌握口述史料和實物史料。不過，他也舉出自身的例

子，說明墓碑、族譜和土地契約等，都可能造假，提醒大家地方文獻亦不可盡信。 

本次會議除二場專題演講外，共宣讀 33 篇論文，分八場次進行。最後安排一場「綜

合討論」，由莊芳榮館長主持，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教授、臺灣文獻館館長劉峰

松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吳文星教授等三位擔任引言人，作為大會的總結。 

以下將各場次議程臚列於次：

 

第一場次 主持人：陳捷先教授

 

  1.來新夏     圖書館與地方文獻

 

  2.林天蔚     地方文獻的新觀念─對金石、碑刻、族譜、方志、地方史料之研究及其運用



與整理的建議 

  3.倪曉建     地方文獻的開發與利用

 

第二場次 主持人：黃秀政教授

 

  4.蘇品紅     淺析中國古代方志中的地圖

 

  5.張廷銀     中國方志家譜中的「八景」及其文化學闡釋

 

  6.高傳棋     連接清治與日治時期的三項空間史料

 

  7.岩井茂樹  《嘉靖四十一年浙江嚴州府遂安縣十八都下一圖賦役黃冊殘本》的發現與

初步考析 

第三場次 主持人：劉石吉教授

 

  8.張正明     山西民間地方文獻的搜集（未克出席）

 

  9.陳進傳     宜蘭地區族譜的蒐藏與修撰

 

10.鍾興麒       新疆區域發展研究瞻望

 

11.張靜宜       南投地區文獻史料之介紹

 

12.袁 逸       浙江當代圖書類地方文獻概述

 

第四場次 主持人：黃富三教授

 

13.焦靜宜       地方文獻從搜集到利用

 

14.張雅晶     關於北京地方誌發展之概況

 

15.陳 板     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從「大家來寫村史」計畫出發的文史搜索運動

 

16.鍾起岱      臺灣九二一震災史料的蒐集與運用

 

第五場次 主持人：劉翠溶教授

 

          （臨時有事，由許雪姬教授代替）

 

17.陳橋驛       《紹興史綱》序─兼論地方文獻的搜集整理研究運用（未克出席）

 

18.片山剛       珠江三角洲農村牌位祭祀的結構及其區域社會形成的歷史特徵

 

19.譚棣華、冼劍民 廣東碑刻的蒐集與利用

 

20.施懿琳       清領前期臺灣散文正典的生成─以《臺灣府志》〈藝文志〉為範圍（1696-

1764） 



第六場次 主持人：張勝彥教授 

21.許雪姬  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麗俊所扮演的角色

 

22.李豐楙       制度與擴散：臺灣道教史研究的兩個面向

 

23.吳學明       《臺灣府城教會報》及其史料價值

 

24.江燦騰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史料的收集與研究

 

第七場次 主持人：吳明德教授

 

         （臨時有事，由宋建成副館長代替）

 

25.韓 樸       地方文獻事業與公共圖書館

 

26.鄒華享     地方文獻工作若干問題的再認識

 

27.趙炳武     山東方志發展述略

 

28.張武耕     廣東省立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之探討

 

29.陳昭珍     歐美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之徵集及其服務現況

 

第八場次 主持人：王世慶教授

 

30. 濱島敦俊 方志和鄉紳

 

31.朱德蘭       臺灣拓殖株式會社文書特色與學術研究價值

 

32.唐 羽     臺灣　業會之成立與其所發行《臺灣　業會報》之史料價值（1912-1944）

 

33.許素朱       「臺灣老照片數位博物館」建置機制之探討

 

其中第三場次的張正明教授、第五場次的陳橋驛教授，皆因個人因素，臨時不克來

臺，無法宣讀論文，大會僅印製其論文供與會者參考。 

四、展覽與參訪活動

 

配合大會的召開，特別安排了「地方文獻資料特展」，分兩部分，第一展場在會議

廳旁，展出臺灣新編縣市鄉鎮方志四百種、日據時期臺灣風土、人物、建築景色明信片

四千多張，和各縣市文化中心出版有關地方文獻書刊九百多種。第二展場在國家圖書館

六樓大陸資料室，展出大陸各省市縣方志。展覽分由本館閱覽組和漢學中心資料組承

辦，詳細內容《館訊》另有專文介紹，茲不贅述。 

二天半的會議結束後，大會安排國外與會學者赴日月潭、鹿港、三峽鶯歌、故宮博

物院等地參觀遊覽。在日月潭承南投縣政府觀光局安排大型遊艇遊湖，讓海外學者飽覽



湖光山色，一償宿願。鹿港則由鹿港鎮公所盛宴招待，並安排專人導覽文武廟、龍

山寺、天后宮等名勝古蹟，還送每人一套《鹿港鎮志》（共十冊）。臺北近郊安排參訪

本次研討會協辦單位國立臺北大學的三峽新校區，以及其鄰近的鶯歌陶瓷博物館；最後

的壓軸是參觀故宮博物院，豐富的文物收藏，令國外和大陸學者印象深刻。 

五、特色與展望

 

歷經一年的籌劃，「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在二天半的會期，二天半的參訪活動

後，圓滿結束了。綜觀此次研討會，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是文史學界與圖書館學界的科際整合：這次研討會受邀撰提論文者，包括林天

蔚、許雪姬、江燦騰、朱德蘭、濱島敦俊、片山剛、岩井茂樹、張雅晶等歷史學者，施

懿琳、李豐楙等中文系教授，以及陳昭珍、倪曉建、張廷銀、袁逸、鄒華享、趙炳武、

張武耕等圖書館學界人士。他們或就地域（如宜蘭、南投、山西、新疆、浙江、北京、

廣東、山東、歐美等），或就主題（如方志、地圖、族譜、碑刻、老照片等）來探討地

方文獻的蒐集與整理，或討論利用地方文獻以進行研究的成果（如明代浙江黃冊殘本、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灣府城教會報》、臺灣拓殖株式會社文書等），可謂對地方

文獻的各層面，展開深入的探究與討論。 

二是學術界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交流：宣讀論文者除上述的學者外，也邀請了一些

文史工作者，如唐羽、陳板、高傳棋等；同時參加研討會的人士，也一反過去只邀請學

術界專家學者和研究生，而擴大範圍至鄉鎮圖書館的從業人員。我們知道，臺灣地方文

獻的蒐集整理，民間各地文史工作者一向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藉由此次研討會，讓學術

界與文史工作者展開對話與交流，可收互相啟發之效。而目前在本土化的政策下，各地

方政府莫不致力地方文獻的蒐集與整理，讓基層從業人員參加研討會，聆聽地方文獻的

理論和各地的實務經驗，希望能增進其對地方文獻的了解，從而提升其工作效能。 

地方文獻的蒐集整理，一向為本館莊館長所重視，除了本次研討會外，中國圖書館

學會暑期研習班亦於本（91）年 8 月 6 日至 8 日，在本館 421 研討教室，由本館承辦「圖

書館與地方文獻專題研習班」；其後復於 10 月 29 日至 31 日，由本館委託高雄市立圖書

館，在高雄市金典酒店，舉辦「地方文獻研習會」。相信藉由這一系列的研討會，必能

帶動全國各公共圖書館收藏整理地方文獻的風氣，並由此激發民眾愛鄉愛土之情，奠定

臺灣史研究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