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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中的口述訪談計畫

包含以下四項。

《蘇遠志先生訪談錄》（薛月順、曾品滄、林正

慧訪問）及《闕壯狄先生訪談錄》（薛月順訪問）

兩項為國史館於2006年開始的「戰後臺灣出類拔
萃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記錄戰後以來臺灣

各領域中菁英份子的成功經驗與歷史軌跡。其中

蘇遠志在味精醱酵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對於臺灣

生物科技產業影響深遠；闕壯狄深耕臺灣漁業

五十餘年，不管在政府部門或民營企業長期進行

的人才培育與養殖漁業拓展付出極大心力，經歷

猶如臺灣漁業發展的縮影。

《王紹堉先生口述訪談》（蔡盛琦訪問）為國史

館2010年出版之《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談
錄》第一輯中〈王紹堉先生訪談錄〉之延伸，深入

描述王紹堉於幼年至青年時期在淪陷區上海的生

活，及來台之後對於臺灣經濟、金融、石化工業

及教育發展的貢獻。

「戰後國家文化保存口述訪談計畫」（黃翔瑜、

歐素瑛、林正慧、吳俊瑩訪問）透過訪談記錄國

家文化保存法制的建構歷程，並揭露文化保存策

略的擬定與機制運作等重要史實，業已訪談馬以

工、夏鑄九、薛琴、劉益昌、臧振華、陳光祖、

許雪姬、黃富三、王嵩山、王耀庭、黃翠梅、劉

怡蘋、林會承等文化資產界之重要人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史組工作近況簡介

（2014.8–2015.7）
周維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組近一年來持

續進行各項口述歷史訪問及出版工作，其概況如

下：

一、新書出版：

（一）《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顧》

國史館口述歷史工作 
近況簡介

（2014.8–2015.7）
陳曼華/國史館

國史館於1991年開始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多年
來辛勤耕耘，至2014年7月為止已出版口述歷史
82種，記錄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宗教、
藝術文化等領域。在 2014年 8月到 2015年 7月
間，國史館的口述歷史出版品及進行中的口述訪

談計劃如下：

一、已出版的口述歷史

有以下四種。

《六十感恩紀：惠敏法師訪談錄》（侯坤弘、卓

遵宏訪問，2014年 8月出版）為西蓮淨苑住持、
法鼓佛教學院校長惠敏法師之口述訪問記錄，記

敘其學業修習、佛學研究與推廣的歷程。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歐素瑛、

林正慧、黃翔瑜訪問， 2014年12月出版）收錄王
正方、林孝信、林衡哲、陳治利、陳南天、陳婉

真、黃昭淵、楊樹煌、謝里法等九位曾被列入海

外黑名單人士的訪談，可窺見戰後臺灣由威權體

制向民主轉向、入境黑名單由有到無、人權價值

得以伸張的過程。

《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張中復訪

問，2014年12月出版）以曾任駐利比亞及沙烏地
阿拉伯代表的趙錫麟之求學與工作歷程為主軸，

述及中華民國遷臺後穆斯林族群的信仰內涵與發

展傳承。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陳立文

主編，黃秀妃、陸瑞玉、蕭雅宏、林本原訪問，

2014年12月出版）透過與蔣宋美齡晚年互動親密
的二十位人物訪談，呈現其生活點滴，期許能作

為未來民國政治史、醫療史、女性史研究的參考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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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計畫」。夏霽春女士民國38年（1949）畢業於
上海中醫學院，先後在香港、臺灣懸壺行醫，見

證民國時期上海、香港及戰後台北地區的醫療活

動，值得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留下珍貴史料。

三、相關活動

（一） 歷史記憶讀書會
游鑑明女士為推動口述歷史研究風氣，自民國

103年1月，發起「口述歷史讀書會」（現名為「歷
史記憶讀書會」），邀集中研院研究同仁、博士

後研究學人、院外相關研究者等，於每月第二個

星期五中午在近史所聚會，輪流導讀口述歷史書

籍，討論心得。目前讀書會仍按時舉行，歡迎對

口述歷史有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

（二） 「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104年3
月20–21日）

104年3月20日至21日，於近史所檔案館舉辦
「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邀請學人發表

口述歷史研究成果，共計11篇論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室工作近況簡介

（2014.8–2015.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一年來持續進行口

述歷史訪問計畫與訪問紀錄出版工作，具體成果

如下：

一、新書出版

1.《一輩子針線 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
錄》（2014年10月初版，2015年3月初版二刷）
《施素筠女士訪問紀錄》為中研院臺史所口述訪

問出版的第一本以女性為主的專書，由許雪姬、

吳美慧、連憲升及郭月如主訪，吳美慧紀錄。全

書雖以施素筠女士生命經驗的生命史為主，卻

能突顯出臺灣女性史、家族史、社會史、臺灣服

飾史。內容還包含日治時期鹿港生活經驗、臺北

生活經驗、臺灣學校教育經驗，以及戰後臺灣的

幼兒教育和職業婦女生涯經驗等，是一本內容豐

富，讀來令人意猶未盡的訪問紀錄。

2.《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

103年10月
游鑑明女士主持「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

口述歷史回顧」訪問計畫，繼民國101年（2012）
10月出版上篇 13位歷任院長、副院長訪問紀錄
後，103年（2013）又完成中、下篇，共計24位各
部、科、中心主任訪問紀錄，於103年10月出版。
（二）《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104年2月

104年（2015）為近史所創所六十週年紀念，2
月出版《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一書，內容

包括18位同仁的口述訪問紀錄及自述，以及13位
海內外學者對近史所成立六十週年的賀辭，記錄

近史所成長過程。

二、目前進行的訪問計畫：

（一） 「振興醫院五十週年回顧口述訪問」計畫
（103年3月∼106年2月）
游鑑明女士於民國103年3月起，主持「振興醫

院五十週年回顧口述訪問」計畫，預計訪問二十

餘位對該院有具體貢獻，包括建立醫院制度，或

是醫德醫術兼備堪為楷模者，目前已展開訪問工

作。

（二） 「吳金璞先生訪問計畫」（104年1月∼12月）
林志宏先生於104年1月開始訪問吳金璞先生，
吳先生為劍道範士八段，一生致力練習劍道，多

次參與國際比賽為國爭光，培育出眾多優秀劍

士，103年6月榮獲日本政府頒贈「旭日小綬章」。
獲吳先生慨允，本所對其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留

下珍貴口述史料。

（三） 「羅銅壁先生訪問計畫」（94年11月∼104年
12月）
陳永發先生主持「羅銅壁先生訪問計畫」，為中

央研究院院士系列口述訪問計畫之一，目前已完

成應訪人及數位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初稿，送請審

查人進行審查。

 （四） 「蔣經國總統侍從相關人員訪問計畫」（102
年1月∼104年12月）
黃克武先生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委

託，主持「蔣經國總統侍從相關人員訪問計畫」，

已完成28位應訪人訪問紀錄，預計通過審查後，
出版結案。

（五） 「夏霽春女士口述訪問計畫」（104年5月∼）
張哲嘉先生於104年5月進行「夏霽春女士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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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2015年5月出版）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

錄》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執行的口述歷史訪談計畫，由許雪

姬、楊麗祝、侯坤宏、陳翠蓮、曾品滄主訪，林

建廷、吳美慧、丘慧君、辛佩青、劉芳瑜、吳奇

浩、林志晟、李香瑩、蔡說麗等紀錄，為時近三

年。自2012年10月開始進行，至 2015年 5月出
版，共收錄57篇訪問紀錄，117萬字，是近年來
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進行口述歷史訪

問之鉅著，尤其又以女性家屬為主訪對象，更突

顯女性受訪者的重要性已被重視。

3.《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預計2015年12
月出版）

林瑞明教授為臺灣文學史研究先驅，亦是詩

人，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與台灣文學

系，2015年 7月退休。自1970年代起便開始研
究被忽視的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並參與《大學雜

誌》、《夏潮》等雜誌，見證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前

後的文壇變遷及臺灣意識的發展。1990年代中期
之後，致力推動「臺灣文學研究所」的成立，2004
年出任「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首任館長。其人實

為一部活生生的臺灣現代文學史。本訪問紀錄由

許雪姬、王昭文主訪，王昭文、吳美慧、林建廷

紀錄，共計25萬字。
二、進行中的口述訪問計畫

1. 「臺東基督教醫院譚維義院長口述訪談計畫」
（2013年1月–2015年12月）
「臺東基督教醫院譚維義院長口述訪談計畫」，

由劉士永、張淑卿主持，為臺東基督教醫院譚維

義院長進行個人口訪，目前口訪紀錄已完成，並

進行翻譯及校對，整合稿字數約16.5萬字。預計
受訪者校閱後將進行審查出版作業。

2.「林秋雨先生口述歷史訪問計畫」」（2014年7月
–2015年12月）
林秋雨先生為戰前石版印刷藝術佼佼者，更

是臺灣最早股票上櫃印刷公司的董事長，半個世

紀以來一直擔任公司的經營、管理及技術指導工

作。本計畫希望透過林秋雨先生的口述，呈現臺

灣印刷事業在戰前、戰間期及戰後的變化，從科

技史角度與臺灣歷史發展結合。本計畫由謝國興

主持，已訪問 6次，整合稿約 4.5萬字，已收集
受訪者相關照片，預計規劃訪談其公司員工及親

友。

3.「臺灣古稀婦女生活經驗口述訪問計畫」（2015
年5月–2015年12月）
婦女研究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但

有關資料相當缺乏，故對古稀婦女進行口述訪問

成為蒐集臺灣婦女研究很重要的資料來源，因此

「臺灣古稀婦女生活史口述訪問計畫」有其必要性

與急迫性。藉由此計畫，希望儘速獲得更多相關

訪談資料，以充實婦女研究的多元化與多樣性。

本計畫由許雪姬主持，預計進行 5位受訪者。
這5位受訪者多在其家族中有重要影響性，且其
年齡多已超過九十歲，期待能有豐富的收獲。

4.「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人物口述訪問計畫」（2015
年5月–2016年12月）
臺灣戰後至解嚴前的原住民族政策係由臺灣

省政府主政，而監督政策制訂與執行者，則是原

住民省議員及省府委員的重要職責。1998年精省
後，隨著政治版圖的移動，原住民族政策立法與

制訂的重心轉為國會原住民立委。而國大代表，

更於歷次修憲期間，被賦予實踐原運訴求的政治

場域。

隨著臺灣政治的變遷，部分原住民族省議員及

國代也轉戰至國會，其政策主張與監督乃至於問

政內容，均對原住民族及其政策發展產生深遠的

影響。近年來，各級民代問政史料多已數位化，

有助於研究者檢索並彙整個人問政紀錄，以瞭解

各級原住民民代問政內容；惟口述訪談尚未完整

建立，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陸續完成、出版3位
原住民省議員──章博隆、陳學益、華加志的口

述訪談，對其個別生命史與參政經驗留下寶貴紀

錄。

本計畫由詹素娟、伊萬納威主持，希冀針對尚

未訪談且年事已高的原住民族政治人物進行口述

訪談，作為建立原住民族政治史的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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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演」口述歷史座談會（104年8月）、「臺北早期
職業介紹所」口述歷史座談會（暫定） （104年11
月）。

二、「松山菸廠工業村記事」專書

松山菸廠，興建於昭和12年（1937）年，為當時
臺灣首座具工業村規模的製菸工廠，除了有現代

化的的工廠設備、大型倉庫外，還設置有公共澡

堂、托兒所、育嬰室、醫療室、餐廳、福利社、

員工活動場所及職員宿舍。光復後為國民政府專

賣局接收，繼續生產香菸製品，直至1998年停止
產製。現由臺北市政府規劃為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及臺北大巨蛋之地，今昔之間皆有其重要性。

本會於103年規劃進行松山菸廠相關議題口述
歷史專訪，期能透過菸廠員工訪談松山菸廠早期

工作及生活情形，回顧菸廠的發展變遷，讓市民

朋友更能親近認識這座菸廠的前世今生，預定於

104年8月出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

（2014.8–2015.7）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口述歷史訪談向來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料採

集的途徑之一，從早期的史蹟、宗教調查、婚喪

習俗、地名普查，乃至二二八事件輯錄、傳統技

藝匠師採訪冊、各縣市耆老口述歷史，以及近年

來的口述歷史專題包括臺籍國軍、臺籍戰俘監視

員、走過兩個時代的公務員、文獻人物、省政人

物、臺灣老行業等等。

103年（2014）12月出版《歡喜收藏－文物收
藏的故事》。成書緣起，乃觀察到臺灣自 60年
（1971）起，邁向現代化，機器取代手工，生活型
態、生產方式改變，傳統文物、民俗文化也快速

被取代而面臨消失的危機。其間，有識之士開始

投身於臺灣鄉土文物保存。其對文物濃厚的情

感、投入的心力、曾經遭遇的困難，及文物產業

觀察，有許多精彩的故事。本館以發掘與分享收

藏真情趣聞為旨，著手「歡喜收藏——文物收藏

的故事訪談計畫」，採集臺灣民間文物保存者的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介紹

（2014.8–2015.7）
吳玉玲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自民國41年（1952）成立以
來，口述歷史工作為重點業務之一，以編纂專書

及舉辦座談會，蒐集即將失傳的文獻史料，保存

珍貴史料記錄。除不定期出版專書外，每年採定

期舉辦四次口述歷史座談會方式，於年初預先訂

定主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地方耆老及社會

賢達，舉辦座談會，期從鄉賢父老記憶中，找回

臺灣先期典籍史料，並將座談會紀錄刊載於《臺

北文獻季刊》，供各界研究和參考。

有關103年（2014）8月至104年（2015）7月本
會辦理口述歷史工作情形說明如下：

一、口述歷史座談會

（一）「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

於 103年 8月13日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舉辦，
由執行秘書詹素貞主持， 邀請萬華區南機場地方
耆宿、中正區里長、萬華在地文史研究者以及專

家學者等與會，分四個主題討論南機場的歷史沿

革、地景變遷、人文風貌、生活記憶等。座談會

紀錄刊登於《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189期。
（二） 「臺灣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回顧與思考」口述
歷史座談會

於103年11月27日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舉辦，
由黃美娥教授主持，邀請該領域之專家學者，探

討並挖掘近二十年來臺灣文學學科建置的重要過

程。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190期。
（三） 「臺北茶產業發展」口述歷史座談會
於104年3月6日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舉辦，由

執行秘書詹素貞主持，邀請該領域之專家學者，

以臺北市茶業歷史與概況、都市型茶產業的推

廣、飲茶文化的發展趨勢及茶文化的人事時地物

等四大面向，進行討論。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

北文獻季刊》直字第191期。
（四） 預定辦理計有：「從林衡道早期身影看史蹟
推廣活動」口述歷史座談會（104年5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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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故事。全書計訪談梁志忠先生、郭双富先

生、陳慶芳先生、洪敦光先生及張洪米花女士，

記錄其投入收藏機緣、鍾情物件、收藏過程、專

業知識之充實、文物推廣與交流，及對於政府之

期許等等。本書希望能引領民眾瞭解與體會臺灣

文物之美，為文物收藏家的熱情與使命感給予鼓

勵，匯聚民間能量，深耕文化。

「文獻人物—簡榮聰」、「文獻人物—陳運棟」口

述歷史計畫專題，已經完稿，訂於104年（2015）
9月出版，書名另定；其他進行中的採訪計畫
有「文物收藏的故事（2）」（103年 8月∼105年
（2016）4月）、「文獻人物－鄭喜夫」（103年8月
∼105年4月）等。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簡介

（2014.8–2015.7）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稱本館）自縣市合

併後，承接原高雄市文獻會之業務，後續即以常

態且持續性地計畫，進行口述歷史紀錄與出版事

宜，以期發揮地方性歷史博物館傳承市民記憶的

責任與使命。

一、口述史出版品

《禁錮的青春：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103
年10月）
本館自101年（2012）開始，即計畫透過區域性

的概念來紀錄戒嚴時期的白色記憶，期盼為本市

留下戒嚴時期的歷史證據。本書付梓是賡續《停

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102年
（2013））一書，再次彙集本館採訪的13位受難者
的故事，試圖建立以本市為軸心之受難者第一手

史料。書中回顧市民們的受難記憶，無論是勇敢

追求獨立，抑或是心向紅色祖國，立場雖不盡相

同，但心繫臺灣這片土地的感情卻是無庸置疑。

二、口述訪談計畫（含進行中）

（一）、《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3》出版計畫
（104年5月–104年11月）

    本計畫擬賡續先前出版經驗，再次集結12至15

位本市受訪者文稿進行編輯，以提供大眾及研究

者了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含家屬）與高雄之

關係。

（二）、《「鳳山招待所」口述歷史》專書出版計畫

（104年5月–104年8月）
本館現有素材包括曾接受本館採訪之受訪者的

敘述稿和徵集到的文物數位檔案，後續擬融入本

市歷年來對於該場域之調查研究成果，編輯成一

本具有時空特色與歷史意義的出版品。

（三）、《高雄市木雕保存者——葉經義》專書出版

計畫（104年4月–104年7月）
葉經義老師為本市登錄之傳統藝術－木雕保存

者，15歲即拜泉州派蘇水欽先生為師，並開始從
事傳統寺廟的木雕工作，以雕刻人物、獅座等見

長，雕工細膩。從事傳統木雕工作逾60年，在宮
廟雕刻、修建、古蹟修護工程、飯店裝飾等都有

卓越表現，足以為傳統工藝師的典範。透過今年

初本館進行調查研究之成果，計畫將葉老師奮鬥

的歷程付梓出版，以豐富本市傳統藝術發展史，

讓大眾瞭解葉老師的成長、生活、習藝、作品及

成功之道。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介紹

（2014.8–2015.7）
温文佑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自民國90年（2001）成立以
來，即以本市境內傳統藝術、民俗等文化資產存

者及各行業之資深人士為訪談對象，撰述文稿、

出版專書與影像紀錄專輯，保存本市境內珍貴之

文化資產。

有關103年（2014）8月至104年（2015）7月本
局辦理口述歷史工作情形說明如下：

一、口述歷史專書出版

（一）《陳嘉德先生口述歷史專書》

103年8月出版本專書。陳嘉德先生係本市登錄
「傳統工藝美術─製墨」之文化資產保存者，本

書由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訪談、撰稿，

詳細敘述陳嘉德先生年少離開嘉義故鄉，北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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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書瀏覽平臺

為達到資訊普及交流、減少紙本出版品印製

量，本局提供 102年、103年口述歷史專書電子
檔，透過資訊中心協助，上傳至「新北雲端書

櫃」，供社會大眾透過網路平臺，無遠弗屆閱

覽口述歷史專書出版品。網址：http：//ebook.
ntpc.net.tw/index.jsp
    

慈濟基金會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簡介

（2014.8–2015.7）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

「為時代作見證，為慈濟寫歷史」是慈濟基

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對慈濟人文志業與志工文

史留存工作的期望。慈濟人文志業職工、志工

從事口述歷史的訪查與整理，緣起於民國 97年
（2008）中國大陸四川汶川大地震賑災。當時採
訪 17梯次賑災團志工口述救災的過程，從中結
集了16人的訪談內容，於98年（2009）由時報文
化出版公司出版《川愛不息》一書。推動至今，

口述訪談內容涵蓋了志工參與國際賑災經驗、

慈濟早期志業發展、慈濟社區會所溯源，以及

志工早年與證嚴上人的互動、加入慈濟後的轉

變及對靜思語的體悟等主題。

自102年（2013）12月開始，一年多來，慈濟
基金會推動志工口述歷史概況如下：

一、新書出版：

（一） 「菲律賓海燕風災慈濟志工賑災團口述訪
問」計畫（102年12月∼103年8月）

102年 11月8日，海燕颱風侵襲菲律賓中部，
慈濟基金會投入 9個梯次賑災團援助災區。翌
年年初，人文真善美志工採訪十三個國家地區

共378位曾參與賑災的慈濟志工及職工，取得珍
貴口訪資料。口訪資料除了部分作為彙編103年
（2014）5月出版的《海燕‧鏡觀》圖文書的素材
外，校訂工作持續進行至103年8月。
（二） 「高雄氣爆慈濟志工口述訪問計畫」 （103年

8月∼11月）
103年 7月31日高雄市發生氣爆事件，全臺慈

拼、習得手工製墨技藝，  期間歷經兩岸恢復交流
後，大陸廉價學生墨傾銷來臺，事業中挫，而後

轉型從事研發高級松煙墨之種種歷程，並附上陳

先生各式手工墨條作品之簡介賞析。     
（二） 《平溪天燈口述歷史專書》

103年9月出版本專書。本書由長期從事民俗普
查工作之吳敏惠女士撰寫，追溯「天燈」民俗技藝

從福建惠安籍移民自原鄉帶進本市平溪區之歷史

源由，旁及平溪區之自然環境，敘述1980年代後
期由幾位在地年輕人一點一滴經營、推廣、成立

社團、研發新型天燈、技藝傳習、透過媒體介紹

躍登國際舞臺的過程，條理分明，可讀性高。

（三） 《口述歷史話新莊老街專書》
本局於103年辦理《口述歷史話新莊老街專書》
撰稿計畫，由德屹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訪談新莊

老街民俗、傳統藝術、傳統行業之各界人士，勾

勒出新莊老街在傳統與現代發展中的不同面貌，

以及在地居民堅持傳統技藝與文化的心路歷程。

期末文稿經審查暨驗收通過，於104年度進行美
編、印製作業，預計104年10月出版。
二、口述歷史新書發表會

103年11月18日，辦理「臺灣製墨藝師─陳嘉
德暨天籟樂土燈火相傳」（陳嘉德先生暨平溪天

燈口述歷史專書）新書發表會，由新北市政府文

化局林寬裕局長主持，除邀請專書作者（吳明德

與蕭淑貞、吳敏惠）蒞臨會場接受贈書表揚，更

邀請傳統藝術藝師陳嘉德先生、天燈民俗保存

者平溪區公所參與此一盛會，透過新聞媒體之報

導，對新北市政府致力於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

有顯著之助益。 
三、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專輯出版

本局於103年委託太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錄製
「口述歷史話新莊老街」影像紀錄專輯，並於104
年3月出版。本專輯詳細說明新莊老街之歷史掌
故，介紹廟宇、民俗、傳統技藝等文化資產，富

有教育推廣意義。

四、口述歷史專書撰寫

104年針對本市「製鉋工藝」保存者詹益農先
生進行口述訪談、影像紀錄專輯錄製工作，專書

部分已於104年6月委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執行、
影像紀錄專輯預計於104年8月訂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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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志工分別於 8月 6至 15日、28至 30日，分多
條動線逐戶展開家訪。每條動線都有志工負責

填寫訪視記錄表，追蹤助人者及受助者的經歷，

志工投入逾200位，經當事人同意同步採訪，將
受訪內容謄寫校訂後，從中找出事件脈絡及感

人故事，進一步撰寫編輯，於 103年 11月出版
《至誠致福》。

二、已進行的訪問計畫：

（一） 「馬來西亞航空MH–370失聯事件北京慈
濟志工訪談計畫」（103年7月∼10月）

103年 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MH–370班機
自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失聯，北京、馬來西

亞慈濟志工第一時間協助航空公司，陪伴家屬

紓解失親之痛，前後歷經月餘。7月，北京志工
開始採集當地志工的口述歷史，記錄兩地志工

每日輪班陪伴家屬化解心中對親人懸念的歷程，

以及與家屬的互動情形。這是中國大陸慈濟志

工首次記錄口述歷史，採訪 11位北京慈濟志
工，並已全數收存。

（二） 「子藏專案計畫」（104年2月迄今）
自94年（2005）慈濟基金會推動撰寫「慈濟人
列傳」，歷年來不斷厚實志工採訪撰稿的能力，

依主題分別出版《人間渡》、《雲開見月》、《出泥

清蓮》、《原諒》等書。「子藏專案」在此基礎之

上，結合志工長期耕耘社區的經驗，以人繫事、

藉事寫人，適當融入彼時社會背景，凸顯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透過志工口訪資料的運用，寫

出富有歷史感及人情味的故事，以見證慈濟近

半世紀的歷史。初步已採訪 27位志工的口述歷
史，預計首波全臺採訪240人，分批編選彙集出
版。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介紹

（2014.8–2015.7）
李世緯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於2014年起進行海洋科學
家口述歷史工作，此工作實為海洋科學典藏計畫

的延伸。

一、海洋科學典藏計畫

海洋科學典藏計畫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研究

典藏組核心業務，為本組海洋生態、海洋科學、

海洋科技與海洋文化四個蒐藏方向之一。海洋科

學之蒐藏重點現階段為科學家記憶、科學研究過

程與結果、重點實驗室紀錄與儀器等。科學家記

憶又分為口述歷史計畫與科學家個人檔案。除了

已經陸續進行之口述訪談之外，本組也已收受數

批私人檔案，此兩部分相輔相成，互為補充。

二、海洋科學家口述歷史計畫

海洋科學家口述歷史計畫鎖定臺灣海洋科學家

為訪談對象，將海洋科學分為海洋物理、海洋化

學、海洋生物、海洋地質與海洋工程五個領域。

計畫預定進行兩年，每一個領域設定三位受訪

者。受訪者以該領域傑出資深之研究員為主。基

於博物館屬性，將來出版上下兩冊之科普讀物臺

灣的海洋科學家書名暫定）除了純粹口述歷史介

紹之外，還會加上海洋科學的簡單介紹。

第一期口述歷史計畫（2014年底∼2016年底）
以海洋科學家為對象，截至目前（2015年5月）為
止，訪談了5位學者，待此兩年計畫結束之後，
或許會將訪談對象轉換成資深船長、海洋領域政

府官員等。

在計畫進行過程，除了一方面蒐集臺灣海洋科

學的發展史，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幫

助外界對此專業領域能有更深入的瞭解，盡本單

位之科普教育功能。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工作近況介紹

（2014.8–2015.7）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整理

薛化元教授主持、陳進金副教授、江志宏助理

教授協同進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解嚴前 /後政治案件受難
者口述歷史訪談計畫」(2015.2-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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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

作者／主編 年代 題名 出版發行

許雪姬主編 2014.8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五期 臺北市：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陳嘉德口述，吳明德、蕭淑
貞整理紀錄

2014.8 臺灣製墨藝師：陳嘉德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

李福井著 2014.8 金大崛起——魔法校長李金振 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朱秀吉口述、曾文明紀錄 2014.8 不停轉的舵輪：朱秀吉船長訪談錄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吳敏惠著 2014.9 天籟樂土‧燈火相傳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

田貴芳著 2014.9 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 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劉孟宜錄音整理、莫那能口
述   

2014.9 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修訂版） 臺北市：人間出版社

許雪姬等訪談、吳美慧記錄 2014.9
一輩子針線 一甲子教學： 施素筠女士
訪問紀錄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

游鑑明等訪問、周維朋等記
錄

2014.10
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
顧 中篇：各部、科、室主任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游鑑明等訪問、周維朋等記
錄

2014.10
臺中榮民總醫院三十載─口述歷史回
顧 下篇：各部、科、室主任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范碩銘、范德滄作 2014.10 范氏在臺北：旅北客家耆老口述歷史 臺北市：北市范姓宗親會 

黃旭初主編 、陳金柱等口
述 

2014.10
禁錮的青春，我的夢 ：高雄市政治受
難者的故事 2

高雄市：高市歷史博物館

鍾德瑞編著 2014.11
第二波華人心聲：大西雅圖地區華人
移民口述歷史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張嘉祥著 2014.11 傳統灰作：工藝分析與訪談 臺北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蔡崇隆著 2014.11
愛恨情愁紀錄片：臺灣中生代紀錄片
導演訪談錄

臺北市：同喜文化出版、臺北市
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發行

曹欽榮、陳銘城等採訪整理 2014.11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
集》

桃園縣：桃園縣文化局

陳治龍、李詩云、邱新福著 2014.11 戰地憶往：馬祖口述歷史
連江縣南竿鄉：連江縣政府文化
局

賴淑娟、張美鳳訪談紀錄 2014.11 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篇】 宜蘭：宜蘭縣史館

司徒惠康總纂、劉士永、葉
永文、郭世清等撰修

2014.12 國防醫學院院史：耆老口述 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綜合規劃處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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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顏哲泰神父口述、范京生撰
稿、翻譯、採訪

2014.12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顏哲泰神父口述
歷史

臺北市：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
會

王亞獅等口述、董群廉 等
訪問記錄整理

2014.12 金門鄉僑訪談錄 （十三）馬來西亞續篇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府文化局

梁志忠、郭双富、陳慶芳、
洪敦光、張洪米花著

2014.12 歡喜收藏——文物收藏的故事 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立文著 2014.12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
臺北市：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
堂管理處

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等
訪問紀錄

2014.12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 臺北市：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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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 2014.12
千帆泊肆‧故剎弄藝：口述歷史話新
莊老街‧影像紀錄專輯——新北市口
述歷史影像紀錄 -文史類 （DVD）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趙錫麟口述、張中復訪問 2014.12 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 臺北市：國史館

孫弘鑫主編、郭冠麟、陳彥
璋協編

2014.12 空軍雷虎特技小組訪問紀錄 臺北市：國防部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
錄

2014.12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上）

臺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
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
錄

2014.12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中）

臺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
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鍾德瑞編著 2014.12
第二波華人心聲：大西雅圖地區華人
移民口述歷史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李其霖著 2014.12
建立陽明山地區耆老資料庫、生命史
及口述歷史紀錄（二） 

臺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哈用 .勒巴克主編 2014.12 霧林老兵 宜蘭市：退輔會森林保育處

林洸沂訪問口述、簡唐作 2014.12
林洸沂交趾陶技術傳習：摹造葉王八
仙堵

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汪明輝、黃國峰、何政哲編
著

2015.1
臺灣原住民族耆老口述歷史研究成果
‧2012年

屏東縣：原民會文化園區

藍建春著 2015.1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
杜潘芳格生命史

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彭瑞金著 2015.1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
黃榮洛生命史

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彭瑞金著 2015.1
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
楊鏡汀生命史

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陳清河主編 2015.1 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 臺北市：文化部、世新大學

何景賢口述 2015.1
六十史話：漢教之父——何景賢口述歷
史

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

呂蒼一、林易橙、胡淑雯、
陳宗延、楊美紅編著

2015.2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
失落的人

新北市：衛城出版社

游鑑明等訪問、周維朋等記
錄

2015.2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李宇平等訪問、周維朋等記
錄

2015.2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王泰瑛著、朱其元譯 2015.2 烽火‧亂世‧家：王雲五家族口述史 臺北市：獨立作家

蔡金鼎著 2015.2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
住民軍人口述歷史

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王紹堉口述、蔡盛琦等訪問
記錄

2015.4 王紹堉先生訪談錄 臺北市：國史館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
錄

2015.5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下）

臺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
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玲著 2015.6 臺灣統派運動口述史 臺北市：時英出版社

陳坤毅編、王文良口述 2015.7 《藝之鑿鑿——木雕國寶葉經義》
高雄市：高市歷史博物館、春睴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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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篇口訪紀錄

作者 題名 期刊 卷期 年代 頁數

劉智鵬 口述歷史與當代香港史志的編纂 臺灣文獻 65卷1期 2014.3 49–71

李博婷、蔡鈞如
鄉親臉譜：苑港里居民李炳坤先
生訪談錄 

人間思想 6期 2014春 117–122

戴自瑾口述、孔強生訪問整理
「飛虎隊」口述歷史項目：戴自
瑾先生訪談 

傳記文學
104卷5
期

2014.5 38–55

詹建德訪談、陳憶華訪談紀錄
遷臺前後的貴州興義何氏家族
——何紹弇先生口述訪談 

國史研究
通訊

6期 2014.6 108–131

李乾朗、舒國治、王明志、張
瑋如、李欽賢、彭啟原、簡肇
成、吳昭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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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14.6 1–35

俞一唐、傅承德 統計深耕者專訪——趙民德
中國統計
學報

52卷2期 2014.6 151–158

須文蔚訪問  
追索現代主義的抒情、瞬間美學
與詩：葉維廉訪談錄 

東華漢學 19期 2014.6 477–488

李修能口述 、孔強生訪問整
理

西南聯大與抗戰空軍：李修能先
生口述訪談 

傳記文學
105卷

2期
2014.8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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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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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14.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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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14.9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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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14.9 67、69–78

鄭得恩  蔡明亮訪談 現代美術 174期 2014.9 116–125

黃藏平口述，孔強生、盧光庭
訪問，孔強生整理

我和我的家庭：黃藏平女士口述
訪談 

傳記文學 
105卷 

4期
2014.10 48–68

陳宜中 
潛規則與憲政民主：吳思先生訪
談錄

思想 26期 2014.10 241–272

瘂弦口述、丁名慶整理
瘂弦訪談錄——我不能做偉大的
詩人，但願做偉大的朋友

印刻文學
生活誌 

11卷2期 2014.10 70–75

洛夫 
洛夫訪談錄––從桎梏中釋放無
理而妙的意象的永恆之美

印刻文學
生活誌 

11卷2期 2014.10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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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1

盧啟聰
編輯人才培育與中文學術出版
——訪問里仁書局徐秀榮先生 

國文天地 30卷6期 2014.11 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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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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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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14.12 1–61

郭金芳 運動口述史田野工作的經驗反思
臺灣體育
學術研究 

57期 2014.12 47–69

陳宜中
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陳子明先
生訪談錄 

思想 27期 2014.12 275–294

陳長華
優游自在的彩色筆記——蔡蕙香
訪談錄 

藝術家 475期 2014.12 324–325

高嘉謙訪談
帶著一種追尋生命意義的感覺就
入林了——張貴興 

印刻文學
生活誌 

11卷6期 2015.02 34–47

葉盈君
瞭解現況、展望未來——口述歷
史的意義

國家教育
研究院電
子報

106期 2015.02 無頁碼

口述活動

年 月 日 名稱 主辦單位

2014 9 19-21 臺灣白色恐怖專題工作坊（第一梯次）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9 25-27 臺灣白色恐怖專題工作坊（第二梯次）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11 1-2 史薈口述歷史工作坊 政治大學歷史系

2014 11 6 白色恐怖口述經驗分享——田野故事的人文資產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4 11 18
《臺灣製墨藝師——陳嘉德》、《天籟樂土燈火相傳》
新書發表會

新北市文化局

2014 11 22 「台灣社會工作的記憶、敘事與研究」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014 11 27
「臺灣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回顧與思考」口述歷史座
談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14 12 3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新書發表
會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桃園縣政府
文化局

2014 12 12 「人人皆可寫生命史」活動 建築人‧放築塾

2014 12 13
《世事洞明 人情練達——顏哲泰神父口述歷史》口
述歷史新書發表會

耕莘文教基金會

2014 12 14  國民記憶庫．故事沙龍——「傳承人權記憶」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4 12 16
「海外華人社會口述歷史探索——馬來西亞美里市
個案研究」--黃曉堅教授演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

2014 12 17
《一輩子針線 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錄》
新書發表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 12 27
「被世人遺忘的人生：政治受難者三大協會口述歷
史成果發表記者會」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4 12 30
《父親的手提箱——白色歲月裡的生命故事》新書
發表會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2015 1 19
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議題學術研習營
（2015.1.19~1.23）——口述歷史與近代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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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 26
「臺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發展之口述歷史研究
（1952至2001年）：知識論與課程觀的演變」專題
研究第二年研究成果論壇會議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 1 30 《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新書發表會 世新大學

2015 2 28 2015年家譜文學營——「建構家族故事–口述歷史」 宜蘭縣史館、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

2015 3 08 「臺北茶產業發展」口述歷史座談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15 3 12
104年臺灣文獻講座：訪談、採集這回事——談口
述歷史與民族誌採集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3 20-21 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4 11-12 口述歷史工作坊 嘉義市安慧學苑、香光尼僧團

2015 4 18
《史原》復刊第六屆編輯委員會主辦跨學群討論會
「史家之藝——學術史與研究方法」–柯小菁〈近現
代史：問歷史：口述史的操作與運用〉

臺灣大學歷史系

2015 4 24 2015棒球口述歷史研習營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嘉義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中心會

2015 4 27
「從林衡道早期身影看史蹟推廣活動」口述歷史座
談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15 5 09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
新書發表座談會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2015 5 16
部落的書，從口述歷史開始——記錄喀西帕南口述
講座

一串小米工作室、花蓮縣原住民族部
落大學、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
畫

2015 5 19 「社區影像說書人」——平民影像與口述歷史

文化部、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及維護研究所、
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臺南市仁德區
公所

2015 6 13 糖福口述歷史工作隊——【口述歷史能做什麼】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臺南市
南瀛文化協會

2015 6 26-27 2015東臺灣口述歷史研習營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東華大學歷史
系、東臺灣研究會

2015 7 10-12 「臺灣白色恐怖專題口述歷史進階班工作坊」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5 7 13
糖福口述歷史工作隊——【口述訪談實務操作與經
驗分享】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臺南市
南瀛文化協會

2015 7 15 「鏡頭下的白色人生」紀錄片發表會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5 7 15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
南部新書發表記者會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015 7 16
104年臺灣文獻專題系列演講：口傳、史料到文學
——談原住民題材小說創作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7 18
「臺灣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學術研討會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
述歷史室

54-65_03口述歷史動態0809.indd   65 2015/8/11   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