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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成果介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

108年本組進行的口述歷史訪問計畫及出版概況如下：

一、新書出版

《中研院在南港─口述歷史訪談錄》（陳儀深訪問，108
年 8月出版）

中研院座落於臺北南港的四分溪畔，除了研究人員，還有眾

多研究助理與行政人員，數千人朝夕工作、生活於斯，大至院區

的發展及運作，小至日常生活的交通與飲食，皆與當地有密切關

係，早已融入成為南港社區的一分子。本書共有 12位受訪者，
包括：（一）資深研究同仁：陳仲玉、瞿海源、劉益昌、陳宗憲；

（二）領導階層：李遠哲、翁啟惠、陶英惠、鄔宏潘；（三）街坊

鄰居：李丕成、潘正吉、陳傳忠夫婦、鄭旭凱夫婦等。包含上自

社會菁英、下至基層庶民的生活經驗，有助於吾人瞭解當代台灣

的一個學術社群—中研院在南港的院區變遷、內部研究單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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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研究人員的社會關懷，以及與在地居民的互動情形等。

二、目前進行的訪問計畫：

（一）戰後台灣水墨發展口述訪問系列計畫：袁旃女士（賴毓

芝訪問）：整稿中。

（二）戰後台灣水墨發展口述訪問系列計畫：林柏亭先生（賴

毓芝訪問）：進行中。

（三）戰後台灣水墨發展口述訪問系列計畫：張碧涼女士（賴

毓芝訪問）：進行中。

（四）程建人先生口述訪問計畫（潘光哲訪問）：進行中。

（五）何橈通先生口述訪問計畫（游鑑明訪問）：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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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臺史所口述歷史室 
工作成果介紹

108.08.28
吳美慧 /中研院臺史所口述歷史室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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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訪問計畫

1. 「臺北第一高女畢業校友訪問計畫」：進行中
2. 「臺北第三高女畢業校友訪問計畫」：進行中
3. 「臺史所退休研究人員口述訪問計畫─施添福研究員訪問

計畫」：進行中

4. 「臺史所退休研究人員口述訪問計畫─黃富三研究員訪問
計畫」：進行中

5.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人物口述訪問計畫」：整稿中
6. 「京都祇園辻利茶舖三好家族口述訪談計畫」：整稿中
7. 「跨太平洋發酵效應：臺灣與冷戰美國漢學的形成相關

人物口述歷史訪問計畫」（Trans-Pacific “Fermentations”: Taiw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Cold War Sinology: An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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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整稿中
8. 「臺灣古稀婦女生活經驗口述訪問計畫」：整稿中

二、口述訪問出版

1.「雙城舊事：近代府城與臺北城市生活記憶口述歷史」
本口述歷史由林玉茹主訪、林建廷紀錄，共分兩部分：府城

篇受訪者有郭金湖先生、陳寶嬌女士、陳皆竹先生、王秀蓮女士

和王綉媛女士；臺北篇受訪者有李鍾敏女士、連日清先生和連燦

章先生。本書於民國 107年 12月初版，今年 3月已初版二刷。
2. 「戰後臺灣的金融改革與發展」
本書為前財政部部長陳木在先生的口述訪問，主訪者為中研

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劉素芬。訪問內容與方向為臺灣金融監督管理

與政策、外匯管理、貨幣市場建制、金融周邊機構的創建與發展

等。前後歷時三年以上、共進行 49次的訪問，於民國 107年 6
月，由中研院臺史所與近史所共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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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史館 107年 7月至 108年
7月口述歷史工作近況

一、口述歷史出版品

序號 書名 篇名 著者 出版日期 定價

1 《宜蘭文獻雜誌》
第 113期 〈林幸子女士訪談紀錄〉

林幸子‧口述
／張美鳳‧整理

107.03 150元

2 《宜蘭文獻雜誌》
第 114期

〈「宜蘭人的戰爭經驗」
口述系列之六－游朝
輝、吳溪泉、林百連、
游萬春先生訪談紀錄〉

游朝輝、吳溪泉、林百
連、游萬春‧口述
／張文義‧整理 107.06 150元

〈洪串珠女士訪談紀錄〉
洪串珠‧口述
／張美鳳‧整理

3 《宜蘭文獻雜誌》
第 115期

〈林文光先生訪談紀錄〉
林文光‧口述
／張美鳳‧整理

107.09 150元
〈周靜珠女士訪談紀錄〉

周靜珠‧口述
／張美鳳‧整理

二、口述歷史訪談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日期 進度

計畫內容簡介

1

宜蘭阿美族口述訪談計畫第三、四期 107年 1月至 108年 12月 執行中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型態變遷，以及就學、工作與婚姻等因素，移居宜蘭的原住
民人口，有逐年增加的現象。原居住於花蓮、臺東，以務農為主的阿美族人，為養
家糊口而舉家離鄉，陸續遷徙至宜蘭三星鄉及蘇澳鎮砲台山，但由於兩部落均建於
國有地，屬違建戶，在未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權之下，於 2001年 4月 18、19日被強
制拆除，該兩處原民部落因此而散居。為保存這段原住民移居及被迫遷徙的歷史，
特別策劃本計畫以口述訪談方式，來記錄這段宜蘭在地的阿美族部落史。
　　本計畫針對阿美族人遷徙宜蘭的過程與分布情形、工作經歷、信仰、部落組
織、傳統技藝、文化發展進行訪談，記錄這段阿美族人遷徙宜蘭的過程與社會變遷
軌跡。105－ 107年執行第一至三期，計訪談 43位族人；今 (108)年為第四期，預
計訪談大南澳地區及散居在大同、頭城烏石港以北、羅東、礁溪等地區的阿美族人
10－ 12位，目前已完成訪談 7位阿美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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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名稱 日期 進度

計畫內容簡介

2

宜蘭噶瑪蘭族口述訪談計畫第三、四期 107年 1月至 108年 11月 執行中

　　19世紀中期，在漢人勢力的擠壓下，噶瑪蘭族人的生計型態改變，土地大幅易
手，為解脫困境，遂離開原居地，尋求新空間的生存機會。溪北部分村落的族人，
朝北往頭城、北關一帶狹小的海岸平原移居；溪南的部分族人，則往蘇澳、南方澳
等處搬遷；或者與漢民一起進行三星的移墾行動。而另一條路線則南下花蓮，試圖
開展出新天地。20世紀以來，原鄉的噶瑪蘭族逐漸融入漢人社會，成為隱性族群。
　　為了解宜蘭噶瑪蘭族的歷史與族群經驗，並關切其文化傳承等議題，本館以四
年時間進行噶瑪蘭族口述歷史計畫，105年已訪談 4位族人、106年已訪談 8位族
人、107年已訪談 8位族人、108年預計訪談 7－ 8位族人。

3

宜蘭地方知識深化研究─產業史系列口述訪
談計畫

107、108年 執行中

　　鑑於許多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傳統市場攤商，或打鐵、裁縫、外燴、司
公等執業者，乃至地方之戲院、木材行、茶園及茶葉行經營者或家族等，其技術、
專有詞彙、職業場域、執業經歷、家族產業或同業網絡之變化等均亟待採集，遂自
107年起以「產業史」為系列主題進行口述訪談，今（108）年為第 2期。
　　107年分別完成裁縫、傳統市場豬肉鋪、傳統外燴師傅共 6人訪談。本（108）
年正以畜產、流動攤商、裁縫及鈕扣、外燴及碗盤出租、紙燭業等為題，預計訪談
12至 14名執業者，以期能於持續紀錄的層疊中呈現地方與產業知識的豐厚。



《記錄聲音的歷史》　499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口述歷史 
工作近況介紹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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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2018）8月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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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口述歷史－民俗類－金山磺火捕魚－蹦火仔口述歷

史專書》

2018年 12月出版本專書。「磺港漁火」是早期金山八景之
一，每當夏季時分，在一片漆黑的海面上，「蹦」一聲瞬間冒出

一團強大火光，在火光的照亮下，海裡的青鱗魚就像飛蛾撲火

一般跳出海面，因點火時產生巨大的「蹦」聲響，故得名為「蹦

火仔」，美麗耀眼的捕魚畫面讓臺灣攝影家施宏修以作品《磺火

捕魚》榮獲國家地理雜誌「2011國家地理雜誌攝影比賽 -地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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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榮譽獎，並於 2015年 8月登錄為新北市無形文化資產。

二、後續規劃中的口述歷史專書

《新北市口述歷史─傳統藝術類─辜照雄先生口述歷史專

書》，2019年 5月年委託「吳碧惠」進行口述訪談，預計 2020年
出版。

辜照雄先生 2017年度登錄為新北市傳統藝術藝師，辜照雄
先生出生於 1942年，向父親辜遠藤學習簡單的糊紙技術，續追
隨師祖陳財學習精進糊紙厝技藝，後期又與張徐沛藝師長期配

合，在新莊一地展現地區性的糊紙工藝特色。辜照雄所糊製的紙

偶與獸類，用色大膽，喜歡對比的感覺，擅運用糊、繪、剪、

摺、雕、塑、寫等功夫，打造出近乎擬真的立體藝術品，所糊製

的紙偶與獸類尤能掌握神韻。其純熟的技藝充分展現臺灣本地民

間生活文化特色，且作品能與民間信仰生活當中的祀典法會、生

命禮俗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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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獻館口述歷史 
工作近況介紹

臺北市立文獻館（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更名）自民國 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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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相關文獻史料，保存珍貴史料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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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相關地方耆老及社會賢達及學者、專家，舉辦座談

會，期從鄉賢父老記憶中，蒐集臺灣先期社會文化之發展熱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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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7月 1日起至今本館辦理口述歷史工作情形說
明如下：

一、口述歷史座談會

（一）「古蹟修復調查研究者」口述歷史座談會於 107年 10
月 3日假臺北市立文獻館樹心會館會議室舉辦，由館長詹素貞主
持，邀請王惠君教授、李乾朗教授、周宗賢教授、卓克華教授、

張崑振教授、楊仁江教授、薛琴教授、劉淑音教授、韓興興建築

師等與會。

文化資產的意義連結歷史，傳承文化價值與先民的智慧，其

保存、修復、維護和再利用，為跨專業的團隊合作，為使文化資

產的價值建立在真實史料物證的基礎上，文化資產於修復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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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嚴謹的調查研究，對於歷史時間軸上所形成的材料、構造、

空間形式等進行全面性的調查。並透過田野調查、對重要人物

的訪談、環境分析、測量與測繪、擬定修復工法及準則、提出保

存、再利用之建議⋯等，發掘文化資產的歷史演變過程與當地

人文、社會、科學特性，經由此過程始能判斷出文化資產的重要

性，而最後所提出的報告，則為日後修復時的重要依據。

古蹟修復調查研究者，投入古蹟修復的行列，從開始嘗試建

構理論，歷經豐富的實務經驗反饋後，在先驅者的引領下，已累

積相當經驗，使政府及民間古蹟保存單位，得以著手將調查研究

的成果，轉化為修復的原則與做法，而這些寶貴的實務經驗，是

從一個個獨特的個案當中逐步摸索出來。而傳統建築工程修復，

有賴傳統匠師的經驗發揮，修復人才的培育，當今亦產生許多變

化，難以吸引年輕人投入學徒的行列向老師傅學藝，使得古建築

的傳統技藝式微，甚至失傳。此外，傳統的材料、構件，在現

代化過程中因缺乏經濟規模，已無生產，迫使必須找尋替代性材

料。面對種種不利因素，再加以如缺乏具備經驗的師傅帶領，古

蹟的修復恐淪為新手嘗試錯誤的試驗品，一旦施作錯誤，將使文

化資產價值所在的珍貴之處被不當清除、不再復見，往往是古蹟

修復最為人所詬病之處。是以，對於傳統建築的修復，古蹟修復

調查研究者提出的建議，是如何去因應現況而加以突破或是進行

調整？有賴探討。另，古蹟因所涵蓋的類型眾多，在修復調查研

究上，不同的類型是否有其獨到之處，亦值得提供寶貴的經驗以

傳承。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05 期。
（二）「北臺方志纂修」口述歷史座談會於 107年 10月 20日

假臺北市立文獻館樹心會館會議室舉辦，由館長詹素貞擔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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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續修臺北市志》總纂黃秀政教授主持，邀請尹章義教授、

吳文星教授、周宗賢教授、洪健榮主任、黃繁光教授、張勝彥教

授、詹素娟教授、鄭政誠所長、戴寶村教授與會。

臺北市立文獻館秉承纂修志書傳統，於民國 99年啟動《續
修臺北市志》重大文化工程，敦聘前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黃

秀政教授為總纂，委託專業團隊編纂，歷經近 7年，完整記錄臺
北市自民國 71年迄 100年，近 30年發展實況。全套市志共計八
志 33冊，分別於 103年、104年及 106年間出版，為紀錄此一
過程，文獻館前於 106年 10月 14日舉辦「《續修臺北市志》纂
修經過」口述歷史座談會，邀請各志主持人、代表人與會，就各

志規劃之構想、特色及貢獻、纂修過程所遭遇困境及因應之道以

及對未來的期許與建議，逐一闡述，並將座談會紀錄登載於《臺

北文獻》季刊第 202期，將艱辛難得的纂修歷程與寶貴的經驗，
作成紀錄以供後繼者及研究者參考。

本次 107年 10月 20日座談會接續以北臺（包含現今之「北
北基、桃園、新竹、宜蘭」各縣市地區），縣（市）志以及鄉（鎮

區）志之方志纂修為範圍，邀請方志主持人、撰稿人與會，以記

錄地方志纂修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如何以其獨特的纂修理

念、採用嶄新的史料採集方法，去呼應當時社會環境的現況，開

展出有別以往的體例與風格，對臺灣本土化的研究，貢獻豐碩的

成果。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06期。
（三）「臺北通俗流行文化 -漫畫」口述歷史座談會於 108年

4月 8日假臺北市立文獻館樹心會館會議室舉辦，由館長詹素貞
主持，邀請蔡焜霖先生、莊永明先生、洪德麟先生、黃鎮隆先生

與會；另劉興欽先生因當日不克前來，故於 4月 2日先前往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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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館長詹素貞訪談。

現代的漫畫書，臺語稱「尪仔冊」，指的是一種具有故事情

節，以圖為主，文字對話為輔，用框格來表現時間特性（時間依

每格流動）的連接圖畫冊。

在 20世紀初各種影像媒體、網路尚未發達時，因其休閒娛
樂的功能，受到兒童及青少年的喜愛，但相對於菁英文化而言，

也正因為其通俗性，容易被視為內容幼稚、粗淺、簡單的流行化

商品，普遍受到師長的質疑而非鼓勵，所以許多讀者的閱讀經驗

是用「偷看」的方式，來躲避父母、老師的監控，也是許多人共

同的青春記憶，其實從早期的發展開始，漫畫題材即亦有諷刺、

幽默、教育的意義，當然，這些的表現內涵還是取決於漫畫家本

身的素養和功力，但不可諱言的，漫畫確是以趣味為主，具備趣

味性是大眾喜愛它的主要原因。

臺灣漫畫的發展，據學者研究指出，因為日本殖民地的因

素，受到日本漫畫影響很深，即便到了戰後，50年代出現具本
土性的漫畫作品，像是 1954年《學友雜誌》創刊，連載了許多本
土漫畫，因為受到讀者喜愛，造成漫畫雜誌風行，當時連載的本

土漫畫《諸葛四郎》紅極一時，但是這些漫畫雜誌創刊時，多還

是盜版日本漫畫；1960年代因為政府通過「編印連環漫畫輔導辦
法」執行審查制度的因素，漫畫家的創作空間被高度壓縮，致使

本土漫畫受到嚴重打擊，進入衰退期，盜版日本漫畫進而佔據臺

灣漫畫市場；1980年代早期各大報開始大量出現四格漫畫；至
1987年解嚴後，審查制度廢除，本土漫畫又重現生機，創作空
間和水準亦有所提昇；1992年新修正著作權法對盜版日本漫畫
雖產生扼阻作用，惟本土漫畫仍需面對日本漫畫的嚴峻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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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漫畫成為國家文化創意產業之一，臺北市漫畫發行量佔

全臺三分之二，位於臺北的出版商對大臺北漫畫租書店流通亦有

廣大影響力，早期本土漫畫的特色、產業變化及發展現況等，值

得加以探究。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07期。
（四）「凱達格蘭族北投社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於 108年 5

月 23日假臺北市立文獻館樹心會館會議室舉辦，由館長詹素貞
擔任主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教授主持，

邀請翁正德先生、陳金萬先生、潘慧安先生、賴淑華女士與會。

1996年 3月，當時的臺北市政府根據學者專家意見，將總
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作為對臺灣原住民族歷

史文化的紀念與尊重。自此以後，臺灣的社會大眾才知道大臺北

地區昔日住有一支名叫凱達格蘭的原住民族，但對他們是怎樣的

一群人？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如今又到哪裡去？所知仍然不

多。事實上，族人自清代以來即以「某某社」的存在，在主流漢

族人口的環繞下，既作為聚落單位，也形成人群邊界，長期維持

著族人的自覺與他族的差異；同時，這些社名也轉型成為歷史悠

久的地名，共同構成地方社會的一部分，北投社就是台北地區最

具體的案例之一。

在西班牙或荷蘭檔案文獻中，今日稱為北投社的原住民村

落，一般記為 Kipatauw。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社名代表什
麼，直到日治初期伊能嘉矩來到這裡調查，才知道在凱達格蘭族

的族語中，「北投」是「女巫」的漢字譯音。但不同於多數隱匿在

歷史煙塵中的社名，日治時期的北投成為庄名，並在日後經北投

鎮的階段改為區名，且在所有臺北人的空間知識中佔有特定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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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中葉，Kipatauw大概有 30幾戶、100多人。雖然人
數不多，卻不絕如縷，一直持續到 20世紀初，都有若干家戶與
人口留存（如 1920年有 18人）。後來，由於嗄嘮別社族人的加
入（同年有 65人），共同構成北投社的人群內涵。
在早期的歷史文獻中，北投社有內、外之分，內北投約分布

在今臺北市北投區的清薜、長安、中正、中央、溫泉、中心、

清江、八仙等里，外北投則指新北市淡水區的北投里一帶。19
世紀中葉後，所謂「北投社」已經限縮在內北投一帶；1896年
伊能嘉矩調查的當時，北投社大概僅餘磺溪北岸的部分地方。

與北投社相鄰的嘎嘮別社（約在北投區關渡、一德、桃園、稻香

四里），已因遷徙移動，而與北投社混居。在今天的共識與理解

中，北投社是由頂社（三層崎）、中社（復興崗一帶）與下社（番

仔厝）三個地方與概念所構成，也包含前述的兩社族人。平埔族

與基督長老教會的互動，是北臺灣近代史中最突出的宗教現象之

一，而北投教會則是臺北地區最重要的象徵。1912年，教友陳
近捐獻番仔厝一帶的土地，由吳威廉牧師設計建造教堂；迄今，

曾經歷多次搬遷與整修，現址在北投區中央南路 1段 77號，是
市定古蹟之一。早期的信徒多為北投社人，如頭目林烏凸，即曾

擔任北投教會長老。2005年去世的潘慧耀長老，則長期致力於
凱達格蘭族的復名運動。

早年輪流供奉於潘姓家戶的「番仔王爺」─池府千歲，則

因其靈驗而受到庄民的崇信。1971年，番仔厝的庄民集資，在
北投區大業路 525巷 6弄 1號建廟，名為「保德宮」。歷經諸般
緣故後，保德宮的管理委員會決議在大業路 517巷 58號重建；
廟中除供奉池府王爺及其他神明外，還有背部刻有「平埔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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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土地公，是臺北地區最具平埔淵源的廟宇。

基於上述，2008年 5月，臺北市政府將保德宮、番仔厝、
番仔溝及自立長老會新北投教會四處，登錄為凱達格蘭北投社的

文化景觀；北投社，也成為今日凱達格蘭族復名運動的主體之

一。

儘管如此，生活於首善之區的大台北都會中，要繼續凝聚族

人的共識、復振傳統語言文化，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如能

藉由口述訪談蒐集這些北投社族人的歷史記憶，對臺灣平埔原住

民歷史的理解與研究，應能有所助益。座談會紀錄刊登於臺北文

獻季刊直字第 208期。

二、專書

（一）108年 5月 2日出版《堅持：陳水扁口述歷史回憶錄》：
文獻館延續悠久的口述歷史傳統，繼訪談臺北市歷屆市長、議

長，出版口述歷史專書與影像專輯後，委託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

基金會，由計畫主持人陳儀深教授團隊採訪、整理，並經中研院

台灣史研究所前後任所長黃富三教授、許雪姬教授審核後完成，

全書逾 20萬字，做為了解臺北市自 1994年首任直轄市民選市長
迄今轉變的重要參考史料。

（二）108年出版《拾光．捕手》：以有別於文字的形式，用
影像紀錄 18位臺北記憶蒐藏家的蒐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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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口述歷史 
工作近況

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文史處

一、口述歷史出版品：

《曙光》—臺東慈濟志工口述歷史

2018年元月擬訂計畫與執行，2019年 6月出版完成，此次
口述訪談緣起，實為保存慈濟臺東慈善志業的史料，以當地資

深、中生代的訪視志工為訪問對象，採集口述歷史紀錄。

從 1968年 3月 23日，證嚴上人親赴臺東，探訪患有眼疾的
吳發 ，接下慈濟在臺東地區的第一個慈善個案。臺東慈善志

業從此在當地慈濟志工的努力下生根，到現在長達半個世紀之

久。

臺東慈濟志工隨著時間年紀增長，此份口述歷史更顯見其珍

貴，對於傳承慈濟志工精神、舊法新知，同時也讓社會大眾了解

臺東慈濟慈善志業的緣起，以及志工辛勤耕耘的歷史足跡。

二、九二一大地震二十周年口述歷史訪談計畫：

從 2018年研擬本計畫案，於下半年開始全臺舉辦相關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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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並進行人物深度訪談，訪談紀錄預計建置網站與專書出版呈

現。

目前進度，截止 7/31止，已訪全臺 734位人物，其中包括
慈濟志工、投入救災民眾、受災民眾、警消人員、慈濟援建希望

工程學校校長、老師、學生等，初稿整理 399篇，精挑其中 98
篇彙編成冊。

三、其他計畫項目：

慈濟邁入五十四年，證嚴上人慈示「莫忘那一年」，希望大

家能回憶過去、並透過紀錄流傳臺灣的美善足跡，因此，文史留

存研擬以 2019年為「莫忘那一年」的起點，用逢五逢十周年的概
念，進行五十多年來，曾經發生的重大事件、災難、慈善足跡等

等訪談紀錄，厚實慈濟史料的蒐集。

2019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