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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整 合 e 覽 無 遺

「檔案資源一站查足」是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民國

98 年至 101 年檔案服務 UP 宣言之一，為落實是項承諾，本局於

97 年底即著手規劃以整合性之檔案資訊服務網絡，建立跨機關資

源共享合作機制，於 98 年底建置完成「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Archives Cross boundaries，簡稱 ACROSS），並於本 (99) 年正

式啟用，方便使用者透過單一窗口查詢國內相關文史機構的檔案

資源。

目前 ACROSS 共整合了 12 個機關的 47 個資料庫，除了本局

之外，另包括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故

宮博物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圖書館、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財

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所典藏之檔案資源，內容涵蓋政府機關檔

案、總統與副總統文物、清代奏摺、古書契、老照片、家譜、碑

碣拓片、法律文件、醫療文物、宗教民俗及電影資料等，多元而

豐富。能有今日的成果，要感謝所有合作機關的協助，本局才能

將國內豐富的檔案資源做有系統的整合，促進共享，讓 ACROSS 跨

越典藏藩籬，持續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本局藉由 ACROSS 的建置與推廣，期望從使用者角度呈現國內

整體檔案資源，同時共同行銷，以擴散檔案應用需求。為使社會

大眾掌握 ACROSS 整合之資料庫內容與操作方式，特別編印本冊指

南，提供各界參閱。

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典藏著人類知識與歷史文化，有著

相似的成立宗旨與服務使命，為統整彼此資源，發揮最有效的功

能，並持續擴大服務範圍，三者的跨界整合與分享是數位時代的

重要課題。ACROSS 是國內第一個跨機關的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

台，英文 Archives Cross boundaries，象徵著跨越機關及國界，延

伸檔案服務的無限可能。未來，期待有更多機關能基於資源整合

及資源共享的理念，加入 ACROSS 的行列，一同為檔案應用及推廣

而努力！

檔案管理局  局長                                           謹誌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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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說 明

1. 本指南除序言、編輯說明、平台簡介外，內容含 12 個機關 47

個資料庫簡介及附錄。

2. 各資料庫簡介係以機關別編排，次依資料庫名稱筆劃順序排

列。

3. 資料庫簡介包含資料庫名稱、管理單位、網址、資源簡介、重

要檔案影像 2 幀及影像說明，資料庫簡介文稿及檔案影像皆

由各資料庫管有機關提供，檔案所含美術、攝影、圖形及視聽

等影像著作屬各機關所有，讀者若有需要，請洽詢各機關。

4. 本指南文字說明部分係以橫式（由左至右）編寫，至圖檔影像

部分，舊式直書公文體例，採「由右至左、由上而下」之方式

編排；新式橫書公文體例則採「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之方式

編排。

5. 為方便讀者暸解資料庫屬性，本指南附錄列有「資料庫分類一

覽表」，提供內容、時間、型態及語文別等分類供參。

6. 本指南之編印如有疏漏之處，尚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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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平 台 簡 介

一、建置緣起

「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Archives Cross boundaries，簡稱

ACROSS，網址：http://across.archives.gov.tw），整合典藏於檔案館、

圖書館及博物館等之檔案資源，提供單一介面，讓使用者可以便

捷搜尋檔案資源。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於民國 97 年 12

月 29 日邀集國內相關檔案資源典藏機關召開「建置檔案資源整合

查詢平台合作機關研商會議」，決定將政府機關、民間團體處理

業務產生之紀錄，以及由家庭或個人產生之私人紀錄進行整合，

並以分散式即時整合查詢（metasearch）方式，於民國 98 年底完

成建置「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99 年 3 月 10 日啟用。為使

ACROSS 之查詢範圍更多元及完整，發揮資源整合及共享綜效，99

年度續擴增更多資料庫。目前，ACROSS 整合之資料庫共計 12 個

機關 47 個資料庫，未來並將再持續擴增。

ACROSS 係採用 metasearch 方式即時檢索各合作機關之資料

庫，以減少使用者至個別資料庫查詢之困擾，並快速獲得所需資

訊。惟 ACROSS 僅提供檔案資源目錄，使用者若要查詢更詳細之資

訊或利用各資料庫之個人化服務，可利用「連結原始資料庫」之

選項，連回各機關之資料庫頁面查看。由於 ACROSS 查詢結果顯示

的各欄位資訊源自於各合作機關，因此於查詢結果詳目頁上方特

別註明檔案目錄內容著作權屬合作機關所有之聲明。

二、系統特色

為便利使用者參考，ACROSS 將資料庫依內容、時間、型態及

機關等方式分類。依內容區分為官方檔案與民間文書；依時間區

分為中華民國（民國元年 ~ 迄今）、日治時期（1895~1945）及

明清時期（1911 年以前）三個時期；依檔案型態區分為圖像 / 照

片、影音及文書三類；機關分類依機關名稱區分，再依隸屬關係

展延全部收錄機關及資料庫名稱。此外，ACROSS 具有即時查詢功

能、知識導引服務、個人化服務及 Web 2.0 使用者互動服務等系統

特色，分述如下：

( 一 )�即時查詢功能

為 提 升 即 時 查 詢 之 回 應 時 效，ACROSS 系 統 建 置 同 時 併 用

metasearch 及 database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兩種技

術，可提供即時查詢相關資源之功能。ACROSS 收錄之部分系統因

採用 database API 技術，可提高系統查詢之回應速度。

( 二 )�知識導引服務

ACROSS 從知識導引的角度，提供「查詢詞提示」及「相關查

詢詞建議」功能，前者依據使用者輸入的第 1 個單字，提供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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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首的詞彙清單，方便使用者直接點選做為檢索詞彙；後者依

據使用者輸入的關鍵詞彙提供相關建議詞彙，協助擴展查詢範圍。

另外，對於查詢結果亦提供進一步之分析，包括「相關詞表」以

及「檔案名稱分類瀏覽」、「主題分類瀏覽」、「年代分類瀏覽」

等三種後分類功能，讓使用者快速掌握眾多查詢結果之資料內容

特性。

( 三 )�個人化服務功能

為提供客製化服務，ACROSS 提供個人化服務功能，點按網站

上方「個人化」選單，進入登入畫面，直接以國家檔案資訊網的

帳號與密碼，即可登入個人化頁面；尚未申請帳號密碼者，可直

接連結至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申請成為會

員，享受個人化服務。ACROSS 除提供網頁字體大小及背景色系等

個人化選擇，亦提供個人常用資源設定、個人偏好設定、查詢歷

史與個人資料夾儲存 200 筆查詢結果之功能。

( 四 )�Web�2.0�使用者互動服務

為促進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系統提供推薦、評分

及網路分享書籤等三種功能。推薦可讓使用者推薦特定資料，並

由系統依資料被推薦次數高低，產出熱門推薦者並顯示於 ACROSS

首頁；另，使用者可針對單筆目錄進行 1-5 級等程度之評分，提

供其他使用者參考該資料之評價；最後，還提供使用者將特定資

料連結加入外部社群書籤，讓使用者藉此分享推薦檔案，增加彼

此間的互動與交流。

三、操作指引

ACROSS 提供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兩種查詢模式，進階查詢採

用布林邏輯（交集 AND、聯集 OR、排除 NOT）進行檢索，若查詢

結果過多或過少，可再利用 ACROSS 縮小範圍查詢功能、擴展查詢

功能及延伸查詢功能進行查詢。查詢方式說明如下：

( 一 )�查詢方式

1.�簡易查詢

於「Search 整合查詢」欄位輸入查詢詞，再勾選欲查詢的資

料庫後，點按「查詢」，即可產出查詢結果 ( 圖 1-1)。ACROSS 會

先擷取部分檔案目錄，若要回傳更多筆數，可點按「擷取更多資

料」（圖1-2）。

▲  圖 1-1  簡易查詢畫面

第
壹
篇 

平
台
簡
介



1514

▲  圖 1-2  簡易查詢結果

2.�縮小範圍查詢功能

若查詢結果過多，可在「縮小查詢」或「縮小年代區間」欄

位輸入更精確的查詢詞或年代，再點按「送出」，即可限縮查詢

結果（如圖 2）。

▲  圖 2  查詢結果與縮小查詢範圍

3.�進階查詢

若要針對一個或多個查詢欄位進行特定需求查詢，可利用「進

階查詢」方式查詢。於進階查詢畫面輸入查詢詞，並指定查詢的

特定欄位（如「檔案名稱」與「內容描述」），以及欄位之間的

關係（交集 AND、聯集 OR、排除 NOT）後，再勾選欲查詢的資料庫，

點按「查詢」，即可產出查詢結果（如圖 3）。

▲  圖 3  進階查詢與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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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展查詢功能

ACROSS 根據使用者輸入的關鍵詞，提供相關查詢詞及熱門查

詢詞建議功能，協助擴展查詢範圍。在「Search 整合查詢」欄位輸

入查詢詞，系統會在使用者輸入查詢詞時，自動出現與該查詢詞

詞首相符之詞語提示（如圖 4）。如使用者直接輸入查詢詞，點按

「相關查詢詞建議」後，查詢欄位下方即會出現建議的相關查詢

詞，直接點按後，即可顯示查詢結果。此外，系統也會顯示熱門

查詢詞，供使用者做為查詢之參考（如圖 5）。

▲  圖 4 查詢詞提示

▲  圖 5  相關查詢詞與熱門查詢詞

5.�延伸查詢功能

在查詢結果出現後，點按右方「放大鏡」圖示，可將查詢中

的檔案名稱及主題，連結至其他資源進行延伸查詢；點按「地球」

圖示，可以連回原始資料庫進行相關資料查詢（如圖 6）。

▲  圖 6  延伸查詢與連結原始資料庫

( 二 )�查詢結果呈現

1.�儲存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出現後，可將之進行儲存。首先勾選欲儲存的目錄，

點按「儲存勾選紀錄」，再點按「檢視全部勾選紀錄」。系統會

跳出另一視窗，依序點按「儲存」與「送出」確認儲存結果，出

現「儲存成功」之視窗（如圖 7），即成功將查詢結果儲存至個人

化服務之「我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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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儲存查詢結果至

「我的資料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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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詢結果分類功能

ACROSS 提供查詢結果分類瀏覽的功能，依據

「檔案名稱」、「主題」、「年代」進行分類，

並在每一分類項下顯示查詢到的項目名稱及目錄

筆數。在年代部分還可區分為西元、明清 / 民國

及日本三種紀年，點按各紀年名稱，即可看到不

同的紀年方式（如圖 8）。

3.�樹狀瀏覽與視覺化瀏覽功能

利用簡易查詢或進階查詢輸入查詢詞，點按

「查詢」後，網站左方會列出與查詢詞相關的詞

表及其相關程度，並以「樹狀瀏覽」與「視覺化

瀏覽」兩種方式呈現，而點按該詞彙或「重查」

選項，即可進行相關詞彙的再查詢（如圖 9）。

�

▲
�� 圖 9  樹狀瀏覽

與視覺化瀏覽顯示方式

▲
��圖 8 查詢結果分類

四、小結

ACROSS 係基於資源整合及資源共享理念，所建立的檔案資源

整合查詢平台，具備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個人化服務、查詢導引及

結果分析等功能，提供完善及便捷的查詢工具，滿足民眾一站查

足檔案相關資源的需求。ACROSS 是本局跨越檔案資源典藏界限的

一小步，未來將致力於整合國內外各檔案典藏機關的數位檔案資

源，並逐年擴充資料庫整合範圍，期望獲得各機關的支持與合作，

持續加入 ACROSS 的行列，提升檔案使用價值，以利檔案推廣應用

更增效益。有關 ACROSS 詳細之使用說明，請參見本平台「新手入

門」與「常見問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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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

(一 )�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原藏於清宮內閣

大庫，宣統元年（1909 年）因大庫整修而被移出。清亡後幾經轉

手，一度被賣入同懋增紙廠作還魂紙，最後在首任所長傅斯年先

生的奔走下，於民國 18 年（1929 年）自李盛鐸手中購入。

這批檔案有四千多件明代（1368-1644）文書，三十多萬件清

代（1644-1911）檔冊，包括內閣收貯的制詔誥敕、題奏本章、朝

貢國表章、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修書各館檔案、試題、試卷、

瀋陽舊檔等，而以題奏本章占最大宗。

內閣大庫檔案內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務，而許多案例並不見

於會典或則例，是研究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同時對於社會史、經

濟史或法制史等的研究也極具價值。

國內個人及教育、學術研究機構如有需求，可向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申請免費使用。每次申請以一年為限，採固定

IP 位址及帳號密碼登入使用。詳細申請辦法請參看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數位資源暨藏品圖象等申請入口網站」（http://

貳、資 料 庫 簡 介 applyonline.ihp.sinica.edu.tw/）。

▲  制授福陵右翼副總管佟海為中憲大夫誥命

▲  康熙皇帝諭臺灣眾民硃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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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檢索系統

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search.html

史料是還原歷史、建構歷史的骨幹，將檔案與研究結合、培

植研究人才、擴展研究風氣，是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

檔案館之初衷。檔案館的館藏早期著重在官方的外交與經濟部門

檔案，爾後更擴及民間資料。

檔案館營運的內容包括檔案徵集、保存、整編與應用。近年

來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檔案館更著力於檔案數位化、讀者服務

與管理的自動化，以及數位資源的整合與館際合作，使其功能更

趨多元與便利。

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檢索系統內容分為外交、經濟、民間資料

及中外地圖四大部分。其中外交檔案含括 1860 至 1928 年的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與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經濟檔案計有商

部、農工商部、工商部、農商部、全國水利局、內務部、實業部、

經濟部商業司、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汪政府經濟部門、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行政院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員會、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外匯貿

易審議委員會等。本系統所提供之目錄，將隨個別檔案整編與數

位化進度而更新。

館藏檢索系統提供館藏目錄檢索與線上文件影像瀏覽，兼具

瀏覽、檢索、外交人名索引查詢等功能，除具有基本與進階檢索

功能外，並以分割視窗顯示檔案之階層關係與描述資訊。目錄檢

索部分無使用限制，影像瀏覽採權限管理。

▲  商部檔案，光緒 29 年（1903 年）直隸臨城縣礦區圖

▲  外務部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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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國內最重要的臺灣史研究機構，

為支援學術研究，該所自田野調查研究室時期即致力於臺灣民間

文書的採集。歷經籌備處時期之古文書室，至民國 98 年底正式成

立「檔案館」，有系統地進行臺灣相關歷史檔案之蒐集、編藏、

數位典藏與開放應用。

臺史所檔案館現有館藏包含民間文書、官方檔案與圖像資料

等三大類。檔案整編工作係根據史料特質，兼顧檔案原則與實務

需求，建構全宗、系列、案卷與單件之檔案控制層次，而後進行

史料內容、來源脈絡與層次關係之描述。順應數位典藏發展趨勢，

及檔案資訊永續利用，建置「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以統整所

有檔案典藏，協助檔案典藏管理、整編著錄與開放使用。

系統收錄資源類型包含契書、帳冊、書信、公文等文書資料，

以及照片、明信片、地圖、寫真帖等圖像資料，內容涵蓋時間自

清雍正年間至戰後時期。已開放利用之全宗包含清代及日治時期

土地文書、岸裡社潘家檔案、張達京家族文書、費邁克集藏、楊

雲萍文書、杜香國文書、臺灣總督府時期林業檔案、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時期林業檔案、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臺灣省參議會

檔案等。系統中之檔案目錄全面開放查詢，若需調閱資料或閱覽

全文影像請洽臺史所檔案館流通室 (02-2652-5350 分機 6823)。

〈乾隆 59 年 11 月（1794 年）姊阿招、弟

武生仝立鬮分字〉，「臺北地區與金包里社

土地文書」。

說明：鬮書為漢人析分家產時所立之契約，

本件南崁社文書反映當時平埔族已受漢人影

響。（館藏識別號：T0233D0204_0030）

▲
 

▲〈昭和 18 年（1943 年）10 至 11 月太魯閣大山調查日誌〉，「臺灣總督府

時期林業檔案」。

說明：因應戰爭物資需求，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於昭和 18 年進行太魯閣資源

調查期間所撰寫的日誌。

（館藏識別號：LW1_02_064_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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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史館

國民政府檔案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國史館典藏之「國民政府檔案」係總統府於民國 50 年 8 月至

85 年 12 月，分 5 批次移轉進館。前 4 批移轉之檔案中有關抗戰勝利

以後的檔案，因當時內外情勢，被視為事涉敏感或以時代距離太近為

由，而在數次移轉過程中被總統府抽存，其後因總統府組織法修訂，

加上時空環境改變，總統府重新審視這批檔案，認為純屬歷史檔案，

理應開放提供學者使用研究，於 85 年 12 月將最後一批檔案移轉到

館典藏。

國史館將本批檔案分類整理，共計分為總類、主計、人事、行

政、內政、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衛生、新

聞、其他共 15 大類，編成 7,086 卷，建置 7,086 筆目錄資料及掃描

1,134,746 頁影像圖檔。檔案內容涵蓋國民政府時期所經歷的內憂外

患及其推行重大建設的珍貴史料，期間自 14 年 7 月至 38 年 6 月，

包括有關國家重大決策之制定與各項指令之頒布，皆有詳實紀錄，屬

決策型的檔案，極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國史館於 91 年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95

年），執行「典藏總統文物與國家檔案數位化計畫」，與中央研究院

計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共同合作研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規

格，適合館藏藏品內涵特性描述格式之「數位典藏資料庫系統」。

本資料庫於 91 年建置完成，可檢索所有目錄資料，並開

放部份圖檔（35 萬餘頁）於網際網路供大眾閱覽，如需閱覽更

多影像圖檔，歡迎您蒞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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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圖案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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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副總統文物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國史館典藏之「陳誠副總統文物」係陳履安先生於民國 92 年

表示願將其父的文物捐給國家保管，適值次年「總統副總統文物

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因緣際會，促使陳誠副總統文物成為該條

例公布後，第一批正式以捐贈方式移轉國史館典藏的總統副總統

文物。本批檔案移交過程共計 18 次，至 94 年 3 月完成所有文物

的點交手續。

陳誠副總統文物分為文件、器物、照片、視聽及圖書等 5 大

系列，其中文件檔案涵蓋時間為元年至 78 年，內容分為石叟叢書、

書函、專著與講詞、行誼、政務、外交與國際事務、軍事國防、

臺灣省政府、湖北省政府、國民黨黨務、邊政資料等 11 個副系列，

編成 1,892 卷，建置 19,661 筆目錄資料，掃描 257,585 頁影像圖

檔。

國史館於 96 年執行數位典藏二期計畫「拓展臺灣數位典藏－

總統文物多元精緻文化探索與深耕計畫」，持續與中央研究院計

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合作開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規格之

「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新增建置「陳誠副總統文物—檔案」

著錄系統。

本資料庫於 97 年建置完成，可檢索所有目錄資料，並開放石

叟叢書影像圖檔（1 萬 6 千餘頁）於網際網路供大眾閱覽，如需

閱覽更多影像圖檔，歡迎您蒞館應用。

▲  陳誠演講致詞手稿                                            ▲  陳誠演講致詞手稿  

      革命軍人的道德 ( 一 )                                            革命軍人的道德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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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委員會檔案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資源委員會係國民政府時期發展工礦業的專責機構，前身為

民國 21 年 11 月 1 日設立之「國防設計委員會」，24 年 4 月 1 日，

政府為強化抗日準備，充實國防力量，將該會與「軍事委員會」

所屬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易名「資源委員會」，41 年 8 月，行政

院為簡化機構，正式將該會撤銷，其原辦之業務等統由經濟部接

管。國史館典藏之「資源委員會檔案」係經濟部於 54 年 11 月移

轉典藏。

資源委員會檔案共編成 27,985 卷，建置 27,985 筆目錄資料，

及掃描 1,997,698 頁影像圖檔，檔案涵蓋期間自 28 年至 41 年，

包含中文檔案及外文檔案。「中文檔案」係該會與國內各附屬機

構往來之文件，共分總務、工務、業務、會計財務、運輸、材料、

綜合等 7 個系列；「外文檔案」為該會駐美單位與國內本會及附

屬事業機構，或國外機構來往之信函、電報及各種資料等，共分

為總務、業務、會計財務、技術、器材、訓練、貿易等 7 個系列。

國史館於 91 年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95

年），執行「典藏總統文物與國家檔案數位化計畫」，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共同合作研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

標準規格，適合館藏藏品內涵特性描述格式之「數位典藏資料庫

系統」。

本資料庫於 95 年建置完成，可檢索所有目錄資料，並開放部

份圖檔（17 萬餘頁）於網際網路供大眾閱覽，如需閱覽更多影像

圖檔，歡迎您蒞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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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組織條例       

▲  資源委員會代各單位及辦事處租借房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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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民國 34 年 9 月 20 日國民政府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隸

屬行政院，下設民政等九處，地政局直屬民政處之下，負責地政

事務的接收工作。長官公署於 36 年 5 月 16 日改組為臺灣省政府，

組織中設有民政廳地政局，負責土地行政之指導監督，掌管地籍、

地權、地價、地用及一般土地行政事務。68 年 5 月，省府通過地

政局升格，8 月正式改稱地政處。至 87 年 10 月 28 日，總統明令

公布「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地政處改併

內政部。

國史館典藏之「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係 70 年至 95 年

間由原案單位分批移轉。檔案涵蓋時間自 35 年至 90 年，內容分

為法規、地政報告、會議與紀錄、人事、日產接收與處理、土地

改革、農地重劃、國有林地解除與利用、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籍

整理、農地廢耕復耕、其他等 12 個系列，編成 2,151 卷，建置 2,151

筆目錄資料及掃描 434,909 頁影像圖檔，為研究臺灣土地改革極

為重要之史料。

國史館於 91 年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95

年），執行「典藏總統文物與國家檔案數位化計畫」，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共同合作研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

標準規格，適合館藏藏品內涵特性描述格式之「數位典藏資料庫系統」。

本資料庫於 94 年建置完成，目錄資料開放於網際網路提供檢索，

影像圖檔限國史館內閱覽，歡迎您蒞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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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文物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國史館典藏之「蔣中正總統文物」係蔣中正先生於北伐、統

一、抗戰、戡亂等時期，所留下的函稿、電文、日記、信件、書籍、

輿圖、影像資料及文物等，由蔣氏之機要人員歷年蒐錄整理形成。

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戡亂失利，蔣中正下野，隨即指示將該批檔

案隨中央銀行黃金同艦運臺，原暫存高雄，後移轉至大溪頭寮賓

館，並於翌年成立「大溪檔案室」存藏。因此，外界多以「大溪

檔案」稱之，至 68 年 7 月，始由頭寮賓館轉移至臺北市陽明山的

陽明書屋典藏，84 年 2 月由國史館接管該批檔案，正式將該檔案

正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分為籌筆、革命文獻、家書、照片、文

物圖書、特交文卷、特交檔案、特交文電及其他等系列，共計 3,471

卷，建置 317,137 筆目錄資料，及掃描 832,601 頁影像圖檔。

國史館於 91 年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95

年），執行「典藏總統文物與國家檔案數位化計畫」，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共同合作研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

標準規格，適合館藏藏品內涵特性描述格式之「數位典藏資料庫

系統」。

本資料庫於 93 年建置完成，目錄資料開放於網際網路提供檢

索，影像圖檔限國史館內閱覽，歡迎您蒞臨應用。

▲  民國 23 年，蔣中正於江西前線指揮剿共戰事時留影   

▲  蔣中正伉儷偕宋太夫人倪桂珍及孔祥熙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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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總統文物

http://dft.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國史館典藏之「蔣經國總統文物」，分別於民國 79 年及 84 年，

由陳立夫先生和總統府機要室移轉。陳立夫送交國史館的文物，

是蔣經國先生在 40 年至 57 年間寫給他的親筆信函共 27 件；總統

府所移轉的文物，第一批隨蔣中正總統文物移轉，包括文電、照

片、家書及名章，第二批乃總統府正式辦理移轉的蔣經國總統文

物。

蔣經國總統文物為蔣經國一生奔走國事的相關文卷，包括文

件及照片。文件分為忠勤檔案、黨政軍文卷、接待賓客、行誼剪

輯與大事紀、專著手札與講詞等 5 個副系列，編成 2,039 卷，建

置 16,567 筆目錄資料，掃描 199,436 頁影像圖檔。照片主要拍攝

時間從 33 年到 77 年，依時期分為中國大陸、初到臺灣、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國防部、行政院、第六任總統、

第七任總統、其他等，共編成 77 卷，建置 3,857 筆目錄資料，掃

描 15,746 張影像圖檔。

國史館於 91 年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95

年），執行「典藏總統文物與國家檔案數位化計畫」，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及後設資料工作組共同合作研發建置符合國際通用

標準規格，適合館藏藏品內涵特性描述格式之「數位典藏資料庫

系統」。

本資料庫於 95 年建置完成，目錄資料開放於網際網路提供檢

索，影像圖檔限國史館內閱覽，歡迎您蒞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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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46 年，蔣經國時任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

會主任委員，參觀美國航空母艦倜儻之李卻特號留影  

▲  民國 44 年，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偕友人遊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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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whistBrowse/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是臺灣光復初期最高行政機關的文

書檔案，代表臺灣從日本殖民地接收而展開另一階段歷史的過渡

時期文獻。其期間雖然短暫，但重要性不容忽視。該批檔案，涵

蓋範圍甚廣，主要內容包括 1. 總類；2. 民政；3. 農、林、財、經

及交通；4. 工礦；5. 宣傳；6. 中美關係；7. 臺灣省參議會與選舉；

8. 外僑、日僑遣送、檢查、徵用；9. 日產及機關的接收；10. 法規

類；11. 地政；12. 附件。

在臺灣省所屬機關（構）檔案文書之中，以「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時期檔案」最受矚目，約 4 千餘卷。民國 34 年 8 月，日本

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中國懷抱。國民政府特派陳儀為臺灣省行

政長官，綜理臺灣全省政務，同年 9 月 20 日國民政府公布「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暫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

稱長官公署），隸屬行政院，準備接管臺灣行政及籌設地方組織

事宜。10 月 25 日長官公署正式成立。35 年 10 月國民參政會建

議裁撤長官公署，36 年 2 月 27 日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時

局動盪。同年 4 月 22 日行政院第 784 次會議決議撤銷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5 月 16 日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行政長官公署同日撤

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走入歷史。

民眾閱覽或複製檔案，請參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閱覽複

印須知 (http://www.th.gov.tw/ 公告欄 / 政府資訊公開 / 行政規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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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文書 ( 通告 )

民國 35 年 5 月 17 日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兼警備總司令 )

命令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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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府報資料庫系統

http://ds2.th.gov.tw/ds3/app007/

臺灣總督府為日治時期臺灣最高行政機關，其各項重要行政

措施之發布，均可在府報中獲得正確訊息，故臺灣總督府府報係

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政府公報。其創刊於 1896 年，最先以附錄方式

印行於《臺灣新報》第 13 號， 主要內容為轉載內閣《官報》刊

載有關臺灣之法律、令，及臺灣總督府發布之諭告、律令、府令、 

訓令、告示、辭令等，至 1900 年，才改由臺灣總督府發行。直至

昭和 17 年 (1942 年 ) 3 月 31 日止，臺灣總督府「府報」改名「官

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透過數位化，直接可以在網路上利用，

使資料更加親近大眾，文獻推廣應用更為容易，更可促進史料之

研究。其發行情形臺灣總督府報府報 12,016 期，臺灣總督府報官

報 1,027 期，合計 13,043 期。

民眾閱覽或複製檔案，請參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閱覽複

印須知 (http://www.th.gov.tw/ 公告欄 / 政府資訊公開 / 行政規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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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總督府官報昭和 18 年

(1943 年 )3 月 24 日第 290 號

▲  臺灣總督府府報昭和 10 年 (1935 年 )

10 月 6 日第 2511 號



4544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whistBrowse/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為日本治臺時期實施專賣制度總管理

機關之文書記錄。就文書內容而言，不唯是研究日治時期各項專

賣史的重要檔案，而且因專賣收入平均占當時臺灣總督府歲入四

成以上，因此也是暸解日治時期臺灣經濟、財政情況不可或缺之

直接證據。

臺灣總督府實施專賣制度，始於明治 30 年 (1897 年 )，以律

令發布「臺灣鴉片令」，實施鴉片專賣制度揭開序幕，之後漸次

增加專賣項目，至日治末期昭和 20 年 (1945 年 ) 初，專賣物品包

括有鴉片、鹽、樟腦、煙草、酒、酒精、石油、火柴、度量衡、

鹽滷汁等共 10 項，當年 6 月 17 日始廢除鴉片專賣，減為九項。

檔案歸檔分類，前後變動頗大。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是在民國 45 年 5 月及 83 年 8 月分 2

次送交本館前身省文獻會典藏。該批檔案包括庶務課、經理課、

檢定課、製造課、腦務課、煙草課等單位文書。臺灣總督府於明

治 34 年 (1901 年 ) 正式將專賣局獨立出來之後，原由臺灣總督府

內文書課保存並已裝訂之樟腦、食鹽方面的文書，分別在明治 37

年 (1904 年 )、41 年 (1908 年 ) 兩次拆解彙整送交專賣局保存。

故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實亦包括該局成立前之部份專賣資料，

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無法分開，互相關聯。聯合清查整理的目

的在將此兩部檔案一併納入數位化計畫之中，除有資源運用上的

考慮之外，實亦根據資料的特性，作最佳的選擇。

民眾閱覽或複製檔案，請參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閱覽複

印須知 (http://www.th.gov.tw/ 公告欄 / 政府資訊公開 / 行政規章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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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兼外務大臣田中義

一以外務大臣名義通知英國

駐日大使，日本將給予調查

委員們的待遇

▲  為實施酒專賣制度，申請發行公債獲得日

本中央主管是項業務之大藏省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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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檔案

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whistBrowse/

臺灣總督府檔案為至今 60 年至 100 餘年前，臺灣統治當局各

個層面施政之原始史料。檔案總數 13,146 冊，約 570 餘萬頁。此

部檔案前已由本館與中央研究院學術合作進行 A3 以下文件部份掃

描數位化。計畫掃描標的為 A3 以上尺寸之附圖附表，圖表的內容

包括土木工程圖、建築圖、地圖、礦區圖、地形圖等。

從檔案跨越的年代而言，大致可分為明治、大正、昭和三時

期。皆係依據各年代總督府內文書課訂定的相關文書處理規則規

定編輯而成。大體而言，明治、大正、昭和三時期中，以明治期

卷冊最多，內容幾乎全是以毛筆在美濃紙上書寫。「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數量龐大，分門別類編纂成卷之門、類，因年度而有

不同，必須還原各該年度原文書處理規則規定之門類，以便進行

查閱。當時檔案歸檔編纂之時，所考慮者僅是業務上調閱參考所

需，並不考慮後世研究、利用之便。讀者必須先瞭解各年度門類

關係，而後才能瞭解檔案的內容與特質。另外，當時業務上調閱、

參考價值較低的檔案，分屬五年或一年保存文書，幾已全部銷燬；

昭和時期授權總督府內局、課長級決行文書由於分別保管，戰後

不知所終。這也是今日讀者研究這批檔案普遍遭遇的限制。

民眾閱覽或複製檔案，請參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閱覽複

印須知 (http://www.th.gov.tw/ 公告欄 / 政府資訊公開 / 行政規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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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簽呈顯示「三一法」第二次效力延續法律案係由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所草擬

• ▲ 明治 30 年 (1897)3 月，總督府內務部縣治課簽請

民政局長要求各地方首長儘速於該年 5 月 8 日臺灣

人國籍確定日前調查提報符合紳章請領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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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故宮博物院

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索引資料庫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0:0:1:npmmeta7::/tts/

npmmeta/metamain.htm

本資料庫是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國史館 (1690-1911)

及民國清史館 (1914-1928) 所撰人物傳記資料全部數位化，這

批豐碩的清人傳記資料包括有「傳包」3,536 餘包、「傳稿」

8,384 餘冊以及《晉呈本 ‧ 大清國史人物列傳》2,726 餘冊，共約

15,000 餘位清代重要人物的傳記資料，是研究清史、清代歷史人

物傳記的第一手文獻史料。

所謂的「傳包」，是清國史館為了纂修人物列傳所搜集、編

輯的各類文件，因歸併成包而得名，其內容包括有：履歷清冊、

履歷片、事蹟清冊、出身清冊、事略清冊、事功清冊、行狀、行述、

奏稿、訃文、年譜、哀啟、祭文、咨文、文集及傳稿冊等。「傳稿」

則是清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纂修人物列傳所保存下來的稿本，包

括初纂本、複輯本、訂本、清繕本等。而《晉呈本 ‧ 大清國史人

物列傳》則是清國史館纂修完成之進呈本列傳，包括人物有：親王、

功臣、宗室、大臣、貳臣、逆臣、忠義等。

預計工作時程為民國 95 至 100 年底。目前已開放網路目錄檢

索，影像資料庫則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與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中開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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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訓傳包

▲  李鴻章傳包──江蘇巡撫為李鴻章建立專祠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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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譜牒文獻資料庫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0:0:1:phmetai::/tts/npmmeta/

metamain.htm

本資料庫內含 307 筆明清時期至民國初年的家族譜牒文獻。

資料庫中的目錄資料與影像檔乃根據微縮膠捲專檔製作而成，原

件收藏於海外各大圖書館。除標題 ( 題名 ) 外，另擷取內容分析項

共三十項做為可以交叉檢索的選項。目前此資料庫在國立故宮博

物院圖書文獻館已開放予讀者檢索瀏覽並可付費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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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東 ] 日照丁氏家乘－世系表

▲  [ 江蘇溧陽 ] 史務本堂支譜 八卷首一卷—封面



5352

清代文獻檔冊目錄資料庫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file?@0:0:1:npmmetaai::/tts/

npmmeta/metamain.htm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於民國 71 年將院內典藏之清代文

獻整理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並於 91 年利

用參加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機會，依書建置為「清代文獻檔冊目

錄資料庫」，其內容涵括官書、志書、史館檔、軍機處檔、雜檔

等九大類檔，其中「史館檔傳包、傳稿」首先於 95 年進行全文影

像檔之建置，其餘將於未來幾年陸續完成數位化工作。

本資料庫於 95 年已完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全部 4 萬 3 仟

餘件清代文獻檔冊的簡目檢索資料，現已開放網際網路之線上免

費檢索服務，此將利於館方之管理，同時也方便讀者，可先行透

過網路檢索出所需的檔案，再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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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館檔 - 邦交志

▲  史館檔 - 大清文宗顯皇帝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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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npm?@0:0:1:npmmeta::/tts/

npmmeta/metamain.htm

國立故宮博物庋藏宮中檔奏摺與軍機處檔摺件係清代特有之

公文書。清代公文書起初沿用明制，例行公事使用題本，個人私

事則用奏本。爾後，為加強君臣間之聯繫，歷康雍乾三朝，逐漸

發展出一套由地方官員直接向皇帝奏報政務、私事及所見所聞的

奏摺制度。奏摺由具奏官員繕寫、封固、遞送京城，直呈皇帝，

不必像題奏本章層層上奏。奏摺經皇帝批示後，發還原具奏人遵

奉批示處理後，原摺繳回宮中懋勤殿儲存，故稱為「宮中檔奏摺」。

雍正年間，軍機處成立後，經皇帝批閱後的奏摺，發交軍機處謄

抄副本備查，稱為「奏摺錄副」。本院所藏軍機處檔摺件多屬「奏

摺錄副」，少數為原摺中之附件如清單、繪圖貼說及咨呈、咨會、

諭旨、私函、揭帖、照會之原件。

院藏宮中檔奏摺 15 萬餘件，軍機處檔摺件 19 萬餘件。前者

包含康熙至宣統朝的漢文、滿文及滿漢合璧摺，內容豐富，為地

方官員直接向皇帝的稟報，並經由皇帝硃批，是研究清代歷史的

第一手資料。後者雖係抄件，但原摺內所附呈清單、供單、圖表

等件多移夾於錄副之中，且錄副又記錄了皇帝珠批日期，故參考

價值極高。

本資料庫於民國 97 年完成典藏之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

全文影像與索引目錄數位化，現已開放網際網路檢索服務，並擬

有影像瀏覽付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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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機處檔摺件附圖：一號同安梭船圖 ( 壹號同安船圖 )

▲  宮中檔奏摺—雍正朝，楊宗仁請安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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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國家文化資料庫－古文書���������

國家文化資料庫－老照片

http://nrch.cca.gov.tw

國家文化資料庫是行政院「挑戰 2008 ─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下數位臺灣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下的一項基礎建設子

計畫，為臺灣第一個有計畫有系統的蒐集、整理各類文化藝術資產的

計畫，不但以數位化保存了寶貴文化藝術資產，使不致消失毀壞，並

以多采多姿的數位文化藝術資產充實了網際網路的內容，提供了老照

片、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漫畫、文學、建築、電影、古地圖、

器物、舊報紙、漢書、古文書及新聞電視影像等 15 類的訊息，詮釋

資料有 104 萬餘筆，數位物件有 108 萬餘件，民眾可輕易上網瀏覽

臺灣文化之美，不受時空限制。

國家文化資料庫主要目標如下：

1. 整合全國各地的文化資源，並提供一個全民參與文化保存的機

制，有效累積文化資產。 

2. 提供一個跨領域的平台，使研究者與使用者大幅減輕重複蒐集

與尋找資料的負擔、資料庫開放全民檢索共享。 

3. 資料經由不同使用者的創新發展，產生新的活化與再利用效果，

提昇全民文化。 

4. 對外傳播國家文化，總體地展示文化國力。

在 ACROSS 系統中，提供了老照片及古文書兩類資訊，老照片部

分來源有中央日報、中央社、國立臺灣大學日治時期老照片、文建會、

行政院新聞局及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蒐集的資料較為大宗。另古文書部

分有 3 萬多件，較為著名的為岸裡大社古文書，有 3 千多件，分別

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及臺灣大學所提供，較珍貴的有國立臺灣博物館典

藏 1,145 件。

國家文化資料庫提供各種檢索機制開放給全民閱覽，並提供物

件名稱、著作年代、作者、提供者及典藏單位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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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裡大社文書 ( 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 )▲  臺灣慣行公私文摹寫：乾隆三十二

年圭母子山腳番徹仔、大甲、寶律

、八里目等立招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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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管理局

國家檔案資訊網

https://aa.archives.gov.tw

國家檔案係指具永久保存價值，而移歸檔案管理局管理之檔

案。為促進檔案開放應用，檔案管理局建置「國家檔案資訊網」，

目前提供 150 餘萬筆檔案目錄服務，並陸續增加中，民眾可線上

申請或親自至檔案管理局應用檔案。

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妥善保存具永久價值檔案，並促進檔

案開放應用，在確保原檔案文件關聯性與整體性，及維持檔案來

源與原始順序原則下，將國家檔案分成府院政策、立法及監察、

司法及法務、考銓及人事、內政、外交及僑務、兩岸關係、國防

及退伍軍人事務、財政金融、教育及體育、經濟貿易、交通及公

共工程、族群、文化及傳媒、衛生醫療、環境資源、海洋事務、

勞動及人力資源、人文及科技發展、農業、選務、地方事務、政治、

民間團體、個人等 25 個類別。其中以交通及公共工程類、經濟貿

易類檔案居多，並以政治類檔案、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民國 38 年

以前檔案、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檔案及 921 地震檔案為主要

特色。

民眾閱覽、抄錄或複製國家檔案，請先查檢相關目錄或索引，

並填妥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書，空白申請書可由網路下載列印或向

檔案管理局索取；亦可利用國家檔案資訊網套印申請書。申請書

填妥後連同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可親至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

及圖書閱覽中心或以郵寄、傳真方式辦理；已申請自然人憑證者，

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可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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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3 年總統令公布憲法增修條文──正副總統直接

民選

▲  署部字第一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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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19 世紀臺灣圖像寫真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19 世紀時，有不少西洋人來臺灣傳教、或經商，有些人會用

筆墨記錄他們在臺的所見所聞。19 世紀下半葉，隨著攝影技術的

翻新，與器材製造的精進，歐美地區喜好攝影的人越來越多。在

那個時代，最流行肖像照片，另有一些人不辭辛勞扛著沈重的攝

影器材，遠渡重洋，到異國拍攝當地的風俗民情，其中也包括了

臺灣。這些來自遠方的友人，都不約而同地追求真實的影像，為

當時臺灣的山川美景與風土民情留存了許多未經雕琢的初始風貌，

現今成為我們緬懷臺灣舊史裡最為珍貴的原始史料。本批 19 世紀

臺灣圖像寫真圖像資料，主要來自以下兩本書： 

1.  Edouard Thomas Charton, Le Tour du Monde: 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 Paris:Libraine Hachette, 1875. 

2.  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inburgh: O. Anderson & Ferrier, 1896.

民眾若需申請數位檔案授權利用，請依「國家圖書館數位資

源授權利用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網址  http://www.ncl.edu.

tw/public/Data/042011111071.doc)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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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ac ( 打狗港 今高雄港 )

▲  Winnowing Rice with a Fanning Mill ( 用風鼓車篩選

稻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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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明治 31 年 (1898 年 )7 月 28 日，日本當局以敕令第一七八號

公布臺灣公學校令，又以敕令第一七九號公布臺灣小學校官制，

設立公學校〈包括原住民公學校〉與小學校以來，在日本統治臺

灣 51 年間，各級學校畢業生不計其數，各校於每屆學生畢業之

際，循例都有寫真帖〈畢業紀念冊〉的印行，國家圖書館亦收藏

有三十餘種日治時期畢業寫真帖，其中年代最為久遠為 1933 年印

行的杉林公學校卒業記念寫真帳，今日透過所登載的人物影像、

活動、沿革、名冊等數位化影像的呈現，可以一窺當時教育的發

展概況。

民眾若需申請數位檔案授權利用，請依「國家圖書館數位資

源授權利用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網址  http://www.ncl.edu.

tw/public/Data/0420111110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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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實習與裁縫課 ( 臺南市末廣公學校卒業寫真帖，1940 年 )

▲  鹿港第一國民學校校舍 ( 臺中州，194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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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世界上最早的明信片在 1869 年由奧匈帝國發行，由於具有價

廉、便利的特性，很快就風行了歐美各地，成為人們傳遞訊息、

收藏展示的對象。1905 年，臺灣出現第一場明信片交換會，當時

的臺灣總督府首度發行了「紀念繪葉書」（加印繪畫或者相片的

明信片），紀念日本治臺的「始政十周年」，這就是最早在臺灣

發行的官方明信片。

國家圖書館館藏 4 千多張日治時期所發行的風景明信片，這

批明信片是臺灣當時的風俗民情以及各種建設的真實寫照。其內

容大致分為 4 大主題：1. 臺灣各地的公共建設；2. 臺灣的風情民俗；

3. 臺灣的本土產業；4. 臺灣博覽會。其中風情民俗部分，尤以原

住民為大宗。而本土產業則包羅廣泛，如：養鴨人家、茶、糖、鹽、

蘭花、水稻、水車、水牛等。明信片中的景像，有些已成為臺灣

歷史的見證，有些則已消失於臺灣社會中，這些明信片，充分反

映出 20 世紀上半葉的臺灣風貌。

民眾若需申請數位檔案授權利用，請依「國家圖書館數位資

源授權利用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網址 http://www.ncl.edu.tw/

public/Data/042011111071.doc)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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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族太魯閣群紋面的婦女▲  指南宮 ( 吉田初三郎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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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古書契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在傳統的臺灣農業社會裡，生活習慣和現代大不相同。兩、

三百前，來自中國大陸沿海的福佬人、客家人在臺灣開墾土地、

建立自己的家園。當時買賣土地或借貸銀貨時，雙方必須簽立契

字為證。這些契字留傳至今，便是雙方或多方記錄的史料－古契

書。

國家圖書館蒐藏了二千餘件古契書，絕大部份是民間的契字

文書，另有一些官方的告示。以年代來說，最早有雍正 10 年 (1732

年 ) 的六館業戶公立給墾字稿，係臺中岸裡等社與漢人業戶同立

的契字，最晚的契文書則是日治時代的私人契字，時間含蓋了 18

至 20 世紀。所涉及的地區，主要為彰化至臺北間的平原與丘陵地

帶。其內容除了有漢人間的各類契書，如買賣、借貸、胎典、找

洗契之外，又有相當數量的南島民族契字，如中部臺灣的東螺社、

岸裡諸社、大甲東西社、水裡社、沙轆社、北台的竹塹社、霄裡社、

龜崙社等，又有一些契字與大家族有關，如士林潘家、彰化秀水

陳家等，均相當珍貴。

民眾如需複印本批古書契較高解析度之影像內容，可親至本

館特藏組申請複印影像，若需申請數位檔案授權利用，請依「國

家圖書館數位資源授權利用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網址  

http://www.ncl.edu.tw/public/Data/0420111110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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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士港立主招婚字 清光緒 11 年（1885 年）

( 藏品編號 00110)

給業主劉春福丈單 清光緒 14 年（1888 年） 

( 藏品編號 00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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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臺北市老照片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民國 91 年 12 月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合作進行文

獻數位化典藏與利用，本批老照片即為合作項目之一，原件典藏

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由國家圖書館進行數位化並授權該館使用。

這批老照片內容時空橫跨清末、日治時期至民國 40 年代的臺北

市，總數 849 張，內容包括建築、街道、城廓、產業、河道、風

景名勝、交通與社會生活等。

民眾若需申請本批老照片數位檔案之授權利用，請逕洽臺北

市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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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稻埕揀茶情景

▲  臺北市東門三線道路 ( 今中山北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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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臺灣家譜

http://memory.ncl.edu.tw/

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亦蒐集了相當豐富之

各種臺灣史料，如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地

方志、古書契、家譜、碑碣拓片等資料。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

記憶，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與影音紀錄，並

建立「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將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

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地方文獻是區域研究的基礎，亦是凝聚鄉土情感與意識的利

器，在各種地方史料文獻當中，又以家譜與方志為大宗；家譜文

獻記載一家、一族、一姓之歷史，其內容關係著以人為主的社會

經濟活動歷程，其可以幫助瞭解個人成就及社會發展，甚至對於

認識一個國家的民族與文化，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歷史文獻。 

國家圖書館於民國 93 年 11 月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GSU) 簽

訂合作協議，取得該會在 1970 年代於臺灣民間所蒐藏之臺灣家

譜微縮影（microfilms）資料，總計該有 794 捲，內容包括近 9,000

種家譜資料，成為該館臺灣史料文獻中之重要蒐藏，目前本批微

縮資料已完成數位化掃瞄，並建置家譜詮釋資料 (metadata)，提供

民眾檢索。

由於家譜內容涉及著作權及隱私權，民眾若有研究之需參考

本批家譜內容，可親至國家圖書館四樓縮影室調閱微縮原件或數

位影像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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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沙氏最近五服世系表

▲  家譜微縮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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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臺灣碑碣拓片

http://memory.ncl.edu.tw/

豎石曰碑，立碑題文，鐫石紀事，以昭示垂後，素為古今重

視。上溯周代石鼓文、秦始皇刻石、東漢熹平石經與武梁祠石刻，

以至歷代遺留數目豐碩的碑記，其作用不外乎述德、崇聖、嘉賢、

表忠、旌孝、銘功、紀事等。後世的碑記一方面日益考究碑文的

內容與文采，一方面對碑身、碑座加以美化修飾，集合文學、書法、

雕刻的藝術，成為兼俱史料與藝術價值的研究題材。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合作，於

民國 79 年執行「採拓整理臺灣地區現存碑碣計畫」；本計畫共計

採拓兩千多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古今碑碣，並且記錄碑碣基本資料。

臺灣分館典藏上述的所有拓本與正片，用以保存珍貴的臺灣碑碣

史料；同時編印《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用以流傳田野調查

的第一手史料。

91 年國家圖書館取得臺灣分館及國立成功大學何培夫教授的

授權同意，將以上兩千餘件具歷史意義拓片之正片予以數位化並

建立資料庫，提供民眾利用網路檢索與瀏覽。民眾若需申請數位

檔案授權利用，請逕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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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鐵道翁略傳

( 北投區普濟寺，1934 年 )

▲  淡北育嬰堂大觀義學碑記

 ( 板橋市，187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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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史館數位典藏系統

http://collection.hchcc.gov.tw

為保存新竹縣市分治後相關檔案、日治時期新竹州圖書館藏

書及其他可能散佚之史料文獻，新竹縣縣史館籌備處於民國 89 年

成立，並積極向客委會爭取補助經費建館，並經新竹縣政府全力

支持。在各方努力下，終於在 94 年動工興建，並於 97 年 8 月 31

日順利開館。

新竹縣縣史館主要功能為「收集」、「典藏」官方及民間的

檔案史料。其建築理念結合了「客家圍樓」與「合院設計」概念；

館內空間劃分六大主軸，分別是文獻閱讀、典藏中心、展示空間、

研究修復、行政管理及服務空間。新竹縣縣史館珍藏許多寶貴之

史料及文物，正逐步推動數位化典藏之機制，以減少原件書籍因

長期使用之毀損與劣化，以數位化圖檔服務研究讀者瀏覽與檢索，

不僅有利於知識傳布，也能促進新竹學之發展。

《臺灣省新竹縣志》( 64 年版，斷代約為清康熙年間至 40 年 )

及《新竹州時報》( 日治時期出版 )，這兩套書籍是研究新竹縣歷

史的重要史料文獻，屬於新竹縣縣史館之特藏資料，然而，該館

現有典藏之套數有限，且紙質原件狀況較脆弱不利往後長期供民

眾調閱使用，因此，該館史料文物數位化第一階段計畫 (97 年度 )，

首先即針對《臺灣省新竹縣志》及《新竹州時報》等史料文獻資

料進行數位化典藏，此外，並藉由典藏資料庫系統，推動現有館

藏重要史料及文物之數位典藏建檔工作，建立新竹縣縣史館典藏

系統之基本架構，以利後續史料徵集與推廣應用。

第
貳
篇 

資
料
庫
簡
介─

新
竹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  新竹州時報創刊號▲  臺灣省新竹縣志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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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典藏文物 (資料庫 )

http://163.32.121.205/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於民國 87 年 10 月 25 日開館，為國內第

一座由地方政府成立之歷史博物館，以保存、發揚高雄地區歷史

文化為宗旨，歷經數任館長領導擘劃，各項館務卓然有成，現為

文建會地方文化館之一，因館舍建築興建於日治時期，且久為高

雄市行政中樞，深富歷史文化意涵，93 年高雄市政府將之列為「市

定古蹟」，目前已成為高雄市居民休閒旅遊、終身學習的最佳去

處。

鑒於資訊技術急遽開展，典藏數位化已成為世界各地博物館

的共同趨勢，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管理登錄系統」資

料庫於 95 年建置完成，經館方持續登錄並充實資料庫內容，現已

收錄館藏逾萬筆文物檔案資料（其中以史料文獻類及老照片影像

資料類為大宗），資料庫使用者端含「主題展示」、「每日一物」、

「典藏精選」、「歷史長廊」、「典藏搜尋」、「典藏專輯」、「委

託研究」等多項查詢功能，使用者可依實際需求查詢相關文物。

館藏年代可溯自明清時期迄今，涵蓋臺灣、中國及日本等地區之

文物。

於「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可搜尋到以下類別的目錄資訊：

1. •「公共事務」：本類收藏以實物為主，包含教育、交通、經濟、

律法、軍警武器、政治儀式等類別，重要收藏品有郵筒、郵

票、鎮暴防護衣、機關掛牌、警報器、防毒面具、槍砲、旗幟、

船票、愛國獎券、債券等公共事務領域文物。

2. •「史料文獻」：包括高雄市政府政令、公文、會議紀錄、法

令彙編等，另收藏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地圖、書契、獎狀、

證書、收據、信件、碑誌、書報等文書。

3. 「產業」：本類收藏分為農、林、漁、牧、工礦、商業、港

務等類別，因高雄地區久為臺灣工業發展重鎮，日治時期迄

今眾多工廠設立、發展、遷移或關閉，故以工業類收藏為大

宗，本類收藏包含其建廠資料、照片、員工合影等紀錄。

4. 「影音圖片」：收藏高雄發展及臺灣常民生活影像資料及海

報文宣，題材涵蓋食、衣、住、行、育、樂、信仰、政治等

層面，內容寫實且具多元文化特色。

本館透過數位拍攝或掃瞄技術，以高品質數位圖檔儲存管理

文物影像，可有效降低提調原件的頻率，減少典藏品損壞風險。

本資料庫建置，能完善典藏管理機制，增益文物附加價值，落實

文化資產保存，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惟所收錄部分影像資料

因無法授權第三者，使用時須注意，相關使用授權規定，請參見

本館網站或來電洽詢本館典藏組（電話：07-5312560 分機 31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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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玉小姐）。

公共事務

史料文獻

郵筒

腳踏車牌

▲
 

▲
 

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實況繪葉書

▲  清代新港社番婦王覽莫等立典契，含嘉慶 14 年 (1809 年 )

元月王覽莫立典契（含羅馬拼音之新港文書）及明治 35 年

(1902 年 )8 月大日本帝國契尾，十分完整珍貴，經文建會

指定審議為「重要古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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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圖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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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骨踏車

▲ 唐榮鐵工廠債務處理報告

▲  繒筏

▲  舞蹈家李彩娥女士



8382

十、國立臺灣大學

(一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文件資料庫

http://tadels.digital.ntu.edu.tw/browse/archive_brouse/index.htm

《法律文件資料庫》係《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屬子資

料庫，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執行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置計畫」成果之一。

法實證研究是為了對法現象進行社會科學說明所進行的經驗

研究，也就是以實證研究的方法，將抽象的法律置於具體的社會

中來理解。《法律文件資料庫》的目的即是收集各種反映臺灣社

會生活現象之法律文件，作為教育、研究基礎之學術資料庫。

本資料庫的收集方向包含 20 世紀臺灣社會發展史上重要的人

權事件檔案，以及不同年代、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中臺灣人民實際

使用之法律相關文書、契約、啟事等。本資料庫共分為 9 大類別：

1. 重要人權檔案：目前收有政治人權、性別人權、環境人權重要

案件之司法文書、剪報等文件；2. 人身安全；3. 人格身份；4. 買

賣租賃；5. 金融保險；6. 勞僱關係；7. 紛爭解決；8. 法令宣導；9. 其

他。除收集各類別相關文件外，亦搜尋相關新聞剪報提供對照。

本資料庫為公開資料庫，凡同意本資料庫使用規範，在學術

研究之非營利目的及符合著作權之規定下，均可瀏覽、下載本資

料庫之詮釋資料及圖片。引用時請參考本資料庫之建議引用格式。

如有任何使用建議敬請來信指教：tadels.ntu@gmail.com，謝謝！

第
貳
篇 

資
料
庫
簡
介─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手寫之工作契約書，記載服務期限、

續約事項、月薪、技術津貼、加薪與

違約事項和人事保證人等規定。全件

請見「勞僱關係類」。

▲  民事答辯狀，被上訴人為與上

訴人間所有權更名登記事件而

進行答辯。全件請見「重要人

權檔案─性別人權─釋字 410

號 ( 夫妻財產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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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

http://tadels.law.ntu.edu.tw/audio_browse/index.html

《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係《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所屬子資料庫，為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郭書琴教授於民國 98 年執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二期計

畫」之子計畫所規劃建置。

《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所收錄的視聽檔案資料係指牽

涉到法律生活、具有法律意涵的臺灣製作之中文電影與中文紀錄片。

本資料庫目前收錄有 232 筆影片資料，使用者可分別依據「影片類

型」、「影片長度」、及「年代區間」瀏覽影片資料。其中影片類型

分為紀錄片、實驗片及劇情片，影片長度分為 0-15 分鐘、15-30 分鐘、

30 分鐘 -1 小時、1-2 小時及 2 小時以上，年代則以每十年為一區間。

另外提供檢索結果後分類功能，協助讀者交叉檢索所需資料。

每部影片皆附有十二項詮釋資料欄位，包含片名、導演、劇情簡

介、影評、片長、年份、關鍵字、影片類型、得獎紀錄及官方網站。

惟由於影片授權及線上播放技術等限制，本資料庫目前不提供線上播

放服務。

本資料庫為公開資料庫，凡同意本資料庫使用規範，在學術研究

之非營利目的及符合著作權之規定下，均可瀏覽、下載本資料庫之詮

釋資料及圖片。引用時請參考本資料庫之建議引用格式。

如有任何使用建議敬請來信指教：tadels.ntu@gmail.com，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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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把名字找回來》探討原住民

回復傳統姓名時遭遇的掙扎，及主流

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認知所出現的問題。

編號 A_0066_d03_c03。

▲  紀錄片《環亞罷工 90 小時》講述

環亞飯店勞工面臨資遣費無著落，

最終決定罷工為權益而戰。

編號 A_0009_d05_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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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影像資料庫

http://tadels.digital.ntu.edu.tw/browse/image_brouse/index.htm

《法律影像資料庫》係《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屬子資

料庫，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執行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置計畫」成果之一。

為瞭解法律的抽象條文如何具體為人們所認知，以及人們在

日常中實際接觸法律的經驗為何，《法律影像資料庫》嘗試以攝

影方式收集各種公共或私人場所之告示牌與警告標誌，以反思臺

灣法律社會的意涵。

《法律影像資料庫》目前共收有 736 筆資料，計 2,469 幅影

像，共分為 5 大類：1. 社會秩序；2. 法令宣導；3. 人身安全；4. 交

通安全；5. 其它。各類下再按不同場所、地點分為 8 個次類別。

每筆資料皆附有十二項詮釋資料欄位，每一告示提供環境影像及

告示本身影像兩層次圖檔，使用者可使用網頁工具縮放瀏覽各幅

影像。

本資料庫為公開資料庫，凡同意本資料庫使用規範，在學術

研究之非營利目的及符合著作權之規定下，均可瀏覽、下載本資

料庫之詮釋資料及圖片。引用時請參考本資料庫之建議引用格式。

如有任何使用建議敬請來信指教：tadels.ntu@gmail.com，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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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告示：「注意！此溝

為排水溝，不宜泡腳」，本圖收錄於告示資料庫（三）：人

身安全之自然風景區類。

▲  禁止停車、違者放氣之告示。收錄於告示資料庫（一）：

社會秩序之人文歷史、名勝古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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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http://tcsd.lib.ntu.edu.tw/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管理 )

日本殖民政府在統治臺灣的五十年間 (1895-1945)，進行了多

項大規模、全面性且具持續性的統計調查，例如：臨時戶口調查、

國勢調查等。這些調查範圍涵蓋廣泛，所累積的統計資料相當豐

富。這些珍貴的統計資料目前散見於全國各圖書館，為了能方便

更多學者接近使用，同時也兼顧資料保存，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於

民國 95 年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

置計畫」，規劃建置以收錄日治時期官方統計資料為主的「日治

時期統計資料庫」。

本資料庫收錄對象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所典藏的日治統計舊籍，共收錄 684 冊日治時期統計出

版品、195,513 頁數位化影像檔案及 104,315 筆詮釋資料。詮釋資

料係以統計表格為單位建置，提供表格名稱、書名、統計年份、

出版單位等重要資訊，並有多種檢索、瀏覽、及輸出功能，希望

藉此促進法學者進行整合性法實證研究，也提供國內外一個良好

的學術交流平台，達到資源共享的最大功效。

* 本資料庫不提供各種表格內容交叉運算的功能。

* 相關連結：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http://tadels.law.ntu.edu.tw/index.php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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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庫
簡
介─

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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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大
學▲〈民事第一審事件〉，《司法事務集

計表》，頁 2，大正 7 年 (1918 年 )

。收於本資料庫「司法」類。

▲〈阿片煙膏吸食者•種族、體性、年齡及

緣事•分•••人口〉，《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集計原表　全島之部》，臨時臺灣戶

口調查部，明治 40 年 (1907 年 )。

收於本資料庫「戶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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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田代文庫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田代文庫」所進行

的數位化成果。

田代安定為臺灣總督府技師，專攻植物學。日本領臺之初，田代

安定即開始從事臺灣植物調查，而留下許多植物學研究之資料與調查

報告，為臺灣植物研究先驅，並曾任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今名臺灣

省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場長多年。

《田代文庫》包含田代安定的手稿資料及藏書，其手稿資料內容

多為其從事田野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尤以臺灣及琉球研究之相關記錄

與報告為大宗，其中關於植物的研究調查手稿更是瞭解臺灣植物分布

變遷的重要研究資料。

本資料庫主要收錄田代手稿中與臺灣相關的內容，主題橫跨植

物、人類學、地理等主題。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資料庫收錄資料

190 筆，使用者可依類別（人類學、地理、林業等）瀏覽，或鍵入關

鍵詞進行查詢。檢索結果則提供包括主題、人物、地點、年代等分類

輔助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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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支島之位置（十萬分之一地圖） 

▲  澎湖島檢查報文：澎湖列島育殖用植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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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嘉矩手稿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伊能嘉矩手稿」

所進行的數位化成果。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本資料庫收錄資料

2,540 筆。使用者可依類別瀏覽，或鍵入關鍵詞進行查詢。

伊能嘉矩（1867-1925）為臺灣研究的先驅。1895 年日本領

台之初，伊能即受命來臺，從事人類學調查研究。其貢獻包括提

出全面性的臺灣原住民分類，並且到臺灣各地進行實地調查、收

集材料，留下為數眾多的田野調查筆記與研究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於臺北帝國大學時期向伊能嘉矩遺族購入其豐

富的手稿、藏書及臺灣原住民器物，圖書與手稿資料納入圖書館

館藏，稱為「伊能文庫」，器物則入人類系，成為臺灣關係特藏。

本資料庫內容主要來自館藏「伊能文庫」中之手稿、田野調查筆

記、早期期刊及報紙剪貼、照片等，部分則來自日本遠野市立博

物館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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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蕃六社志，《臺灣地理資料：

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

臺南、鳳山、恆春》（1897 年）。 

▲  基隆至頭圍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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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寶賽文庫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狄寶賽文庫」

所進行的數位化成果。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資料庫收錄資料 1,000

筆，使用者可依類別瀏覽，或鍵入關鍵詞進行查詢。

狄寶賽（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先生曾任美國工程顧問公司

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企劃經理（1950-1957），該公司

則肩負美援臺灣建設規劃督導之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徵集

之「狄寶賽文庫」，媒體型態多元，包括影帶、照片、日記、手稿、

文書檔案等。內容主要為狄寶賽先生在臺工作期間所留下的工作

與生活記錄，包括美援建設的歷史文書檔案、個人日記、狄寶賽

夫人所撰寫的臺灣見聞散文稿等。除提供美援臺灣重要建設之內

容、規劃等第一手歷史資料外，亦紀錄下臺灣早年的風土民情與

山川樣貌，可謂是美援臺灣時期的見證性史料。本資料庫主要涵

蓋文庫中的日記、手稿及檔案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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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s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de Beausset, 1957)

▲  美援臺灣建設規劃地圖與經費分配

表－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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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淡新檔案」所

進行的數位化成果。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資料庫收錄檔案 15,314

件，使用者可依類別瀏覽，或鍵入關鍵詞進行查詢，資料庫並提

供全文檔 pdf 的下載，幫助使用者閱覽、辨識檔案文字內容。

「淡新檔案」是清乾隆 41 年（1776 年）至光緒 21 年（1895

年）淡水廳、臺北府及新竹縣的行政與司法檔案，為研究臺灣於

清治時代之行政、司法、經濟、社會、農業的第一手資料，對研

究臺灣法制史、地方行政史、社會經濟史等深具學術價值，也是

瞭解傳統中國法律制度與司法審判的重要憑藉，為世界知名的傳

統中國縣級檔案。

目前資料庫中以檔案沿用戴炎輝教授整理方式，分成「行

政」、「民事」及「刑事」三門，其中，其中以「行政」一門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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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分府陳為飭差押交事（1875 年）

▲  業戶郭龍明所管石牌仔后湖庄業界四至圖說 (187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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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歌仔冊」所進行的

數位化成果。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資料庫收錄歌仔冊 400 筆，使用

者可依類別瀏覽，或鍵入關鍵詞進行查詢。目前資料庫中所收錄的歌

仔冊內容主題以「傳統故事」、「敘情」兩類最多。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歌仔冊，大部分為楊雲萍教授所贈

藏，其他則來自楊水虳、黃昭堂先生等人。館藏的出版年代橫跨清光

緒年間至民國時期（1894-1953），語文以閩南語為主，內容則相當

多元，如：改編時事、勸人為善的《中部地震勸世歌》、富涵習俗趣

味的《最新十二碗菜歌》等。

歌仔冊為俗民文化中相當具代表性者，主要是將說唱的歌詞以文

字書寫，通常以七言、漢字借音的形式表達呈現，除反映出當時各階

層人民的生活經驗外，亦可視為當時的語彙紀錄，是極佳的社會史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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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十二碗菜歌內頁（臺南市

博文堂）

▲  最新十二碗菜歌封面（臺南市博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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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古碑拓本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本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針對館藏「臺灣古碑拓片」 

所進行的數位化成果。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資料庫收錄古碑拓片

207 筆，使用者可依類別瀏覽，或鍵入關鍵詞進行查詢。目前資

料庫中所收錄的拓碑主題以「行政」類最多。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古碑拓本，主要是臺北帝國大學

時期所蒐集的臺灣地區古拓本，包含「臺灣府城碑」、赤崁樓之「報

恩閣碑」、臺南「龍山寺碑記」、臺南開元寺「鄭成功之書」等（含

琉球拓本），其中不少實物已毀損不存者（如琉球沖繩市政府已

多次派員前來翻攝琉球拓本，以便依樣打造新碑），不僅提供文

化工作者參考對照，亦利臺灣早期古蹟文物之維護或復原等文化

重建工作。再者，碑文內容亦反映當時的民心、民情，例如禁止

以牛油製燭等，對於當時的風土民情提供珍貴參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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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禁妄用牛油作燭碑記（1890 年）：

宜蘭縣令明令禁止之事。

▲  重修文祠碑記（1882 年）：

鹿港重修文祠之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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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http://ci6.lib.ntu.edu.tw:8080/religion/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參與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計畫的衍生數位化成果。本資

料庫內容亦可於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中查詢使

用。截至民國 99 年 8 月，本資料庫共收錄 3,500 件資料。使用者

可透過關鍵字查詢或是依主題瀏覽資料庫內容。本資料庫亦提供

進階查詢功能，使用者可透過作品名稱、關鍵詞、資料來源等限

縮檢索範圍。

本 資 料 庫 所 收 錄 的 內 容， 大 部 分 來 自 增 田 福 太 郎 先 生

（1903~1982，為日治時期臺灣宗教研究先驅，曾於臺北帝國大

學任教）於日治時期在臺灣各地所蒐集之宗教民俗資料，多屬於

圖籤類文物，包括來自廟宇、佛壇、道壇印製的神佛畫像、靈籤、

符咒，以及各種祭拜用的紙錢。資料庫內容另有一部分取材於原

藏於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經教室圖書室的寺廟明信片。該批

藏品至今仍保持相當鮮明的色彩，真實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宗教

的樣貌，極具歷史價值與觀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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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山寺觀世音靈籤 第五十三首 

上上（1933 年）

▲  鹿港鳳山寺郭聖王靈籤 第九六首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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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於民國 90 年執行文

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歷史老照片」計畫之數位化成

果。本資料庫內容亦可於「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

tw/ccahome/index.jsp）中查詢。

本資料庫涵蓋 37,000 多筆資料，是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

收藏的日治時期出版品中，挑選臺灣相關書籍及期刊資料中之插

圖、照片進行數位化，內容主題涵蓋教育、衛生、政治、經濟、

交通、地理環境、植物、動物、礦產、林產、牧產、農產、社會、

文化、語言、人類學、文學、旅遊等，可說是最具系統性及規模

的臺灣舊時照片總匯。

本資料庫提供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 2 種檢索方式。進階查詢

提供圖像題名、圖像出處、關係人等選項供使用者限縮檢索範圍。

檢索結果則提供年代、出處、出版單位等分類輔助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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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講習所（《臺灣總督府社會教育概要》，1933 年）

▲  大甲溪鐵橋（《臺灣寫真帖》，19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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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系統

http://140.112.128.4/gs32/ntumclib/index.html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是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

分館及臺大醫院秘書室執行建置，內容涵蓋醫學校區所典藏珍貴

醫療文物、舊籍、期刊，以及具歷史意義之老照片，經整理、數

位化、metadata 建檔後，提供讀者查詢檢索數位影像與詮釋資料，

期協助民眾瞭解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醫療歷史，並達到「將

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保存我國醫療發展史之紀錄」、「促

進醫療人文、學術和教育之研究發展」、「完整呈現臺灣文化與

社會之多樣性」目的。

依藏品類型本資料庫分為四個子資料庫：

1. 文物：為醫學院及醫院各臨床學科單位所典藏自日治時期保

存至今之珍貴醫療器具與器械。

2. •舊籍：為日治時期以來醫學校區中重要而特殊之醫學舊籍、

醫院舊檔案等相關資料。

3. •期刊：為醫學校區中所典藏自日治時期至今出版之醫學期刊

論文。

4. •照片：為包含醫學校區與醫院所蒐集，日治時期以來與建築、

醫療、人物等相關之老照片。少部份因涉及病友及家屬隱私，

故臉部會以馬賽克處理。

目前資料庫共收錄超過 4,000 筆資料，提供整合檢索、權威查詢、

一般查詢、同音查詢等查詢模式，便利使用者快速檢索所需資料。部

分全文影像限於臺灣大學網域內瀏覽。

第
貳
篇 

資
料
庫
簡
介─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醫學座談（創刊號）



109108

十一、國立中興大學

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

http://tahda.lib.nchu.edu.tw

本資料庫收錄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館藏之「卒業報文」。「卒

業報文」為民國 13 年（日本大正 13 年，1924 年）至 33 年（日

本昭和 19 年，1944 年）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學生所寫

畢業論文，主要研究範圍涵蓋臺灣植生、土壤、運輸技術、市場

調查等，型態為「全手抄本」。該批農林•史•料內容珍貴，•不僅能

提供日治時期臺灣歷•史整體發展•見證•參考，研究學者•更能藉由該

批資料•，瞭解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極具研究價值。

但因資料年代久遠、紙質脆弱，調閱使用易造成損壞，國立

中興大學圖書館自 97 •度起配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自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

卒業報文 673 冊中，挑選出對農業發展史極具重要性之資料•，持

續進行「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之•數

位典藏工作。目前提供電子全文影像檔及圖像資料影像檔二種資

料庫免費使用。取得授權之卒業報文，開放線上查詢瀏覽。

第
貳
篇 

資
料
庫
簡
介─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  輸出茶船實況，〈臺湾ニ於ケル栽植式茶葉湾湾〉

，那須正德，1938 年。

鳳梨繁殖圖，〈本島ニ於ケル鳳梨栽培並

ニ加工ニ就テ〉，萱島秀樹，192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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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灣電影資料數位典藏中心

http://www.taiwanfilm.org.tw/search.aspx

國家電影資料館是目前國內唯一的電影典藏專責單位，由行

政院新聞局每年編列經費營運，負有保存、教育、推廣、研究等

多重任務，多年來致力於電影文化資產蒐集、整理與保存，擁有

國內優秀電影文化資產保存與應用推廣的一流人才。電影資料館

典藏之早期臺灣電影共計 13,853 部，包含臺影公司攝製的新聞片、

紀錄片與劇情片；中國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聞紀錄影片與劇情影

片；以及其他公民營電影公司攝製的國臺語劇情片。民國 84 年電

影資料館加入 FIAF（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成為正式會員，為國

內少數參加國際性電影組織的機構。

本計畫為配合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96 年將行政院

新聞局轄管之臺灣電影文化公司新聞片，進行資料整理與影片數

位化工作，建立電影資料庫，供使用者利用網站進行瀏覽、檢索、

搜尋與其他加值利用；並藉此建立臺灣電影數位化作業流程及相

關作業規範，累積電影數位化實務經驗，俾作為未來建立電影數

位化中心之基礎。選擇臺影新聞影片之理由，乃因其為臺灣史實

影像資料中最為重要之部分，而 34 年至 51 年臺影新聞片更為臺

灣電視新聞出現前，唯一現存之主要新聞影像紀錄，具歷史珍罕

資料價值。臺影新聞影片除記錄臺灣這片土地的發展過程以及人民的

生活外，更見證了「臺灣經濟與政治奇蹟」的點點滴滴，是臺灣發展

軌跡中最精彩的動態影像紀錄。前揭資料因年代久遠、瀕臨酸化毀壞，

因此亟需優先進行數位典藏。

電影資料館在本計畫案將致力於結合國內外電影保存科技與人

才，培養更多的影音數位化生力軍，為我國保存電影文化資產及影音

數位化工作邁出歷史的一大步。

第
貳
篇 

資
料
庫
簡
介─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電
影
資
料
館

▲  楊傳廣在美國打破世界十項運動紀錄：

我國體育界之寶楊傳廣為美國南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三年級學生，也是加

州大學競賽隊隊長，與副隊長得利普

感情甚佳，常一起上課、用餐與訓練

體能。

▲  新生戲院大火：民國 55 年 1 月 19

日下午，臺北市西門鬧區發生光復

以來市區內最大的一次火災慘案，

新生戲院、萬國舞廳和渝園餐廳全

被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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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資料庫分類一覽表

附
錄 

資
料
庫
分
類
一
覽
表

序
號

機關名稱 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分類
語文

別
內容 時間 型態

1

中央
研究院

歷史語言
研究所

內閣大庫檔案目錄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2
近代史研

究所
檔案館館藏檢索系統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3
臺灣史研

究所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4

國史館

國民政府檔案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5 陳誠副總統文物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6 資源委員會檔案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7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8 蔣中正總統文物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9 蔣經國總統文物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10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11
臺灣總督府府報資料庫系
統

官方檔案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1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官方檔案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13 臺灣總督府檔案 官方檔案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
檔傳包傳稿目錄索引資料
庫

官方檔案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15 家族譜牒文獻資料庫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16 清代文獻檔冊目錄資料庫 官方檔案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17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
檔摺件目錄索引

官方檔案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18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國家文化資料庫－古文書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19 國家文化資料庫－老照片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20 檔案管理局 國家檔案資訊網 官方檔案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21

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19 世紀臺灣
圖像

民間文書 明清時期 圖像 / 照片 中文

22
臺灣記憶－日治時期畢業
紀念冊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日文

23
臺灣記憶－日治時期臺灣
圖像寫真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日文

24 臺灣記憶－古書契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日文

25 臺灣記憶－臺北市老照片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中文

26 臺灣記憶－臺灣家譜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文書 中文

27 臺灣記憶－臺灣碑碣拓片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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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縣史館數位典藏系
統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29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

典藏文物－公共事務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文書
中文
日文

30 典藏文物－史料文獻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日文

31 典藏文物－產業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32 典藏文物－影音圖片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33

國立臺灣
大學

法律學院

法律文件資料庫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34
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
料庫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影音 中文

35 法律影像資料庫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圖像 / 照片 中文

36
法律學院
、圖書館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官方檔案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37

圖書館

田代文庫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38 伊能嘉矩手稿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日文

39 狄寶賽文庫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文書
圖像 / 照片

英文

40 淡新檔案 官方檔案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41 歌仔冊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42

國立臺灣
大學

圖書館

臺灣古碑拓本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明清時期

文書 中文

43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44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圖像 / 照片 日文

45
醫學院

圖書分館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
系統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日治時期

文書
圖像 / 照片

中文
日文

46
國立中興

大學
圖書館

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
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

民間文書 日治時期 文書 日文

47
財團法人

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灣電影資料數位典藏
中心

官方檔案
民間文書

中華民國
圖像 / 照片
影音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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