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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日治時代臺灣的記憶─《典藏臺灣記憶：2009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評介

臺灣是個擁有多元文化的美麗寶島，

漫長的歷史歲月遺留下了許多不同的文化遺

產，其中日治時期近五十年的時間裡，不論

在文學、風俗習慣、語言文化等都對臺灣日

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同時也為臺灣留下了

許多可觀的文物資產。

圖書館是文化最佳保存與詮釋機構，

這些日治時代臺灣記憶典藏在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其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該館庋藏豐富的臺灣史料，是研究者

不可錯過之寶庫，同時也負責支援國內的相

關研究和課程、建構臺灣學數位圖書館及整

合資源等工作，更推出多次展覽。近年來該

館辦理的「臺灣學研究書展」挑選不同主

題，分期展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

保留的珍貴史料，讓民眾可透過書籍、照片

及手稿等資料，遙想當年，緬懷先人遺風，

懷古思今，可讓民眾多加關注我們所生活的

這塊寶島。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在民

國98年舉辦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

展」，將日治時期的臺灣做了一系

列精彩的介紹，分為四大主題：風俗

與年中行事、文學、宗教、產業；並為該

館九十五周年慶祝展覽再加上第五主題為懷

舊蒐藏特展。展覽以實物搭配典籍，亦含雜

誌、報紙、寫真帖等，展示內容豐富多元。

而後為了作進一步利用和持續保存，決定將

這些精彩的展覽內容編輯成書，付梓成冊，

因此才有《典藏臺灣記憶：2009館藏臺灣學

研究書展專輯》一書的生成。讓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欣賞展覽內容，同時也消除了以往實

地參訪展館時，受制於時間及人數等因素，

偶有走馬看花之感，翻閱本書，就如同再次

走進展覽中，可任你慢慢瀏覽、細細品嘗。

《典藏臺灣記憶：2009館藏臺灣學研究

書展專輯》內容包羅萬象，於民國98年12月

出版，內容著重在介紹日治時期一般臺灣民

眾的生活。全書共計五大章節，每章節下各

有十多項主題不等，每跨頁之兩頁為一個主

題，介紹時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每張圖

片旁附一小段簡單說明，使讀者在閱讀時不

會因字數感到吃力，可以輕鬆閱讀。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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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評

介本書的五大主題。

主題一：風俗與年中行事

計十五品項，介紹當時臺灣社會中的風

俗習慣以及節慶樣貌。日治時期的臺灣為農

業社會，按照農曆二十四節氣和農業作息以

行事，再加上宗教活動，構成了臺灣特有的

風俗和行事。之後有許多相關紀錄的書籍遺

留下來，可從中窺探當時的生活一二。爾後

日本政府傳入陽曆及日式節慶，都在在影響

了臺灣民眾的生活。此外，日本政府為更了

解臺灣，對臺灣展開了慣習調查，這些調查

紀錄保留下來，後期亦有多位作家將這些調

查引用發表在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中。

本主題的十五品項包括：《采風圖合

卷》中原住民行事、「臺灣慣習研究會」與

《臺灣慣習記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慣

習調查下的原住民風俗、臺灣傳統新年、日

本新年、臺灣傳統年中行事、日式年中行

事、祝祭日、日治時期的臺灣民曆、臺灣家

庭與農民生活、作家筆下的艋舺風俗、《民

俗臺灣》中的地方圖像、西川滿筆下的臺灣

風俗、日治時期的民俗學家。

主題二：文學類

計十六品項，文學向來可以反映一個時

代的脈絡和流動，作者讓文字來說話。日治

時期臺灣傳統詩社蓬勃發展，詩歌、小說、

歌謠和刊物輩出，隨著對日文的熟悉，臺灣

作者開始嘗試使用日文創作，亦有日籍作者

受到漢語影響，兩方的語言文化在此展現了

調和的痕跡，更從中反應出臺灣和日本的關

係。由於人們對於通俗娛樂的需求及受到生

活型態的改變，此時期發行了許多刊物，包

含文藝性質、兒童文學、校刊等。

本主題十六品項包括：漢詩社的發展、

臺人漢詩、日人漢詩、新詩、和歌俳句、北

京話文小說與臺灣話文小說、臺人日文小說

與日人小說、《決戰臺灣小說集》、臺人歌

謠、俚諺笑話、傳說故事、通俗小說、兒童

文學、文藝性期刊、同人刊物、校刊及校友

刊物。

主題三：宗教類

計十五品項，宗教信仰向來與民眾生活

密不可分，民眾作息更易受宗教影響。此章

可看出日治時期的臺灣其實各種宗教林立，

除了漢人及原住民本有的信仰外，亦包含基

督教、長老教會及天主教等，更重要的是由

日本所傳入的「神道」信仰，開始在臺灣建築

神社，除宗教因素外更強調政治上的影響，

也直接的進入了臺灣民眾的家庭和心靈。

本主題十五品項包括：原住民的宗教信

仰、佛教與齋教、宗教調查事業、臺灣民間

信仰、神道、日治時期的神社、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的社會事業、日本基督教會、長老

教會與天主教會、井上伊之助的山地傳教、

國家神道的崛起、日治後期神社建造與大麻

奉齋、臺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與寺廟整理

運動、基督教與神社參拜之衝突。

主題四：產業類

計二十品項，臺灣在日治前一直以農為

本，日治時期新式蔗糖業蓬勃發展，更開始

供應日本國內稻米，顯示其農業發展已達水

準。隨著交通的建設和日方的投資，工業類

應運興起。但隨著戰爭的爆發，農業和工業

的政策調整轉為配合日方需求，及至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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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產業仍具一席之地。

本主題二十品項包括：銀行與信用組

合、度量衡與金本位制、產業與展示活動、

製糖業、稻米、製茶業、青果業、樟腦業、

製鹽業、帽蓆業、煙酒業、水泥與紡織、林

業與植樹、產業經濟調查、對外貿易、新興

產業、化學工業、水產業、煤礦業、工商產

業人名錄。

主題五：懷舊蒐藏特展

計十四品項主題，為慶祝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九十五週年館慶，特別推出一

系列活動，之後將內容收藏編輯成本章。所

收展品繁多，琳瑯滿目，目不暇給，包括傳

單、海報、獎狀、借據、收據等，翻閱本章，

彷彿同時也走進了臺灣民眾的日常生活。

本主題十四品項包括：戰爭、廣告、學

校教育、交通、政治選舉、博覽會、宗教、

產業組合、會社、曆書皇室、宣傳、證明

書、戰後、其他。

本書圖文並茂，內容廣袤精美，極能吸

引民眾的目光，在廣度上同樣極是可觀，唯每

項主題僅用圖片輔以少許文字，雖可輕鬆閱

讀，但在深度方面稍嫌不足，再加上篇幅的

限制，其主題各自林立，若想從中有系統的

研讀臺灣歷史，仍有欠缺。本書許多插圖附

有標題，為利檢索，宜編製索引，例如文學篇

的〈傳說故事〉，包括許多傳說故事書的封

面，建議本書書後逐一編製索引以利查檢。

此書無論在主題、編排、廣度、史料價

值上都是極佳選擇，是繼臺灣分館出版《館

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二○○八》後，又

一與日治時期臺灣史有關的重要書籍，適合

推薦給一般民眾，且其利用大量圖片的排版

方式讓兒童也可輕鬆閱讀，不致感到枯燥無

味。此外，本書書後編製許多參考書目，可

以提供讀者進一步閱讀指引。古人有云「讀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可以將書籍看

作是一個媒介，但盼引起閱讀者探究的興

趣，能夠親自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展

覽館欣賞文物，睹物思人，直接對話。同時

鑑往知來，關心這塊寶島的歷史，亦能夠對

自己根源有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