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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臺灣全記錄》，臺灣史上的人、

事、物，歷歷重現，有圖有文有表，烙

印深刻。1 9 2 2年1 2月1 6日報導之標題為「杜聰

明成為首位臺籍博士」，文字右邊附有杜聰明

博士進入醫學校前留長辮子的照片和在京都

攻讀博士學位時的照片。1 8 9 5年4月1 7日的標題

是「臺澎割讓給日本」，除了文字敘述外，還

有「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發布接收臺灣、

澎湖諭令」。1 8 8 5年9月5日臺灣正式建省，則

有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之像。一個對地圖有

興趣的人，逐頁翻檢《臺灣全記錄》，可以找

到各個時期的臺灣疆域沿革：1 7 2 7年「清代中

期臺灣建置圖」；1 8 7 3年1 2月2 0日「光緒初期

臺灣行政區畫」；1 8 8 5年9月5日臺灣正式建省

之行政區畫，而且地圖上的地名還是今古對

照！還記得兒時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何

時搬上電視螢幕的嗎，斑斑史實、點滴回

憶，都在《臺灣全記錄》中詳細地描繪。

《臺灣全記錄》全書內容1 1 4 0頁，上溯至西

元前一萬五千年前之史前時期，下迄1 9 9 9年。

編輯體例是結合編年史和新聞報導而成的新

體例，既可以年、月、日為經緯，掌握臺灣

歷史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宗

教和風土民情等種種形貌，又可以新聞報導

題材深入事件發展始末。

《臺灣全記錄》在時間上跨越時序相當長，

編審將其分為考古時期、荷西時期、明鄭時

期、清領時期、日據時期及戰後時期六個階

段。每個階段再依史事繁簡，訂出各個階段

的時間表單元，例如荷西時期又再細分為2 3 0

∼1 6 2 3、1 6 2 4∼1 6 3 6、6 3 7∼1 6 5 1、1 6 5 2∼1 6 6 1四

個時間單元，每個時間單元各編製一時間

表，時間表的右邊即為重要事件之相關報

導。本書且以此六個時期之起迄時間為目

錄，跨頁呈現，每個時期以一禎代表性的圖

片與文字闡釋，而每個時期之始也以此圖片

跨頁展示，充份展現編年之創意與圖文並茂

之編輯特色。茲將六個階段之中西曆起迄時

間、首頁標題以及各階段所佔之篇幅，整理

如下表，以供檢閱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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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期 起迄時間 首項標題 篇幅

考古 15000 B.C.∼1600 A.D. 長濱文化—臺灣最古老之史前文化 12頁

荷西 230∼1661 吳黃龍二年∼明永曆十五年 明初行海禁‧澎湖成墟地 12頁

明鄭 1661∼1683 明永曆十五年∼ 鄭成功驅歔荷蘭人‧據臺抗清 8頁

明永曆卅七年（清康熙廿二年）

清領 1683∼1894 清康熙 22年∼清光緒 20年 清兵犯臺‧延平王國亡 88頁

日據 1895∼1945 清光緒 21 年（日明治 28年）臺澎割讓給日本 144頁

∼民國34年（日昭和 20年）

戰後 1945∼1999（民國 34年∼民國 88年） 國府接收臺灣 7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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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全記錄》內容設計分成時間表、報

導、專欄、追蹤參考系統、索引等五部份。

根據各時期的特色，編製時間表，舉凡歷史

上所有值得收錄的事件先在時間表簡述，重

要的事件則另撥篇幅，以新聞體詳加報導，

並加插照片、地圖或表格等。時間表又分為

時期表、年表和月表三種，均標示中、西時

間，月表更體貼地列出月曆，方便讀者掌握

時間的脈絡。各表內蒐錄當時期或當年或當

月重要大事，按照時間次序排列，如內文有

進一步報導，則在末句加括號，註明報導二

字。日期以西曆為主，另附當時統治政權的

曆法；若為政權交替重疊時期，則兩種曆法

並列，如日據時期之日大正 1 1 年（民國 1 1

年）。

編年體按年、月、日順序記載歷史事件，

其優點在於脈絡清楚，查閱方便，缺點則在

事件始末無法串連，難窺全貌。《臺灣全記

錄》設計了追蹤參考系統，以追索同一則事

件的後續發展，彌補編年體事件被切割的缺

憾。如果某件大事與另一時段某件大事相

關，則加括號、箭頭及另一相關大事發生的

時間。例如 1 9 8 6 年 6 月之年表中，1 7 日之大

事為「1 9 名大陸青年駕船抵達南韓投奔自

由，南韓表示將按國際慣例處理。」（報導→

1 9 8 6-0 7-0 8）；表示在同年 7 月 8 日有後續之

「報導」。翻到 7 月的月表中，8 日的大事為

「駕船投奔自由的 1 9 名大陸青年今扺臺灣。

（報導）」由此例子可知，透過追蹤參考系

統，可以將同一事件前後連貫。

報導，首見日期的標示，註明事件發生的

時間，例如：5.2 5；再按事件之重要性以報紙

版面編排方式呈現。報導的時間，立足於

「今天」、「當時」，以拉近讀者與事件的距

離。報導除了文字敘述外，適時插入照片、

地圖或表格輔助說明，補強新聞的具體性、

可看性。

本書設計有書眉，標示六個時期之西元起

迄年代，便利讀者翻閱。書末附有一般名詞

索引與人名索引，均依國音字母（注音符號）

順序排編排，每條款目後加註識別語，如八

斗子漁港（基隆）、白蛇傳（舞碼）。本書之

凸顯編年特色，以各條目的相關時間為緯，

在條目下縮排列出所有相關消息發生之年、

月、日，打破以頁數做索引的傳統，協助讀

者掌握該人物或該事件在歷史年代中發展的

始末，配合追蹤參考系統，周全掌握人、事

的資訊。

誠如編訂序所言，本書不但兼具通史和專

題的性質，也可作為初學者的入門，更是通

俗性質的讀物。是一本可以查閱，可以瀏

覽，可以研究的臺灣史工具書。把歷史新聞

化後提高了可讀性，然而也降低了資訊的深

度，少了資訊來源少了點研究性。

《臺灣全記錄》第一版是在民國 79年出版，

內容收錄到 1 9 8 9 年，若將兩版加以比較可以

發現，89 年版將 1990 年到 1999 年十年間的資

料增補到 7 9 年版之後，篇幅上增加 1 8 0 頁。

此外，7 9 年版還有三項特色是 8 9 年版所沒有

的，一是 7 9 年版一翻開封面和封底，映入眼

簾的是一幅臺灣地圖，讓人覺得很「臺灣」，

而 8 9 年版已經沒有這幅地圖了。7 9 年版索引

前有 1 0 篇的專題報導，介紹臺灣社會、經

濟、文化各方面的趨向，包括麥當勞刮起的

速食風、雅音小集、布袋戲、民歌、新電

影、歌仔戲、小劇場、雲門舞集、游資氾濫

等。另編製有 8 3 幅統計表做為附錄，如清代

臺灣行政區域的演變（1 6 8 4∼1 8 9 5）、清代臺

灣之民變（1 6 9 6∼1 8 8 8）、日據時期臺灣教育

的推進（1 9 1 8∼1 9 4 4）、歷年中共飛行員駕機

起義表（1 9 6 0∼1 9 8 9）、監察院彈劾糾舉及糾

正案件（1 9 5 1∼1 9 8 8）等，所有的統計表都是

以時間為向度來分析，是臺灣研究非常有價

值的參考資料。

《臺灣全記錄》帶領我們回憶過往，也幫助

我們思考未來。隨著照片由黑白轉為彩色，

臺灣人的21世紀是否也該更為璀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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