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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臺灣

地方文獻刊物發展概述

張圍東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壹、前言

「圖書館」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密切，各地區之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鄉鎮市

立圖書館，都是圖書館的一環。圖書館與各地區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兼具推廣教育、保存文

化、提供資訊、倡導休閒的功能。而地方文獻則是地方發展所留下的歷程與記錄。在地方文獻

中，雜誌最能表達一個地方的特色。雜誌是一般訊息傳遞、研究發展之成果發表最快速的園

地，也是記錄當代人文、社會、科技等活動最重要的媒體，雜誌的內容廣泛，不僅成為社會中

知識傳佈的媒介，更成為學術研究的利器。

地方文獻是研究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重要資料，是圖書館的資源、財

富和生產力。今日所謂的地方文獻，古時大都指地方志而已。章學誠本是「六經皆史」的提倡

者，把方志說成是「一方之全史」。在他及其他學者倡導下，方志盡仿國史體裁，而其主要功

用是整理和保存一方文獻。章學誠提出方志立三書即通志、掌故、文徵，其內容實含地方志與

地方史的所有內容，這樣，方志到清中葉時確實幾乎等同於今日之地方文獻了。

所謂「地方文獻」是指有關地方之歷史、文物、風土民情，紀錄地方歷史，保存地方文

化，展現地方特色之各類型資料。總之，地方文獻就是地方發展所留下來的歷程與記錄。地方

文獻紀錄了住民生活的軌跡與成就，保存歷來居民的創作成果。

因之，地方文獻的價值在於：（一）保存地方史料；（二）瞭解地方過去的歷史及體認傳

統的重要性；（三）助長個人或團體組織對地方的共識；（四）促進社區、商業、家庭、教堂

組織、城市計劃等未來的發展；（五）提供鄉土教材；（六）提供公共圖書館在從事地方文獻

蒐集及整理時的參考。

本省的文獻工作，可以從 1948 年 6 月成立「臺灣省通志館」，並發行《臺灣省通志館館

刊》之後才正式開始的。翌年 7 月，改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該會於 1949 年 8 月，出版雜

誌《文獻》。1951 - 1960 年間，臺灣各縣市多相繼成立文獻委員會，並出版各自刊物，進行整

理地方文獻工作。惟 1972 年時，政府為精簡各機構編制，乃將各縣市文獻委員會改組，並縮減

人員經費。嗣後，由於各縣市政府對地方文獻推展的努力，其刊物的出版有顯著的發展。1960 - 

1980 年間，大陸各省市旅臺人士為服務鄉邦，敦睦鄉誼，多有同鄉會之組織；為報導大陸人民

生活，宣揚三民主義，並溝通各地鄉情，紛紛出版同鄉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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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大眾瞭解 1945 - 1987 臺灣所出版地方文獻雜誌的變遷與歷史，以及對雜誌的認識，

本文針對 1945 - 1987 地方文獻刊物的發展沿革做一介紹，以不同的角度展現當時雜誌發展的風

貌；讓民眾瞭解臺灣地方文獻刊物的歷史及體認臺灣文化的重要性。

貳、臺灣文獻館之刊物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身「臺灣省通志館」，於 1948 年 6 月 1 日成立，除了積極籌辦《臺灣

省通志稿》之纂修外，並預備編印各種文獻專刊，以為研究學術、發表史料的園地，進而作為

纂修志書時的參考資料。同年 10 月 25 日，出版《臺灣省通志館館刊》，1948 年 12 月 25 日停

刊，館刊僅發行 1 卷 3 期，共 3 冊。

1949 年 7 月「臺灣省通志館」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直屬於臺灣省政府。1958 年

因省府精簡機構，改制為省民政廳所屬的三級機構，1996 年省府成立文化處之後，1997 年 7 月

改隸文化處，1999 年 7 月因應臺灣省政府業務功能與組織調整，隸屬臺灣省政府。2002 年 1 月 1

日改隸總統府國史館，更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係隸屬於總統府下唯一的三級機關。 

1949 年 8 月，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文獻》，其初名《文獻》，自第 1 卷第 2 期起，

始改為《文獻專刊》，其主旨在專門研究並發表有關臺灣文獻的各種論文（即所謂區域學術研

究），以供從事本省文獻工作者及國內外學術界的參考。本刊又為配合文化總動員工作，發揚

地方文獻，編印多種特輯，如「山地文化特輯」、「鄭成功誕辰紀念特輯」、「民間文化特

輯」、「臺灣地方志展覽會特輯」、「劉銘傳特輯」、「鄭成功復臺三百年紀念特輯」、「臺

灣中部古碑文集成」等。該刊物發行至第 5 卷 3、4 期（1954 年 12 月）。自第 6 卷第 1 期起，又

改名為《臺灣文獻》，現仍繼續刊行中，是文獻會發行刊物中，歷史最久也最持續性，而無中

斷者，是一本研究有關臺灣文獻的學術價值極高的刊物。

參、縣市文獻會之刊物

1950 年後，各縣市文獻會紛紛成立，開始進行整理地方文獻的工作。1951 年，臺南市文獻

會發行《臺南文化》刊物，它是本省各縣市間較早刊行鄉土史料的刊物，也是首開地方文獻會

出版刊物的記錄。

1952 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臺北文物》，後易名為《臺北文獻》；高雄市文獻委員

會出版《高市文物》創刊號，是以報紙的形式發行，12 月出版第 6 期（半月刊）後停刊。1955 

年 3 月《高市文物》重新發刊，改為 25 開本印行，至 1957 年 6 月出版第 2 卷第 4 期（季刊）後

又停刊。除了上述的刊物外，還有臺東縣文獻委員會的《臺東文獻》、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的

《雲林文獻》、花蓮縣文獻委員會的《花蓮文獻》、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的《臺北縣文獻叢輯》

等刊物，此期為地方文獻刊物的重要發展時期。

1953 年，臺南縣政府發行《南瀛文獻》，為臺南縣唯一的綜合性雜誌，亦是臺南縣惟一的

文化之象徵。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的《新竹文獻通訊》也於此時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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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出版《彰化文獻》1 卷 1 期後停刊。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出版《南
投文獻叢輯》第 1 輯，自 27 輯改稱《南投文獻》，

1955 年，由苗栗縣文獻委員會發行《苗栗文獻叢輯》、原由臺中縣文獻委員會發行《中縣
文獻》，僅出版 1 期，後由臺中縣政府復刊，再改由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出版；嘉義縣文獻委員
會出版《嘉義文獻專刊》創刊號即停刊，後重新發刊《嘉義文獻》（半年刊），又改為《嘉義

縣文獻》。

1959 年，宜蘭縣文獻委員會發行《宜蘭文獻》刊物，1993 年 1 月復刊後，改由宜蘭縣文化
局以《宜蘭文獻雜誌》的形式問世。

1978 年，金門縣立文化中心發行《金門》刊物。
1979 年，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發行《高雄文獻》， 1988 年 6 月起改刊名為《高市文獻》。
1980  年，高雄縣政府發行《高縣文獻》刊物。
1981 年，苗栗縣政府為加強文獻工作，發行《苗栗文獻》刊物。
1983 年，嘉義市政府發行《嘉義市文獻》刊物。
自 1951 年至 1983 年止，總發行 21 種。文獻會刊物，如雨後春筍，蔚為當時一種時尚，實

為研究地方文獻的一大盛事，可惜因羅致人才不易、經費不足，以及不受重視，出版刊物時斷

時續，甚至有的停刊而告終，延至今日有學術價值者，僅有《臺北文獻》、《臺南文化》、

《南瀛文獻》三種而已。

肆、同鄉會之刊物

同鄉會之刊物自 1962 年由四川文獻社所發行的《四川文獻》刊物為開端；1965 年，臺北市
貴州同鄉會發行《貴州文獻》刊物；1966 年，江西文獻社發行《江西文獻》、湖北文獻社《湖
北文獻》等刊物；1968 年，福建文獻雜誌社發行《福建文獻》、浙江月刊社的《浙江月刊》等
刊物；1969 年，中原文獻雜誌社發行《中原文獻》刊物、湖南文獻雜誌社發行《湖南文獻》，
自 1971 年 1 月起改刊名為《湘學新報》；1970 年，東北文獻雜誌社發行《東北文獻》、陜西文
獻社《陜西文獻》等刊物；1971 年，臺北市河北同鄉會發行《河北平津文獻》、臺北市海南同
鄉會發行《海南文獻》，自 1993 年起，合併《海南雜誌》與《海南文獻》為《海南文獻革新
版》、臺北市廣東同鄉會出版《廣東文獻季刊》、雲南文獻社出版《雲南文獻》等刊物；1973
年，山西文獻社發行《山西文獻》、甘肅文獻社出版《甘肅文獻》等刊物；1975 年，山東文獻
社發行《山東文獻》刊物；1976 年，安徽文獻雜誌社發行《安徽文獻》刊物；1977 年，綏遠文
獻社發行《綏遠文獻》刊物、察哈爾省文獻社為蒐集資料編輯地方文獻而出版《察哈爾省文

獻》；1978 年，臺北市廣西同鄉會發行《廣西文獻》刊物；自 1962 年至 1978 年止，總發行 20
種。各地同鄉會及文獻雜誌社所出版的刊物，在臺灣所發行的地方文獻刊物集中在 1960 - 1980年
間，除了蒐集整理地方文獻外，並報導有關大陸各省的現況，其參考價值甚高。

伍、民間之刊物

1946 年 6 月，「臺灣文化協進會」成立，由該會出版《臺灣文化》刊物。是一個綜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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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至第 6 卷 3、4 期（1950 年 12 月）而停刊。1951 年 12 月，臺灣風物雜誌社出版《臺灣風
物》季刊，至今已歷 45 年，始終未曾間斷過，是臺灣光復後民間最悠久的刊物。　

《臺灣風物》係由陳漢光發起成立，該雜誌的內容早年是以民俗習慣的記錄和隨筆為主，

爾後隨臺灣本土意識的日漸高漲，臺灣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因此《臺灣風物》的內容也有所改

變，一方面維持特有的民俗采風傳統，一方面邁向學術專業化的性質。

    該刊物自第 6 卷 5、6 期合刊，至第 10 卷 2、3 期合刊為止（1956 - 1960）是該雜誌經營最
艱苦的時期，常因經費不足，發生出版無以為繼的情況。在經費拮据時，該刊曾以手寫編印發

行，或以史料印行充當。自 20 卷 1 期之後，改為季刊發行，按期出版，迄今未曾脫期。
《臺灣風物》最初是由陳漢光、楊雲萍、賴永祥、曹永和、宋文薰諸先生發起；誌名「臺

灣風物」，是從「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陳奇祿先生主編）的靈感而來，英文名為The 
Taiwan Folkways。自創刊以來，該刊歷經社會時代的變遷，由早期只由少數研究人員求稿的艱
難，至後來各地文獻會的興起，蒐藏與出版物的推廣，及臺銀文獻叢刊的大量流通，加上新興

知識份子的共同努力，推展臺灣研究的前途。

《臺灣風物》在體例上有珍印選刊、史料介紹、特殊專輯、論著、書評、地方史蹟、民

俗、歷史人物介紹、文化活動、研討會資訊、雜纂、文物調查報告等，內容遍及考古、歷史、

地理、文藝、民俗、語言、宗教等領域，在資料的公開與理論的指導上，為今人提供標的性指

引。《臺灣風物》除了定期出刊之外，也出版叢書。在臺灣研究日趨重要之際，《臺灣風物》

將更自我催促，反映時代的變化，繼續扮演民間的、自由的、開創性的角色，為臺灣研究的茁

壯發展，盡一份心力。

1980 年 12 月 1 日，由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發行《史聯雜誌》創刊號。本刊發行至
1999 年 11 月第 35 期止；自 2000 年 6 月第 36 期起，將刊名改為《臺灣史蹟》。2002 年 08 月停
刊。本刊物以研究臺灣史蹟源流，恢宏歷史教育，發揚中華文化，激勵全國同胞愛鄉、愛國之

情操為宗旨。是一部具有參考價值的期刊。

1985 年 8 月 8 日，三臺雜誌社發行《三臺雜誌》於苗栗。自清以來，臺灣乃有三臺之稱，
即北臺、中臺、南臺。俗稱三臺才子，即指臺灣才子，而山城素以三臺疊翠聞名全臺灣，故取

名為三臺。《三臺雜誌》集廣大作家的著作，以雙月刊前後連貫的形式出版，自第 14 期起，本
刊物重新定位於「土地、歷史、民俗」三大方向，並以「擁抱土地、重探歷史、關愛民俗」為

志，試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探索與深思本土文化重建的諸多問題，但發行到 1988 年 8 月第18 
期後停刊。

1986 年 2 月創刊的《鹿港風物》，是在鹿港文教基金會孕育下誕生的。鹿港文教基金會創
立伊始，即設有鹿港雜誌社發行委員會，只因經費問題而停頓，直到施人豪教授的催生下，使

《鹿港風物》這份雜誌順利發行，其意義非凡。該刊物的發行旨趣，就是秉承鹿港文教基金會

的宗旨，宏揚優秀的文風與純樸的善良民風，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促進地方的和諧與繁榮。

陸、結語

文獻資料的整理，為歷史研究的第一步，而歷史的研究在於搜集、考訂、排比史料，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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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進而闡釋歷史的意義，引導歷史的趨勢。

地方文化的建立必須來自於「內發性」的發展，在建立地方特色文化中，「地方文獻」提

供了建立地方文化特色的資源，因為地方文獻中不僅記錄了地方發展的歷史，也呈顯了地方發

展的現況，居民藉著這些記錄與成就，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1941 年 7 月，臺灣帝大臺、日學者合作創刊《民俗臺灣》，發行至 1945 年 1 月，共刊行 43 

號，《民俗臺灣》雖然主要在於記錄研究臺灣傳統生活習俗；但仍可視為戰前臺灣史研究傳承

的句點。另外，「臺灣文化協進會」創刊《臺灣文化》，唯在二二八事變之後即告夭折。1948 

年 5 月 10 日，陳奇祿先生主編的《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一期出版，至 1955 年 5 月 3 日

結束，共 195 期，可視為戰前《民俗臺灣》的重現。社會學家陳紹馨致力臺灣研究，1956 年創

刊《臺灣研究》，然而仍如彗星般出刊二期而告終。臺灣史研究進入消沉幽晦的景況。

1948 年起《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後改為《文獻專刊》、《臺灣文獻》）、《臺南文

化》、《臺北文物》（《臺北文獻》）、《南瀛文獻》等以文獻會為中心所發行的刊物，提供

學者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1960 -1980 年間，大陸各省市旅臺人士為服務鄉邦，敦睦鄉誼，多有

同鄉會之組織，紛紛出版同鄉會刊。另外 1951 年創刊之《臺灣風物》，後來獲得「林本源中華

文教基金會」的支助，從無間斷地發行至今 55 年，對臺灣史研究亦有相當程度貢獻。

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歸入中華民國。由於受到時代鼎革的影響，日治時代的新文化運動

者在政治風土不調適之下，紛紛轉入文獻工作。所以當時的文獻界，人才輩出，臺灣史的研究

也蔚為一種風氣，刊物水準高。可是至 60 年代之後，人才凋零，臺灣史的研究也慢慢進入萎

縮的狀態，文獻會的一些刊物，常常成為行政報告與政令宣傳的刊物，而民間刊物也因人財匱

乏，遭逢停刊的厄運。

為了讓民眾瞭解地方過去的歷史及體認傳統的重要性，各地方政府及文獻會都出版自己地

方文獻雜誌，藉由地方文獻刊物，希望能夠有效地保存地方相關資料，建立有價值的資料庫，

成為有益於教育、學習、研究的數位化素材，並且傳諸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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