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33民國 101 年 11 月號第 167 期

第四屆國家出版獎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33民國 101 年 11 月號第 167 期

臺灣幸福百事： 
你想不到的第一次
陳柔縉著 / 究竟 /10004
238 頁 /23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1371382/733

王　岫 ◎ 作家              

你想不到的第一次

《臺灣幸福百事》

還在國圖參考組上班時，有天清早，和

好同事莊健國先生，在參考室巡視一下書架

和各項設施。行經影印機室旁的儲藏櫃，我

打開櫃門，看到一部老舊的電腦。莊先生解

釋說：「這是我們參考組第一部 PC，也是全

館開始引進使用的第一部 PC，我覺得頗具有

歷史意義，就沒報廢它，或許以後設有館史

博物館時，還可擺置。」參考室因早年開辦國

際百科檢索業務，是館裡最早買進 PC 來用

的單位，領先各組，這可能是許多館員都不

知道的。 

莊先生真是細心的好館員。我想起上世

紀六○年代末，初進國圖（那時還叫中央圖

書館，在南海路植物園內）時，是在採訪組

工作，職司外文圖書採購的我，當然必須用

到西文打字機；最初，我用的是老舊的圓鍵

式打字機，過兩、三年後，館裡才新買一臺

電動打字機給我使用。那臺打字機，是全館

第一部電動打字機，但館史似沒記錄。

你想不到的第一次─《臺灣幸福百事》

許多事情或事物，一沒記錄，十年、百

年、千年以後，就沒人知道甚麼事物的第一

次發明或第一次引進或使用於某地，是甚麼

時候或甚麼人了。發明和開始引進，這兩者

不同；例如，大家都公認，電燈是愛迪生發

明的，冷氣是開利（Wills Carrier）發明的，

但臺灣首次裝設電燈是甚麼時候？第一棟有

冷氣系統裝置的建築物又是甚麼時候落成

的？一問起來，可能大家就要瞠目結舌了。

（後者我問過開利公司駐國圖廠商主管，他也

愣然許久，說從沒想過這樣的問題哩！）

歷史的軌跡，不斷的由許多的「第一

次」在累積，文明和進步，也就因而如此產

生。歷史應該記錄「這一次」，因為不僅是飲

水思源，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筆者以前在參考室，接觸眾多參考

工具書，最欽佩一位綽號叫「事實先生」

（Fact man）的工具書編輯者，此人叫肯恩

（Joseph Nathan Kane，1899-2002）， 他 活 了

一百零三歲，相當高壽，但他有名的是善於

利用工具書，自己也編了不少工具書。他編

的《高等教育年代記》（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據說是美國使用參考工具書最多

的工具書；不過，他編的最有名的工具書，

卻是《有名的第一次》（Famous First Facts），

除了美國版外，後來還發行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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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恩原是自由作家兼新聞工作者，由

於工作需要，他對美國各項第一次的發明、

發現、發生等資訊，認為有蒐集、整理的必

要，因此，自 1922 年起，用 10 年時間旅行

全美，拜訪圖書館、博物館等，並尋找各項

發明、發現的當事人或後人。《有名的第一

次》編成書稿後，卻屢遭出版社退稿，最後

許多圖書館員強力推薦以出版工具書聞名的

威爾遜公司（H.W. Wilson Company）印行這

本書，因為他們經常被讀者問到：「第一本

盲人用書是那一本？何時印行？」、「誰第一

次辦了賽馬？」……等等問題，最需要這種

工具書了。於是威爾遜公司在 1933 年印行這

本《有名的第一次》，果然一炮而紅，這本書

持續修訂，每次均收錄數千項「美國第一」

的事物或事實。即使到 21 世紀，肯恩逝世

之前，也繼續印行、修訂，因為他已培植新

人接棒，只是書上還掛著他名字，形同「名

譽總編輯」似的，而且還在 2000 年開始發行

國際版，收錄資料更加豐富，（如世界第一

艘航空母艦，是 1922 年日本所建造的「鳳翔

號」……等等資料），真是解了許好奇迷讀

者，或急需知道某些史料的學者之需求。肯

恩還編過《美國總統大事記》（Facts about the 

Presidents）、《美國各州大事記》（Facts about 

the States）……等等類似工具書，他對史事

資料的蒐集，連正規史學家都望塵莫及，故

他被尊稱為「事實先生」。

近年來，除了文史專家莊永明寫過《臺

灣第一》之外，臺灣也有類似肯恩的人物出

現，那就是大家常在報刊所見的陳柔縉女

士。她也是對許多臺灣的第一次或初體驗等

事件有興趣，並勤於跑圖書館、文物館，翻

閱各種老舊雜誌、報紙等，編寫出《臺灣西

方文明初體驗》、《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

廣告》……等書，最近則寫有《臺灣幸福百

事》等，描述許多臺灣的古早經驗。

雖然陳柔縉女士蒐集的資料和事物、記

事，不若肯恩鉅細無遺的工具書，編輯體例

也不像參考書般，有各種排列方法和查尋等

輔助索引，但她的書有參考工具書的精神，

也有知識性休閒書的特性，因為她不是像肯

恩只單純的收錄、簡列各種事實、事項，她

還以報導的方式，用數百字的篇幅陳述一下

事件或事實，或延伸寫到其它相關訊息；最

重要的，她的書，通常都會附有許多精采圖

照或表單，可讀性頗高。

以入選國圖參考組和 ISBN 中心舉辦的

年度優良參考工具書推薦書單的《臺灣幸福

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而言，編目組原

先並沒將它歸諸於參考工具書（故索書號

無＂R＂的記號），但因其本質具有工具書的

精神，故參考組仍將其列入參選名單，也因

其重視史料收錄的關係，入選於本年推薦書

單內，這並不意外。

《臺灣幸福百事》是收錄從 1874 年到

2007 年間，臺灣第一次接觸到新發明、新

建設、新事件……等等的書。說是「幸福百

事」，乃是指有關能增進生活便利或讓民眾嚐

鮮到新事物等的食、衣、住、行、育、樂等

民生大事。像臺灣創辦的第一家幼稚園、第

一家咖啡廳、喝到的第一口自來水、第一次

使用 X 光機、開始吹電風扇、第一位留美學

生歸來、開始踢足球、第一臺電冰箱開賣、

第一家百貨公司、第一次選舉投票、第一位

空中小姐出現、第一棟裝設冷氣的樓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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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電扶梯、第一碗泡麵、第一條捷運、第

一條高鐵……等等，都收錄在本書範圍之

內。有許多事實，我們看了都會有點驚訝，

如臺灣人喝到的第一口自來水的，並不是在

首善之都臺北，而是淡水人先有福，因為

1899 年 3 月 31 日，淡水自來水廠率先完工

通水，臺北市區則在 1909 年 4 月 1 日才正式

供水，比淡水人晚了十年才喝到自來水（頁

30）。又如位於延平南路， 今天已少人知曉

的婦聯總會（清末時是登瀛書院，日據時期

改為「淡水館」），在本書還出現兩次的「第

一」之創舉，如 1898 年出現臺灣最早的網球

場，是在淡水館後院興建的；1901 年，臺灣

第一所現代式圖書館―「臺灣文庫」，也是

在淡水館開始營運的（頁 40）。

陳柔縉這本書，在百件幸福百事中，幾

乎呈現了一百多年來臺灣的庶民生活史，若

將她的其它作品合併，就猶如巴森（Jacques 

Barzun）的《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

方文化生活》般地在敘寫一部臺灣生活史，

但陳柔縉的書，不似巴森的長篇又嚴肅，她

由許多「第一」事件，如珍珠般串連出臺灣

史的一串璀璨的項鍊，而且，輕鬆又好讀。

但誠如這本書名顯示的是，此書大概是慶祝

民國百年的眾多書籍之一，「百事」已自我框

限了內容，就算專以食、衣、住、行、育、

樂等民生大事為範圍，缺漏未談的「第一

件」事實，一定還很多。例如收錄第一家咖

啡廳，卻無臺灣第一家西餐廳的波麗露餐廳

（1934 年開店，現還存於民生西路）的介紹；

又如頁 162-163 頁，介紹臺灣第一家百貨公

司，這家 1932 年開幕的菊元百貨之照片上，

門面上正掛著「圖書館週間」（即現在所說

的「圖書館週」）的宣傳布條文字；筆者不禁

好奇，這本書收錄有臺灣現代式圖書館的開

辦（1901 年），那麼，第一次舉辦的「圖書

館週」，又是在甚麼時候呢？ 1932 年它已在

菊元百貨上宣傳了，但書上並無「第一次開

辦圖書館週」的資料。

可見受限於只能收錄百事，這本書一

定漏掉許多臺灣幸福之事。由目錄來看，從

1874 到 1891、1940 到 1945、1947 到 1957、

1984 到 1996，以及 1996 到 2007 等，都是空

白無「第一次」事件發生的較長年代期間，

但這些年間，臺灣一定還有許多「第一次」

事件在產生的，除了受到篇幅的限制外，也

似乎呈現作者比較著墨於日據時代資料的整

理。我們期盼她有機會再補充、出版更多的

資料。

此外，有些所謂「第一次」的事實，

可能也會有不同看法，例如，本書說臺灣在

1891 年第一次進入鐵道時代（基隆到臺北之

間的六個站開始營運）；但若根據尹萍《海

洋臺灣》頁 148 所寫，臺灣官煤廠在 1875 年

就在基隆海灣煤井口到海岸之間，蓋了一條

兩公里長的輕便鐵路，1876 年完工，這是臺

灣第一條鐵路，比臺北、基隆間的鐵路，整

整早了 15 年；而且，英國人還把鐵路終點的

海岸，稱之為煤港（Coal Harbor）。類似此種

不同看法的「第一事實」，難免會有，作者可

另外說明、比較一下。至於本書前面作者自

序所言，說臺灣第一包泡麵原來各方都說是

在 1967 年，但作者根據新聞報導和工廠開工

廣告，1967 年只是技術引進，1968 年 9 月，

泡麵才開始發賣。只是依我不知是否正確的

記憶，1967-1968 年，我高一、二年間，一

你想不到的第一次─《臺灣幸福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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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學因每天吃泡麵，導致腎臟病發作而住

院；此事我印象深刻，因泡麵那時已大為流

行，故如果 1968 年 9 月年底才上市，我們已

高三了，而同學因為吃太多泡麵而生病住院

的事，並非在高三發生。但此事我仍然不確

定，泡麵上市之日期，或許仍值得再考證。

但陳柔縉女士編寫這本書，甚至於其

他相關書籍的精神和毅力都是值得我們欽敬

的。她日日奔走於圖書館，翻閱沉重而文字

密密麻麻的《台灣日日新報》等舊日報章雜

誌，或拜訪秋惠文庫等古物博物館，找尋各

種舊日生活事跡，整理出這麼豐富而精采的

史料，真是令人敬佩，我一向喜歡在報刊看

她的專欄，如今又見到她整理出版的《臺灣

幸福百事》，連夜讀來，真是高興又受益良

多，她真是我們國內的「事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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