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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有關臺灣鐵道方面的圖書出版

品，已有愈漸趨熾之勢。大型書店之

「臺灣研究」專櫃，研究臺灣鐵道的圖書已蔚

然成排，研究水準漸趨提昇，研究層面從鐵

道歷史、地理、人文、車票、車站、車輛，

以及最近興起之鐵道旅遊，可謂林林種種，

不一而足，實乃可喜之事。然而，鐵道圖書

及雜誌增多之後，如何選擇合適讀者的鐵道

書，以避免發現資料過期或重覆，甚或購買

閱讀之後發現不盡理想，另購新書又浪費金

錢等情形。故本文就凡記述「臺灣鐵道」的

圖書資訊作一分類，及其演進歷程作一簡

介，期能給讀者一個完整的概念，作為購買

各類臺灣鐵道圖書的參考。

關於臺灣鐵道圖書

一、資訊封閉的戒嚴時期

臺灣鐵道遠自1 8 8 7年劉銘傳創建迄今，已經

有 114 年的歷史。由於經歷日治時期（1895 年

-1 9 4 5 年）5 0 年，及光復後戒嚴時期鐵路交通

乃重要機密之箝禁，一般人幾乎很難查閱其

相關資訊。在民國 7 0 年（1 9 8 1 年）以前，可

謂鐵道圖書資訊的「黑暗時代」；只有官方

（鐵路局）內部文獻資料及工程圖書，前者如

《交通統計年報》（月報），《臺灣鐵路統計年

報》、《臺鐵公報》、《臺鐵資料》、《臺鐵通

訊》、《路工月刊》以及業務通訊等等，僅限

臺鐵員工及相關部會可閱，臺鐵年鑑於圖書

館參考室尚可查閱，一般民眾無法接觸，後

者如鐵路工程、運轉理論、鐵路法及相關客

貨規章，不是臺鐵員工訓練資料，就是大學

課程的教學內容，這些資訊往往涵蓋大陸

（中國）或全世界的通盤探討，亦非針對臺灣

鐵路記述。因此，臺灣鐵道的歷史全貌，對

於非鐵道從業人員或學界人士而言，在此時

代可謂不對外公開的秘密。

不過，對於黑暗時代的臺灣鐵道面貌，今

日仍可透過日治時期的文獻檔案，以及光復

之後的官方資料，可以一窺究竟。日治時期

最著名的如《臺灣鐵道史》（1 9 1 0 年），《臺

灣鐵道概況》（1 9 3 1 年），《日治後期春秋社》

（民間刊物）《臺灣鐵道讀本》（1 9 3 9 年）皆是

重要文獻，相關佐證如昭和年間的《臺灣治

績志》（1 9 3 7 年），《臺灣統治概要》（1 9 4 5

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1 9 3 7 年）

等，都是今日研究者的重要參考。不過，這

些資料受限於當年照相技術並不普及，印刷

技術亦非精良，所以皆以文字與統計資訊為

主。1 9 4 5 年臺灣光復以後，重要的臺鐵文獻

今日大部份都有留傳下來，加上1 9 6 8 年代之

後日本紀錄臺灣鐵通風貌始漸風行，如今重

建歷史並不困難。這一些都是今日臺灣鐵道

出版品考證的重要來源。

二、外國鐵道迷的傾注與著述

在 1 9 9 0 年臺灣鐵道圖書出版品肇始之前，

許多外國鐵道迷對於臺灣鐵道的著述已經出

現，尤其以日本為最。為何會產生此種情

形，有兩項重要的背景因素。首先，民國 5 2

年（1 9 6 3 年）阿里山森林鐵道開始全面開放

觀光，在全世界鐵路業蕭條，蒸汽機車逐一

淘汰之際，阿里山鐵路恰巧成為全球鐵道迷

的關注焦點，尤其是開創者日本人特別情有

獨鍾。這些外國鐵道迷來到臺灣，以觀光客

的身份紀錄包含林鐵、糖鐵、礦鐵及臺鐵，

戒嚴時期的限制對於外國人總是設限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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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鐵又比臺鐵更沒有軍事用途的色彩，特

別地「網開一面」。這種情形在 1 9 6 8 年之後漸

漸形成風潮，1 9 6 8 年之後許多昔日臺灣鐵道

的風貌，普遍流傳於外國人的手中。相關出

版品如日本交友社的《鐵道讚歌》（1 9 7 1

年），《機關車�系譜圖》（1 9 7 8 年），尤其是

《The Rail No.23》（1988 年）完整報導昔日臺灣

鐵路的盛況，更為後來臺灣鐵道研究者藏之

為珍寶。最有趣的是阿里山森林鐵道，在

1 9 6 0 年至 1 9 8 0 年代國外鐵道雜誌圖書，都可

以看到若干篇幅的報導，反而臺灣沒有。而

在 1 9 8 5 年松本謙一氏著述《阿里山森林鐵路》

一書之後，臺灣本土的出版品才在 1 9 9 4 年出

現，而且包含林務局的資訊也大量援引該書

內容，日本鐵道迷的傾注，無非是打開後來

臺灣鐵道圖書出版的「敲門磚」。

其次，由於臺灣鐵道的車輛和日本鐵道車

輛具有某種程度的血源關係，1 9 2 2 年之後全

面進口使用日製蒸汽機車，或依日本形式圖

在臺灣自製零件或各式車廂。這樣特殊的歷

史背景，造成日本人特別懷念舊式臺灣鐵道

車輛。尤其在 1 9 6 4 年日本新幹線通車，全國

快速柴油化電氣化，1 9 7 5 年日本蒸汽火車全

面停駛，有一團又一團的日本觀光客，除了

上阿里山及去日月潭之外，就是臺灣從北到

南到處拍火車，尤其是冒著濃濃黑煙行駛的

蒸汽火車。這使得在 1 9 6 8 年至 1 9 7 9 年臺灣鐵

路西幹線電氣化之前，該段時期的鐵道風貌

被保存得特別多，成為後來鐵道出版及研究

的重要依據。

三、臺灣鐵道圖書版品的濫觴

1 9 8 0 年代，許多官方的臺灣鐵道出版品，

由於社會情勢的改變，可以在「重要節慶」

陸續以特殊的包裝呈現。最重要的兩本歷史

鉅著，一是 1 9 8 1 年的《中國鐵路創建百年史》

及《中國鐵路創建百年紀念文集》，另一是

1 9 8 7 年的《臺灣鐵路百週年紀念》，這兩本書

的歷史重要性，形同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鐵

道部編印史料的延續，研究者奉之為聖經亦

不為過，兩者皆為臺鐵所編印。此外，臺灣

省政府交通處從民國 74 年、76 年至 78 年，陸

續以精裝型式出版臺灣省交通建設或交通專

輯，其中鐵路篇更是報導詳實，印刷精美。

這些官方出版品，為記述臺灣鐵道的出版品

打開一扇歷史之門，臺鐵的相關文獻月刊，

從圖書館參考室至期刊室皆陸續出現。臺灣

鐵道的歷史風貌，不再是隱諱的「秘密」，而

是交通建設重要的成果「文宣」。

1 9 8 0 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資訊的開放，臺

灣鐵道不論國內或國外的出版品已陸續流通

之後，民間鐵道的研究與出版，也悄悄地滋

長。1 9 8 8 年國內第一個鐵道研究社團「交大

鐵道研究會」成立，1989 年 2月先以一張紙成

立《鐵道情報》的創刊號，可謂民間出版臺

灣鐵道的起源。迄今 2 0 0 1 年 8 月，鐵道情報

已經發行至 122期，頁數從 1頁成長至32頁，

雖然迄今尚未申請 I S S N 成為正式流通的雜

誌，然而依然無損於臺灣鐵道民間首度出版

的地位。爾後在 1 9 9 0 年 6 月發行《一九八九

鐵道情事》（沒有 I S B N），也成為民間「非正

式」出版臺灣鐵道圖書的第一本。

後來，許多大學及高中鐵道研究社相繼成

立，社團刊物陸續出現。當年的交大鐵道研

究會成員，後來更成立今日的「中華民國鐵

道文化協會」，成為保存鐵道文化的重要推

手。而臺大鐵道社的洪致文，更成為後來民

間「正式」出版臺灣鐵道圖書的第一人，故

大學校園的鐵道研究風氣，著實功不可沒。

四、鐵道圖書出版的市場醞釀

臺灣鐵道的研究與著述，若要成為出版市

場的流通刊物，就要從一般校園的趣味層

次，提昇至出版的商業層次。既是商業層

次，就不免牽涉到市場、行銷、通路、包裝

設計等諸多細節，在成本的考量下，鐵道主

題是否有其市場？在過去風險考量的情況

下，1 9 9 2 年以前沒有民間出版社願意發行這

類的書。如果有的話，則是翻譯自外國的鐵

道兒童書或圖鑑書，而非記述臺灣的鐵道

書。具有代表性者如光復書局的《世界的鐵

路》（1 9 8 3 年），大山書局的《火車‧鐵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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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1 9 7 8 年）、《電氣機關車圖鑑》（1 9 7 8

年），這些火車書如今都成為現年 3 0、4 0 歲鐵

道迷童年鍾愛的收藏品。

其實，早在民國 7 9 年 4 月，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出版一套《中華兒童圖書》，其中一本

《臺灣的火車》，由當年的臺鐵員工陳啟淦副

站長撰寫攝影，ISBN 9 5 7 9 3 4 2 4 6 6，並由臺灣書

店總經銷，這本可說是臺灣鐵道圖書的「第

一本」正式出版品。雖然從出版單位到作者

仍具有官方色彩，但它可完全不同於前面所

述臺鐵及省政府交通處的官方刊物，只能在

圖書館參考室查閱，而外面買不到；更截然

不同於大學社團研究的民間刊物，侷限於少

數人流通；而是正式有 I S B N，有定價，有行

銷通路的「正式出版品」。可惜在市場通路等

諸多不利因素之下，已經消失了，非常令人

惋惜！而且最重要的，只停留在最保守的童

書市場。時至今日，本文列出後面重要的 5 0

種本國臺灣鐵道圖書雜誌，竟有／以上沒有

ISBN 及 I S S N，有／不見於市面書局的書架

上。「市場」決定一切，這項嚴酷的考驗，

使得臺灣鐵道圖書的民間正式出版品，延遲

許久才誕生。

民國 79年 4月，中國時報的寶島版以記述臺

灣歷史風土人情創版，同年 9 月，一位剛年滿

1 9 歲的青年投稿，並陸續以「臺灣火車的故

事」為專欄定期發表，立即獲得極大的回嚮，

這位青年即是「洪致文」。洪致文家學淵源，

家中三代皆熱愛火車之鐵道迷，從祖至孫收錄

臺灣鐵道照片，日本文獻，官方文獻相當豐

富，即使當年才就讀臺大二年級，所言所述之

歷史令臺灣歷史研究及各界相當震驚！立刻一

夕成名成為記述臺灣鐵道之代言人，兩年之後

促成了第一本民間正式出版品《臺灣鐵道傳奇》

的誕生，一年後民國 8 2 年該書更獲得新聞局

綜合類金鼎獎，從此之後，臺灣鐵道圖書的市

場隨即拓展開來，洪致文也連續於時報出版四

本類似著作，成為鐵道著述的主流市場。

五、臺灣鐵道圖書的蓬勃發展

在洪致文出版一系列鐵道圖書（1 9 9 2 年至

1 9 9 6 年）的同時，雖然市場上仍以時報書系

為主，但是仍有零星的鐵道著作由其他出版

社發行，如李長明的鐵道素描作品（ 1 9 9 4

年，昶昇文化），李欽賢的鐵道繪畫作品

（1 9 9 6 年，玉山社），鐵道文化協會也有若干

深度研究的出版品，如 1 9 9 5 年發行的《臺鐵

機關車 1 1 0 年》，及《 '9 0∼9 3 ' 臺灣鐵道紀

事》，然而，這些零星出版品並沒有產生多大

的影響，若干出版界人士認為時報系列已經

把臺灣鐵路記述到最詳盡的程度，已經沒有

其他可供發揮的空間了。

然而，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以及大環境

的轉變，從1 9 9 7年起，這樣一支獨秀的局面漸

漸改觀，第一、相關原始日本文獻有關臺灣

鐵道的記述，被普遍流傳開來，愈來愈多的

學者及鐵道迷，找到了時報鐵道書系的資料

來源，也普遍認為有再升級的空間，第二、

鐵道文化朝向多元化發展，不再侷限於傳統

的歷史記述，從各項攝影、繪畫、文藝、評

議到各類如車票、車站、車輛及路線之專題

研究，民眾皆能普遍接受。第三、鐵道研究

朝向實用化發展，如全彩印刷圖書的呈現，

改變傳統單色或較差紙張出版的品質，其次

精緻生活提昇為「旅遊」層級，也是重要趨

勢之一。以後面收錄之書目統計，1 9 9 7 年鐵

道圖書出版僅為 3 本，1998 年為 5 本，1999 年

更加倍成 6 本，2000 年更增為 7本，2001 年為

1 0 本（以上不含雜誌）。因此可見臺灣鐵道的

圖書市場正在蓬勃發展之中。

例如長年作印刷製版的人人出版公司，原

本從 1997 年鐵道月曆發行開始，連續出版了 5

年的臺灣火車畫曆，後來在 1 9 9 8 年起改作鐵

道圖書，以鐵道的專題研究連續出版了 8本。

這 8 本之中，《臺灣鐵路火車百科》獲得 2000

年金鼎優良推薦圖書，《臺灣鐵路蒸汽火車》

更獲得 2 0 0 1 年圖書著作金鼎獎，不論在質與

量各方面皆有後來居上之勢。而玉山社也有

相當不錯的表現，出版畫家李欽賢的鐵道藝作

創作 3本，加上李東明的《永遠的北淡線》，使

得這一系列圖書充滿豐富的人文色彩。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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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 G u i d e 為主題的上旗文化，民國 8 9 年

出版吳柏青所寫的《搭火車遊臺灣》，也正式

掀起臺灣鐵道旅遊的流行風。而往後一年之

禦，鐵道旅遊不分國內或國外，圖書及雜誌

陸續出現，這代表臺灣鐵道圖書的出版層

線，已經從專業研究漸漸走向普及化了。

結語

截至民國 9 0 年 8 月為止，以市場上流通之

臺灣鐵道圖書統計，以作者個人而言，洪致

文出版 1 0 本仍高居榜首（時報 7 本，南天兩

本、玉山社 1 本），蘇昭旭出版 8 本屈居第 2

（人人），李欽賢出版 3 本（玉山社）暫居第

三，若含編輯在內謝明勳亦有 3 本著作，同列

第 3。若以出版社而言，人人出版公司出版 8

本居第一，時報文化出版 7本居次，玉山社出

版 4 本居第三。有不少好書限於通路或沒有申

請 I S B N，因而遭到市場埋沒，實至可惜（如

鐵道文化協會之昔日出版品）。然而在市場競

爭之下，使臺灣鐵道的圖書在質與量上皆不

停地提昇，何嘗不是讀者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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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書目編例：
1. 本書目依書名、編撰著者、出版者、出版年月、I S B N、精裝或平裝，按出版先後次序編排。

共有本國圖書 9大類 59種，雜誌4種，外國圖書雜誌14種。

2. 凡圖書若有分冊，則註明其分類如（上）（下）或篇名。著作人若為團體集體創作者，則以總

編輯為或主編代表，出版者為該團體名稱。若是自力印刷出版之個人創作，則出版者從略。

3. 同一出版品若經歷不同出版者，則以現今出版發行單位為準，並註明原出版者於括弧內。出

版單位若有名稱異動，則以現今名稱為準。

4. 本書目分類乃依本文記述段落歸納之，概每一出版品之內容可能涵蓋多項分類屬性，故為避

免同一出版品於不同類別中重覆出現，僅選擇最明顯的屬性為分類依據，特此註明。

5.按次序依「本國圖書」、「本國雜誌」及「外國圖書雜誌」將各圖書雜誌資料刊登如下：

本國圖書

一、鐵道歷史記述類
（一）官方出版品

1.中國鐵路創建百年史，陳延厚主編，臺灣鐵路管理局，民7 0年 6月，精裝。

2.中國鐵路創建百年紀念文集，陳延厚總編輯，臺灣鐵路管理局，民7 0年 6月，精裝。

3.臺灣交通專輯 1945∼1985，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民 7 4年，精裝。

4.臺灣省交通建設，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民7 6年，精裝。

5.臺灣鐵路百周年紀念，壽俊仁主編，臺灣鐵路管理局，民7 6年，精裝。

6.臺灣省交通建設1 9 8 4∼1 9 8 9，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民 7 8年，精裝。

7.李總統環島鐵路之旅，林文雄總編輯，臺灣鐵路管理局，民8 1年 6月，精裝。

8.臺鐵車輛，蕭輝煌、郭約義編著，臺灣鐵路管理局，民8 3年，平裝。

9.劉銘傳與臺灣鐵路，臺灣鐵路管理局，民8 7年 6月 9日復刻，平裝。

（二）民間出版品

1.一九八九年鐵道情事，交大鐵通研究會編印，民7 9年 6月，平裝。

2.臺灣鐵道傳奇，洪致文著，時報文化，民8 1年 1 0月，9571305081，平裝。

3.臺灣火車的故事，洪致文著，時報文化，民8 2年 5月，9571306568，平裝。

4.'9 0∼9 3' 臺灣鐵道紀事，吳易翰主編，鐵道文化協會，民84年，平裝。

5.臺灣鐵道趣味漫談，洪致文著，時報文化，民8 5年 8月，957132101X，平裝。

6.臺灣鐵道印象（上）（下），洪致文著，南天，民 8 7年 1月。9576384621，9576384648，平裝。

7.舊山線鐵道小故事，蔡崇和主編，臺中縣文化局，民8 8年 5月，9570238267，平裝。

8.臺灣後山鐵道風華，鄭仁崇著，花蓮縣文化局，民 8 9年 4月，9570243422，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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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臺灣憶舊四十年 1 9 4 5∼1 9 8 4，黃澍民攝影，蘇昭旭編撰，人人出版，民 8 9 年 1 0 月，

9573088533，平裝。

1 0.珍藏世紀臺灣鐵道，（幹線鐵路篇）（地方鐵道篇），洪致文著，時報文化，民 9 0年 1月，957

1332844，9571332852，平裝。

二、鐵道攝影檔案類：
1.告別的年代─岡山舊火車站，侯川宗攝影，岡山萬象攝影學會，民8 5年 1月，精裝。

2.臺鐵機關車 1 1 0年，謝明勳總編輯、鐵道文化協會，民8 5年 9月，精裝。

3.鐵道歲月精典，應大偉、吳小虹合著，田野影像出版社，民8 6年 7月，9579721807，平裝。

三、鐵道藝術創作類：
1.集集─印象素描，李長明著，昶昇文化，民8 3年 9月，精裝。

2.平溪‧內灣─印象素描，李長明著，昶昇文化，民8 3年 9月，精裝。

3.臺灣古老火車站，李欽賢、洪致文合著，玉山社，民8 5年 6月，9579361282，平裝。

4.臺灣火車知性之旅，李欽賢著，玉山社，民8 7年 3月，9579361797，平裝。

5.臺灣鐵道懷舊之旅，蘇昭旭著，人人出版，民8 8年 2月，9579801533，精裝。

6.臺灣蒸汽火車速寫，李欽賢著，玉山社，民8 9年 8月，9578246404，平裝。

四、鐵道文藝創作類：
1.捷運愛情故事，侯文詠、張曼娟等著，大田出版，民8 6年 1 2月，9575836006，平裝。

2.追，一個老頑童的傳奇故事，曾春兆著，彭智惠編，主人翁文化，民 8 8 年 4 月，

957979040X，平裝。

3.祝你永保安康，曹銘宗著，天下文化，民9 0年 4月，9576218365，精裝。

五、鐵道發展評議類：
1.體檢臺鐵 1 9 8 8∼1 9 9 5，鄭銘彰等著，童振疆繪，鐵道文化協會，民 8 4 年 1 0 月，9 5 7 9 9 3 3 5 0 2，

平裝。

2.相逢火車頭專刊，空間雜誌社編印，民8 4年 1 0月，平裝。

六、鐵道專題研究類：
（一）車站

1.臺灣區鐵路古今站名詞典，楊鵬飛著，民8 3年 1 0月，9579736464，精裝。

2.臺灣七大經典車站建築圖集，劉舜仁主編，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民 9 0 年 7 月，9 5 7 0 2 8 7 2 2 5，

精裝。

3.台灣的老火車站，戴震宇著，遠足文化，民9 0年 1 0月，957304935X，精裝。

（二）車票

1.臺灣鐵道車票事典，謝明勳著，交大鐵道研究會，民 7 9年 1 2月，9579038015，平裝。

2.臺灣鐵道車票圖誌，謝明勳著，民 9 0年 4月，9579933529，精裝。

（三）車輛

1.臺灣鐵路火車百科，蘇昭旭著，人人出版，民8 8年 7月，9579801584，平裝。

2.臺灣鐵路蒸汽火車，蘇昭旭著，人人出版，民8 9年 1月，9579767386，平裝。

3.老火車再現風華，蘇昭旭著，人人出版，民9 0年 6月，9573040018，平裝。

（四）路線

1.南迴與我，林思聰著，建華印書公司，民8 0年 1 2月，平裝。

2.太平山開發史，林清池著，浮崙小築文化，民8 5年 5月，9579910502，精裝。

3.森林故鄉─林田山專輯，鄭仁崇著，民8 7年 5月，9570217855，平裝。

4.永遠的北淡線，李東明著，玉山社，民8 9年 2月，9578246323，平裝。

七、鐵道旅遊類：

揭開臺灣鐵道的歷史風貌─臺灣鐵道圖書演進及書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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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路之旅，臺灣鐵路管理局發行，民8 3年，平裝。

2.臺灣火車環島旅遊，田野出版社編輯小組，田野影像，民8 9年 1月，9579744718，精裝。

3.搭火車遊臺灣，吳柏青著，上旗文化，民8 9年 8月，9578280378，精裝。

4.鐵道逍遙遊，邱祖胤主編，上旗文化，民9 0年 6月，957828053X，平裝。

5.猴硐探源，陳章桂、周章琳編著，猴硐國小發行，民90年 9月，平裝。

八、鐵道童書類：
1. 臺灣的火車，陳啟淦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民 7 9 年 4 月，9 5 7 9 3 4 2 4 6 6，精

裝。

2.阿里山的火車，陳啟淦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民 8 0 年 1 0 月，9 5 7 6 5 4 0 2 8 3，

精裝。

3.火車快飛繞家園，黃臺香總編輯，大地地理，民9 0年 9月，9578236999，精裝。

九、阿里山森林鐵道專題：
1.高山青，游明龍，登泰設計公司，民8 1年 1 1月，9575872495，精裝。

2.阿里山森林鐵路紀行，洪致文著，時報文化，民8 3年 3月，9571309826，平裝。

3.阿里山森林鐵路縱橫談，張新裕著，（自立晚報 8 5年初版），高皇，民 8 6年 5月，9579891141，

平裝。

4.阿里山鐵道煙雲，余坤龍執行編輯，嘉義市文化局，民8 8年 6月，9570236558，平裝。

5.森林鐵道傳奇成果專輯，余坤龍執行編輯，嘉義市文化局，民8 8年 8月，9570246081，精裝。

6.阿里山森林鐵道深度之旅，蘇昭旭著，人人出版，民8 8年 1 2月，9579767343，平裝。

7.阿里山森林鐵道 1 9 1 2∼1 9 9 9，（景觀篇）（車輛篇），蘇照旭著，人人出版，民 9 0 年 5 月，

9573088592，957304000X，平裝。

本國雜誌

1.臺鐵資料，臺灣鐵路管理局發行，季刊。

2.軌道車輛工業資訊，王洪治主編，中華軌道車輛工業發展協會，1 9 9 8年 6月創刊，月刊。

3.鐵道情報，謝明勳總編輯，鐵道文化協會，1989年 2月創刊，月刊。

4.鐵道旅行，蘇昭旭總編輯，吳柏青主編，人人出版，2 0 0 1年 6月創刊，季刊。

外國圖書雜誌

一、專門報導文獻
1.臺灣鐵道史，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印，明治四十三年（1 9 1 0年），平裝。

2.臺灣鐵道概況，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印，昭和六年（1 9 3 1年），精裝。

3.臺灣鐵道讀本，渡部慶之進著，春秋社，照和十四年（1 9 3 9年），平裝。

4.阿里山森林鐵路，松本謙一著，1 9 8 5年，PRESSE EISENBAHN，精裝。

5.高天原寫真集，外崗平八郎著，1 9 9 3年，精裝。

6.臺灣�鐵道，德田耕一著，日本交通公社（JTB），1966年，平裝。

7.臺灣鐵道要覽，期刊，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45年以前），平裝。

二、相關重要文獻
1.臺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編，日日新報社，昭和十二（1937年），精裝。

2.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編印，昭和十二年（1937年），平裝。

3.臺灣統治概要，臺灣總督府編印，昭和二十年（1945年），精裝。

4.鐵道讚歌，杉行夫等著，交友社，1971年，精裝。

5.機關車�系譜圖（上）（下），臼井茂信著，交友社，1978年，精裝。

6.The Rail No.23, 舊臺灣總督府鐵導�蒸汽機關車，1988年，平裝。

7.��－�－������，機芸出版社，1976年，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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