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風氣盛行，相關著作

亦層出不窮，尤其是臺灣人物研究部分更累

積了不少成果。不過這些豐富的資料內容，

卻因為分散諸書，造成了一般大眾檢索、利

用的困難，讓民眾在認識臺灣歷史人物或史

實時增加不少難度。有鑑於此，國家圖書館

特別由特藏組的張子文、林偉洲以及郭啟傳

三位先生負責編寫，並延請劉翠溶、許雪

姬、張炎憲、曹永和、尹章義、黃秀政以及

李筱峰七位專家學者為編審委員，經過眾人

努力，先後完成了明清時期、日據時期兩部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2 0 0 3 年 1 2 月更將兩

書合為一編，為大眾開啟了一條與臺灣歷史

人物的對話之路。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的優點

整體而言，本書的優點甚多，不僅書前

有按姓氏筆畫所做的目次，方便讀者

檢索、查詢，更重要的是本書收

錄上起明代下至 1 9 4 5 年臺灣光

復前這段時間臺地出生的傑出

人士、有功臺灣的文武官員以及

日本、荷蘭等外籍人物一千八百餘

人。透過本書不僅能對傳主生平事蹟與

著作等有概略認識，各傳之後附有參考書目

與頁數，也能讓讀者藉此得以深入探究，可

說是一部全面又人性化的人物傳書。

其次，本書各傳少自一二百字，多則千

餘字，資料來源多以《重修台灣省通志》為

基礎，輔以清代各類方志、《台灣通史》、

《清代傳記叢刊》、人物年譜以及《台灣列紳

傳》、《台灣官紳年鑑》、《台灣人物評》、

《大眾人士錄》等日治時期人物辭書，並參

考現今研究成果。如林獻堂一傳就參引了葉

榮鐘先生《台灣人物群像》中的相關資料，

以及《台灣人士鑑》、《重修台灣省通志》、

《民國人物小傳》的記載，所以內容精簡可

靠，提供讀者各類人物事蹟，可堪稱「信

史」。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的小缺失

誠如上述，本書的優點明顯可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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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中不足的是，如此龐大的一部著作僅

有張子文、林偉洲以及郭啟傳三位先生主

撰，人力的缺乏，造成本書在細節部分難免

有疏漏之處。如陳澄清，本書稱他為同治元

年舉人（頁 5 4 4）。案史書撰寫方式，義首如

有舉人銜皆書於後，如沈鳴岐就被稱為義首

舉人。而據《治臺必告錄》卷八載「嘉義土

庫聯清局義首陳澄清於二月初六日具稟」，

《戴案紀略》卷中亦稱「土庫街有五品銜義

首陳澄清者，富而俠，識見逾常人」。皆可

見陳澄清並未有舉人銜。筆者認為之所以會

有此誤或許是作者將《淡水廳志》、《台灣

通志》中的淡水同安籍舉人陳澄清誤以為是

土庫陳澄清所致，實際上這應是兩位同名但

不同人的陳澄清。

另外，由於書中引用《重修台灣省通

志》、《台灣通史》處甚多，而又未暇考

證，以致於部分人名與事蹟有不正確的敘

述。如張弘章，臺灣方志中的淡水同知張弘

章有兩種版本，一是《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的張弘章，一是《彰化縣志》的張宏章。本

書採張宏章一名（頁 3 5 6）。但從《宮中檔雍

正朝奏摺》1 9 輯頁 2 8 5 載「該同知張弘章秉

性躁率，激變番民」來看，正確人名應為

「張弘章」。張弘章的「弘」之所以變成

「宏」，實與高宗乾隆的漢名弘曆有關。乾隆

即位後，弘曆成了所謂的「國諱」，為了避

諱，官員們在文書中只能以同音字來代替原

字，因此與高宗同一字的張「弘」章變成張

「宏」章，在後人不察而沿用的情況下，張

弘章的本名也就被張宏章代替了。又如洪紀

條中有「胡枝梅為軍師」（頁 3 3 3），據《清

文宗實錄選輯》咸豐二年載「偽軍師胡枝

拇」。胡枝梅應作胡枝拇才是。再如書中所

書的呂志恆（頁 1 4 8）據《臺案彙錄癸集》

收錄的〈戶部月終冊〉、〈吏部考功司月終

冊〉均做呂志�，呂志恆一名似有誤。還

有，覺羅柏脩（頁 8 1 7），據《宮中檔雍正朝

奏摺》1 9 輯頁 5 6 9、5 7 1、8 6 2，覺羅木百修

在上奏時的署名為「巡視台灣監察御史覺羅

木百修」，因此他的名字當作覺羅木百修。

其他人名有誤者，如「楊文愛、林清等

豎旗灣裡街」（頁 2 2 2），據《福建上海小刀

會檔案史料彙編》11 7、143 摺收錄臺灣鎮總

兵�裕、臺灣道徐宗幹以及後來的臺灣鎮總

兵邵連科的上奏均作楊汶愛，非楊文愛。

「張古等集百數十人」（頁 2 2 2 - 2 2 3），從《福

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彙編》所收〈邵連科

等會奏鎮壓台灣各路會黨全案辦理情形摺〉

附錄清單中有「北路偽總帥張估」。可知張

古一名並不對，應為張估。

至於人物關係方面，書中所書「（林）

萬掌乃林恭之兄」（頁 2 2 3），這其實是不正

確的說法。王廷幹召林萬掌入衛，給予林恭

等人入城的機會，可以說林萬掌在這次的事

變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因為如此，

兩人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就令人十分好奇。本

書稱「萬掌即林恭之兄」，這是襲用《重修

台灣省通志》、《台灣通史》的說法。據當

時身處第一線的臺灣道徐宗幹在《斯未信齋

雜錄‧癸丑日記》中所寫。「王令先調義民

林萬掌來城，帶領壯勇防守。林萬掌，番格

也（娶番婦為室，謂之番格）。世為義民。

其弟林萬能與壯勇首林恭及各匪裝作義民，

砍城而入，直闖衙署，殺傷王令，割其首，

攜之出。群匪肆搶衣物、貲財，囊括而

去」。這份史料顯示，林萬掌與林恭並沒有

任何親屬關係，而是林萬掌的弟弟林萬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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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恭互通款曲。林萬掌之弟為林萬能，而非

林恭，林恭與林萬掌兄弟並無任何親屬關

係。

最後，容許筆者的吹毛求疵，本書還可

以補充不少人物入傳，如對臺灣民主甚有貢

獻的蔡培火、挑戰日本文壇的第一人楊逵、

痲瘋救濟之父戴仁壽、臺灣宗教研究的先驅

增田福太郎、臺灣新文學名家楊守愚等，著

名的女性藝術家陳進等，這些都是對臺灣甚

有貢獻之人，倘若再版時能多方搜羅此類人

物，相信本書將更為完備。

大致來說，本書雖因人力不足而有考證

不實或疏略之處，可是作為一部人物辭書，

它不只便利了大眾對臺灣歷史人物的了解，

也讓傳主的事蹟藉此不斷流傳，進而引發大

眾見賢思齊、飲水思源的歷史意識。就普及

歷史知識與研究資料的獲得角度，本書確實

是一部 極具 價值、 甚有 貢獻的 人物 辭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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