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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位指導教授： 

從課堂教到田野的張素玢老師 

曾令毅 *  

一、從課堂到田野的紮實訓練 

我跟張老師的師生緣份始於 2004 年我考入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開始，迄

今大約有二十年之久了。當時老師剛從銘傳大學過來沒幾年，印象中老師十分嚴

格、認真，又充滿活力。套句周宗賢老師的說法，張老師是屬於「戰將型」的教

師，不僅課堂教學認真，還常跟師生一起下鄉進行田野調查，甚至會跟系上老師

一起承接地方志，並帶學生實際到田野進行實地教學。可以說是從課堂到田野都

能教學的全方位教師。 

當時剛進研究所有一個「傳說」，就是張老師的課「很硬、很操」，所以最好

不要同一個學期修兩門張老師的課，否則可能會難以負荷。我當時不信，修了兩

門課，其中一門是「方志學」。果真有看不完的期刊跟書籍，以及做不完的書摘。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方志學」我報告的是自選《鳳山縣志》的書摘，可能因

為不得其法，報告交上去後就被老師一把甩在臉上。雖然如此，老師還是十分耐

心地說明問題在哪裡，有了這次的「震撼教育」後，我就開始逐漸、明顯地進步。 

老師的課程不僅是在課堂精彩紮實，也十分會善用許多機會，把學生放到田

野去練兵，所以我在碩班的時候，就十分習慣被老師帶到田野做調查了。印象最

深刻的就屬苗栗三義鯉魚潭巴宰族的田野調查。那時候老師接了苗栗縣政府的計

畫，於是就帶著我們到了苗栗三義的戶政事務所，調閱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為

鯉魚潭巴宰族進行族群譜系製作，以及記錄過往他們離散到外地的軌跡，並順道

在當地進行客家族群產業的田野調查。 

可能因為我此次表現的還算不錯，之後老師就找我當他的計畫助理，不僅收

 
*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副研究員兼研究典藏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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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我在鯉魚潭寫的田野日誌，這份習作也很榮幸成為老師往後教學的一個範本。

這次的機會也讓我開始接觸到契約文書，慢慢地累積一些基本的解讀能力。 

記得在我碩士班時期，老師一共舉辦了新竹北埔、苗栗三義、臺中神岡、東

沙島等地的田野調查與研究計畫，我幾乎可說「無役不與」，每次都能累積十分難

能可貴的田野經驗，甚至還曾被詢問過有沒有意願被丟到太平島去田野調查一陣

子。老師不僅將讓課程延伸到田野，也讓學生實際感受生成這些史料的真實田野

現場與周邊環境，並在田野實際演練田野調查的方式與方法。我自己的田野調查

功力與口述歷史經驗，大概就是修習老師的課程與擔任老師的助理而開始累積。 

 

 

圖一 張老師帶領學生前往苗栗三義鯉魚潭進行巴宰族民族誌編寫

（2005） 
註：由左至右為德田幸惠、張素玢老師、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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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7 年後（2022）再回到鯉魚潭進行巴宰族參與山線鐵道興築的史

料彙編 
註：由左至右為筆者、潘大洲先生、張素玢老師。 

二、在史料搜尋查找中練就功力 

我大概是從 2005 年開始擔任老師的助理，只要老師有承接計畫專案，大概第

一個就會想到我，我幾乎成為老師的「御用」計畫助理，印象所及包括鯉魚潭巴

宰族、日本帝國境內移民村、東沙島、地方志等或相關後續延伸的研究等等，從

老師在淡江，到後來轉任到師大臺史所後的研究計畫，或多或少都有直接或間皆

的參與及協助。後來，我也到了師大就讀歷史系博士班，繁重的課業雖然讓我無

法再有心力擔任老師的專任助理，但是老師還是會請我幫忙尋找一些資料，或是

解決一些比較難解決的問題，而且通常是老師已經找過一輪了，沒人可以解決了

才會拜託我。大概就是在這樣訓練之下，才能不斷地精進與挑戰自己尋找資料的

能力。老師常跟別人介紹我，說這個學生原本只期待他做到 70 分，但通常都能給

她 85 分以上的成果，言語間透露著對我的鼓勵與肯定。 

在幫忙老師尋找資料的過程之中，其實也擴及了我對文獻史料的認識與觸

角，尤其是我跟老師處理的議題完全不同，從在大多數史料還沒數位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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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舊書攤、回收場蒐羅資料，到現今大多資料都已經數位化資料庫的時代，每

個階段都訓練我對多種史料的認識及議題的敏銳，有的時候甚到國外找資料，都

會接到老師的請託。常常在協助老師尋找資料的過程中，也會看到不少有意思的

議題，這些機會都擴大了我對歷史面貌的認識。 

尤其是有一年，老師擔任某單位檔案數位化委託廠商的顧問，並推薦我進去

現場執行數位化資料庫及詮釋資料建置的工作。這個機會不僅讓我學習到檔案數

位化的基本程序與技術，還讓我見到許多雖已解密但尚未公開的檔案文獻。藉由

此次的機會，我也得以順便大量閱讀有興趣的檔案文獻，甚至這些資料也都成為

之後撰寫博士論文時，十分重要的關鍵史料。可以說沒有張老師給予這次的機會，

我的博士論文大概就有很高的機率會難產。 

三、教我如徒、視如己出 

老師不僅在課堂上教我，傳授我田野功夫，也給予我長年臺北求學的生活，

不少實質的資助與關懷。老師雖然常請我找東找西，但在報酬上卻從來沒有虧待

過我，總是盡量多給我一些，甚至在過年前還會包紅包給我。對我來說，至少在

我漫長的求學生涯與工讀經驗之中，張老師是我見過唯一會給助理紅包的「雇

主」。 

張老師不僅對待學生「出手大方」，常拿各地名產給我帶回家享用，還曾經想

幫我張羅在師大附近的住宿。記得有次她說她家樓上有招租，要我考慮看看是否

搬過去住，就近照應我的求學生活。雖然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婉拒了，但我還是十

分感念老師能夠在各方面都能先想到我，對我這南部北上的學子，給予滿滿的關

懷。 

老師不僅在求學生涯給予我不少工讀的機會，也會找我到課堂上傳授學弟妹

們尋找研究資料，以及田野調查的方法，光是這樣類型的演講，大概就有三、四

次，這不僅是給予我教學演說的機會，也是對我這方面專業的鼓勵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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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受邀參與張老師「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課程演講（2011） 

今年老師在師大「專任」的最後一堂課，剛好是在鐵博的實習課，有幸參與

老師的「最後一堂課」，十分感恩與榮幸，也十分激動、珍惜。回想第一次上老師

的課到現在，今年剛好滿第 20 年，從當時懵懂無知的學生，蛻變到現在可以獨當

一面設計課程，協助老師實習課程的推動，這 20 多年的點滴與成長，內心真的充

滿感謝，尤其是老師視我如己出，一點都不亞於對待自己指導的學生。 

鐵博實習課程結束的那一天，老師感性地對我說：「我很得意的是，當初在淡

江和另一個老師對你的研究評估不同，現在我贏了！你的表現很好，我以你為

榮」！衷心感謝老師教導的一切，以及長期的支持與鼓勵，我會好好保持健康，

繼續努力！也祝福您退休後的精采生活，能夠愜意慢活、順心研究，平安健康、

圓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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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鐵博 x 師大」實習課程時恭賀老師榮退紀念（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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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追玢日記 

張雅綿 ∗ 

初識 

多年前，仍就讀東華歷史系時，陳鴻圖老師邀請當時任教於淡江大學歷史學

系的張素玢老師來系上演講，分享在苗栗鯉魚潭田野調查的過程以及編寫方志

時，在地方口訪、挖掘可能連當地人都遺忘的歷史或遺跡。美麗優雅的張老師，

談論其田調過程中的困難以及意外收穫，顯得神采飛揚，讓當時對山林田野剛蒙

生興趣的我，心裡想著「如果能跟張老師去調查，一定很棒」。 

追玢進行式 

沒想到，當我從東華畢業，來到師大臺史所就讀時，素玢老師也跟我同時來

到臺史所任教，得知我崇拜的張老師，居然是我所上的老師，我當時心裡想「素

玢老師的課我通通都要修」。 

中部區域史，玢玢老師安排修課學生到雲林參訪、拜訪當地農家。為方便移

動，老師及學生都騎乘腳踏車，雖然雲林大部分為平原，但踩著腳踏車，還是能

輕易感覺到地勢起伏。結束白天的田野調查，稍作歇息後，老師便指示同學們趕

緊趁記憶鮮明時，撰寫田野筆記，疲累不已的學生，難免有些怨懟，但想到老師

也跟學生一同跑田野，只得強打精神，完成田野筆記，今日事今日畢，真是紮實

的田野調查訓練。2009 年踏查旅遊史課程規劃至至海線（馬祖跳島行）及山線（花

蓮錐麓古道）踏查，選定地點後，同學蒐集解讀相關文獻檔案、規劃預定交通住

宿，分配景點導覽。人算不如天算，在馬祖行程的最後一天，原訂造訪北竿後返

臺，因天氣預報不佳擔心被「關島」，乃改機票提早返臺；夜宿花蓮太魯閣砂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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噹步道三間屋時，因深夜發生地震，巡山員建議取消隔日的錐麓古道行程，改去

較為安全的蓮花池步道。即使行前準備充足，田野踏查仍要保有一定的機動性。 

2008 年參與老師主辦的玉山行，成為我論文寫作選題以及往後十餘年持續登

山的起始。田野調查充滿不確定性與風險，在課程間帶學生出門，要承擔的壓力

難以想像，玢玢老師居然年年都帶學生出田野調查。透過實地調查，培養察看事

物的敏銳度。透過風土地景，連結到區域歷史的人文及傳統風俗，體現歷史學「上

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意涵，很難不讓人跟隨及敬佩。 

售後服務 

2012 年畢業後，跟著老師執行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人物篇的訪談計

畫，訪談全國登山耆老，有的前輩侃侃而談，滔滔不絕；有的前輩則較為謹慎，

不希望我們錄音，僅以紙筆紀錄，師徒兩人只得用努力不斷抄寫，希望盡量保留

前輩的故事。計畫執行期間，中研院臺史所徵求具口述歷史專長的專任助理，便

在老師鼓勵下應徵，也幸運的拿到工作。雖遺憾未能跟完口訪計畫，但臺史所的

工作成為我持續執行口述歷史的契機，也透過口述歷史技巧，參與出版品寫作，

因而獲得政府獎項鼓勵，謝謝當時推我一把的老師。 

賀，榮退休 

時常在師大臺史所 Facebook 社團看到老師出國開會、參訪以及至國外擔任

訪問學人期間的各種觀察短記，可知老師是很會安排休閒生活且對事物充滿好奇

的人。老師退休之後，在不受教學時間約束的情況下，會有怎樣的超展開，令人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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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師大臺史所師生同登玉山（2008 年 4 月 23 日） 

 
 

 
圖二 素玢老師登頂玉山（200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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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故鄉與山林的歷史學家──張素玢老師 

田騏嘉 ∗   

回憶起 2011 年剛進臺史所時，我修習了兩門張老師開設的課程，一是必修

「臺灣史料與研究法」，二是「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那時我還不是老師的指導

學生，但至今仍記得老師出的其中兩份作業──「我的傳家寶」和「九寮溪踏查」，

這兩份作業像是老師給新生們的兩份禮物，前者成為我第一次主動深入探究家族

史的契機，後者則啟發我對田野調查、臺灣原住民史研究的興趣，也在那時我才

意識到臺灣史離我這麼近卻又那麼遠。 

2012 年起，有幸擔任老師的國科會計畫兼任助理，自此開啟跟隨老師上山下

海找史料、動手動腳做學問的奇幻旅程。不過我本是個慢熟內向的人，當時常覺

得自己跟不上老師的腳步而感到愧疚，但老師始終耐心地一步步帶領我學習和體

驗，上至歷史研究、口述訪談、田野調查、待人接物等知識與禮儀，下至田野調

查記錄今日事今日畢、歲末寄信感謝每位訪談人等細節，以及老師享受人生、感

受當下的生活態度，無形中老師的身教與言教皆逐漸影響我對未來的選擇，雖然

我還是未能學會老師面對困難時的勇敢、嚴謹治學更勇於創新的精神，但那些歲

月的積累從未白費，促使我踏出探索蘭嶼歷史的第一步。 

從入學到畢業後擔任老師的教育部數位人文計畫專任助理期間，不知不覺中

已跟著老師拜訪過小琉球、綠島、西螺、古坑、斗六、二林、芳苑、阿里山、集

集、員山等地，在山中、海裡、部落、地方、宮廟、市場、農田、巷弄和尋常人

家裡尋找臺灣史的軌跡，儘管當下多半只能感受到生活與工作的忙碌，但經過多

年沉澱，每當想起那段跟著老師一同經歷、平凡又不凡的日子，更能深深體會到

老師對於臺灣史的熱愛始於擁抱故鄉、關懷山林的心，為沒有話語權的山林、土

地說話，為遭遇不公不義的人們發聲。 

回顧這些年來老師的教導，無論在課堂上或校門外的教誨都讓我受用至今，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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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感受到臺灣人讀臺灣史的幸福，開始認識這片土地的美麗與哀愁。對我而

言，濁水溪不再只是地圖上的一條河川或文獻中的一段記載，而是至少三百年來

予以人們豐饒資源與物產的母親之河，同時也是在人為過度開發後，不斷以氾濫、

潰堤發出呼救與怒吼的河川生命史。於是，我帶著同樣的心情與警惕，期待聽見

更多來自島嶼的聲音。 

2024 年 2 月，老師卸下專任教授一職，繼續以兼任教授的身分授課，而老師

對於歷史人文、土地關懷總有源源不絕的熱情與動能，相信未來依然精彩可期，

也希望能繼續向老師學習，運用所學回饋這片養育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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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術的成長推手──張素玢教授 

王哲謙 ∗ 

2015 年，在我還是只會謳歌青春的大四學生的時候，對未來的懵懂與逃避「長

大」的心態，促使我跟同學們報考了師大臺史所。當時只是想要再多玩幾年才出

社會工作，現在回憶當時我的心態，著實讓自己吃了太多苦。 

我進到臺史所，成為了研究生，研究所的必修課與大學很是不同，「臺灣史料

與研究法」（一）的授課教師，就是張素玢老師。第一堂上課，老師便搬來了一疊

的《師大台灣史學報》，要我們各自挑選，認領要寫摘要的文章，並安排好後續每

週作業進度等等。我還記得那時候我選了范燕秋老師的〈從機構隔離至在地門診

治療-以澎湖地區癩病防治為例（1930-1990）〉，好像寫得很差，詳情也記不得了。 

那時候的我，可以說是混到不行，上課得過且過，心態上也好像研究所是大

學部的延伸，沒有差多少。遙想中部區域史的第一天上課，我睡到早上 9 點半才

從學一舍離開到教室，看到裡面張素玢老師已經在上課了，實在沒什麼理由好瞎

掰，只好硬著頭皮進去課堂，老實交代自己記錯上課時間，以為是 10 點上課。想

當然爾被好好修理了一頓，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我，每天過得好傻好天真，無

知的就像是大一新生一樣。 

2016 年，因為某些可笑的原因，我轉考到師大歷史所，還是厚顏無恥的繼續

修著臺史所的課。張老師可能覺得這個孩子是不是腦子進水了，現在想想我那時

候大概被煞到才會有這種決定，總而言之，我的人生履歷，以歷史所的身分翻過

了下一頁。 

在歷史所的生活並沒有促使我成為熱愛學術的研究生，還是過著每天渾渾噩

噩的生活。應該是在數位人文的課程，那時候張老師正在進行《古坑鄉志》的編

纂工作，有一次在古坑田野調查，回程的時候我與張老師一同坐客運回臺北，老

師在客運上應該是在教訓我，修理我的內容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我實在不覺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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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一個好學生，甚至有時會感覺我未來也不會有所成就，張老師可能覺得這

學生快沒救了，才會對我說學術研究需要的不是其他因素，是熱忱跟興趣，敦促

自己、驅動自己往前進。回來之後，我便開始著手論文題目的研究，最後以金門

契書研究為方向，也是張老師針對我在課程上曾發表過的作業內容，說明後續有

非常大的發揮空間，成為我碩士論文的題目。 

在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中，我幫著老師策劃了金門踏查活動的內容，甚至在

建功嶼上讓老師與同學幫我尋找我論文的材料，說來羞愧，自己對金門的了解比

當時課程上的任一個同學都要多，但是在學術上、知識上的認識，卻沒有高多少，

實在枉為以金門作為論文題目的研究生。 

在舉辦盛大的音樂會送林品中離開學校，大概 2019 年，我想我已經沒得逃避

了，先離開學校服役再回來寫完論文，或許對我的人生規劃更有彈性。我役畢之

後馬上辦了復學，投入論文的寫作之中。這時，應該是人生最認真的時候，每一

兩週就有新的寫作進度，印出來交給張老師修改，老師也不厭其煩地指導魯鈍的

我，尤其在寫到臺灣金門土地契書的形式比較，依賴老師的說明，在法律用詞與

歷史定義打轉的我才有所突破，完成這本不曠世的著作。 

論文口試那天，彷彿這六年來的所有荒誕不羈，放飛自我，到收束目標，努

力完成課題。張老師向口委陳憲明老師、李宗翰老師講了一句作為我的評價：「笨

鳥慢飛」，再笨的鳥，總會飛的，再混的學生，也總會開始新的生活。 

圖二 老師與玢玢家金門組的哲謙、育嘉 圖一 畢業後與老師前往金門參

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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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畢業之後沒多久，老師與張育嘉學弟受邀參加在金門舉辦 2021 的閩

南研討會，我有幸陪同參與，更沒想到的是這居然會成為我現在任職海外華人研

究中心的契機。 

千言萬語盡是感謝老師，沒有老師就沒有今天的我，年輕不懂事的我，可能

還在淡水河上載浮載沉，現在依然還是那個不懂事的我，至少進步到是個空中飛

人。祝素玢老師退休之後，生活依然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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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門研究領路人-素玢老師 

張育嘉 ∗ 

2017 年 5 月的某一天，還在大學逍遙快活的我，突然收到素玢老師恭喜入學

的歡迎信件，說為讓同學早些進入情況，避免有學習空窗期，「臺灣史料與研究法」

（一）將提早至 8 月開始上課，一週兩堂。還記得第一堂上課，老師便搬來了一

疊的《師大台灣史學報》，要我們各自挑選、認領要寫摘要的文章，並安排好後續

每週作業進度等等，讓當時還沒適應的我，心想原來這就是研究所的生活，有夠

精實。 

課程不到一個月，老師便帶著我們一群彼此才剛認識不久的研究所新生們到

古坑進行田野調查，以東和國小圖書館為基地，除了在古坑鄉戶政事務所待上一

整天建置土地臺帳的 Metadata，也在外跟著老師們進行口訪、田野調查等等活動。

而晚上回到圖書館後也沒能閒著，除了討論今日的田野成果，老師也要求我們要

完成當天的田野日誌。在安排好隔天的行程後，一群人便在圖書館打地鋪睡覺，

就這麼如此過了 5 天的田調生活，這既特殊又扎實的行程可不是人人能有的呢，

也或許是如此才讓我們一群菜鳥彼此更加熟識。現在回憶起來覺得有趣，但如此

扎實的暑期密集課程，在當下讓剛踏入研究所的我強烈地感受到「這堂課怎麼如

此艱難！」，甚至思考著以後修課，只要是老師的課能避就避，畢竟老師的課程可

是獲得學長姐們的「艱苦」認證。不過嘴上是這麼說，碩一下選課時我依舊選了

老師的「臺灣踏查旅遊史」，並於最後前往課程的踏查主題區域──金門。 

金門，對我來說曾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地方，大概就是知道在地圖的什麼位置，

但對島嶼歷史發展的認識可說是接近一張白紙。透過課堂中安排的金門歷史系列

演講、研究論文研讀，加上實際的踏查活動，讓我開始認識了這一個充滿神祕的

島嶼，並對其在戰地政務時期中的軍事發展充滿興趣，甚至成為碩士論文的題目。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創新中心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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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初次接觸的金門，雖有了研究的方向，但我對其歷史背景仍處於一知

半解的狀態，遲遲不敢拿著題目和論文指導單找素玢老師討論。幸好有同為欲以

金門研究為主題的哲謙學長刺激與鼓勵，才鼓起勇氣前去老師研究室跟老師討

論。老師在看完研究架構後，說著自己對金門以及軍事史並不熟悉，還確認了一

次是要找她指導嗎，我原以為老師可能要考慮，甚至會婉拒，但老師隨後接過論

文指導單並簽下同意指導，表示希望可以跟我邊看邊學習，這對於沒自信的我來

說，是莫大的鼓勵與支持。 

然而作為一個接很多工作，沒有投入在論文的不用功學生，已經碩三的我甚

至規劃到廣島大學交換，讓老師一度擔心我的論文進度。不過隨 2020 年 Covid-

19 疫情在全世界爆發，國境封鎖，學校停止交換學生，我留在家鄉臺南，總算可

以開始著手論文的方向與內容，然而在撰寫過程中卻面臨到進度緩慢，內容不理

想，對自己沒信心，甚至胡思亂想而感到慌張、害怕。 

圖一 2017 年 8 月古坑田野調查結束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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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幾次與老師討論後，重新訂下論文時程，隨著每一次的北上 Meeting，老師

每次總是仔細地提出我內容缺乏的部分，並提出一些「特殊」的問題，刺激沒想

過這些可能的我不斷地思考，同時也給予我許多的鼓勵，使我逐漸擺脫陰霾，重

新專注於論文上。在畢業後，老師鼓勵著我和哲謙要持續寫文章，試著將學位論

文改寫，也因此有這麼一個機會前往金門參加研討會發表，並跟老師、哲謙一同

遊金門，而除了金門研究外，更是刺激著我不斷地思考發展其他研究主題。 

除了學術研究及論文的指導外，在老師麾下擔任計畫助理時所經歷的種種行

政歷練，也都成為我的重要經驗與養分。還記得最初接任古坑鄉志編纂助理時，

對於政府採購及行政工作並不是這麼熟悉，也因此在履約期程上有所延誤，但老

師沒有責怪，僅是提醒我留意，並在後續其他計畫案中給予我機會持續磨練。很

感謝自己當時一同參與了老師的「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開始了我對金門的好

奇，更開啟我跟著老師參與大大小小的計畫的契機，接受各式各樣的考驗，成為

現在的我。 

「你們都沒有年輕人的狂」，這是某一次老師對我們一群當時 25 歲上下的學

生說的玩笑話。自認識素玢老師以來，老師的行動力與好奇心總是令我佩服，在

田野過程中可能我們已經累癱在路邊，老師卻還是活力充沛地四處跑跳，並秉持

圖二 畢業後與素玢老師前往

金門參加研討會 

圖三 素玢老師與玢玢家金門組的哲謙、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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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探索各種新事物和知識，或許也就是這種治學態

度，老師總是可以從不同角度看事情，提出一些我們從沒想過的看法。雖然老師

即將退休，但相信老師仍會在臺史所粉絲專頁持續連載她的田野日誌，跟大家分

享「素玢老師的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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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玢成功，熱淚盈眶 

張盈盈 ∗ 

在張素玢老師的學生裡，我可能是最頑劣的一位。 

初入臺史所還未對於「研究」這條道路是孤獨的，憶起 2016 年開學沒多久，

素玢老師於「臺灣史料與研究法」必修課程中隨即給予每一位同學見面禮：6 本

不等的《師大台灣史學報》，並從中兩篇撰寫作者的研究方法、理論、觀點、問題

意識、文章的優缺點，這便是與老師的「第一次」接觸。 

圖一 2016 年臺灣史料與研究法課程大綱及筆記 

2017 年成為老師的學生後，其中只屬於老師獨家的一門絕活就是與同學一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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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地臺帳」，那段打土地臺帳的日子是快樂的，它是我在論文寫不出來時可以

埋頭其中的一件事。 

和老師鬥智鬥勇論文的日子雖然辛苦，但也從中得到不少的照顧，成為老師

的學生。有一項張家傳統：團體 Meeting，這項傳統可以互相知道同學之間撰寫的

進度，並且以同學的角度來討論不同的觀點及問題意識，不過在當時龜速而無進

度的我而言，團體 Meeting 也是壓力的來源，幸而這項傳統，同學之間的互相幫

忙也讓我感到溫暖，這份溫暖在各奔東西後，於 2024 年又得以重聚。 

這一年修了老師的「地方史誌的理論與實務」，跟著老師與學長們在古坑華山

踏查，華南國小建校資料、造紙的興衰、抗日英雄柯鐵虎，讓我在古坑的這幾天

過得非常充實，也看到老師盪鞦韆盪、敷面膜家常的畫面，這一趟經歷讓我在老

師身上學到：隨時隨地都可以訪談。 

 

 
圖二 古坑訪談（20170503） 

下半年是老師《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新書出版，分別在臺北誠品

敦南店、員林市圖書館、北斗保甲事務所有新書發表，老師在新書講座中提到除

了已知的東部移民村外，中部也有很多官營移民村，因此老師一步一腳印開拓中

部移民村荒蕪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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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臺灣踏查旅遊史」，則是與修課的同學們一同前往金門踏查，是

很可貴的離島踏查，前往金門前老師便在課堂中充分做好事前的資料準備，金門

雖非我第一次去，但在充分的課程準備下，這一趟四天三夜走跳更多村落秘境及

訪談：6 月 1 日第一天後浦模範街「欽旌節孝」邱良功母節孝坊，是臺灣最高的

節孝坊，亦去邱良功的古厝。「金門鎮總兵署」為清朝時官衙辦公處所，金門的軍

政中心。「將軍第」係為武顯將軍「盧成金的故居」，因傳統建築藝術的保留具有

價值；金寧鄉古寧頭是南山、北山、林厝的合稱，過去使用傳統的植石養殖法養

蚵。金門島上有四個播音牆：馬山、北山、烈嶼、大膽島，「北山播音牆」其聲音

可穿透深入至 25 公里，是國共軍打心理攻防戰的設施，北山斷崖也是共軍最後

投降的地方。 

「古寧頭戰役」時間達三天三夜，國軍雖勝利但戰爭慘烈，館內亦可看到國

共攻防戰的據點及動線。古寧頭聚落成為國共戰爭的據點後，「北山古洋樓」為重

要塞口外也是共軍指揮所，其建築身牆仍可以看到彈孔的痕跡，而今為保存重要

建築將彈孔填補起來避免坍塌。北山聚落的人文景觀豐富，「雙鯉古地」源由為昔

日古寧頭沒有什麼人才輩出，建「水尾塔」後，除了可以鎮煞避邪招財寶，雙鯉

古地及水尾塔亦深深影響古寧頭聚落並守護其李氏家族。 

6 月 2 日，前往「浦邊」沿著潮間帶看蚵田、蚵督，接續至「何氏家廟」、「周

氏宗祠」訪談。「八二三戰史館」亦是國共之間的戰事，館內可看到戰爭中補充砲

彈、軍需用品等後備補給。「山后民俗文化村」由導覽同學解說王氏家族的故事，

圖三 誠品敦南店簽書會 

（20170621） 

圖四 北斗保甲事務所新書發表會（20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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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氏家族的概述有一些說明，「馬山觀測所」還有一個播音牆，觀測所可以進去，

有趣的是老師真的在播音室學鄧麗君的腔調唸播音內容！ 

 
圖五 金門浦邊看蚵田蚵督（20180602） 

金門過去有近十個鹽場，現在還能看到的是「西園鹽場」，很可惜看不到鹽埕，

不過蓋章控肯定喜歡這裡，一次擁有六顆章，大家都在這裡蓋章。 

6 月 3 日，前往金城「建功嶼」，因遇退潮所以可以輕易地走到建功嶼，在島

上找到同學的論文題目「許界石碑」。「得月樓」說是為了欺敵、防盜用而特別蓋

了一棟，裡面的功能也與真正的居所一樣齊全，可以保護僑鄉水頭聚落；雖然現

在已經沒有「金水國小」，但這間小學裡面空間利用變成僑鄉、華僑的歷史變遷展

示；烈嶼第一站「烈嶼鄉文化館」，烈嶼鄉是繼金門在八二三砲戰中落彈最多，文

化館中更多展示的是金門民防隊及軍需補給品後援，可以看到很多戰事下的民間

用品及支援補給品。 

再來是非常有特色的「地雷展示館」對我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所以特

別新鮮，它對地雷的種類介紹、生產、國家及對敵軍對平民的影響，即使戰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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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平民誤踩地雷所受的傷往往影響一輩子，所以也有反雷的組織、宣導人，

負責排雷（拆除地雷）的組織，置雷簡單排雷難，排雷更需花上許多時間，所以

有各種地雷或金屬探測器來一一將地雷拆除，在還沒拆除前的土地幾乎沒辦法

用，而這樣的現象幾乎都在第三、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 

6 月 4 日一早爬「太武山」找到金浦黃家山界，下山後來到「瓊林」蔡氏聚

落，若「翟山坑道」為官方所挖掘，「瓊林民防坑道」就是居民出力出錢完成的，

是為讓「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揮火力於地面」。「特約茶室展示館」就是軍人來買

性服務的場所，為了避免軍人染病，其提供服務的女性也需嚴格的定期去做健康

檢查，再依軍隊中的階級別有不同的服務價格。這裡的紀念章有一顆隱藏版，是

工作人員拿出來的，最後一站到「陳景蘭洋樓」，洋樓向海，所以風景很漂亮。如

此豐富的課程踏查，令我對金門有不一樣的回憶啊！ 

2019 年申請學校姊妹校交換，放肆地前往「南京大學」交換，可以想像得到，

除了思想上的學術交流外，文化及觀光上的交流也占了不少，因此我的論文這半

年也停滯了，回來後便是停滯的掙扎期。 

最初我的研究是從清朝時期的契約文書來分析發展地方史中的土地交易狀

況來撰寫地方歷史，老師找了好多的資源甚至還找了契約文書的原件供我鑽研，

但土地的專有名詞、人與人之間的交易狀況我一直沒有辦法寫好，因此延宕一些

時日，後來老師及家人也都注意到我在土地契約的迴圈裡出不來，在老師的建議

下，把契約研究只當成一個章節就好而不要成為論文主題，接著延續日治時期土

地利用的數據，不過我的日文並不行，所以僅能做比較表層的研究；到了戰後，

雖然資料整理容易多了，但其中提到的地方教育與信仰，正是老師專精的部分，

她可是員林的研究權威啊！因此員林的研究老師盯得更緊，一旦有什麼紕漏、粗

心、懶散，都一覽無遺地被鞭策著。 

當初會選擇老師做為指導教授是因為我與老師同鄉，想說在資料的取得或者

在研究上可以借著老師的肩膀來使力，殊不知在老師面前，就像關公面前耍美工

刀，所有的不精通、想偷懶、研究不精都看在她眼裡。 

休學期間我回到員林，一邊接學校的短期代課一邊撰寫論文，很多時候是老

師回到員林與我 Meeting，是老師解鎖了我在興賢書院 Meeting、解鎖了我在老師

的藥房家 Meeting、解鎖了在湖水里導覽 Meeting、解鎖了老師與我一同在開林寺

祈福學生順利畢業、解鎖了蘋婆蒸過後會比較好剝（是媽媽先在家裡剪好殼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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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帶給老師）、解鎖了某品牌的芬多精透明洗面皂竟然可以拿來洗碗？ 

很多很多只屬於我與老師在員林的回憶，回想起來反倒是老師在開拓我的種

種第一次！ 

熬到 2022 年，算來也是投入學校的長期代課第三年，這一年總算跌跌撞撞地

拿到碩士學位了，回首這六年的點點滴滴，沒有哪一位老師旗下的同學可讀得比

我要久了吧？不知道是該以此為傲還是以此為戒呢？也許在我不知道的背後，老

師為我做了多少，終於讓愚頑且惡劣的我畢業呢？ 

2024 年，老師捎來訊息說，她要退休了！上山下海的田野日誌甚至去紐西蘭

訪問研究的點點滴滴，會不會要就此停止田野日誌的連載了？也或許是與老師同

鄉，所以不管是老師的榮退晚宴及榮退專欄的邀稿，我都想盡棉薄之力向老師表

達感謝及祝福。 

謝謝老師這六年在學生身上所花費的精力與時間，有您，讓我很驚訝老師的

體力上山下海不是問題，有您，我的田野故事豐富了許多，有您，即使是一村落、

宗祠、家廟背後也都有故事，有您，我的碩士之路得以充實，有您孜孜不倦的教

導，引我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方向，讓學生受益良多。 
到目前為止，您可能已經完成了許多挑戰，但我想，素玢老師會同康培德所

長所言：退而不休吧！這不，老師捎來訊息問我要不要去出水里走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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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榮退晚宴 BA 照（201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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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111-2420-H003-009，2022.01.01-2023.06.30。 

「關鍵區地層下陷演化與永續管理策略評估及建議-與土地共沉淪──地層下陷區人與環境

的研究--地層下陷區土地利用變遷-地下水開發歷程-政策與經濟發展對地下水開發的影響(子

計畫四)( III )」，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111-2621-M003-003，2022.08.01-2023.07.31。 

「從翁雲寬抄封案到經濟農場:古坑沿山地區的土地爭議(1780-2020)」，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計畫編號：NSTC112-2410-H003-121，2023.08.01-2024.07.31。 

資料庫建置 

平埔族文化資訊網站資料庫（1998-2002 五年綜合計劃），國科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學習科技研究計劃 （2000-2003 四年綜合計劃），國科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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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鄉古文書與老照片數位化計畫（2003），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北斗鎮古文書與老照片數位化計畫（200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圖書建置（2008），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宜誠資訊公司。 

臺灣大百科資料庫建置（清領部分）（2007-2008），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

司。 

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資產及歷史記憶建置（2009），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防部軍備局「史料與軍書影像建置計畫」（2010.06～2012.06），國防部軍備局、宜誠資

訊。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TBDB」建置（2016～2020），科技部。 

「浮生群像: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2019.12～2020.11），文化部。 

方志編纂、撰寫 

「北斗鎮志」編纂撰寫，（1993-1996），北斗鎮公所。 

「二林鎮志」撰寫（1997-2000），二林鎮公所。 

「二水鄉志」編纂撰寫（1999-2002），二水鄉公所。 

「臺灣全志 政治志 審計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2006）。 

「臺灣全志 土地志 勝蹟篇」（合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2009）。 

「續修西螺鎮志」纂修計畫，2012-2015，雲林縣西螺鎮公所。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纂修計畫，2012-2017，彰化縣文化局。 

「古坑鄉志」編纂計畫，2015-2019，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教育部相關教學計畫 

「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臺灣歷史與文化學程」，教育部，2007.08.01-

2009.02.28。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教學改進計畫：「地方史志的理論與實務」，教育

部，計畫編號：MOE-097-02-06-2-11-2-2B-4，2008.08.01-2009.01.31。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教學改進計畫：「臺灣踏查旅遊史」，教育部，計

畫編號：MOE-098-02-06-2-12-2-2B-2，2009.08.01-2010.01.31。 

「空間的凝視：移動經驗與文化再現」，教育部，計畫編號：MOE-099-01-04-2-12-2-13，

2009.09.01-2011.01.31。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教學改進計畫：「臺灣中部區域經濟史」，教育

部，計畫編號：MOE-099-02-02-2-12-2-課程 2B01，2010.02.01-2010.07.31。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教學改進計畫：「方志學理論與實務」，教育部，

計畫編號：MOE-099-02-02-2-12-2-課程 2B02，2010.08.01-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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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B 類計畫「實務應用實作課程」，教育部，

2011.08.01-2012.02.29。 

「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

及專長培育計畫」，教育部，2011.08.01-2012.02.29。 

「數位人文課程創新試辦計畫」，教育部，2016.10.01-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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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2023.01-2024.01 大事記 
 
時間 記事 
2022.04.02-
2023.01.31 

許佩賢教授赴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擔任外國人研究員。 

01.05 陳志豪助理教授受邀至國史館演講「從檔案追尋大屯山區茶產業的歷

史」。 
01.16 研究生宋狄潔碩士論文口試，題目「客家家族史研─平鎮宋屋的宋家為

例」，指導教授：康培德教授。 
01.17 許佩賢教授於「第 346 回日文研フォーラム」發表「二宮金次郎像から考

える台湾教育史」。 
02.01 康培德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之調查研究案《山傍水濱-六堆 

舊聚落的發展》出版。 
02.01-05.31 張素玢教授受邀前往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訪問研究。 

02.06 康培德教授至歷史學科中心「平埔族群議題工作坊」擔任講師，題目：

「平埔族群在南島語族的學術系譜─台灣南島語族各族群的類緣關係：語

言、文化、與外來互動史」。 
02.14 許佩賢教授於「Colon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dia and Taiwan」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發表 ” Elementary-School Labor 
Mob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Colonial Taiwan” 

02.17 研究生宋狄潔碩士多元論文畢業展演，題目「桃園平鎮宋屋家族的人

名」。 
03.10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題演講「天邊我報到、曰

汝宜南之」：1895 年的博物學家田代安定」。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3.14 張彩薇（京都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生）專題演講「廖文毅的「殖民地解

放」想像——個人研究題目的形成與史料蒐集的經驗」。 
03.16-03.23 京都大學台灣研究旅行Ｘ師大臺史所交流活動。 
03.16 研究生林東昇碩士論文口試，題目「日治時期臺灣酒移入業者的經營之道

——以近藤商會為中心的考察」，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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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7 石文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 副研究員）專題演講「從東寧王國到

臺灣小府：明（鄭）清交替後的清初臺灣社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3.20 畢業生賴冠妏文章〈日治時期學校登山活動〉發表於《臺灣學通訊》第 131

期 
03.26 張素玢教授至新北市社社區大學「大三鶯走路節創研社-田調人才培訓」課

程擔任講師，題目「認識海山地區平埔文化」。 
03.27 查忻（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任副教務長）專題演講「荷蘭人在

台灣的宣教 Âng-mn̂g-lâng tī Tâi-oân ê soan-kàu」。 
03.31 
 

鄭螢憶（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專題演講「祖源敘事與族群關係：

以金雞貂三社的 sanasai 傳說為中心（1800-1920）」。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陳志豪助理教授文章〈清法戰爭與北臺灣武裝集團的動員—以張李成例〉

於《漢學研究》第 41 卷第 1 期發表。 

畢業生胡以蓁文章〈桃園霄裡褒忠義民廟土地產權及其經營(1750-1945)〉

於《桃園文獻》第 15 期發表。 

畢業生鄭竣元文章〈清代淡水廳「保」的行政區劃與空間變遷──以芝蘭保

為核心〉於《臺灣風物》第 73 卷第 1 期，發表。 
04.01 康培德教授、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特聘教授劉益昌合著新書《小琉球事件

調查研究》出版。 
04.14 蘇峯楠（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專題演講「繪圖註說：

臺灣漢人地方社會製圖活動的空間論述與人群競合」。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4.20 陳世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專題演講「戰前日籍移民

在菲律賓的產業活動─兼論臺灣總督府之角色」。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4.21 康培德教授至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台灣與東南亞研究 

組演講，題目「Histories, cultures, and discourses: Princess of Eight Treasures 

and Cave of Black Dev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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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4 黃恩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專題演講「赤崁原野荷蘭城：17

世紀的普羅民遮市鎮與堡壘 Chhiah-khàm chheⁿ-po͘ Hô-lân siâⁿ: cha̍p-chhit sè-

kí ê Provintia chhī-tìn kap pó-lúi」。 
04.28 曾獻緯（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專題演講「從「汲取」到「補

貼」：戰後臺灣糧食體制的形構及其變革（1950-1974 年）」。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5.09 吳俊瑩（國史館協修）專題演講「戰後臺灣的官方檔案典藏概覽與使用經

驗談」。 
05.10 111-2 EMI 活動：陳爰南 Gordon（MyTaiwanTour 英語導遊）專題演講

「令人難忘的英語導覽術 A Memorable English Guided Tour」。 
05.15 Ronald van Velzen（國科會專任助理）專題演講「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17th-century Deerskin Trade in Dutch Formosa.」。 
05.22 蔣為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專題演講「流亡越南的鄭軍後代

Liû-bông Oa̍t-lâm ê Tēⁿ kun āu-tāi」。 
05.23 廖泫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副技師）專題演講「地理

資訊數位典藏與空間人文學發展」。 

研究生鍾文凱、陳浥潔獲 112-2 學期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05.26 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專題演講「我們仍舊不認識我們自己─從《臺灣

美術兩百年》談臺灣題材的書寫與出版」。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06.10 研究生徐薇筑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23 第 16 屆

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日治末期臺南州新豐郡

的寺廟整理」。 
06.17 康培德教授於國家海洋研究院主辦之「大航海時代與艾爾摩莎會議」發表

論文，題目「荷蘭海圖上的台灣南島語族村社︰Johannes van Keulen 的『沿

著廣東、福建省的中國海岸，以及附帶福爾摩沙島圖』」。 
06.18 蔡錦堂退休教授受邀至淡水古蹟博物館演講「日治臺灣新式教育的誕

生」。 
06.26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專題演講、校園導覽

「舊制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 
06.27 陳爰南 Gordon（MyTaiwanTour 英語導遊）專題演講「設計好路線，開始

好旅行」、導覽活動「滿天神佛台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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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 研究生莊克仁於《雲林文獻》第 62 期發表口述歷史「四湖揚帆─四湖吳顯

童先生訪談記錄」。 

研究生黃奕瑄於《雲林文獻》第 62 期發表口述歷史「下寮萬善同歸與農村

生活─口湖鄉劉東騰先生訪談記錄」。 

研究生陳爰南於《雲林文獻》第 62 期發表口述歷史「農機使用─四湖蔡清

池先生訪談記錄」。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台北魚籃書坊演講「飄零的櫻花：導讀《未竟的殖民：

日本在臺移民村》。 
07.04 研究生楊新淇碩士論文口試，題目「青田七六─足立仁與他的南方家屋」，

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 
07.11 研究生松田宜慧碩士論文口試，題目「日治時期資生堂藥舖在臺灣的企業

經營」，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 

研究生傅弘碩士論文口試，題目「從「省議會小鋼炮」到「黨外祖師

爺」：郭雨新政治生涯起落與形象變遷」，指導教授：陳佳宏副教授。 

研究生許晁語碩士論文口試，題目「李源棧與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以省

議會建言為中心」，指導教授：陳佳宏副教授。 
07.17 研究生張尹嚴碩士論文口試，題目「臺灣監獄島：特殊份子考管制度的建

置及運作」，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陳翠蓮教授。 
07.18 畢業生陳鈺琪考取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國文科正式教師。 

康培德教授至國語教學中心短期華語研習團擔任「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ECA)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 (NSLI-Y)」計畫講師，題目︰「The outline of 

Taiwan history from the 17c to the 19c」。 
07.21 研究生葉人鳳碩士論文口試，題目「臺灣中醫藥「轉骨」的發展」，指導

教授：張素玢教授、皮國立副教授。 
07.24 研究生陳爰南碩士論文口試，題目「農民的抉擇─人工或機械」，指導教

授：張素玢教授。 
07.25 研究生陳知臨碩士論文口試，題目「史學與教學的應用─以北投水道為

例」，指導教授：張素玢教授。 
07.26 研究生徐薇筑碩士論文口試，題目「日治時期臺南州新豐郡的寺廟整

理」，指導教授：蔡錦堂教授。 
07.27 張素玢教授於「地理學與歷史學的對話：環境、水資源與人群生存方式」

工作坊發表論文，題目「彰化的地層下陷」。 
07.31-08.04 2023 年度臺師大臺史所與山形大學交流暨合宿活動，本所師生共 15 人赴日

本山形大學交流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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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 陳志豪老師榮升副教授。 

張素玢教授獲國科會計畫補助，計畫名稱「從翁雲寬抄封案到經濟農場古

坑沿山地區的土地爭議(1780-2020)」。 

許佩賢教授獲國科會計畫補助，計畫名稱「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檔案與學校

管理的帝國知識體系」。 

康培德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計畫名稱「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在臺灣的華

商」。 

陳志豪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計畫名稱「清法戰爭與臺灣粵籍菁英的動

員：以姜紹基、黃南球為例（2 年期）。 
08.02 康培德教授至國立成功大學演講，題目「越南歷史論述下的中國：從北屬

時期 (Thời Bắc thuộc) 到 1979 年越中邊界戰爭 (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

Trung)」。 
08.06 康培德教授至海洋委員會「臺灣海洋文化解說志工及種子教師培育（中部

地區）」擔任講師，題目「待挖掘的早期台灣中部地區海洋史」。 
08.09 張素玢教授於「2023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工作坊(Historical GIS Workshop)」

發表文章，題目「日治時期濁水溪下游的開荒拓墾」。 
08.10 校友張尹嚴獲「2023 慈河獎學金」，論文題目「臺灣監獄島：特殊份子考

管制度的建置及運作（1950-1990s）」。 
08.16-08.29 日本山形大學師生赴臺灣師範大學交流研修活動。 

08.16、
08.30 

「專業實習（二）課程」師大校園英文、日文導覽發表 

08.19 康培德教授至花蓮縣文化局社造輔導團辦理之「RE: 從零開始的花蓮生

活」擔任講師，題目「花蓮學：區域特性」。 
08.26 畢業生林東昇於 2023 年海洋亞洲人文學科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日治時期臺灣酒專賣制度與清酒業者的經營之道──以近藤商會為中心的

考察」。 
08.30 日本大妻女子大學赤松美和子教授率該校學生來訪、交流。 
09.01 陳志豪副教授於 2023 第二屆「田野與文獻研習營」課程演講，題目「田野

調查與歷史文獻的蒐集經驗」。 
09.01 本所 112 學年度新生茶會。 
09.08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專題演講「屯與隘：19 世紀桃

園大溪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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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09.04 2023 年第二屆「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主辦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

社會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

會。 
10.23 許佩賢教授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臺灣出土的日本製近現代

陶瓷器與亞洲近現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1930 年代草山溫泉的鳥瞰

圖及觀光發展」。 
09.02-11.05 研究生楊新淇碩士多元論文畢業展演，於青田七六主題展覽，題目「足立仁

與他的南方家屋」。 
09.23 陳志豪副教授獲本校 112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滿十年）。 
09.25 松田利彥（日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教授兼副所長）專題演講「帝國日本與

腳氣病研究——以台北醫院醫長稻垣長次郎為中心」 
09.27 「口述歷史方法與實務」課程至臺灣文博會鐵道博物館展區參訪。 
09.30 研究生洪郁宸獲「112 年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社區產業組 臺中 1

場 第一名」（用人單位：台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發展協會  職稱: 行銷規

劃專員）。 
10.01 康培德教授文章〈荷蘭時代往來台澎間的唐人船主〉發表於《澎湖學第二

十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01 陳志豪副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黃宥惟合著新書《「客家」業主：

清代臺北新莊地區的潮州、汀州籍移民及其移墾事業》出版。 
10.02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題演講「通事、販客、走

私販，被捲入澎湖衝突（1622-1624）的平民群像」。 
10.04 廖泫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副技師）專題演講「空間

人文學：GIS 於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整合應用」。 
10.11 李宗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題演講「歷史時

空的掌握：HGIS 的應用與歷史地理」。 
10.12 校友鄭竣元獲「國立臺灣圖書館 112 年度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優

等」，論文題目「清代臺灣「保」的空間劃分：以淡水廳芝蘭保為例」。 

校友欉明泓獲「國立臺灣圖書館 112 年度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優

等」，論文題目「游移的邊界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臺中新社地區水底寮

為例」。 
10.13 陳佳宏副教授於「海外台灣民主運動：民主、自由、人權台灣暨紀念王康

陸博士逝世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發表文章，題目「臺獨國際政治運作之

發韌：廖文毅之外交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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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棕（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專題演講「口述歷史操作實

務：以臺籍日本兵與二戰遺族為例」。 

本所赴外交流分享會（EMI 活動）。 

分享人：畢業生張蕙羽、研究生莊克仁、研究生施翔耀。 
10.21 康培德教授於「第七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文章，題目「荷蘭

時期臺南港市唐人在周邊的生計活動︰大員港市唐人三舍 (Samsiak)」。 
10.20 研究生許哲兢獲「美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社會關懷獎學金：文成關懷

獎」。 
10.23 校友葉人鳳獲「台灣醫學史學會臺灣醫學史研究論文獎優等」，論文題目

「臺灣中醫藥「轉骨」概念與劑型之發展」。 

研究生飯塚美涼獲「112 年度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學

金」，論文題目「日治時期萬新鐵道與臺北南部的地方發展」。 
10.28 溫振華（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退休教授）《叩問民間 考掘台史》專題演講

暨新書分享座談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 
10.30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專題演講「開港以前的臺灣

與東南亞──意外的漂流以及偶發的交流」。 

新田龍希助理教授文章〈書評：栗原純『日本帝國と阿片──臺灣總督府・

專賣局文書にみる阿片政策』〉發表於《中国研究月報》第 908 號。 
11.01 洪一梅（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專題演講「巨觀

與微觀之間──從 DocuSky 數位平台到雲端資料庫」。 

校友姚惠耀畢業論文《軍國主義下的性治理：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

(1951–1992)》出版。 
11.02 校友楊光獲「強『檔』出擊-2023 檔案研究及文創徵選佳作」，論文題目

「從上海到臺灣的家族企業：以「明星化工」周氏家族為中心（1923-

1998）」。 
11.03 校友張尹嚴入選「2023 年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論文題目「臺灣監獄

島：特殊份子考管制度的建置及運作（1950-1990s）」。 
11.06 校友張毓哲獲「2023 年太平洋協會國際會議（PNC）年度最佳海報獎」，

論文題目「Discovering Multiple Contexts in Digital Archives: Context 

Discovery Systems for LIDAIBAOAN and Sino-Ryukyu Historical Archive」。 
11.08 張素玢教授文章〈國防要地 南疆鎖鑰 從長島到太平島〉發表於《臺灣學

通訊》第 1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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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蘇慶軒（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專題演講「政治檔案的運

用與難題」。 
11.17-19 112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暨合宿活動於東海大學舉行。 
11.18 康培德教授至歷史學科中心「現代性議題工作坊」擔任講師，講題：「為

什麼現代史沒有現代？現代性、現代化與歷史」。 
11.25 陳佳宏副教授受邀於「揭開鐵幕下——人權影展」所播映之「《機遇之

歌》數位修復版」場次演講，題目「抉擇的兩難－看見波蘭與台灣的戰後

青年」。 
11.26 研究生龔奕純協助文院接待日本明治大學遊學訪問團師生共 16 名。 
11.26-12.05 陳志豪副教授前往法國蒐集計畫史料。 
11.29 陳淑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執行秘書）專題演講「從數位典藏到數位策展：概念、方法與個案」。 

「近代教育與地方社會專題研究」課程邀請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部洪郁如

教授率學生舉行聯合研討課。 
11.30 112-1 EMI 活動：師大校園英文導覽 The Campus Tour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2.01 朱惠足（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題演講「目取

真俊小說中的沖繩戰記憶」。 

康培德教授文章〈荷蘭海圖上的臺灣山區、恆春半島與東部南島語族村

社︰Johannes van Keulen 的「沿著廣東、福建省的中國海岸，以及附帶福爾

摩沙島圖」〉發表於《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 
12.02 康培德教授於「明鄉人的在地化研究:越南、韓國及台灣的比較觀點國際工

作坊」發表文章，題目「Chhut-iûⁿ Tn̂g-lâng Sam-siá tī Tâi-oân」。 
12.04 研究生盧宥辰碩士論文口試，題目「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的成立與資本組

成」，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 

研究生陳泓璿獲鄭南榕基金會第一屆「鄭南榕研究獎助」，論文題目「鄭

南榕的思想研究」。 
12.08 鈴木惠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專題演講「《黃

土水與他的時代》：與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史的相遇和研究歷程」。 
12.09 研究生張祐豪於「開港 160 週年「打狗回望 高雄啟航」歷史與海洋文化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高雄酒吧街的族群與發展」。 

研究生劉哲亨於「開港 160 週年「打狗回望 高雄啟航」歷史與海洋文化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喚起記憶所繫之處──高雄大寮糖廠之興衰

史」。 
12.11 洪仕翰（衛城出版社副總編輯）專題演講「歷史普及書寫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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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研究生張佑豪、陳泓璿獲 112-1 學期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12.14 濱下武志（東洋文庫研究部長）《海的亞細亞》座談會「「海的亞細亞」

與「世界的連結網」：兩種史觀的對話」。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協辦單位：大家出版。 
12.16 陳佳宏副教授於「多元史料的交光互影—戰後臺灣史研究新階段學術研討

會」發表文章，題目「戰後林獻堂之國際政治觀」。 
12.22 本所歲末年終火鍋大會暨畢業生返校分享。 

畢業生官力安談「臺史所（應該）都學得到」。 
12.25-12.26 張素玢教授至雲林、嘉義、臺南地區進行台灣西南沿海地層下陷實地考

察。 
12.26 「東亞海域史專題研究」課程至國立故宮博物院特展「無界之涯──從海出

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移地教學。 
12.31 陳佳宏副教授文章〈劇本與劇本之外——美麗島事件之構陷脈絡〉發表於

《國史館館刊》第 78 期。 
2024.01.05 研究生黃彥傑碩士論文口試，題目「日治時期臺灣銀行對中國廣東省借款

之研究」，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洪紹洋教授。 
01.15-31 專業實習（一）課程至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實習。 
01.29 研究生張佑豪獲「2023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獎助，論文題目「高雄酒吧街與地方社會」。 
01.24 康培德教授擔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第 33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講師 

，講題：「相爭牽手：荷蘭東印度公司轄下的跨國婚姻」。 
01.31 張素玢教授榮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