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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續修臺北市志》全套發表 

前後任市長監修市志 相距三十年 

臺北市升格直轄市 50週年 市志回望發展與變遷  
  

 

歷經將近七年的編纂，完整記錄臺北市自民國 71年迄 100年，近三 

十年發展實況的《續修臺北市志》，今（7月 14日）日於臺北市長官邸藝

文沙龍表演廳舉行全套志書發表會。由擔任本次監修的現任臺北市長柯文

哲，與擔任上一次監修的前市長許水德，兩位監修時間相距 30年的市長，

以及文化局長鍾永豐、臺北市立文獻館館長詹素貞、總纂黃秀政教授及審

查委員李瑞騰教授透過聚焦儀式，一同宣告《續修臺北市志》正式發表。 

 

 

 

 

 

 

 

 

 

 

 

李瑞騰教授(左 1)、黃秀政總纂(左 2)、前市長許水德(左 3)、柯文哲 

市長(右 3)、文化局鍾永豐局長(右 2)、文獻館詹素貞館長(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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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71年迄今，臺北市之於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項發展

變遷極為快速，所以一部完整記錄臺北市近三十年發展實況的《續修臺北

市志》，確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續修臺北市志》全套志書，除《卷首》、

《卷尾》及卷一《大事紀》外，共有八志(志各一卷)，合計 11卷 33篇。 

 

  柯文哲市長發表對《續修臺北市志》的感想，他覺得市志中的內容

與他在臺北的生活經驗一致，他提到，續修臺北市志中敘述的重大建設，

如捷運是從民國 77年開始，鐵路地下化則是在民國 78年展開。政治上，

也提到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是在民國 75年成立，民國 83年則

是第一次直轄市長民選。生活上，也有許多大家的共同記憶，包括第一

家 7-11超商在長安東路開張，第一家麥當勞在民國 73年出現在臺北，

第一家誠品書店則在民國 78年現身臺北。政策上，也包括垃圾不落地、

隨地徵收等等。續修臺北市志亦包括這幾年的大型運動，例如聽障奧運、

花博。他表示，續修臺北市志緬懷過去也展望未來，歷史是一路累積的，

只能承擔，不能切割，若大家都用這種態度面對過去的歷史，在走向共

同未來的道路會更加順利。 

 

 

 

 

 

 

 

 

 

前市長許水德(左 1)、柯文哲市長(右 1)一起揭開《續修臺北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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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上一次監修的前市長許水德憶起自己在市長官邸曾住了 3年，在

他擔任市長任內，捷運局開始成立、焚化爐成立、街頭運動興起、開放黨

政改選等許多社會與文化政策相繼興起，他肯定續修臺北市志完整蒐錄漫

長歲月以來城市發展的重要軌跡，無疑是臺北城市發展的重要見證。 

  擔任總纂的前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黃秀政教授表示，續修臺北市志每

一志的計劃主持人皆擔任大學系所主任且修過地方志，學有專精，也聘請

各領域的學者與專家擔任審查委員，同時為反映當代，也增加科技園區篇，

捷運篇，婦女與族群篇，採用公開閱覽廣納民眾的意見，以更客觀、專業、

慎重的態度來編纂市志。 

 

 

 

 

 

 

 

 

  

 

    

 

《續修臺北市志》各志計畫主持人  

   

    志書的完成，除了學有專精的纂修團隊，更需要嚴謹的審查團隊進行

把關，代表審查委員致詞的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瑞騰教授表示，續修臺

北市志是一項艱鉅的工程，它跨越各個領域，可謂學術界的總動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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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包括各領域的學者專家以及市政府的官員，就是希望能充份發揮審查

委員的功能，從各個層面來檢視志書內容，使志書更加完整。 

 

 

 

 

 

 

 

 

 

  

 

 

《續修臺北市志》各志計畫審查委員 

 

臺北市為中華民國的首都，自民國 56年 7月升格為直轄市以來，這

半個世紀以來，已成熟發展成為人文薈萃、工商發達之國際大都市，細數

迄今也正好升格直轄市邁入 50週年。臺北市近三十年的發展是有目共睹

的，變的更有活力、更有創意、也更有國際化。細數從城市的交通建設、

都市更新、衛生醫療、社會福利、教育文化、行政效率，在這三十年內皆

有大幅的提升，也讓市民感受城市進步帶來的便利與幸福。 

關於臺北志書的問世，早先於民國 41年即有著手臺北市志的纂修，

更於民國 46年起，先後編印《臺北市志稿》、《臺北市志》等志書；但因

篇目不足，斷代又未能統一，以致未臻完善。 

直至民國 75年起，由當年時任臺北市長的許水德先生擔任監修，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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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文化大學史學專家曾迺碩教授為總纂，於民國 80年完成沿革志、自然

志、政制志、社會志、財政志、經濟志、教育志、文化志、人物志，連同

卷首、卷尾，合計 11卷 49冊的《重修臺北市志》，其斷代上起史前，下

迄民國 70年底為止。 

文獻館於今年 6月完成全套《續修臺北市志》，主要以民國 71年 1月

為上限，下迄民國 100年 12月底。包括八志 30篇，加上「大事紀」、「卷

首」、「卷尾」，共計 33篇，總字數逾 1,033萬字。民國 103年 12月 8日

發表「土地志」( 3篇)、「教育志」(3篇)與「人物志」(2篇)；另民國

104年 12月出版「大事紀」、「政事志」(5篇)、「經濟志」(4篇)、「交通

志」(4篇)、「社會志」(4篇)；106年「文化志」(5篇)相繼完成付印，

連同「卷首」與「卷尾」同時出版，並於 7月 14日假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表演廳舉辦全部《續修臺北市志》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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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獻館館長詹素貞表示，特別敦聘國內前中興大學文學院院

長、方志纂修經驗豐富的黃秀政教授為總纂，並委託專業團隊編纂《續修

臺北市志》，透過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纂修，期能透過全套《續修臺北市志》

的發表與出版，完整保存並忠實記錄臺北市近三十年來的發展與變遷，纂

修市志的態度極為慎重，規劃相當周詳，耗時費力但相當值得。 

《續修臺北市志》除了有精裝、平裝版本的實體書出版，此外還特別

規劃有網路電子書版本，臺北市立文獻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開闢了

線上點閱電子書的合作，在文獻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之網站首頁提供民眾

免費閱覽。 

詹素貞館長表示，本次志書出版的最大特色是同時發行光碟，便於地

方志書內容的檢索與利用，有助於地方志書的傳遞與流通。除了發行單篇

之光碟外，並於志書發表會時推出將 33篇志書集合於 1片之光碟，編纂

工程嚴謹浩大的《續修臺北市志》全套志書，終於完整付印及發表，同時

廣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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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修臺北市志》全套 33篇志書集合於 1片 

  之光碟 

 

《續修臺北市志》透過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編纂，帶您一覽臺北市最近

三十年的發展與改變，除可至文獻館「文獻資料室」查閱本志書，如欲購

買，本志書在五南文化廣場、國家書店松江門市、南天書局等各政府出版

品展售處及文獻館均有販售。洽詢電話 02-2311-5355。 

 

 

 

 

 

 

 

新聞聯絡人~ 

臺北市立文獻館  

組長 陳昭秀  0910-222638 / mail：cc-016@mail.taipei.gov.tw 

編纂 呂明慧  0978-663697 / mail：cc-628@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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