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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本
會出版品依其內容、型制，大致可分為《臺北

文獻》、史實專書及歷史紀錄片三種。《臺北

文獻》為本會定期刊物，其前身《臺北文物》於民國

41年12月發行創刊號，民國51年6月更名為《臺北文

獻》，民國56年7月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臺北文

獻》更名為《臺北文獻》（直字），並發行至今。該

刊物為保存及研究臺北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為保存本市的歷史記憶及文獻史料，出版主題專

書一直是本會持續推動的業務，近10年來出版的專

書，除仍保有歷史專業度，更希望透過多元題材及提

高編輯品質等，以提昇本會出版品的質感與普及性。

另，動態影像已成為紀錄城市軌跡的重要方式，歷史

紀錄片的拍攝已成為本會下一階段的重點工作。

一、《臺北文獻》季刊

   本會成立於民國41年6月，同年年底開始發行

《臺北文物》，可說是和本會同步成長的常青文史

刊物，也是研究臺北發展及早期史料的「重量級」

文史資料寶庫。

   《臺北文物》定位在於非純粹的學術性雜誌與非

通俗性的刊物之間，換言之，《臺北文物》發行，務

期達成雅俗共賞的目標。即使後來刊物名稱變更為

《臺北文獻》，仍保存這樣的風格。《臺北文物》於

民國41年12月1日發行創刊號起，至民國50年9月1日

停刊為止，共出版3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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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文物》季刊第4卷以前，各期

刊多以專題方式發行，如備受文史界推

崇的「艋舺專號」、「大龍峒特輯」、

「大稻埕專號」、「北部新文學新劇運

動專號」、「美術運動專號」、「人物

特輯」、「臺北市詩社專號」、「音樂

舞蹈運動專號」等，最為文史界參用，

成了研究早期臺北市的必讀文章。

   其中《臺北文物》第3卷3期，當年遭

到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的查禁沒收，理由是

內容被指稱有違反當時國策之處，「應一

律查禁沒收，立即銷毀。」，致使該期出

版而未發行，本會也幾無存書，成了罕見

書，十分珍貴，其內容現在仍是研究臺灣

新文學發展的重要史料。

   《臺北文獻》自民國51年6月30日

起發行第1期起，至民國55年12月31日

止，共刊行11次。《臺北文獻》（直

字）則是配合臺北市改制，自民國57年

7月31日起開始發行「直」字第1期，維

持每年發行4期，這份期刊至民國101年

底已發行至第182期，誠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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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民國92年

(一)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邱榮裕總編輯）

本紀念專輯目的在記錄本會自民國41年成立，迄民國91

年，共50年的歷史沿革與現狀，呈現本會自創會以來的

發展歷程，並彰顯其在文獻業務方面的貢獻與特色。

(二)貴德街史（池宗憲編著）

本書以田野調查法對貴德街進行體驗與觀察、分析與描

述，充分展現貴德街的多元構面，以及人與空間的真實

對話，使本書不單是陳年往事的模糊街景，而是能喚醒

居民意識的凝聚與社區文化氛圍的重塑。

(三)大臺北古契字二集（高賢治編著）

本書委託高賢治先生整理彙編有關大臺北地區的古契字

文書，並擴及範圍至各大公司機構，及民間私人收藏，

期以補正諸多史實，讓市民找尋並瞭解先民拓殖臺北這

塊土地的艱辛。



167

民國93年

(一)臺灣旅館史：1860-1945（葉龍彥著）

漢人拓殖臺灣成為農業社會後，

客棧就成為漢人商旅的住宿店。旅

館也是旅行途中的休息站，旅館業的

興起是在西洋工業革命之後，日本明治

維新的歐化運動也將旅館輸入臺灣，以建

造日式旅館(兼營料理)為多，直到二十世紀

三○年代，臺灣城市經濟繁榮起來，日人積

極發展觀光事業，並革命性地將旅館事業列為

交通運輸業的一環。

(二)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中國（林慶彰主編）

本書收錄日據時期到中國活動的臺灣知識分

子，包括連橫、許地山、江文也、張我軍、

洪炎秋、張深切、丘念台、劉吶鷗、鍾理和

等九人，探討他們在面臨異族殖民統治下，

如何面對個人身分認同問題，又對兩岸文化

交流是否有所助益等。本書希望提供各界

參考利用，並吸引學界對此論題有更多的關

注。

(三)臺北文獻期刊總索引

本書收錄本會《臺北文物》、《臺北文獻》、

《臺北文獻》直字等季刊各篇名，又旁及《臺北

市志稿》、《臺北市志》等各篇志稿，依目錄、

篇名、作者等分類方式製作索引，俾利各界查考

與追尋，成為研究臺北之最佳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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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

(一)大臺北古契字三集（高賢治編著）

(二)臺灣光復60週年紀念專刊（王昭華、彭揚凱圖文編撰）

本書是將本會舉辦一系列「臺灣光復60週年紀念活動」

集結專刊，內容對應著活動的目標與呈現面向，是以殖

民時期現代化的真相、光復的歷史記憶、光復未央歌、

論壇四大項，反思殖民的歷史與臺灣光復的意義。

(三)族譜家譜尋根源：創意家譜比賽作品選輯

蒐錄94年創意族譜的相關優勝作品，以及頒獎典禮照片

等，呈現本次活動的精采盛況。

民國95年

(一)航向世界的臺北：探尋

華人的海洋文化論文集

本書為收錄第二屆臺北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

文集，從貿易與航運、

產業與生活、移民與多

元社會、海洋與文化風

格、移民與宗教信仰五

個面向切入，由各專家

學者為文論著，為臺北

重建海洋淵源，也為臺

北開展更具全球意識的

視野。

(二)蔣渭水留真集：在最不可能的時刻（蔣朝根編著）

適逢蔣渭水先生逝世75週年，本會舉辦相關活動並邀請

蔣朝根先生依熱血男兒、文化頭、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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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者、臺

灣人之救世逝

世及歷次紀念

會活動等議題，

輯錄二百餘幅照

片及文獻圖檔，佐

附相關故事或背景說

明，藉此還原歷史真

貌，紀念蔣渭水先生民

族正氣之精神。

(三)創意家譜設計比賽作品選輯

蒐錄95年創意族譜的相關優勝作品，以及頒獎典禮照片

等，呈現本次活動的精采盛況。

民國96年

(一)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類接觸：海運的立體新世界 

（黃信彰著）

回顧百年前，國際間海運工業熱烈展開，使得19世紀末

期的臺灣有如古老中國在東南沿海的一扇明窗，本書藉

由二百餘件珍貴文物，描述海運文明如何為臺灣寫下許

多鮮為人知的歷史。

(二)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黃信彰著）

本書蒐錄20世紀後，臺灣的空運工業之發展概況，如首

位飛行員謝文達的臺灣首航，以及全臺募款購買飛機之

舉，藉由書內兩百餘件文獻圖照，真實記錄空運文化過

往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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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臺北古契字四集（高賢治編著）

本書委託高賢治先生整理彙編有關大臺北地區的古契字

文書，並擴及範圍至各大公司機構，及民間私人收藏，

期以補正諸多史實，讓市民找尋並瞭解先民拓殖臺北這

塊土地的艱辛。

(四)尋譜溯源：創意族譜大賽優勝作品選輯

蒐錄96年創意族譜的相關優勝作品，以及頒獎典禮照片

等，呈現本次活動的精采盛況。

民國97年

(一)清代臺北交通：穿山越洋貫東西（高傳棋編著）

本書藉由一系列具深度的舊照片、古地圖、文物史料等

物件，鋪陳出「從移民到住民、生活的交通、海關與開

港、清末現代化、歷史大事紀」等五大主軸，呈現出臺

北這三百年來，前人如何篳路藍縷，去穿山越洋貫東

西，進而引領臺北市走向世界舞台的交通史。

(二)第三屆臺北學系列活動成果手冊

本書為第三屆臺北學系列活動之成果專輯，本次活動以

淡水河與水為主題，結合系列對談講座與采風活動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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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藉以推動臺北學的探討與多元觀點，使

市民更能真實瞭解臺北城市內涵與價值。

(三)西門紅樓百年故事書（邱莉慧主編）

本書以西門紅樓建築為據，輔以周遭地域變化作

徑，匯集西門腹地八角堂、十字樓、第一、第二、

第三賣店建築的興起與崩落，尋訪各時期西門紅樓

住民傳述的生活故事，鋪寫出西門紅樓傳唱不息的

流金歲月。

(四)尋譜溯源：創意族譜大賽優勝作品選輯

蒐錄97年創意族譜的相關優勝作品，以及頒獎典禮

照片等，呈現本次活動的精采盛況。

民國98年

(一)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黃信彰著）

為紀念李臨秋先生百年誕辰，本會辦理系列相關活

動，以緬懷這位為臺灣留下豐富庶民文化的臺語流

行歌曲作詞家。書中蒐錄李臨秋先生生前手稿、文

獻與絕版曲盤等，完整輯錄李臨秋先生生平傳略與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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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近代都市之建構（上、下）（黃武達編撰）

適值臺北設市90週年前夕，本會邀請黃武達教授，以其專

業角度，論述臺北市在日據時期，當時都市計畫之相關法

制及都市演化的歷程，藉以紀念臺北都市發展的軌跡。

(三)創意族譜設計比賽優勝作品選輯

民國99年

(一)臺灣先賢丹青書畫展圖錄（莊芳榮主編）

本會將所藏部份書畫，配合中華文物保護協會會員收藏品，藉由特展展出清朝

至日據時期臺灣書畫名家之作品，期藉此專書的刊行，喚起更多有識之士對於

這塊領域的覺醒。

(二)印記：臺北(大佳臘)風雲三百年《陳賴章墾號特展》紀實

本書為本會在萬華剝皮寮街區展出的《陳賴章墾號特展》之展覽成果，透過地

理角度從淡水河畔的艋舺、大稻埕的鄉村小邑，轉變為現今隨處可見的文明社

會，在此期間各種人事物都可見其豐富的人文色彩。

(三)臺北市設市90週年專刊

本書為紀念1920年臺北設市後，至2010年共迄90年之光輝歷史，經由百餘件的

展覽文物，讓市民瞭解讚嘆臺北庶民生活的豐富性，並將展覽成果集結成書，

以茲傳世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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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屆臺北學成果專輯

本書為第四屆臺北學系列活動的成果專輯，本次活動以創意城市為

主題，透過各領域創意菁英的創意對談，及創意徵集活動、近代當

代創意人物之徵選，彰顯臺北邁向創意城市的企圖與努力。

民國100年

(一)剝開族譜尋寶趣：99年創意族譜優勝作品暨傳統

族譜聯展成果專輯

蒐錄99年創意族譜的相關優勝作品，另為讓更多人認

識家族與姓氏的源流故事，本書匯集生動有趣的族譜展

覽與遊戲，呈現本活動的盛況。

(二)時代光影：臺北定格 今昔百景專輯

以本會典藏之老照片，選擇100處重要史蹟景點，採新、舊對映方

式，呈現百年來臺北市都市景觀變遷，為民國百年留下影像紀錄。

(三)走過寶藏巖：口述歷史

本書旨在透過公部門主事者、專家學者、原住戶以及藝文人士等人

物專訪，並蒐集寶藏巖相關今昔照片，呈現寶藏巖多元族群的庶民

生活，並探訪出寶藏巖共生聚落的保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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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紹杰：二十世紀臺灣書印典範（陳宏勉編著）

曾紹杰先生為二十世紀著名的金石篆刻及書學大家，

本書將其印拓、手稿、描摹稿件等文獻資料編輯而

成，以紀念其一生書法篆刻的創作和推展歷程。

(五)台灣歌謠：我聽我唱我寫

（莊永明編著）

本專書係委託臺灣歌謠史

專家莊永明先生撰寫，內

容係描述日據以來臺灣流

行歌曲的發展，歌曲內

容、詞曲創作者及歌手之

介紹，歌曲創作時代背景

之說明等。 

民國101年

(一)百號齊鳴：臺北老商號的故事

本書為「百號齊鳴：臺北老商號的故事」特展專書，

在書中可尋訪早期從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製香、糊

紙、製餅、婚嫁用品製作等商號之足跡，也能找到日

據時期檜木桶、蒸籠、手工折合刀等充滿東洋風情的

工藝傳承，更可體驗光復後由中國大陸居民帶來的旗

袍、刺繡鞋，與各省美食的精髓，這些豐富多元的文

化型態與濃厚人文氣息，呈現臺北獨特的迷人魅力。

(二)族譜尋奇創意遊：100年創意族譜優勝作品暨百家姓

聯展成果專輯

本書蒐錄100年本會舉辦之創意族譜優勝作品暨百家

姓聯展，藉由參賽學生的現代創意，及多元的表現手

法，將具有歷史意義的族譜，以耳目一新的面貌呈現

在大家眼前，以傳承臺灣的文化歷史。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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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米其林

本書搜羅有關「米」文化之文史資

料，走訪臺北市各地機關與店家，

進行米食文化的文字與平面影像記

錄，並將圖文整合，為臺北市的

「米」歷史及米食文化留下初步探

究與記錄的文獻資料。

(四)第五屆臺北學成果專輯

本書為第五屆臺北學系列活動的成

果專輯，本次活動以「設計」為主

題概念，透過辦理10場設計創意

對談，及舉辦臺北史蹟及設計工作

坊，以結合新舊融合的觀點，帶出

臺北市的地方文化特色。

(五)觀見紀錄‧臺北第一

本書記錄60個「臺北第一」的故

事，並透過篇頭「臺北竹枝詞」的

引導，尋覓臺北這座城市生活文化

的推進過程，追溯重要社區、商

圈、生活圈、產業、宗教、建築、

人文、交通、藝術、教育等各個領

域的來龍去脈。

(六)「臺北市傳統地方家族之調查」委

託研究案

透過本研究案廣泛而系統性的調

查，計普查出臺北市有101個傳統

家族，並以GI S (地理資訊系統)

描繪其分布情形，並深入探討大

稻埕李春生家族和艋舺吳昌才家

族，由此得以全面瞭解臺北市傳

統地方家族之發展，俾利後續相

關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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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紀錄片

(一)台北˙蛻變（民國96年出版）

為慶祝臺北市升格院轄市40週年，本會

特別邀請歷任市長及臺北市民共同訴說

對臺北市的記憶與期望，並以影像回溯

該建設或景觀於不同時期的樣貌，以呈

現臺北市40年來的成長與進步。

(二)台北銀座百年記憶：莊永明微型蒐

藏展口述紀錄影片（民國100年出

版）

本片藉由文史專家莊永明老師談述

其豐富的個人蒐藏，訴說昔日熱鬧

的地段榮町(今衡陽路一帶)，昔稱

「台北銀座」，當時生活景況與相

關動人的故事。

(三)關鍵年代的風雲史詩：士林官邸歷史

紀錄片（民國100年出版）

本片透過諸多專家學者，以及曾在官

邸服務的相關人員訪談，呈現當年先

總統蔣中正與其夫人蔣宋美齡在官邸

的生活點滴與官邸之建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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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技藝‧記憶臺北（民國100年出版）

本片係記錄老明玉香舖、林三益筆莊、日星鑄字行、明星咖

啡屋、東方出版社等11家老商號之沿革發展、手工技藝等，

透過影像記錄這些老店以文創巧思，將思古懷舊之情重新塑

造為新的時代風味之努力與成果。

(五)述說臺北─歷屆臺北市長、議長口述歷史紀錄片（預計民國

102年8月出版）

本片共計訪談8位歷任市長及議長，市長係述說任內的施政

理念及市政成績，議長則暢談任內的府會互動，影片中並搭

配當年的市政影片及照片等，更顯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