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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 

林金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維

中華民國100年2月27日，歲次辛卯孟春端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

長林金田率同仁謹以鮮花素果之儀致祭於本館   故委員王公世慶先

生之靈曰：

嗚呼王公。三槐家風。秉性淡泊。執禮謙沖。

志館始創。採訪親躬。徵文考獻。英氣如虹。

多聞博覽。貫徹始終。圖籍舊檔。整理有功。

修志纂述。著作懋豐。無慚史筆。學術專攻。

美邦負笈。識見益宏。文章道德。遠播西東。

執經受教。振瞶啟聾。亦師亦友。惠我同工。

研院敦聘。翰苑攸同。臺史山斗。德望崇隆。

方期頤養。仙駕匆匆。高山景行。感念五中。

魂兮來格。哀哉尚

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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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告別式公祭單位

單   位   名   稱      主    祭   人 

中央研究院 王汎森 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章英華 主任

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 副所長

國史館 何鳳嬌 纂修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林金田 館長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邱建發 副局長

日本臺灣史研究會 森田明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系 古偉瀛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賴澤涵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范燕秋 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陳翠蓮 所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系 林蘭芳 教授

長榮大學 臺灣研究所 鄭瑞明 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系 呂紹理 主任

日本中京大學 檜山幸夫 教授

臺灣風物雜誌社 張炎憲 總編輯

臺灣歷史學會 鄭欽仁 教授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黃天橫 先生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 許佩賢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王咸棋 教授

茱莉亞廣告傳播有限公司 莊麗華 創意總監

新北市樹林國小同學會 王維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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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告別式剪影

（一）家祭

圖3   王世慶先生妻舅、姨等
致祭。

         （簡育民攝）

圖1   王世慶先生哲嗣王孟
亮教授、康麗莉伉儷
祭拜。

         （劉澤民攝）

圖2   王世慶先生親家康耀鐺先
生致祭。

         （簡育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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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祭

圖4   王世慶先生晚輩親戚致
祭。

         （簡育民攝）

圖6   張炎憲教授介紹王世
慶先生生平。

        （劉澤民攝）

圖5   喪禮現場（前排右一
為王世慶先生夫人林
麗月女士）。

        （劉澤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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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國 史 館 臺 灣 文 獻 館 林
金田館長讀祭文。

         （劉澤民攝）

圖8    張炎憲教授代宣讀松
田吉郎教授追悼王世
慶先生文。

          （劉澤民攝）

圖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林
金田館長、歐素瑛副
館長、劉澤民主任秘
書等同仁致祭。

         （簡育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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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森田明教授致祭(中立
者)、旁坐者為中研院
王汎森副院長(右)、
張炎憲教授(左一)。
（簡育民攝） 

圖11   森田明教授專程從
日本來參加王世慶
先生的告別式。

          （陳昀秀攝） 

圖12   日 本 中 京 大 學 檜 山
幸 夫 教 授 、 東 山 京
子小姐致祭。

           （簡育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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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系
王 咸 棋 教 授 等 人 致
祭。

          （簡育民攝）

圖13   黃 天 橫 先 生 代 表 吳
三 連 臺 灣 史 料 基 金
會致祭 。

           （簡育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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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王世慶先生專題」序

林金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退休委員王世慶先生，於民國100年1

月16日病逝，金田於翌日接到周婉窈教授來電，館內與王委員熟識的同

仁，雖然知道他近年來健康狀況欠佳，聽到消息後均深感哀慟與不捨。

王委員已於本年2月27日舉行公祭，期間金田曾多次向其家屬表達慰問

之意，公祭當天親自率領歐副館長素瑛、劉主任秘書澤民等7人參加公

祭及處理相關事宜，在此也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周教授婉窈

的全力協助。

為紀念王世慶委員畢生奉獻於臺灣史研究，緬懷這位享譽學界的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輩，特於《臺灣文獻》第62卷第1期策劃此紀念專

題。2月14日本館舉辦《臺灣文獻》第62卷1期暨《別冊》第36號編輯

會議中決議：「『紀念王世慶先生』專題請加邀王孟亮教授、陳鴻圖教

授各撰一文。」專題內容如下：

一、宣讀祭文。公祭當天由臺灣風物雜誌社總編輯張炎憲教授介紹

王委員生平並代讀日本臺灣史研究會代表松田吉郎教授之追悼文，本館

也由金田本人宣讀祭文一篇，以表達對王委員的追思與懷念。

二、告別式剪影。因王委員平時樂於助人，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地

位，告別式當天頗多國內外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前來參與公祭，包括中央

研究院及相關研究所、公私學術機關團體，共計22個單位，還有遠從日

本來的學界友人，場面肅穆感人。

三、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同事、內政部退休鄭喜夫專門委員撰〈敬

悼王世慶先生〉一文，略述其認識王委員的經過，對王委員為人謙沖，

善於替人設想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民國84年4月，鄭委員奉調內政部專

門委員，因時間匆促，不克完成撰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纂修臺



灣省通志〉一章，頗感困擾，王委員似乎看出他的煩惱，主動表示自己

最怕寫書的〈序言〉，但對省通志纂修之過程甚為熟悉，提議不如兩人

互換題目來寫，雙方難題因而迎刃而解。

四、後輩學者臺灣大學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撰〈追念王世慶先生：

記前輩學者最後的身影和遺響〉一文，除描述王委員具有記憶力驚人、

治學謹嚴及誨人不倦的精神外，更因其絕不浪費公家資源的奉公守分精

神，獲日本學者河原功先生稱許為「人格者」，可說是一位人格高尚的

公務員楷模。周教授描述王委員晚年因眼睛兩次開刀；加上帕金森症病

痛，以致行動不甚方便，但只要身體尚可支持，仍盡量參與各項學術活

動，堪稱是學界長者和勇者的典範。

五、指導博士學位論文之學生，現任東華大學歷史系陳鴻圖教授

撰〈謙卑溫和、嚴謹細心的恩師—王世慶老師〉一文，分由撰寫碩士論

文開始私下向王委員請益、王委員擔任其在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評論

人、王委員擔任其博士論文之共同指導教授三方面，描述王委員如何悉

心指導、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誠如作者題目所稱：王委員確是一位「謙

卑溫和、嚴謹細心的恩師」。

六、王委員公子、中興大學獸醫系王孟亮教授撰〈家父、歷史與

我〉一文，首先補充在《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一書中曾提及卻極簡略

的同事或前輩的一些小故事。接著謙稱畢業自臺灣大學化學系、留美攻

讀博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於中興大學獸醫系，沒有繼承父親專研臺灣史研

究衣缽。但在40歲以後，漸對科學的歷史產生興趣，也在國際期刊發表

有關科學史的短文，由此可見王教授受到王委員的啟迪與薰陶，將興趣

投入於科學史的探討。

七、編輯組助理研究員李榮聰兄撰寫〈編後記〉，略記王世慶委員

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貢獻，附錄王委員在省文獻委員會的簡歷表及與

本館相關出版品之論著一覽表，以彰顯王委員之學術成就及與本館關係

之深密，藉以表達對臺灣文獻前輩的敬仰和懷念之意。

本紀念專題之策劃，一則紀念王世慶委員一生在臺灣文獻界的努力

與貢獻，誠如民國97年11月22日王委員榮獲本館第3屆「傑出臺灣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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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終生貢獻獎」時所發表之感言指出：「我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文獻

的工作、歷史的工作，所以後來我退休後也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作兼任

研究員，繼續服務。到了2、3年前，已經年紀不小、退化，所以現在就

已經不能夠再從事著作，但是重要的臺灣史的現象，我還是很留意的。

所以我謹祝臺灣文獻館能夠永續發展，帶領臺灣文獻的收集跟臺灣史的

研究與發展。這是我的一點感受，請大家指教。」王委員諄諄勉勵本館

的話，金田謹記在心，並時時提醒自己肩負責任之重大。《臺灣文獻》

季刊紀念專題能在短短3個月內完成，除了展現親友及後輩學者對王委

員之深切感念外，更證明王世慶委員堪為臺灣文獻界的典範，值得大家

共同景仰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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