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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王世慶先生

鄭喜夫

內政部專門委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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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元月，新北市籍的臺灣文獻前輩王世慶先生，以84的高

齡與世長辭。相信許多的同行，對這一位卓然有成、懇摯謙和的可敬的

學者，必然永銘心版，追思無盡。筆者何其有幸，能成為王先生在「文

獻大學」1的學弟，前後與王先生共事約10年之久，受到其無私的照顧

和指教不少，衷心感激。

筆者在中學階段即酷嗜鄉土文獻，尤其對於方志、譜牒，及碑碣、

匾額文字，更是百般蒐羅，一讀為快。很幸運地，以此因緣，竟得親

炙很多臺灣文獻的前輩先生。近50年，這些前輩塵緣圓滿歸道山的，

至少有下列27位：顏興先生（1903—1961）、林條均先生（1907—

1963）、石暘睢先生（1898—1964）、吳新榮先生（1907—1967）、

陳漢光先生（1921—1973）、莊松林先生（1910—1974）、韓石爐先

生（1903—1974）、許丙丁先生（1900—1977）、方豪先生（1910—

1980）、廖漢臣先生（1912—1980）、王詩琅先生（1913—1984）、

賴建銘先生（1915—1986）、江家錦先生（1897—1992）、林勇先生

（1904—1992）、盧嘉興先生（1918—1992）、黃典權先生（1927—

1992）、林崇智先生（1897—1996）、毛一波先生（1901—1996）、

林衡道先生（1915—1997）、連景初先生（1918—1998）、黃得時

先生（1909—1999）、盛清沂先生（1913—1999）、楊雲萍先生

（1906—2000）、謝浩先生（1925—2004）、梁華璜先生（1934—

2006）、王國璠先生（1917—2009），以及陳仁德先生（1908—

？）。此次，本刊將出王世慶先生逝世紀念專輯，筆者亦為徵稿所及，

不敢以不學無文辭，謹憶述數事，藉表敬悼之意。

我第一次見到王先生，是在民國56年前後，因陳漢光先生的轉介，

獲得主編方豪先生的同意，參加國防研究院與中華學術院地方自治研究

所、臺灣研究所合作的《臺灣叢書》第一輯《臺灣方志彙編》的校訂工

作，當時王先生負責第12冊《新竹縣采訪冊》與《新竹縣志初稿》的校

訂，我則負責第四冊謝金鑾纂《續修臺灣縣志》的校訂。在該計畫的一

1　�「王世慶先生修養很好，私下說在文獻會工作是讀『文獻大學』。」見謝嘉梁、林金田訪
問，劉澤民記錄：《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記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
99年6月初版），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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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聚會上，我初次與王先生見面。以後，看到王先生的場合就漸多，也

稍有請益的機會。

王先生在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共退休三次，能夠在同一機關（構）

退休三次，有人稱為「三進三出」（他第一次是進入臺灣省通志館，通

志館改組為文獻委員會時續任），其例殊不多見，可以看出文獻委員會

多麼需要王先生。民國72年，王先生回文獻委員會任職前，找會中程大

學先生和我擔任他的保證人，我當然至感榮幸的快諾。

民國77年12月，王先生第二次退休。知道王先生申辦退休，我曾

盼望文獻委員會能安排時間，請王先生向會內同仁講述：一、地方志書

纂修工作之經驗與心得；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內容、分類及

利用；三、其他文獻採集、整理、研究等相關工作之經驗與心得。可惜

終究未實現，使全會同仁失去一個向王先生學習其寶貴工作經驗及研究

心得的大好機會。

民國80年8月，王先生第二次重回文獻委員會。84年4月，我奉調

轉往內政部民政司任職。在此之前，會中著手纂修會志，我被分配擔

任第二章〈纂修臺灣省通志〉，是分量不輕的一章，而王先生擔任〈前

言〉，可說是最簡單、最輕鬆的。當時，我轉換工作在即，新職是我完

全陌生的領域，我敁敠很難順利如期交稿，又不願在離職之際留下這一

不好的記憶，正不知如何是好之時，承蒙王先生主動替我排解。以王先

生豐富的公務生涯經驗，他一定是看出我的困境，竟很客氣地表示：他

最怕寫〈前言〉，希望無論如何請我將擔任的〈纂修臺灣省通志〉這一

章與他的〈前言〉調換，以免他出醜。其心意之真誠懇切，言詞之婉

約動人，不僅解決我的難題，也讓我上了一堂做人處事的課程。斯時情

景，至今歷歷如在眼前。

前幾年，有回王先生和我都參加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一項學術研討

會，王先生要提前回家，那時他行動已需人攙扶，我送他回到其新生南

路的住處，他邀我上4樓去坐了一會。這大概是最後一次見到王先生？

猶記得方豪先生40多年前，在〈敬悼石暘睢先生〉一文的末尾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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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寧耆老，雖逐漸凋謝，然存者尚多，胥足為諸君楷

模。今日青年，侈言「交棒」，今石先生已「交棒」矣。試

問「接棒」者何人？2

當時還是「青年」的我，讀了深受感動。彈指之間，已經數十年，

如今臺灣研究已成顯學，年輕而優秀的研究者大有人在，在敬悼王先生

之時，忽然想起方先生這段話，特為錄出，共相勉勵；也讓我們一起虔

敬祝禱王先生的冥福！

王世慶先生（第二排著藏青色西裝）參加民國87年6月1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共同主辦「臺灣史研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討會」，於會中發
言（地點：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文獻史料館3樓第1會議室）。3

2　�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92年2月），頁
117。方先生文原載《南瀛文獻》第十卷合刊。

3　�民國87年6月1日，為慶祝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50週年，並對光復數十年來各界於臺灣史
研究之史料整理、應用及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前瞻，以使關心此議題之學界及社會大眾能有
整體認識，並提供相關資料給關心臺灣史研究動向之人士，特舉辦本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會後未出版專輯，檢列發表人及篇名如後，以存文獻：鄧憲卿：〈光復後省志編纂
之回顧與前瞻〉、郭嘉雄：〈日據50年統治方針之演進概要—以殖民地法制為主軸〉、王
學新：〈總督府檔案內原住民史料之介紹〉、施添福：〈清代鹿港地區聚落的血緣結構—以
家族史料的建立為例〉、陳秋坤：〈地契文書的整理與研究〉、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以霧峰林家的研究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