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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後記

：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

李榮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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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平事略

王世慶先生，1928（昭和3）年出生於板橋下溪洲。1934（昭和

9）年入沙崙公學校，1941（昭和16）年入州立桃園農校，1945（昭和

20）年3月10日入府立臺北師範學校本科。1臺北師範學校於1943（昭

和18年）升格為專門學校時，即改設本科及預科。1946年4月17日，國

民政府接收後，因中、日學制不同，使得當時二、三年級學生被迫畢

業，因此他所拿到的學歷僅是高級師範學校畢業，而不是師範專科畢

業。

師範學校畢業後，王先生先後執教於沙崙國民學校（1946年3

月–1948年2月）及臺北縣山佳國校執教（1948年3月–1949年3

月）。期間，職位雖由教員升到教導主任，但薪水並沒有相對增加。當

時公教人員的待遇並不優渥，薪俸經常拖欠3、4個月才發放，領到薪

水的喜悅往往隨著通貨膨脹、貶值而失望。這種情形對家境不甚寬裕的

王先生而言，確屬為難。所幸此時透過任職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的同學

賴翔雲之介紹，並承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之厚愛，

獲遴聘為採訪員。（圖：1、圖：2）採訪員的工作主要是到各處做田

野調查，替委員們搜集資料，當時採訪員之程度普遍不錯，其中包括林

衡立及詩人賴子清等。而此一職業之轉變，除了解決王先生家計困窘的

問題，也使他日後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與臺灣史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許雪姬，P.106）

1　�訪問：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紀錄：丘慧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1
《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民國92年2月，P.60、附錄四P.261。以下引述同書時，僅標示頁
碼，不再一一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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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曾創下「三進三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紀錄。第一

次即前述1949年2月進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擔任採訪員。至1972年

10月申請退休，以編纂職位離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年2月18日應

省文獻委員委員會主委江慶林之邀，再度進入省文獻會重修通志，修

完《土地志•轄境篇》及《政治志•建置沿革篇》後，至1988年12月

底，以編纂職位第二次離開省文獻會；期間約莫5年10個月。1991年6

月，簡榮聰主委以委員一職延聘，先生三度進入省文獻會。期間約莫1

年10個月。（許雪姬，P.261–262）王先生三進省文獻會服務年資，

合計約31年2個月。其間總共參與四次纂修省通志。（許雪姬，P.165–

166）

王先生自1949年2月進入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擔任採訪員，歷

任組員、編纂、整理組長，迄第三次以委員一職聘任，至65歲屆齡退

休，可說大半生都在省文獻會服務。王先生表示：「第三度離開省文獻

會時，因我已是退休人員再進入省文獻會工作，所以因年齡屆滿65歲而

圖1    王世慶先生擔任臺灣省通志館採訪
員之「任免及核薪請示單」，准予
核支160元。（資料來源：省級機關
檔案，典藏號00405807003001）

圖2   臺灣省政府聘請王世慶先生為臺灣省
通 志 館 顧 問 委 員 會 採 訪 員 聘 函 稿 。
（資料來源：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58070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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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寫『免職』，而非退休。」（許雪

姬，P.166）王先生「『免職』而非

退休」一語，帶有若干困惑與無奈。

據查臺灣省政府發給王世慶委員退休

人事令，「異動類別」欄記載：「屆

齡免職」。「說明：王員係民國17年

5月11日出生，為退休再任人員，80

年8月6日第二次再任，至82年5月屆

滿65歲，依法應予屆齡免職，其生效

日期為82年6月1日。」2（圖3）另據

一件民國82年3月2日臺灣省政府針對

「屆齡免職」人員可否支領該年「年

終工作獎金」的答覆函，略云：「公

務人員年滿65歲，因服務未滿5年，

至不合辦理退休，而依規定辦理屆齡免職，以其既非辭職，亦非受處分

免職，同意其按81年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1個月所支待遇標準

計算發給81年年終工作獎金，請查照。」3可知當時王委員收到省政府

發給他的退休令，因他「既非辭職，亦非受處分免職」，又「因服務未

滿5年」，乃依據人事法規公文用語載為「依法應予屆齡免職」。只是

當事人收到公文後，自覺大半生奉獻公職，屆齡退休時，人事令卻寫著

「屆齡免職」。對「免職」一詞不禁充滿困惑與無限遺憾。限於當時法

規，實屬無可奈何之事。

王先生一生無論在公職，或學術研究機構，可謂盡心投入臺灣文

獻史料的採訪、蒐集、整理、運用與撰述。初進省文獻會，一待就是

20餘年，除了因個人志趣所在，加以勤奮博學強記，因而成就了他在

臺灣史研究上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誠如翁佳音所云，王先生「也

2　〈臺灣省政府令〉中華民國82年5月19日（82）府人二字第45204號。
3　�〈臺灣省政府函〉中華民國82年3月2日（82）府人四字第20713號，《臺灣省政府公報》
82年春字第50期，P.6。

圖3    臺灣省政府發給王世慶先生「屆
齡免職」人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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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老一代的照顧與調教，成為戰後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4王先生

在其著作《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自序〉末段中特別提到：「我有機會

參與纂修臺灣省志及研究臺灣史，深受長官前輩之指導、教誨、愛護、

提拔，如黃純青先生、林熊祥先生、…簡榮聰先生、中村孝志教授，及

親友Professors Arthur P. Wolf，Ramon H. Myers，William M. Speidel，…

王崧興教授等之指導、提拔，藉此拙作結集出版之際，謹表示由衷之感

謝。」接著又列出十餘位前輩、知友、同事、學者名字，5總計列出30

餘名致謝名單。可見王先生一生為人謙恭好學而不居功，反而將自己的

學術成就歸功於長官、學界、親友等的提拔與協助，真是一位謙謙君

子。

有關王先生的學術成就與貢獻，既廣為各界所推崇，以下僅就其與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的淵源略作介紹。

貳、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及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一、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之成立

1969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中原文化與臺灣」特展，引起社

會各界熱烈迴響。1970年6月，在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王國璠先生的奔走

倡導下，獲得臺灣省立博物館長劉衍先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炳楠之支持，乃由青年救國團、臺北市文獻會、臺灣省文獻會合力創

設「臺灣史講習營」。此後救國團每年寒暑假舉辦此講習營，負責分配

大專院校歷史系學生參加，研習課程、講座及一般研習行政作業，則分

別由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負責。

1973年暑假，決定分為兩個梯次，第一梯次為大專院校的在學同

學，第二梯次是臺灣省、臺北市國民中學的老師。因為老師們的參與，

4　�同註1引書，〔附錄二〕翁佳音採訪•撰稿，〈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
P.241。

5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3年8月初版，〈自
序〉i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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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團總團部將「臺灣史講習會」更名「臺灣史蹟研究會」。6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負責大專學生部分。

1973年秋，救國團總部同意「冬季假北區臺灣史蹟研究會」，即

臺北市文獻會從此可以自辦「北區臺灣史蹟研究會」。從本屆起，參加

研究會的人員一律稱為「研究員」，結訓後稱為「會友」，並於每年10

月25日臺灣光復節舉辦「會友年會」，並由臺灣省、臺北市輪流值東。

1979年高雄市升格為院轄市後，也加入輪值。1976年7月，「北」、

「中」兩文獻會同步舉辦史研會，參加者則區分為臺北市教師組、臺灣

省大專學生組兩個研習營。

二、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座（1976年至1979年）

本館典藏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編印之講義〈臺灣史料的收藏與整

理〉（30頁）一種，作者不詳。（圖

4）據該文前附「著者謹識」提及該講

義原為作者應邀出席1972年9月24日至

29日，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召開之「中

國歷史會議：有關臺灣省」會議而撰

寫，據於會中提出報告，後因作者無法

出席，遂於9月25日由該會秘書代為宣

讀發表。7�

另據本館人事室之王世慶先生自填

「公務員履歷表」第13欄之記載，「服

務機關：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職稱：

講座；擔任工作：臺灣史；到卸職年月

日：1976.8～1979.8；首長：楊寶發、

6　�王國璠，〈二、沿革—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與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收於《臺灣史蹟研究會
創辦20週年與臺灣史蹟研究中心設立15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市，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
中心，民國79年11月，P.10。

7　�王世慶，〈臺灣史料的收藏與整理〉，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編印《67年冬令青年自強活動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義》。〈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將其列為專書類，而註明出版日期
「65至69」，所指似為史研會講義彙編之一篇。有關王先生參加該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情
形，參見註1，許雪姬一書，P.201及同書〔附錄二〕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
慶先生〉「（四）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P.245。

圖4    臺 灣 史 蹟 源 流 研 究 會 編 印
《六十七年冬令青年自強活動
臺 灣 史 蹟 源 流 研 究 會 講 義 》
〈臺灣史料的收藏與整理〉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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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元」。證明王先生曾任臺北市文獻會史研會教師組講座之一，故其

論文列入該會編印講義之一。由此可知，該文作者為王世慶先生，因為

該次會議論文集一直未能出版，王先生乃於1975年稍作修改後發表，

列入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義之一。則知此篇應即〈王世慶先生著作目

錄〉（二）專書類編號16所列同名論著。

三、臺灣史蹟研究中心之設立

1975年8月，王國璠認為「臺灣史研究會舉辦以來，似已獲得有關

單位的許可與贊助。但對廣大的社會群還停滯在難邀眄睞的局面。因此

想到此時此地，若能創設一座專門提供臺灣史資料機構，作為社會大

眾以及史研會會友研究處所，實是一項功德無量的盛舉。」8但是礙於

房舍、經費、人員皆無著落的窘境，乃採納學者建議，「為了源遠流長

計，仍以得到官方的經費支援為宜。」王國璠因而擬具「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組織計畫，獲得臺北市民政局長楊寶發、救國團總團部

執行長宋時選、臺灣省民政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支持，於1976年4月

5日正式成立「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中心暫設在臺北市文獻

會。

1980年12月，《史聯雜誌》創刊發行。因人事上之困擾，4年後由

省文獻會接辦，於1983年1月才發行第2期，9兩年（1983–1984年）出

第2至5期，共4期。高雄市文獻會接辦3年（1985–1987年），出版第6

至11期，共6期。翁佳音採訪、撰稿，〈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

先生〉一文，即發表於《史聯雜誌》第8期（1986年7月）。臺北市文

獻會接辦3年（1988–1990年），自第12至17期，共6期。

四、《史聯雜誌》第19至21期主編

1991年起，史蹟中心工作輪由臺灣省政府接辦3年，中心相關業務

即由省文獻會主辦，簡榮聰主任委員兼任中心副主任。期間，《史聯雜

誌》計出版第18至23期，共6期。第18期由黃有興委員兼研究組組長，

8　同註6引文，P17。
9　同註6引書，陳三井，〈回首福山意氣昂〉，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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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主編。10黃委員退休後，適王世慶先生第三次進入省文獻會服務，

受聘兼任研究組組長，主編《史聯雜誌》，陳文達編纂為研究組幹事協

辦。（圖5、圖6）

王先生主編第19至21期期間，每期都有文章發表。（圖7、圖8）

第20期更以「11臺灣碑碣專輯」呈現。據該期〈編後語〉云：「本期廣

邀對碑碣素有專研之學者專家共襄盛舉，幸蒙厚愛，終能成裘，內容篇

篇精彩，不負眾望，尤其新發掘碑碣史料不少，割愛發表本期刊，更顯

彌足珍貴，增光篇幅不少。」12（圖9）其中，〈日月潭光華島石碑採

訪記〉一文，係就兩塊光華島新浮出的石碑來龍去脈追蹤報導，將碑文

抄錄後，翻譯並加解說，可補充日治時期日月潭地區相關史事。又，該

本另有一篇王世慶委員和陳文達編纂合編之〈臺灣碑碣專著論文資料目

錄初編〉，共採錄專書33種；單篇論文或報導史料蒐集者列入論文資

料，共採錄367篇。13雖說省文獻會向來即有採集碑碣資料和拓碑的業

10　�《史聯雜誌》第18期，〈史聯雜誌徵稿簡則〉「八、來稿請逕寄臺中市南屯區黎明新村廉
明樓八樓黃有興委員（兼本中心研究組組長）收，並請於信封註明『史聯徵稿』」，中華
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0年6月，版權頁。

11　�《史聯雜誌》第19期，〈史聯雜誌徵稿簡則〉「八、來稿請逕寄南投縣中興新村臺灣省文
獻會王委員世慶（兼本中心研究組組長）收，並請於信封註明『史聯徵稿』」，中華民國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0年12月，版權頁。

12　�王世慶、陳文達，〈編後語〉，《史聯雜誌》第20期，南投市，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
心，民國81年6月，P.257。

13　同上註，王世慶、陳文達合編，〈臺灣碑碣專著論文資料目錄初編〉，P.235–250。

圖5   《史聯雜誌》第19期封面。 圖6    《史聯雜誌》第19期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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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曾出版數冊臺灣北中南地區碑文集，目錄初編所列33種專書，

僅9種與省文獻會有關；論文部分，有25篇與省文獻會出版有關。由此

可知王先生平日勤於蒐集各界碑碣研究，累積豐碩成果，故能在半年之

間，編成研究臺灣碑碣的專書論文目錄。

王先生曾於1992年12月第21期發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

二二八事件（初探）〉一文，係當時國內二二八事件研究風氣逐漸開

放，省文獻會設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積極進行二二八

事件受難家屬口述訪談紀錄，並蒐集國內外各種文獻檔案、史料，王世

慶先生因「參與《二二八文獻輯、續錄》訪問耆老口述歷史校正、審查

圖7    「光復前後臺灣社會變遷研討會」第
一次會議：主持人劉寧顏副主任委
員（中）、主講人王世慶委員（右
二）、評論人張炎憲教授（左二）；
主講人蔡錦堂教授（右一）、評論人
溫振華教授（左一）。（1991年11月
24日，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師大綜合大
樓國際會議廳，翻拍自《史聯雜誌》
第19期）

圖8    王世慶先生論文〈皇民化運動前的
臺灣社會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
例（1914—1937）〉在「光復前後
臺灣社會變遷研討會」發表，刊登
《史聯雜誌》第19期。

圖9   《史聯雜誌》第20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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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不辭辛勞」而獲記功二次。可見王委員的研究題目真是與時俱進，

能適時運用最新出版文獻史料撰述新作發表。（圖10）

王先生發表於《史聯雜誌》之最後一篇〈猫霧捒藍興庄拓墾史料二

則〉一文，刊登於第23期（1993年11月）。當時他已退休，轉任中央

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足見他著述之勤奮，學養

之深厚。14（圖11）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座及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研究組組長之頭銜，

在王世慶委員一生的學術成就中，可能微不足道，所以在《王世慶先生

訪問紀錄》一書中，未多著墨。迄1993年5月王委員退休不久，故1993

年12月出版之第23期版權頁內，他尚未列名指導委員。爾後多年仍獲

聘為無給職的指導委員，雖僅是掛名虛銜，卻是一種尊崇與榮譽，蓋列

入指導委員名單者皆是臺灣史研究領域之一時之選，王先生可謂實至名

14　�《史聯雜誌》第23期，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2年12月，〈版權頁〉列出當時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名單（民國82年11月）」，研究組組長為省文獻會
鄭喜夫委員。

圖10   《史聯雜誌》第21期封面。 圖11   《史聯雜誌》第23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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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15（圖12）

王委員主編《史聯雜誌》，雖屬史

蹟中心副兼任務，仍可看出全力以赴的痕

跡，前輩風範令人敬佩。在《王世慶先生

訪問記錄》一書中，王先生曾感慨指出：

「以往文獻會內部人員幾乎每個人都勇於

撰稿、從事研究，文風較盛，今則不如往

昔。」（許雪姬，P.134）後輩晚進今日

觀之，殊堪令人省思精進。

叁、敬致榮哀—代結語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許多珍貴的檔案史料，例如：臺灣總督府檔

案、專賣局檔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省級機關檔案、古文書、碑碣拓本、日文舊籍、民俗文物等，都是推廣

臺灣文獻業務無價的寶藏。除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省級機關檔

案兩種，以及古文書、民俗文物，係在王世慶委員退休以後入藏者外，

省文獻會的鎮館三寶：臺灣總督府檔案、臺拓株式會社檔案、專賣局檔

案，他都曾參與整理、編譯、運用及研究，成績斐然，對典藏檔案及日

1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民國88年11月30日接下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業務，先徵詢北、
高二市文獻會將《史聯雜誌》同意改名《臺灣史蹟》之公函，高雄市文獻會函覆「仍以維
持原刊名為宜」。民國89年3月6日召開「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第8屆第1次指導委
員會議」，會中「八、臨時提案：案由：有關臺灣史蹟研究中心出版之《史聯雜誌》，為
充分反映雜誌內涵，建議易名為《臺灣史蹟》，請討論。」會中出席委員有支持改名，有
建議只加「臺灣」於原名《史聯雜誌》之前，後來作成「決議：一、本研究中心雜誌，經
討論建議更名為《臺灣史蹟》，延續《史聯雜誌》第35期。但第36期《臺灣史蹟》括弧加
註原《史聯雜誌》，以示傳承。二、請再行文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徵求其同意。」會後徵詢
高市文獻會意見，函覆：「本會尊重同意」，以上參見《臺灣史蹟》第36期「中華民國臺
灣史蹟研究中心第8屆第1次指導委員會議紀錄」，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252號，中華
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9年6月30日，會議出席人員、〈版權頁〉列出當時中華民
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名單（民國89年6月），王世慶先生名列指導委員之
一，王先生這次請假，未出席指導委員會議。P292–296、300–303。

圖12    原《史聯雜誌》於2000年6月30日，更名為
《臺灣史蹟》第36期出版。王世慶先生名列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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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書，甚為熟稔。王世慶委員自本館前身省文獻會時代即成為臺灣史

研究的標竿人物，國內、外國學者若想詢問有關清領及日治時期臺灣史

事之檔案資料，首先想請教者就是王委員，可說是省文獻會的活字典。

如今王世慶委員離開我們了，他為人處世的風範與豐富著述，相信將會

獲得世人永遠敬仰，並繼續向他學習。最後謹以本紀念專輯，向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的前輩王世慶委員敬致榮哀！

附錄一：王世慶先生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三進三出之簡歷16 

一、第一次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服��務��機��關 職���稱 擔任工作 到職年月日 卸�職�年�月�日 卸職原因 首長

臺灣省通志館 採訪員 採訪資料 1949年2月 1949年6月 改組 黃純青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組員 整理文獻 1949年7月 1955年6月 調升 林獻堂
黃純青

編纂 編纂志書 1955年6月 1959年1月 調派 林熊祥

整理組長 整理文獻 1959年1月 1969年3月 調任 林熊祥
洪樵榕

編纂 編纂志書 1969年3月 1972年10月31日 自願退休 張炳楠

服務年資 23年5個月

備註：1、�王世慶先生自填「公務員履歷表」「14考試」欄填記：「59年臺灣省政府暨所屬各

機關現職荐派人員銓定任用資格考試」、「普通行政」、「荐任」、「考試院」、

「考試院銓定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證書（59）台省銓字第187號。」
���������2、�其間1971年7月29日至1972年5月1日應聘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1972年5月2日返

國。17�

二、第二次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服��務��機��關 職稱 擔任工作 到�職�年�月�日 卸�職�年�月�日 卸職原因 首長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纂 編纂志書 1983年2月18日 1988年12月31日 自願退休 江慶林

服務年資 5年10個月

三、第三次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服��務��機��關 職稱 擔任工作 到�職�年�月�日 卸�職�年�月�日 卸職原因 首長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委員 撰編文獻 1991年7月31日 1993年5月31日 屆齡退休 簡榮聰

服務年資 1年10個月

16　本表根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人事室有關王世慶先生自填「公務人員履歷表」製作。
17　�同上註本館人事室資料，「15學歷」欄填寫：1、沙崙公學校本科畢業（民國23年4月至29

年3月）。2、桃園農業學校本科畢業（民國30年至34年3月）。3、臺北師範學校本科畢
業（民國34年3月至35年4月）。4、美國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研究（民國60年7月至61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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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王世慶先生發表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含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時期）之論著目錄18 

一、《臺灣文獻》 

編
號 刊��名 出版

卷期 出版日期 作��者 篇����名 起迄
頁數 類�別

1 臺灣文獻 6.3 1955.9.27 王世慶譯 日本國會議會紀錄中的
霧社事變

105 日治-霧社事件

2 臺灣文獻 6.4 1955.12.31 淺井惠倫著 臺灣高砂族語言的分類 57 日治-原住民

3 臺灣文獻 6.4 1955.12.31 (日)中村孝
志著
王世慶譯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
番社戶口表

67 荷據-原住民

4 臺灣文獻 7.3~4 1956.12.27 王世慶 臺灣隘制考 7 開發-隘制

5 臺灣文獻 9.1 1958.3.27 王世慶 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 15 清代-米產外銷

6 臺灣文獻 9.1 1958.3.27 筆名龍逸 臺北賓館 64 日治-考據

7 臺灣文獻 9.2 1958.6.27 王世慶 蘭嶼歷史地理雜識 33 地理-蘭嶼

8 臺灣文獻 9.4 1958.12.27 王世慶 清代臺灣的米價 11 清-米價

9 臺灣文獻 11.2 1960.6.27 王世慶 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
(一)

237 日治-涉外大事
記

10 臺灣文獻 12.2 1961.6.27 王世慶 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
(二)

106 日治-涉外大事
記外交

11 臺灣文獻 12.2 1961.6.27 王世慶 二年來本省文獻問題之
解答彙報

127 文獻業務

12 臺灣文獻 14.4 1963.12.27 王世慶 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 233 文獻業務

13 臺灣文獻 14.4 1963.12.27 王世慶
莊金德

臺灣史事圖譜(一) 191 圖譜

14 臺灣文獻 15.2 1964.6.27 王世慶
莊金德

臺灣史事圖譜(二) 129 圖譜

15 臺灣文獻 15.3 1964.9.27 莊金德
王世慶

臺灣史事圖譜(三) 191 圖譜

16 臺灣文獻 15.4 1964.12.27 莊金德
王世慶

臺灣史事圖譜(四) 249 圖譜

17 臺灣文獻 16.1 1965.3.27 王世慶
莊金德

臺灣史事圖譜(五) 172 圖譜

18 臺灣文獻 15.4 1964.12.27 合著，全文
由王世慶撰
寫

鄭成功復臺登陸地點考
證報告書

63 明鄭-考據

19 臺灣文獻 15.4 1964.12.27 合著，全文
由王世慶撰
寫

鄭成功復臺登陸地點考
證第二次報告書

75 明鄭-考據

20 臺灣文獻 17.4 1966.12.27 王世慶 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
府檔案

157 檔案

18　�根據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採訪，紀錄：丘慧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81《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附錄三〈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P.259–260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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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臺灣文獻 19.1 1968.3.27 王世慶合著 鹿港開港史 1 開發

22 臺灣文獻 20.3 1969.9.27 王世慶譯 彭佳嶼調查報告書 118 考據-地名

23 臺灣文獻 20.4 1969.12.27 王世慶 清季及日據初期南部臺
灣之牛墟

34 考據-牛墟

24 臺灣文獻 23.3 1972.9.27 王世慶 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
民的鄉村之歷史

1 慣習

25 臺灣文獻 29.4 1978.12.31 王世慶
王錦雲

臺灣公私藏族譜目錄初
稿

69 族譜目錄

26 臺灣文獻 31.3 1980.9.30 王世慶 家乘和族譜的來源 1 族譜

27 臺灣文獻 34.2 1983.6.30 王世慶 清代臺灣唯一水師提督
王得祿

43 清代-人物

28 臺灣文獻 35.1 1984.3.31 王世慶 參與光復後臺灣地區修
志之回顧及對重修省志
之管見

1 志書

29 臺灣文獻 36.2 1985.6.30 王世慶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
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

107 清-開發-水利

30 臺灣文獻 37.1 1986.3.31 王世慶
黃榮洛

介紹清光緒甲午日人編
印之臺灣省圖

11 日治-行政

31 臺灣文獻 37.4 1986.12.31 王世慶 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
與戒煙運動

111 日治-考據

32 臺灣文獻 38.1 1987.3.31 王世慶 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
末

203 行政-日治

33 臺灣文獻 38.4 1987.12.31 王世慶 林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
乙未抗日

35 日治-考據

34 臺灣文獻 39.2 1988.6.30 王世慶 19世紀中葉臺灣北部
農村金融之研究

1 清-行政

35 臺灣文獻 39.4 1988.12.31 王世慶 談清代臺灣蘭陽地區之
農田水利開發史料

181 清-開發-史料

36 臺灣文獻 60.1 2009.3.31 王世慶 60年來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的保管、整理、
編譯、運用和研究

537 專題演講

37 臺灣文獻 60.1 2009.3.31 陳慧先 王世慶先生榮獲「終生
文獻貢獻獎」頒獎典禮
小記

563 活動報導

38 臺灣文獻 60.1 2009.3.31 王世慶、文
字整理：陳
慧先

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 569 活動報導

二、專書

編
號 出��版��者 出版日期 書�����������名 備����������註

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3.11 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
志地理篇第二冊地名沿革

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7.06 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
志行政篇

合編：編撰第一章行政區域

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66.0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
地志地理篇第二冊地名沿
革上、下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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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0.6.30 臺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
疆域篇共五冊

編修及整修

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1.06 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
宗教篇共五冊

整修

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1.06 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
外事篇共3冊

整修

7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
會

1976~1980 臺灣史料的收藏與整理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義，30
頁

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5.10 臺灣開發史話 合輯

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9.05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二：土
地志轄境篇

1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1.06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
治志建置沿革篇

1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8.1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 合輯，撰寫第二章纂修臺灣省
通志，頁67–150

三、譯作

編
號 刊物期別 出版

卷期 出版日期 篇�������名 頁數 備��註

1 臺灣文獻 6.3 1955.9.27 日本國會紀錄中的霧社事變 105-130

2 臺灣文獻 6.4 1955.12.31 臺灣高砂族語言的分類 57-58 淺井惠倫著

3 臺灣文獻 6.4 1955.12.31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67-68 中村孝志著

4 臺灣文獻 20.3 1969.9.27 彭佳嶼調查報告書 118-124 譯自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

5 1984.6 《臺灣慣習記事》第一卷7、8號 1-88

6 1984.10 《臺灣文化志》中卷第6篇第8章
至第10篇第5章

336-661

四、《史聯雜誌》

編
號 刊物名稱 出版

卷期 出版日期 發行者 ���篇名 頁數 備註

1 史聯雜誌 19期 1991.12 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

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
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
例（1914—1937）

1-36

2 史聯雜誌 20期 1992.6 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

日月潭光華島石碑採訪記 194-198 合撰

3 史聯雜誌 20期 1992.6 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

臺灣碑碣專著論文資料目錄
初編

235-250 合編

4 史聯雜誌 21期 1992.12 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
二二八事件初探

6-22

5 史聯雜誌 23期 1993.12 中華民國臺灣
史蹟研究中心

猫霧捒藍興庄招墾史料二則 16-22 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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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編號 書������名 出版日期 發��行��者 篇����������名 頁數 備註

1 機關志講義彙編 1993.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光復後臺灣省通志之纂修 224-249 已退休
2 臺灣拓殖株式會

社檔案論文集
2008.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

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
資之社有土地為中心

1-55 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