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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1928-2011）為海內外知名的臺灣史學家，其平生治學嚴

謹，在臺灣文獻研究（包括古契文書、族譜、檔案、方志等）以及臺灣區域

史、社會史、宗教史、族群史、經濟史、水利史等學術領域建樹良多，另曾

於 1960、70年代起協助美國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P. Wolf）、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芮馬丁（E. M. Ahern）等人，於海山地區從事田野調研並完

成重要著作，以在地鄉土研究從而打響國際名聲，深獲學界景仰。現今臺灣、

日本、中國以及美國學界某些重量級學者，曾直接受教於王世慶先生，或是

受其著作影響而在專業領域上有所成就。

王世慶先生於 1949 年 2 月進入臺灣省通志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擔任採訪員，此後三十多年間，三進三出文獻會，先

後擔任組員、編纂、組長、委員等職務，參與纂修《臺灣省通志稿》、《臺

灣省通志》、《重修臺灣省通志》，從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等各類文獻整理與

研究的工作。2008 年 11 月，獲頒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終生文獻貢獻獎」。

2019 年 3 月，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在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

所吳學明教授的引介下，獲得王世慶先生公子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王孟亮

教授的同意，將王世慶先生樹林故居所保存的臺灣古文書契、族譜、老照片、

證書、書信、家計簿、手稿以及其他各類早期文獻與文物，捐贈給本中心作

為重要典藏，本中心亦於人文學院大樓建置「王世慶先生紀念特藏室」，以

表彰海山在地知名學者王世慶先生在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地位，並能從在地連

結國際，持續累積海山學以及淡水河流域區域研究的學術能量。由於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為王世慶先生一生最為重要的工作單位，本中心特於 2021 年 5

月拜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洽商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臺灣文獻》季刊規劃

相關專題等合作事宜，獲得張鴻銘館長的首肯。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本中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新北市立圖

書館假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王世慶先生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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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臺、韓、日、新等國內外共 40 多

位學者專家，以在地化及國際化的觀點，一同回顧王世慶先生對於臺灣文獻

學以及各項臺灣史專題研究的貢獻。兩天會議，在首日「開幕式暨王世慶先

生文獻捐贈儀式」之後，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特聘研究員兼所

長發表「王世慶先生的方志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名譽教

授發表「王世慶先生與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發

表「王世慶先生學術生涯的三個階段」等專題演講，與會學者們分別以「王

世慶先生的生平及學術」、「王世慶先生與美國學界的漢人社會研究」、「總

督府的統治政策」、「土地拓墾與地方社會」、「大臺北區域研究」、「戰

後臺灣的連續與斷裂」等議題，發表 15 篇論文。多位王世慶先生的好友及

學生齊聚一堂，會議現場討論熱烈。會後共有 7 篇論文經匿名審查機制通過

刊登，收錄於《臺灣文獻》季刊本期專題中。

本期季刊在「專題論文」的部分共計 5 篇，第一篇是何義麟的〈戰後臺

灣史研究在海外的擴展與深化：以王世慶先生之人際網絡為中心〉。 王世

慶於 1970 年代以後積極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致力於臺灣文獻史料的發掘

與研究，奠定臺灣史研究基礎，素為學界所讚譽。作者專就 1971 年 7 月王

世慶獲武雅士（Arthur P. Wolf）的邀請到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約一年期的訪

問研究，不僅擴大其個人臺灣史研究的視野，其間也藉由親友的人際網絡在

當地傳遞臺灣史知識，激發了當地鄉親對於臺灣史的興趣。文中陳述王世慶

與舊金山灣區的黃介山、石清正等臺灣協志會成員的交誼，以及協志會成員

私下集資出版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的經過，牽動了海內外政治反對運動

中的臺灣史研究。作者評價王世慶赴美研究的跨國移動，有如撞球檯上「母

球」出擊一樣，除了推進外國學者來臺灣進行調查研究，有助於美國學界臺

灣研究的提升，亦間接地強化許多海外臺灣人的歷史意識，對於臺灣史研究

在海外的擴展影響深廣，由此更彰顯出王世慶在戰後臺灣史學史上的傑出貢

獻與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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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是陳偉智的〈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撫墾署與蕃情研究會〉。作者

指出臺灣總督府撫墾署於 1896 年 4 月設立，為日治初期殖民者摸索如何治

理臺灣山地與原住民的階段性制度。透過撫墾署在各地的機構與人員，以及

各種調查項目與定期的回報機制，使得總督府逐漸瞭解臺灣山地與原住民的

狀況。撫墾署於 1898 年 6 月裁廢之後，其所培養的蕃人蕃地事務關係者，

隨後有不少參加於同年設立的蕃情研究會。撫墾署所累積的蕃人蕃地治理經

驗與蕃情調查成果，以及繼承撫墾署的行政機構辨務署的蕃人蕃地調查，也

透過蕃情研究會的活動與刊物《蕃情研究會誌》的場域持續發表與交流。蕃

情研究會除了是蕃人蕃地事務關係者的社群，也是人類學調查與殖民地原住

民治理的交集。

第三篇是林文凱的〈日治時期臺灣業佃會之成立及其運作（1908-

1938）：以農政官員的論述為中心〉。作者以《臺灣農事報》、《臺灣米穀

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等農政刊物、總督府殖產局業佃調查與政策成果的官

方出版物為主要史料，討論 1908 至 1922 年間東鄉實等總督府農政官僚有關

臺灣業佃關係的初步調查，分析日本內地日益惡化的米穀不足、租佃爭議與

農民運動等外部發展，如何刺激臺灣農政官僚開始積極立案推動業佃會政

策，進而闡述 1922 年以來總督府業佃會政策的推動過程，及其與 1920 年代

中期臺灣農民運動之間的關聯。最後針對海內外學界先前關於業佃會的分析

進行補充與商榷，強調業佃會等農村振興政策的規劃與發展，既與臺灣自身

米糖產業的發展脈絡關係密切，也與日本母國之間相關的農業政策學知有著

深刻關聯。

第四篇是何鳳嬌的〈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遺緒：以社有地保證金的

返還為中心〉。作者指出 1936 年 11 月成立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是一半官

半民出資組成的株式會社，從臺灣總督府承受第一、第二次出資的官租地成

為社有地，沿續官租地出租方針，並收取保證金。戰後臺拓社有地保證金接

收之後，輾轉由臺拓清理處、省地政局與臺灣土地銀行保管，直到 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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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佃人開始要求返還保證金。經由多年的陳情及爭取，政府決定以每百元臺

幣返還新臺幣 18.16 元比率，為各類耕地保證金發還時比率最低。儘管佃農

反對，政府仍決定自 1951 年起依此開始清償。由於戰後通貨膨脹嚴重，折

算率過低，1954 年省府拍案決定的臺拓社有地保證金發還價格換算下來，

遠比三七五減租條例、耕者有其田條例或是國省有地、日產地還低，致使大

部分臺拓社有地佃人無法接受而不去申領。政府隨後完成行政程序，將錢撥

存於土地銀行專戶，以備隨時發還。

第五篇是林佩欣的〈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對樹林酒廠的接收與經營

（1945-1969）〉。作者陳述樹林酒廠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樹

林酒工場，在總督府專賣局的紅酒改良及行銷策略下，樹林酒工場不僅是當

時臺灣唯一的紅麴製造工場，亦是阿米羅米酒製作法實驗成功之地。該場又

研發了紅麴菌製麴法及以根霉菌製造紅酒，戰前已有「臺灣酒造界的聖地」

之美譽。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沿用總督府的專賣制度，成立臺灣省專賣

局，將樹林酒工場改名為樹林酒工廠，隨後又改為第四酒廠及樹林酒廠。臺

灣省菸酒公賣局後來將老紅酒改名為紅露酒，並制定紅露酒增產計畫，以滿

足市場需求。樹林酒廠在總督府時期日籍與臺籍技術人員的帶領下，延續戰

前阿米羅法和老紅酒黃雞的配方繼續造酒，並持續進行紅麴及紅酒改良，使

得該廠的紅露酒產量再創日治時期生產佳績，亦使樹林成為「紅露酒的故

鄉」。

其次，在「專題研究討論」的部分收錄 1 篇，由張家榮撰寫的〈王世慶

先生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介紹、管理與研究〉。王世慶任職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30 餘年之久，長期負責督導管理省文獻會典藏檔案，對於《臺灣總

督府檔案》的保存整理與推廣應用卓有貢獻，已為學界所熟知。本文透過檔

案內容與相關記載，以典藏管理與論著研究兩個面向，考察王世慶在省文獻

會早期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過程，特別是其以嚴謹細膩的態度，推動

卡片目錄編製、檔案諮詢回復等事務，並將檔案文獻實際應用於通志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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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經濟史等研究，展現了有別於同儕的做法。藉由此討論，重新理解其對

於《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整理推廣工作以及相關貢獻。

最後，在「專題史料介紹」的部分收錄 1 篇，由李力庸撰寫的〈動物糧

食：戰後臺灣的飼料工業與雜糧生產、流通〉。作者運用財政部編《海關進

出口統計年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編《臺灣區配合飼料工廠概況》、《家

禽營養與飼料》以及《雜糧與畜產》、《臺灣飼料》等報刊資料，探討戰後

臺灣的飲食模式有大幅度的改變，肉類習慣大幅提升，加上禽畜豢養技術提

升，畜牧業成為戰後重要的產業。清代至日治時期畜產的糧食來源多為家庭

廚餘，而當畜牧成為企業養殖後，大量飼料供應成為必需品，國內的飼料工

業也因應而起，主要分布於臺灣西南部鄰近生產家畜、家禽區。某些飼料工

業兼營畜產養殖、品種研發、肉品加工等事業，為農工同體的運作模式。為

了解決雜糧的生產、進口與流通問題，雜糧發展基金會應運而生。動物飼料

主要來源來自雜糧，由於稻米與雜糧競爭、品種技術遲於研發、氣候環境限

制、政府提高收購政策作用不大等原因，皆使飼料作物依賴國外進口，但同

時也被國際糧價牽動影響。

綜觀本期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專題的各篇論文，其時間集中於日

治到戰後，研究課題包括王世慶先生的學術經歷及其成就、臺灣總督府統治

措施、地方治理、經濟政策、產業發展等，在各專業領域皆有深入的探討，

從地方文獻的解析到學界觀點的對話，更將視野拓展至近代東亞以及美國學

界的臺灣史研究。在 2011 年 3 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文獻》季刊 62 卷

1 期刊出「紀念王世慶先生專輯」之後，我們再次以本期專題，共同緬懷其

對於臺灣文獻學以及各項臺灣史專題研究的傑出貢獻，讓王世慶先生的學術

成就更加獲得重視，進而為臺灣學界激勵出更為豐富多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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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後合影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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