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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別冊目錄 
 

＠電子檔以「冊」上傳，請直接在「卷名」搜尋「別冊」即可 

＠若電子檔有目無文者，則是未取得作者授權，請查閱紙本 
 

序號 

（號-篇） 
篇名 作者 

1－1 「劉皮黃骨」原來如此 劉峰松 

1－2 古文書說話－草鞋墩無解 林金田 

1－3 哆囉國社老墳－朱姓墓碑 劉澤民 

1－4 安平第一橋－見證世代滄桑 鄭道聰 

1－5 「樂透不樂」．樂極生悲 林文龍 

1－6 日本侵臺留遺蹟 何培夫 

1－7 貞愛親王上陸紀念碑出土記 林明洲 

1－8 「原臺南州廳」斷碑奠石出土記 范勝雄 

1－9 日本幸運艦雪風號－太平洋海戰奇蹟 陳文添 

1－10 哀怨歌聲－安平追想曲 鄭道聰 

1－11 阿媽的秘密 吳成偉 

1－12 救命米再現－山頂人感心 李展平 

1－13 真有龍王家族嗎？ 簡秀昭 

1－14 熊熊火把迎牛燈 洪瑞豐 

1－15 伯公的風水造型－美濃猶存 張二文 

1－17 尿桶憶往 江錫賢 

1－18 三中貫三台 林修澈 

1－19 臺灣人的靈魂信仰 董芳苑 

2－2 大地勇者－內埔莊役場 蘇全正 

2－3 南投市僅存獨棟二樓巴洛克住宅－聊生齋 張慶龍 

2－4 屏東加蚋埔．祈雨祭  陳益裕  

2－5 基隆仙洞鮮事多 陳青松 

2－6 孝女廖嬌記念碑 陳文添劉澤民 

2－7 日本能久親王波瀾萬丈的生涯  陳文添  

2－8 見證戒嚴體制的「刻印業印鑑簿」 林文龍 

2－9 國姓人的感恩－鹿神祭 李展平 

2－10 運河殉情記 鄭道聰 

2－11 美麗的雅美漁舟 余光弘 

3－1 垃圾桶也可以很異類 林金田 

3－2 魂斷草嶺潭 沈文台 

3－3 濁水溪的橋 洪長源 

3－4 太保市「水虞厝」－牛將軍廟 李展平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9%B3%E7%9B%8A%E8%A3%95$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9%B3%E6%96%87%E6%B7%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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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北門、烏腳病流行的共同記憶 陳益裕 

3－6 
具歷史意義的田徑盛會－自由中國軍民外僑聯

合運動會 
胡文雄 

3－8 尋找龜崙頂社 吳智慶 

3－9 來自錫蘭的彰化花壇世家族譜 簡秀昭 

3－10 談乙未年八卦山之役 陳文添  

3－11 南湖遺蹟存風雅 何培夫 

3－12 喜上眉梢筷子籠 俞惠鈐 

3－13 富貴平安玻璃瓶 俞惠鈐 

4－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板簡介 
張谷源 

 

4－2 豐臣秀吉論「高山國」文書 
文：陳文添．圖
：許淑容 

4－3 從專賣事業地圖談日治時期臺灣之專賣 
蕭明治 

 

4－4 從古文書看清代柴坑社與黃竹坑社之關係  
文：劉澤民．圖
：溫文卿 

4－5 臺南公園古石屋探源 范勝雄 

4－6 府城真花園－臺南百年老妓院興衰 沈文台 

4－8 大城鄉的九降風故事 洪長源 

4－9 木棉飄絮．鼻笛揚聲－走訪吉貝木棉部落 魏連坤 

4－10 
消失的臺灣山林地標－阿 

里山神木 
高振興 

4－11 基隆古砲台數量冠全台 陳青松 

4－12 屏東內埔客家傳統祖堂 曾喜城 

4－14 從郵票看家庭計劃：幾個孩子恰恰好？ 李彩鑾 

4－15 館藏青斗石獅賞析 俞惠鈐 

4－16 斑剝古井舊時情 黃明德 

5－1 近代大地震遭難紀念碑 何培夫 

5－2 田中民間畫家詩人吳半樵 
文：林翠鳳、圖 
：吳鳳旗、攝影：
林翠鳳 

5－3 消失的平埔族大肚社地名「阿佛地」 劉澤民 

5－4 淺談沈沒馬公港的日本軍艦-松島號 
文：陳文添、攝
影：許淑容 

5－5 崇文敬字—美濃聖蹟會 張二文 

5－6 臺灣省代表隊揚威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胡文雄 

 

5－7 館藏「木雕六合同春按金門扇花窗」賞析 
文：李榮聰 圖：

採集組 

5－8 圖說善化牛墟 
文：趙文榮、攝

影：黃耿國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9%B3%E6%96%87%E6%B7%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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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花蓮吉野村「拓地開村」碑 潘繼道 

6－1 臺灣從何時開始種茶？ 劉澤民 

6－2 曾企圖顛覆明治政府的陸奧宗光 李展平攝影：萬朋 

6－3 愛國婦人會 簡秀昭 

6－4 「皇民化」的歷史見證 許秀霞 

6－5 臺南市戰時遺跡回顧 李展平 

7－1 復活吧！劍獅 何培夫 

7－3 抗日英雄—莫那魯道移靈記 李展平 

7－4 詩人畫家—鄭坤五 林翠鳳 

7－5 基隆港發展的兩大歷史建物 陳青松 

7－6 「綁槺榔掃帚」 李俊福 

7－8 從戰將至戰犯—臺灣軍司令官木間雅晴 
文：陳文添、圖

：楊活源 

7－9 尪仔上天—有趣的台灣地名 劉澤民 

8－1 「安平壺」與「三燒酒」 陳國棟 

8－2 此薯非比薯—荷蘭時代的「馬鈴薯」？ 蔡承豪 

8－4 「全臺首座鐵路隧道」開放參觀 陳青松 

8－5 頭份鎮「尪仔上天」地名緣起補釋 劉澤民 

8－6 新城殉難將士痤骨碑 潘繼道 

8－8 摸祥鶴～摸了上好 何培夫 

8－9 勇哉！追憶臺灣吊橋大王—林枝木老先生 林明洲 

9－1 田中阿媽的鳳梨絲布 林翠鳳 

9－2 六堆客家藍衫（上） 鄭惠美 

9－3 九十年前的關帝廳（永靖）孝子牌 劉澤民 

9－4 淡水神社石燈籠 葉連鵬 

9－7 
花蓮豐田村日治時期遺跡 

（上）—豐田神社 
潘繼道 

9－8 

沈沒臺灣海峽的日本名戰艦 

「金剛號」 

 

文：陳文添、圖

：楊活源 

9－9 木竹器具蟲蛀、蟻啃與腐朽的原因 陳南鄉 

10－2 花蓮豐田村日治時期遺跡（下） 潘繼道 

10－4 中部科學園區發現之西屯清代窯址初探 蘇全正 

10－5 千里有緣紅線牽 何培夫 

10－6 「新高山」名稱探源 陳文添 

10－7 跨世紀的對話—戰爭經驗再思考 蔡旺洲 

10－8 用鮮血掙來的霧社農校 李展平 

10－9 
林內鄉九芎林模範部落的見證—中川總督親臨

紀念碑 
劉澤民 

11－1 風神接官有傳奇 何培夫 



 4 

11－2 草嶺佐佐木英之助招魂碑 
陳文添、 

劉澤民 

11－3 《灌園先生日記》中的人物—林火藍、楊濱嶽 林佳灵 

11－4 淺談日本戰前特殊的「華族」制度 
文：陳文添、攝

影：楊活源 

11－5 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遺跡 潘繼道 

11－6 慶祝獨立！ 

文：李筱峰、伍

麗華 圖：新豐國

小提供 

11－7 烽火渡亡靈—臺日海交會中元祭 李展平 

11－8 鄉土民情”寄藥包仔” 聞健 

12－1 全臺第一所私立職業學校—基隆夜學校 陳青松 

12－2 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上） 潘繼道 

12－3 談臺灣同化會創辦人板垣退助 陳文添 

12－4 埔里東螺社陣姓墓碑搜尋 劉澤民 

12－5 
鄉土文化之撰寫—以《南市青年》〈府城傳奇〉

專欄為例 
何培夫 

12－6 東勢鎮仙師廟教化「規矩方圓」利益社會 聞健 

12－7 「臺灣吊橋大王」築橋碑記及施工浮雕揭幕紀實 林明洲 

13－1 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下）潘繼道 潘繼道 

13－2 情報專家—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 陳文添、 

13－3 快樂的黑膠 DJ—王明山 張炳榮、楊惠仙 

14－1 好奇怪喔！清代臺灣船掛荷蘭國旗 陳國棟 

14－4 吳全城（賀田村）「開拓記念碑」 潘繼道 

14－6 巧遇中興圳紀念碑 
張炳榮 

楊惠仙 

14－7 1947年台灣出版的進衛文（磨）手記 陳文添 

15－1 水利—清代臺灣的「海事保險借貸」 陳國棟 

15－2 日治時期中挫的降筆會事件 陳文添 

15－3 變臉的石碑 楊惠仙 

15－4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讀《前進婆羅洲—

台籍戰俘監視員》 
林翠鳳 

15－5 新竹縣北埔鄉彭家祠春季祭祖 廖經庭 

15－6 淺談魯班尺 陳南鄉 

16－1 臺灣人洋啤酒的初體驗 蔡承豪 

16－2 石坂莊作與基隆蕃字洞 陳青松 

16－3 日治時期清水神社石獅風華重現 蘇全正 

16－4 高雄神社零拾 吳榮發 

16－5 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族部落納骨塔 潘繼道 

16－6 碑林蘊藏臺灣社會檔案 何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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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古碑依舊在 恩榮幾度秋—社口林振芳墓園石刻

溯緣由（上） 
劉澤民 

16－8 焚寄最後的皇軍—鄭春河 
文：李展平、 

攝影：鄭名峰 

16－9 臺灣自來水事業的功勞者—濱野彌四郎 陳文添 

17－1 通霄李氏公廳的客家祭儀活動 
廖經庭 

 

17－2 日治時期唯一的軍務局長—立見尚文 
文：陳文添、圖

：劉澤民 

17－3 
古碑依舊在 榮恩幾度秋—社口林振芳墓園石刻

溯緣由（下） 
劉澤民 

17－4 日式唐風虎尾寺 黃文榮 

17－5 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的九宛祠與銅門祠 潘繼道 

17－6 「中壢神社」狛犬移鎮「忠義祠」 陳盛增 

17－7 話說糖塔 楊惠仙 

18－1 《新竹廳志》作者波越重之 劉澤民 

18－2 高雄中學校創校經緯 吳榮發 

18－3 佳冬神社 蔡誌山 

18－4 花蓮縣日治時期「玉里社」遺跡 潘繼道 

18－5 
殞身松山機場的印度獨立志士查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 
陳文添 

18－6 繩索繫萬物—打索仔 
文：黃宏森 圖：

邱滿英 

19－1 巴布拉族的水井初探 黃明德 

19－2 殺子抗日的道士吳得福 陳文添 

19－3 阿緱神社 蔡誌山 

19－4 花蓮港廳壽小學校奉安殿遺跡 潘繼道 

19－5 省議員涂麗生及其小說 吳榮發 

19－6 丙戌 2006年觀音客家村落的中元繞境與放水燈 
呂政鍰 

、廖經庭 

20－1 石門鄉尖山湖日本海軍飛行員殉難紀念碑踏查 
文：陳文添、攝

影：東山京子 

20－2 日治時期基隆市的公共汽車業 王俊昌 

20－3 早起樂園基隆天鵝洞 陳青松 

20－4 略談鹿港老街春聯特色 李孟君 

20－5 土牛劉屋夥房重建落成儀式 聞健 

20－6 臺灣凋零中的行業—傳統醬油釀製業訪談 

記錄：陳迪華 圖

片：陳惠芳、林

冠宏 

21－1 海洋臺灣與異國情趣吸一口吧！大航海時代的 李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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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伴手禮—煙草 

21－2 「大霞佃」地名追根究底 劉澤民 

21－3 屏東縣崁頂鄉乾隆年間石碑 蔡誌山 

21－4 虎尾的歷史建築 黃文榮 

21－5 高砂義勇兵特攻隊—薰空挺隊 陳文添 

21－6 臺中市鄉土小史—台中港路的由來 蘇全正 

21－7 臺灣凋零中的行業—古坑鄉桂林村傳統造紙寮 李展平 

22－1 
牡丹事件餘緒—一位原住民少女（台灣小姐）的

悲劇 
陳文添 

22－2 花蓮港廳豐田村「山下私設埤圳」碑 潘繼道 

22－3 
搖筆道出記憶拼圖—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特

展 
陳遵旭 

22－4 臺灣凋零中的行業—斗笠編製 楊惠仙 

22－5 回首向斜陽—話手工繡剪 
文：簡秀昭  

攝影：邱滿英 

22－6 施梅樵與陳其寅忘年之交 陳青松 

23－1 碧血芳魂衛家園—六堆抗日 陳文添 

23－2 高雄第一中學、第二中學的分與合 吳榮發 

23－3 瑞穗鄉瑞北村的地神碑 潘繼道 

23－4 臺灣傳統農村的穀倉—鼓亭笨 邱淵惠 

23－6 
手工牽紗、打造溫暖—消逝 

行業「打棉被」訪談 

訪談：李維真、陳

惠芳 紀錄：陳惠芳 

23－7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展陳中的原住民文物介紹 
文：俞惠鈐 攝影：

方濟龍 

24－1 漫談日治時期「台灣事業公債法」 陳文添 

24－4 半屏山下的石公、石婆信仰 謝貴文 

24－5 
「廢物利用」？「古蹟再見」？—從花蓮市日治

時期紀念碑談起 
潘繼道 

24－7 影像老臺灣—第三回全臺灣騎道大會 陳文添 

25－1 

艋舺船與肥沃平原：1632 年第一份進入大台北盆

地探勘的西方文獻 

 

李毓中 

25－2 清代竹塹湳子吳振利家族 楊婉伶 

25－3 臺灣第一町－澎湖媽宮的「宮內町」 劉澤民 

25－4 1904年紅頭嶼事件與相良長綱 陳文添 

25－5 紙上惡疫：世紀流感下的總督日記 蔡承豪 

26－1 陳繩、《重修臺灣府志》及其他 林文龍 

26－2 梓官城隍卓肇昌 謝貴文 

26－3 埔里東螺社陣姓墓碑探尋續篇 劉澤民 

26－4 日治初期來台灣名教育家伊澤修二 陳文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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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高砂社」遺跡 潘繼道 

26－6 江兆申與陳其寅的翰墨因緣 陳青松 

26－7 
日升月恆、文獻珍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入口意

象興建紀實 
林明洲 

27－1 
屏東潮州「大腳仙林」地名考—傳說與文獻的對

話 
劉澤民 

27－2 屏東長治鄉德協村的國王宮 邱春美 

27－3 臺灣最早被空襲的紀錄 陳文添 

27－4 從「佐久間神社」到「文天祥公園」 潘繼道 

27－5 寺廟碑文看「四萬元換一元」：澎湖馬公北辰宮 林雅慧 

27－6 基隆田寮河的生肖橋樑 陳青松 

27－7 邵族「伊達邵部落」的新年祭儀 林明洲 

28－1 
《明治天皇紀》的史料價值—以能久親王軼聞為

例 
陳文添 

28－2 「祝山」山名之由來 許南海、劉澤民 

28－4 美麗理想鄉—探訪虎尾糖廠社區 黃文榮 

28－5 花蓮縣秀林鄉「立霧神社」遺跡探勘記 
文：潘繼道 道攝影：

黃郁清 

28－6 
【悅讀檔案】戰後接收「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

屬臺灣實驗林」之探討 
傅光森 

28－7 【悅讀檔案】戰後檔案中的林獻堂身影 邱欣怡 

28－8 【悅讀檔案】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專賣事業 蕭明治 

29－1 臺灣耕牛事業之崛起 黃明德 

29－2 「代啟儒風」的曾敦澤誥封 
文：林文龍；攝

影：楊豐榞 

29－3 《東京日日新聞》版畫中所見的牡丹社事件少女 陳文添 

29－4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まいづる）」地名溯源－

揭發地名日本化的開端與原則 
劉澤民 

29－6 
花蓮縣秀林鄉「富士岡神社」與「武士林神社」

遺跡探勘記 

文：潘繼道 

攝影：黃郁清 

29－7 【悅讀檔案】「次高山」命名之經過 陳文添 

30－1 臺南公園「忠魂之碑」的滄桑 蘇峯楠 

30－2 
昭和 3（1928）年在臺中發生的久邇宮邦彥王暗

殺事件始末 
陳文添 

30－3 
林平侯？潘敦仔？－談翻印本《台灣通史》林平

侯像問題 
林文龍 

30－5 新竹縣新埔鎮「督憲光臨紀念碑」 黃啟泰 

30－6 花蓮縣萬榮鄉的馬遠（馬侯苑）舊部落 
文：潘繼道 攝影

：黃郁清 

30－7 《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介紹 王嵐渝、李榮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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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清水鎮的大油庫－越戰歷史見證 陳文樹、陳正和 

31－1 容閎到臺時間與次數之蠡測 劉澤民 

31－2 館森鴻及其作品 林俊宏、大山昌道 

31－3 日俄戰爭旅順要塞攻防戰時的兩位臺灣總督 陳文添 

31－4 臺南市法華寺、竹溪寺清光緒乙未年古匾 蘇峯楠 

31－5 蓬萊米是哪天誕生的？ 蔡承豪 

31－6 獨留碑碣向黃昏－斗六盟軍戰俘營 李展平 

31－7 驚濤駭浪的救生先鋒－名間水上救生分隊 徐麗淑 

32－1 
上達天聽－乾隆八年苗栗通霄的鯨魚大擱淺事

件 
陳國棟 

32－2 屏東縣長治鄉「火燒庄」舊名與火燒庄之役 邱滿英 

32－3 
臺灣總督府檔案所見牡丹社事件新史料－琉球

人漂抵臺灣的經過 
陳文添 

32－4 「滬尾街」改名「淡水街的時間與原因」 劉澤民 

32－5 由詩入書：從謝星樓墓碑看其文人創作歷程 蘇峯楠 

32－6 張達修與臺中縣歌軼事 林文龍 

32－7 追記臺灣劍道前輩黃培華範士（1923~2006） 李榮聰 

33－1 臺灣鸞門的推手－楊明機 林文龍 

33－2 世紀的等待－卓以定感恩之旅 李展平 

33－3 1922年臺北師範學校學生襲警事件 陳文添 

33－4 日治時期嘉義商業學校簡史 黃文榮 

33－5 記名間阻滯圳道示禁碑 巫炯寬 

33－6 日治時期花蓮港街（市）的福住稻荷社 
文：潘繼道 圖：

黃郁清 

33－7 清水鎮楊天賦故居彩繪拆除紀實 李奕興 

34－1 洪以南與淡水「達觀樓」 洪致文 

34－2 天狗庵主人平田源吾探尋北投溫泉記 蔡承豪 

34－3 張文環與臺灣省通志館－政壇更迭下的惆悵 王嵐渝 

34－4 日治五十年臺灣總督府文官加俸問題 陳文添 

34－5 臺灣歷史長河中的玻璃工藝 蔡松平 

34－6 竹山虎跳牆「瑞雲旭日」奇墓 林文龍 

34－7 老樹的故事 李西勳 

35－1 民主公信仰之謎 林文龍 

35－2 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 陳文添 

35－3 張李德和與嘉義藝文沙龍「琳瑯山閣」 顧敏耀 

35－4 苗栗市猫裏山公園能久親王駐馬殘碑考 蘇峯楠 

35－5 臺灣氣象站巡禮 洪致文 

35－6 
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奉安庫」與「社日」遺跡踏

查 

文：潘繼道 圖：

黃郁清 

35－7 尚友古人～九九峰文化社與塩澤亮《從台中双冬疏 李西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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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的邂逅 

36－1 苗栗公館客家聚落伯公廟踏尋 羅永昌 

36－2 談甲午戰役沈傳間諜檔案 陳文添 

36－3 西螺北管子弟團錦城齋 李孟勳 

36－4 
從「三更燈火五更雞」到「秒殺」：臺灣時間的

故事 
李西勳 

36－5 列入日本土木遺產的國定古蹟「臺南水道」 陳正美 

36－6 埔里辛德勒名單：謝添發家族 李展平 

36－7 臺灣鸞門出版異數：《海嶠鸞音》 林文龍 

36－8 垃圾？瑰寶？搶救日治時期警察民政檔案 陳遵旭 

37－1 見證集集開發的廣盛莊永興壇 林文龍 

37－2 尋找關廟一座日本巡查墓碑的主人 吳俊瑩 

37－3 川島浪速不如意的臺灣歲月 陳文添 

37－4 苗栗公館「大坑橋碑」 羅永昌 

37－5 凍頂茶品種與茶園分布的演變 林劭宇 

37－6 臺灣葬禮的開路神 林文龍 

37－7 海角之寶：簡介「恆春測候所沿革史」 蔡承豪 

38－1 竹山城隍廟創建年代新證 林文龍 

38－2 總督府的密探—以降匪陳有諒、高蘭為例 王學新 

38－3 從檔案看 1915年中國汕頭的「抵制日貨」運動 黃得峰 

38－4 臺南師範學校的紀念庭園、校內神社與狛犬 蘇峯楠 

38－5 
日治時期嘉義高等女校的兩大事件：根津金吾校

長離職與三條崙海難事件 
黃文榮 

38－6 
「昭和 10 年震災公館庄殉難者記念碑」和「詹

德坤墓碑」：公館鄉大坑村拓碑後記 
黃啟泰 

38－7 淺談基隆顏家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的末路 劉澤民 

39－1 板橋林家與呂世宜《古今文字通釋》 林文龍 

39－2 
基隆山「共業主顏雲年蘇維  仁蘇盛地界碑」初

探 
劉澤民 

39－3 周定山與《西谿吟草》 林文龍 

39－4 霧社事件死亡的小笠原郡守 陳文添 

39－5 奮起湖名稱初探 劉澤民 

40－1 沈光文「大明龍興」墨寶辨偽 林文龍 

40－2 嘉義縣義倉城工碑記 劉澤民 

40－3 臺灣早期的氣象觀測與資訊交流 陳文添 

40－4 苗栗公館「萬善祠碑」及「重建萬善祠碑」 羅永昌 

40－5 二次戰前的明治製糖與明治製菓 沈佳姍 

41－1 紫光閣畫像功臣蔡攀龍 林文龍 

41－2 「雲林事件」中的松村雄之進 陳文添 

41－3 日治時期測候所的設置與發展 劉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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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臺灣預防醫學的驕傲：超過百年的獸疫血清作業

所沿革 
沈佳姍 

41－5 苗栗公館福基莊背福德祠「改築紀念碑」 羅永昌 

42－1 王克捷與王必昌的歷史糾纏 林文龍 

42－2 埔里欉姓源流臆談 劉澤民 

42－3 談劉永福棄守臺灣及引發之日英糾紛 陳文添 

42－4 全臺首座水族館：基隆水族館 陳青松 

42－5 臺南市忠烈祠原臺南神社神馬銅像的興廢 蘇峯楠 

42－6 苗栗公館出磺坑「永安橋碑」 羅永昌 

43－1 劫餘集詩抄暨詞抄著者慕秦連橫非臺南連橫 鄭喜夫 

43－2 略談連夢青其人其事 鄭喜夫 

43－3 臺灣富室封爵受騙記事 陳文添 

43－4 新北市雙溪區魚行地名補釋 劉澤民 

43－5 萍水相逢水裡坑的詩人：集萍詩社 蕭呈章 

43－6 舊信仰與新子弟：雲林縣元長西樂團 李孟勳 

44－1 諸羅山社紅毛井小考 蔡榮順 

44－2 民國《連城縣志》所記臺勇史事 林文龍 

44－3 臺灣橫貫鐵路擘劃史話 蕭呈章 

44－4 深堀大尉探險遇難事件 陳文添 

44－5 淺談金面大觀碑 劉澤民 

45－1 檔案的故事：林獻堂與蔣渭水對霧社事件的看法 林明洲 

45－2 談《西山雜誌》的鄭成功相關記載 鄭喜夫、魏永竹 

45－3 
曾作霖主稿《彰化縣志》與掌教藍田書院：兼.

談其籍貫問題 
林文龍 

45－4 石圍墻「揆一樓香油祀碑」 羅永昌 

45－5 
日治以來虎尾地區民間信 

仰 
黃文榮 

45－6 
軍艦「廣丙號」曲折的歷 

史 
陳文添 

45－7 碧潭與碧潭吊橋 張家榮 

46－1 《東寧政事集》之蔡機功史料 鄭喜夫 

46－2 民國《英德縣續志》的吳光亮傳 林文龍 

46－3 佐倉孫三與臺閩 林美容 

46－4 南投縣仁愛鄉「立鷹」山名探源 劉澤民 

46－5 典藏檔案的故事：羅福星抗日事件 林明洲 

46－6 臺中中學校設校初期之曲折 陳文添 

46－7 虎尾空軍眷村的故事 黃文榮 

47－1 《靖臺實錄》引發爭功問題平議 林文龍 

47－2 清代臺灣布政使司丈單賞析 周伯通 

47－3 日俄戰爭遺跡：通霄望樓紀念碑 陳文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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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南投縣仁愛鄉「立鷹」的戰事 劉澤民 

47－5 典藏檔案的故事：八田與一再任總督府技師記錄 林明洲 

47－6 「八七水災」與華僑捐建的國校 蕭呈章 

47－7 
從李松林「甲子熙年」探討「毛蟹․簍」木雕藝術

的吉祥意涵 
李榮聰 

48－1 靜觀自得：談傳統繪畫與民俗中的芙蓉花 何孟侯 

48－2 彰化知縣朱幹隆歷史評價的爭議 林文龍 

48－3 日本皇室在臺灣設定「御料地」的挫折 陳文添 

48－4 典藏檔案的故事：余清芳抗日事件 林明洲 

48－5 「瑞穗」取代「水尾」的地名變遷 劉澤民 

48－6 全臺碩果僅存的日據時期南投稅務出張所建築 蕭呈章 

49－1 諸羅山社名稱演繹 蔡榮順 

49－2 清末臺灣的搖會組織 郭婷玉 

49－3 日治初期李春生和總督府關係 曾立維 

49－4 「璞石閣」改名「玉里」的經過 劉澤民 

49－5 
風流商隱才名著，書法真卿筆勢驕：尋找府城詩

人洪鐵濤 
顧敏耀 

49－6 曹公祠遷建紀事 林文龍 

49－7 陳仁德之生平及其編修之譜牒 鄭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