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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博跨領域
博物館數位資源使用提案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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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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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歷年來透過研究、典藏、展覽與教育基礎工作的累
積，逐步建置不同主題的資料庫及推廣網站，嘗試跨越地域的限制，推
廣臺灣歷史記憶文物及史料，以幫助大眾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有一步
一腳印蒐羅的地方材料、充滿大眾回憶的照片與影音、以博物館作為讀
本的延伸閱讀，期望對文史資料有所需求的社會大眾有所幫助，並持續
開創互動討論的可能性。

2019 年臺史博連續在北、中、南辦理巡迴活動「臺史博線上資源研習：
讓臺史博告訴你，你不知道的城市記憶」，首次邀請各領域專業者們以
使用臺史博線上資料庫的經驗，帶著觀眾透過他們的眼睛，去看見個別
資料庫蘊藏豐富的臺灣生活記憶，從他們的專業去闡述資料所對應的使
用價值，以及從撈取資料當中，將故事再度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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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府城人應該知道的府城故事：
在夜裡奔跑的守墓石馬

從臺南新報上的一座石馬被發現經過的報導，蘇峯楠老
師娓娓道來臺南文史研究前輩偶然從中學生的作業當
中，得知在永康洲子尾的田間，有著一座神秘的石馬，
鄉野奇談繪聲繪影地說著石馬會在夜裡踏遍田地，讓作
物損失。之後，不論是發現了清代義軍首領的舊墓，或
是鄉里加上許多對鄭氏時代的想像，對於該地的發掘更
延續到戰後，使故事愈加趣味。石馬在被發現之後，流
轉在臺南各處展示，直至今日坐落赤嵌樓前，石馬在這
當中已不單單是個物件，而是負載著有關於鄉野傳說、
歷史研究以及人在土地上交織的多重意義，值得我們了
解玩味。

蘇峯楠
任職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領
域包含地圖史、歷史地理、圖像研究及物質
文化，也不時穿梭在府城各處記錄人與土地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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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史資料庫

臺南新報資料庫

為發揚戰後臺南研究先行者們研究成果，本館蒐集整理 1950
年代臺南地區的研究期刊，包含：《臺南文化》、《南瀛文獻》
及《文史薈刊》等，內容除了史事考證與研究外，更刊載當
時文史工作者早期深入臺南各地，進行田野踏查、史料採集
的詳實記錄，為理解臺南地方的重要參考資料。

《臺南新報》作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之一，為研究日治時
期臺灣社會情形與庶民生活概況的重要史料。本館與臺南市
立圖書館合作，將典藏於臺南市立圖書館的《臺南新報》數
位化，並建置本資料庫，除可提供逐日逐版瀏覽外，並針對
每則報導著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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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日治畢業紀念冊中埋藏的記憶寶藏

「身為臺史博校園生活記憶庫的重度使用者，沒想到臺
史博直接把我找來演講！」王子碩老師一開場便這樣
調侃自己，校園生活是生活在臺灣的你我大抵都經歷過
的，縱使有時代的差距，但校園空間、修業內容、規訓
的日常還有校園生活，其近似感卻跨越世代，而從畢業
紀念冊當中便可略窺其貌。「校園生活記憶庫」將當中
個別資料的時間與空間立體化，首批完成的是日治時期
臺南州的畢業紀念冊，看見在街道上合影的學生，彼時
生活空間裡的光影，林百貨前的熙來攘往，臺南車站前
的閒散，校園中的府城老城牆，數位化後搭配現時流行
的古寫真上色，又使過往好似昨日才發生，逐漸想起城
市佚失的生活故事。

王子碩
聚珍臺灣總監，
臺灣古寫真上色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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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記憶庫

本網站以世代間共有的「校園生活記憶」為出發點，目前從
館藏日本時代至戰後之臺灣各地之畢業紀念冊開始，以學校
沿革簡介、畢業紀念冊、照片等三種類型史料為單位，系統
性地著錄相關資訊，得以一窺百年來學生的校園生活與學校
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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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宗翰
民俗亂彈執行編輯，關注臺灣民俗學、無形
文化資產發展等議題。

UNIT 3

香火・節慶・迓鬧熱：
三十年來臺灣廟會大觀

影像的價值也許有重構現場的某種功能性的可能，而臺
史博「影音資料庫」所保存葉鴻洲導演三十年前於臺灣
各處紀錄民俗生活的母帶影像，使我們在剪輯過的節目
影帶之外，看見許多更貼近現場真實樣貌的紀錄。溫宗
翰老師描述他從這批影像當中，其實看到的不只是民間
信仰這麼簡單的表面，而更多是剛好提供了從 1990 年
代前後，近三十年來臺灣的地域認同、政治變遷、環保
意識等社會風氣的移轉，而最貼近民間的廟會民俗，恰
好示現了此些社會變化。許多影像至今回看，令人感到
驚喜又過癮，民間信仰不只是宗教生活，更多的也許是
臺灣社會中你我共同經歷的生活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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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資料庫

本資料庫透過系統性地整合臺史博所藏之影音資料，使社會
大眾藉由各主題之影音資料「看見」臺灣人的生活樣貌，以
理解臺灣土地的歷史與記憶。本資料庫之影音來源目前有紀
錄片導演洪維健所拍攝的臺灣人物訪談、臺灣地景紀錄，及
臺史博自籌設期以來蒐集、研究之相關影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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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4

臺灣女性創作者的斜槓人生──
以杜潘芳格與陳進為師

潘家欣老師以臺灣女性藝術家的生命史，探討面對存在
於性別分工中的臺灣女性生活日常以及內心情境。她
引用了流行語「斜槓」的概念，去回看過往以來臺灣女
性所面對的生活處境，一種不論是否擁有任何成就或職
業，在結婚之後，卻必然地嚴肅面對成為妻子或母親角
色，去接受如此的分工。並從臺史博「臺灣女人網站」
中舉了客家詩人杜潘芳格，以及畫家陳進，做為探討臺
灣女性藝術家生命史的案例。用同為女性創作者，或是
一位有母職的女性身分，來觀看兩位女性藝術家前輩，
去爬梳當時社會雖已逐漸接受「現代價值」，而家庭中
必然的傳統角色分工卻同時緊扣在她們的身上，顯現了
一種落差，並試圖從她們的創作中去理出一些特別的訊
息，縱使面對當時社會環境下的觀念落差，但仍以身為
女性的性別觀點展現於創作，以自主的意識在創作的國
度裡去述說著她們的一頁生命史。

潘家欣
藝術工作者，擅長以剪紙、文字、繪畫媒材
進行跨領域的多元創作。過著教學、藝術創
作與寫作多軌並行的斜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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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女人網站

本網站為深入探索臺灣女性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藉由常
民女性物件、圖像、口述歷史等材質各異的研究、典藏、推
廣積累，希望增進大眾對性別議題的理解，並關注臺灣社會
百年來，女性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甚至邁向世界的過程與
影響，為此培植豐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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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元老師從一首日本時代男女互虧臺語流行歌曲〈毛
斷相褒〉揭開講座序幕，「毛斷 = 摩登」，呈現了
1930 年代的摩登男女互動的有趣用語。另外，以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為背景的歌曲〈臺
博美人館〉，內容竟然是描述仙人跳，而描繪女人苦心
等待丈夫的〈侍應生〉，都反映著時代氛圍下的社會現
象，補足許多文獻史料所無的常民生活樣態。
同一個曲調、不同歌詞的歌曲，曲折的「生命史」亦反
映不同時代的價值觀。例如〈南都之夜〉這首描寫男女
相愛的臺語歌曲，曾歷經了1946年〈新臺灣建設歌〉，
也有巨星葛蘭以國語演唱、描繪臺灣風光的〈臺灣小
調〉，甚至也改成粵語的〈舊歡如夢〉，一方面展現跨
越時代與國界的音樂魅力，以及國族語言政策下的無
奈。

UNIT 5

老唱片聽出的新感動

黃裕元
任職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領
域包含流行歌曲研究、音聲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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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音聲一百年

本網站是一個聽見臺灣歷史聲音的平臺，以唱片工業百年展
資料為基礎，持續發表臺史博自各界徵集的各類臺灣的聲音。
內容包括音樂戲劇、政治社會、寫實紀錄等面向；以對聲音
的臺灣史、老唱片、老歌等有興趣之大眾為目標，期望透過
聲音的交流，一起來感覺臺灣社會的律動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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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5

朗朗上口的 Slogan：
戰後廣告的記憶

戰後 1960-1980 年代之間臺灣的電視廣告錄音大抵都
來自於「鳴岐錄音室」，從鳴岐錄音室保存的盤帶當
中，可以聽到原味封存的臺灣大眾生活記憶。創立者喻
鳴岐先生偶然踏入電視廣告錄音的路程，卻使他在臺灣
音聲記憶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鳴岐錄音室第三代女婿
謝東明先生在臺史博線上資源研習臺中場次分享了已自
行轉錄為數位檔案的廣告音檔，當中特別有 1975 年的
「臺中商業中心大廈」販售廣告（臺史博「音聲一百年」
網站亦有收錄），引起臺中場次與會者的熱烈討論及指
認，該地景的所在以及變遷記憶也同時透過聲音與地方
產生新的碰撞。但對於鳴岐錄音室所保存的盤帶數量，
謝先生感嘆地說「這些只是冰山一角！」要延續臺灣的
電視廣告記憶，仍有很大的空間要努力。臺史博「臺灣
音聲一百年」網站有幸收錄了部分源自鳴岐錄音室的廣
告原音，歡迎您「聽」廣告，了解臺灣的生活百味。



15

臺灣音聲一百年

本網站是一個聽見臺灣歷史聲音的平臺，以唱片工業百年展
資料為基礎，持續發表臺史博自各界徵集的各類臺灣的聲音。
內容包括音樂戲劇、政治社會、寫實紀錄等面向；以對聲音
的臺灣史、老唱片、老歌等有興趣之大眾為目標，期望透過
聲音的交流，一起來感覺臺灣社會的律動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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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想要探索更多臺史博數位資源，
歡迎上臺史博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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