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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

1 黃寬重，〈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衝擊與蛻變〉，《漢學研究通訊》31. 1（2012.2）: 1-6。

一、前　言

數位典藏改變了傳統文化資產保存方式，也影響人

文領域的研究發展。臺灣自 2002年起，開始啟動數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運用數位典藏技術確保國家文化資

產的長久保存，並將數位化的成果開放公眾取用；2007

年邁入數位典藏二期計畫，特別強調數位成果的加值應

用與深化研究，期望經由彙整轉化的數位加值資訊，結

合專業的學科領域知識，以發現更具系統性與理論性的

創見，尤其是數位技術與人文研究的跨領域合作發展。

誠如歷史學者所言，傳統文獻文物經數位轉化後，產生

四大新生功能：一是典藏原件得以永續庋藏，二是數位

化成果可開放上線取用，三是數位資訊便於整合利用，

四是數位資料快速檢索取得。最終有助資源共享和達成

公平利用文化資產的理想。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臺史所）「臺

灣日記知識庫」之建置發展，即是以數位典藏二期計畫

之數位加值與深化應用目標。由研究人員提出將史料解

讀出版成果上網公開的構想，自 2008年起，臺史所檔案

館統籌規劃與執行建置計畫，隔年（2009）即完成「臺

灣日記知識庫」在第一手史料數位加值與開放學術應用

的創新發展。本文將以臺灣日記知識庫建置經驗，探討

數位人文系統的建置與未來展望。首先概述「臺灣日記

知識庫」的建置及其構成要件，接著介紹目前系統收錄

與開放之日記的來源及其歷史價值，第三是展示系統介

面設計與功能，第四是分析系統連線使用與日記引用情

形，最後總結臺灣日記知識庫開放應用的研究效益和未

來發展。

二、臺灣日記知識庫之規劃及其構成
要件

臺灣日記知識庫之規劃與建置，始於 2007年 11月，

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研究員（當時擔任所長和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子計畫主持人），提議將《灌園先生日

記》的出版成果，進行數位化及上網公開，以方便使用

者透過網路查詢與使用之構想。臺史所檔案館隨即著手

將其構想具體轉化為數位加值計畫書，隔年（2008）順

利獲得中研院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的經費挹注，以

《灌園先生日記》（1927-1942）和《水竹居主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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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37）作為第一年計畫系統收錄標的，在檔案

館資訊人員初步分析日記內容與系統功能需求，計畫團

隊即確認以 wiki作為系統開發工具，由檔案館同仁自行

擔負系統程式開發，並協同日記解讀班成員共同處理日

記內容轉置與檢驗等數位加值工作。在計畫執行第二年

（2009）即完成臺灣日記知識庫在第一手史料數位內容

加值的創新發展，以及開放公眾查詢與取用私人日記之

學術服務。

臺灣日記知識庫的發展策略，主要是以臺史所檔案

館在私人日記典藏和研究人員在日記解讀出版等豐碩成

果的優勢上，以及運用最新數位技術的資訊工具，在數

位資訊網路環境中，將人文領域偏好的實體出版品形式

具體呈現，有效結合人文專業社群協同創作機制，建置

成為一共建與共享的知識平台。茲就臺灣日記知識庫的

構成要件，包括原始資料、系統工具、加值資訊，以及

使用社群等四項，說明如下。

（一）原始資料內容

資料庫建置最根本的是原始資料內容。臺灣日記知

識庫建置構想源自於臺灣民族運動先驅林獻堂（1881-

1956）所留下的《灌園先生日記》，日記始於 1927年，

止於 1955年，前後共 29年，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臺

灣史。2許雪姬認為日記是歷史研究的頂級資料，是第

一手史料。日記資料受到史學界重視原因有：1.日記是

當時人記當時事，可真實反應史實；2.長年記載周遭發

生之事，可看出社會變遷的軌跡；3.日記是私密性紀錄，

對事或人的記載較為直接無隱。3

日記是個人的私密紀錄，除了因手寫字跡和簡略紀

錄等特性外，還有記載語言的多元性，有中文、日文、

白話羅馬字、或其他外國語言，因此，日記原始資料使

用不易，需要具有歷史專業和語文能力的專家進行解

讀。日記解讀程序，首先是逐字判讀逐句標點，校正原

文中的錯、漏字，並進行全文建檔工作。第二是將日記

中出現的人名、商號會社、日文漢字、臺語及特殊名詞

加以註釋。4

因此，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原始資料內容，是包括

第一手史料和專家解讀內容。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例，自

1927年至 1955年止，日記原文和註解內容共計有 519

萬字，林獻堂在 29年間書寫的日記原文約為 9,500餘篇

（天）、248萬餘字，而專家解讀的註解則有17,200餘項、

271萬餘字之多。簡言之，知識庫收錄的資料不僅是判

讀日記手稿，還包括了集合史學社群之力，共同考訂史

實與專業註解的知識內容。

（二）資訊系統工具

隨著電腦科技與資訊網路發展，資料庫建置不可或

缺的是資訊系統工具。在結合通訊技術與協力合作的

Web 2.0概念興起，支援使用者參與和互動的社會軟體

工具推陳出新，如 blog、wiki等，開啟個人藉由網路連

結性，運用社會軟體形成社會網絡，在集體協同創作的

努力下，促使資訊分享與創新的知識工作空間變成更有

效率的協作環境。其中強調讓使用者可自由編輯的協力

合作的共享平台─wiki，始於個人進行資訊整理之用，

是由資訊組織概念所延伸的技術，後因具備開放合作的

特性而成為架設社群網絡平台，維基百科就是其特性而

衍生出的 wiki平台。

在評估系統開發工具時，考量 wiki是免費使用的協

同創作及其資訊組織技術，最重要的是支援使用者參與

共同創造的優點。且因臺灣日記資料的中文和多語文需

求，社會軟體必須可完全支援中文的顯示，而系統平台

也應方便管理與維護，使用介面是容易學習與上手的，

因此，最後確認選擇與維基百科所採用的 Media Wiki作

2 李遠哲，〈序〉，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 iii。

3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3。

4 李毓嵐，〈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頁 4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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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發臺灣日記知識庫的系統工具。

臺灣日記知識庫的建置，是以社會軟體開發的協同

創作平台，但為確保日記原文與註解內容的品質，架設

二個平台，包括對外開放使用者查詢與內容取用的服務

前台，以及對內提供計畫團隊編修與版本維護的管理後

台。

（三）資訊加值程序

資料庫建置最重要工作是資訊加值程序，資訊加值

最終目的是在於促成知識傳播與創新。資訊加值的整體

程序是包括確認、選擇、徵集、組織、準備、儲存、詮釋、

利用與傳播之循環過程。5第一步是確認可處理的資料

範疇，其次是選擇與徵集適合的、最重要的資料，接著

組織所徵得的資料成為有用的資訊，並準備資訊儲存機

制以開放使用者檢索，和進一步的解釋以引導使用者正

確且迅速取用可靠的資訊，最後使用者利用確實資訊支

援其工作或其他活動，並將成果再加以傳播，而形成一

連串資料、資訊、知識轉換之有機循環。

臺灣日記知識庫的資訊加值程序，首先確認收錄日

記資料之第一手紀錄、註解內容和數位影像；第二步展

開選擇與徵集日記工作，如第一年先導計畫選擇以灌園

先生日記和水竹居主人日記為標的，便展開向記主家

屬、註解者和出版單位等著作權授權之徵集作業；接著

是資訊組織，經深入解析日記為個人逐日紀錄之特性，

視個別日記為一整體，每天日記為最基本單元，依照個

別記主、年、月、日編排日記資料，以西元方式處理日

本或中國紀年，舊曆與新曆紀日等，作為日記知識庫最

主要的分類體系。並運用wiki系統平台儲存與開放檢索，

每篇日記頁面編輯是先原文、再註解和連結數位影像，

引導使用者取得可靠資訊，以支援其學術研究等任務。

最後再將使用者的研究成果（博碩士論文）加以傳播。

資訊加值程序中的關鍵在於資訊組織方法，臺灣日

記知識庫是依尊重全宗和原始順序之檔案來源原則，6

和檔案多元控制層次加以編排，以維護個別日記的時序

性及其脈絡資訊。再以西元日曆一致性的分類架構，整

合多元來源日記之第一手紀錄與多樣性資訊。讓使用者

得以利用既真實且可靠的資訊，完成歷史研究與文化傳

承等工作。

（四）使用社群參與

資料庫建置最終目的在於滿足使用者資訊需求，提

供符合其資訊尋求與使用的資訊傳播平台，以達成其知

識創新工作。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的資料除了日記手稿

外，還包括史學研究人員參與解讀的註解內容。以灌園

先生日記解讀出版為例，自 1999年起成立「林獻堂日記

解讀班」，網羅各領域史學專業研究人員，定期聚集與

研討，以解讀在前、出版在後為原則，2000年底出版

第 1冊，直至 2013年 11月完成最後一冊出版。7 從解

讀到完成註解出版經歷 15年。如前面提及，註解內容比

日記原文多了 20萬餘字。

此外，日記知識庫運用 wiki所開發的系統平台，

為確保知識庫收錄資訊的品質與正確性，亦由專業解讀

成員參與內容編修與版本維護的後台管理作業，尤其處

理各部日記的轉置和內容校正等資訊組織工作。且在開

放使用者查詢與取用的服務前台設計，亦以使用者為中

心，選用使用者較為熟悉的系統開發工具，以人文學者

習慣的紙本出版形式編輯頁面，和定期彙整使用者的意

見，調整各項系統功能，包括全文檢索、時序瀏覽、進

階查詢與連結影像等。

總括而言，臺灣日記知識庫的建置策略，是收錄第

一手史料及其註解之全文資料，運用社會軟體 wiki開發

的協同創作系統平台，經由專業資訊加值整合多樣來源

與維護獨特脈絡資訊，緊密連結使用社群參與共建與共

享，以及尊重智慧財產權取得授權保證，持續新增日記

5 Evans, G. Edward & Margaret Zarnosky Saponaro, Develop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Collections. 5th 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5. p. 7.

6 薛理桂、王麗蕉，《檔案編排與描述：理論與實務》（臺北：文華圖書公司，2010），頁 35-45。

7 許雪姬，〈跋〉，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頁 49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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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林獻堂著，許雪姬等共同註解，《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0），頁 1-16。

9 李毓嵐，〈水竹居主人日記〉，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

頁 18-19。

10 鄭麗榕，〈簡吉獄中日記〉，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頁 6-7。

11 簡吉留下的日記有多冊，2014年大眾教育基金會再次提供簡吉日記 1冊（1936-1937）及其妻子陳何的助產士筆記 3冊，臺史所

檔案館已完成數位典藏，將陸續進行內容解讀與建檔，轉入臺灣日記知識庫開放查詢使用。

內容與更新系統功能，永續發展成為學術研究與知識創

新傳播平台。

三、知識庫所收錄的日記之來源與內
容

臺灣日記知識庫建置之初，收錄的日記標的是《灌

園先生日記》，當年臺史所已解讀出版了 1927至 1942

年；同時為了豐富日記知識庫內容，也徵集取得由許雪

姬等人編註、由近史所完成出版之《水竹居主人日記》

的上網公開傳輸授權；二部日記經過資訊加值與解讀班

社群參與內容校訂，在系統 2009年正式上線時同時開放

查詢與使用。2010年新增《簡吉獄中日記》，2011年新

增《黃旺成先生日記》和《楊基振日記》，2012年新增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和《呂赫若日記》，2013年

新增《三好德三郎回憶錄》和《吳新榮日記》，累計迄

今共有 9部日記，包括臺灣人或外國人在臺經歷所留存

的第一手私密紀錄，茲以收錄於系統先後順序，就各部

日記的來源與內容簡述如下。

（一）灌園先生日記

林獻堂（1881-1956，臺中霧峰人），本名朝琛，號

灌園。是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的舵手。戰後，被選為

縣參議員、省參議會，和曾任省政府委員、通志館館長，

後改為文獻會主任委員，1949年因國共對峙情勢下難以

自安，遂赴日養病，客死異鄉。

《灌園先生日記》，始於 1927年止於 1955年，前

後有 29年，其中缺 1928年和 1936年。日記內容是以十

分工整筆跡要言不煩地記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大

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包括家族資料、經

濟活動、政治相關，以及文化活動等。許雪姬提到其 27

年長時期的紀錄，在目前臺灣史的研究資料中，其連續

性、重要性尚無出其左右者，並舉皇民奉公會、「臺灣

獨立」事件等主題，說明林獻堂日記的史料價值。8

（二）水竹居主人日記

張麗俊（1868-1941，臺中豐原人），字升三，號水

竹居主人。曾任保正（長達 20年）、街協議會員，以及

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常任理事、富春信託株式會社常務

理事、豐原水利組合組合員、慈濟宮修繕會總理。並參

與櫟社、東山吟會等詩社活動。

〈水竹居主人日記〉，始於 1906止於 1937年，前

後 32年，缺 1922年。日記以毛筆謄錄於十一行簿，以

農曆一年裝訂一冊。日記內容涵蓋張麗俊個人家族史、

宗教活動、地方產業等日常生活外，亦提供政治運動史、

保甲制度和文學史等重要史料。此日記可貴之處，在於

是臺灣目前唯一由保正當事人留下的第一手紀錄。9

（三）簡吉獄中日記

簡吉（1903-1951，高雄鳳山人）。曾任公學校教職，

因製糖會社與佃農之土地爭議而辭職，成立鳳山農民組

合和創組臺灣農民組合。1929年臺灣總督府進行全島大

檢舉，簡吉入獄一年，1931年又因臺共黨員名義被捕服

刑十年。戰後，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等職，

又因擔任中共相關委員會書記，1950年被捕判處死刑。

〈簡吉獄中日記〉始於 1929年 12月 20日至 1930

年 12月 24日，是第一次入獄時在臺北及臺中監獄的

紀錄，以鋼筆用日文寫於 25開左右的筆記本上。日記

內容詳記獄中生活點滴、讀書札記，也抄錄與家人朋

友來往的書信。10是理解 1920年代左翼農民運動的重

要史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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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旺成先生日記

黃旺成（1888-1979，新竹人），號菊仙。曾任教於

公學校，臺中蔡蓮舫家的家庭教師。後投入臺灣文化協

會活動，擔任《臺灣民報》記者，成為臺灣民眾黨的要

角，和當選新竹市會議員，1939年因反日被拘禁近一年。

戰後，擔任《民報》主筆，遞補為省參議員，亦曾任職

於臺灣省通志編纂，和新竹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旺成先生日記》始自 1912年終於 1973年，其

中缺 1918等 13年份，共有 48本。日記主要是以印製的

「當用日記」本書寫，前三四年是日文寫成，後皆以漢

文為主。日記內容記錄其親身參與的政治、文化運動、

議會活動、媒體運作，以及食衣住行、信仰、娛樂等庶

民生活的紀錄。12是跨越不同政權與世代的媒體人日記。

（五）楊基振日記

楊基振（1911-1990，臺中清水人）。畢業於日本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1934年前往南滿洲鐵道株式

會社任職，1938年轉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天津鐵路局，

1945年任啟新唐山工廠副廠長，1946年回臺，隔年任職

臺灣省政府交通處，1976年退休後移民美國。

楊基振一生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家屬留存的日記自

1944年至 1990年病逝前的手稿本。目前先出版的《楊

基振日記》是 1944年至 1950年，剛開始的日記是以日

文書寫，至 1947年 4月 24日起改以中文記錄。目前所

出版的 8年日記恰逢其在中國東北經歷二次大戰和返臺

後的二二八事件等動盪不安的歷史局勢。13

（六）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田健治郎（1855-1930，日本兵庫人）。歷任縣警部

長、遞信次長兼鐵道局長、眾議員、貴族院議員、遞信

大臣等。1919年任臺灣總督，至 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

後，轉回日本任農商務大臣、樞密顧問官。是首任文官

總督，標榜以「內地延長主義」為其治臺方針。

田健治郎自 1890年開始每日書寫日記，前後長達

40年。目前出版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是 1919

年至 1923年總督任內的日記，雖以漢文書寫，但和現在

通行的中文不盡相同，日式語法、用法隨處可見。日治

時期臺灣總督共 19任，只有田總督留下治臺完整日記，

可說是價值連城。14

（七）呂赫若日記

呂赫若（1914-1950，臺中豐原人），本名呂石堆。

1935年以小說〈牛車〉獲刊於日本《文學評論》而備受

矚目。1939年赴日學習聲樂。1942年返臺擔任《臺灣文

學》編輯、《興南新聞》記者，1944年出版《清秋》為

日治時期首次發行單行本小說集的臺灣作家。戰後曾任

建中、北一女音樂老師；1948擔任《光明報》主編，隔

年因保密局監控而離家逃亡，最終因白色恐怖遇難。15

《呂赫若日記》始於 1942年止於 1944年，是唯一

歷劫殘存的第一手紀錄。日記是寫於出版社所發行三年

連用的「當用日記」，以日文書寫。日記內容是文學創

作過程、文壇交遊、家庭生活狀況等生活經歷紀錄，此

三年日記恰逢呂赫若文學藝術創作最活躍的時期，日記

反映出其文學創作與思想變化的軌跡。

（八）吳新榮日記

吳新榮（1907-1967，臺南將軍人），號震瀛。1932

年自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返臺接手叔父開設

的佳里醫院。同時參與文化工作和臺灣新文學運動。戰

後，投入政治活動，1947年因出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

會相關職務，卻因此被補入獄百日。1952年受聘臺南縣

文獻委員會委員，隔年創刊《南瀛文獻》，又受李鹿案

牽連再度入獄 4個月，1960年完成《臺南縣志稿》十卷。

《吳新榮日記》始於 1933年止於 1967年，前後 35

12 曾士榮，《黃旺成日記》，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頁 24-25。

13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臺北：國史館，2007），頁 1-26。

14 許雪姬，〈序〉，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iii-v。

15 呂芳雄，〈後記〉，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中譯本》（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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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中缺 1934和 1954年。日記書寫於印製有佳里醫

院字樣的稿紙，一開始是以漢文書寫，自 1938年 1月 1

日起至 1945年 8月 15日止之近八年期間改以日文記載，

此後則皆以中文記錄。日記內容包括家族生活、醫生工

作、政治參與和文史活動等，真實反映其跨越日治到戰

後，在不同統治政權交替下，庶民的日常生活經驗。16 

（九）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三好德三郎（1875-1939，日本京都人），自號茶

苦來山人。原為辻家，父親一代由三好家收養，辻家與

三好家皆在宇治從事茶業經營。三好於 1899年來臺於

臺北開設「辻利茶舖」，居臺約 40年，政商關係良好，

從事商業活動之餘，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任臺北州

議會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等，1923年皇太子巡

臺時，曾受賜綠綬褒章，並單獨拜謁賜宴，1939年病逝

於臺灣。17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是三好於晚年書寫，以日文

寫於標記有「三好用箋」的會社用紙上，回憶錄年代自

1888年至 1938年，橫跨明治、大正至昭和年間，特別

是在臺 40年間（1899-1938）的紀錄占總量四分之三，

可瞭解三好對於當時臺灣總督與民政長官等治臺官員的

施政見解，亦是研究日治時期官商關係的重要史料。

總計臺灣日記知識庫迄今（2015）已開放有 9部

日記，就數量統計而言，日記記載年代自 1888年起至

1967年止，累計有 3萬餘篇日記，註解資訊亦有 3萬 6

千餘項，全文字數將近 1,200萬字。（參見表 1）

綜合分析現已開放的 9部日記，書寫記錄年代跨越

清領、日治到戰後三個統治政權，主要集中於日治時期。

有 7部是臺灣人的日記，有 2部日本人來臺留下的個人

紀錄。這 9位記主之間，也都有些共同經驗或往來關係，

如張麗俊與林獻堂皆出生於清領時期的 19世紀末，都

是臺中人，也都參與櫟社，18在他們日記中記錄著出席

16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 11-17。

17 謝國興，〈中譯版序〉，謝國興等主編，陳進盛、曾齡儀、謝明如譯，《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臺北：
中央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18 櫟社：創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日治時期與北瀛社、南南社齊名。其社長先是蔡啟運、賴紹堯，繼之為傅錫祺，傅一直任

到戰後（1946）。櫟社成員維持在二十餘名，戰後力圖恢復，惟其承先啟後的主角傅錫祺死亡、林獻堂遠走日本，社務遂衰。（張

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 /1907-01-21。上網日期：2015年 09月 19日，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

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水竹居主人日記 /1907-01-21。）

表 1　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日記及其上網開放情形

日記
名稱

日記年代
篇數
（日）

註解
（則）

字數
（萬）

備註

灌園先
生日記

1927-1955 9,523 17,234 519

2009 年 8 月開始上
網 至 1942， 配 合
出版，預計至 2015
年 11 月全部開放

水竹居
主人日
記

1906-1937 10,222 3,418 177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
（2009 年 8 月全部
上網開放）

簡吉獄
中日記

1929-1930 139 84 9
2010 年 9 月全部上
網開放

黃旺成
先生日
記

1912-1923 3,655 5,750 127

黃旺成留存日記至
1973 年（2011 年 1
月開始上網開放，
亦配合出版，現出
版至 1927 年）

楊基振
日記

1944-1950 1,817 5 36
國史館出版（2011
年 8 月全部上網開
放）

臺灣總
督田健
治郎日
記

1919-1923 1,461 2,691 61
2012 年 3 月全部上
網開放

呂赫若
日記

1942-1944 689 242 12
臺灣文學館出版
（2012 年 7 月全部
上網開放）

吳新榮
日記

1933-1967 3,988 6,971 209

臺灣文學館出版
（2013 年 10 月
上 網 至 1945 年，
2014 年 7 月全部開
放）

三好德
三郎回
憶錄

1888-1938 314 136 34

2013 年 8 月開放日
本図書センター出
版日文版本（2015
年開放新出版日中
對照版）

總計 31,808 36,531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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櫟社活動的情景。目前臺史所也已徵集到同是櫟社成員

的傅錫祺（1872-1946，臺中潭子人）所留下的 1902年

到 1946年日記，和陳懷澄（1877-1940，臺中鹿港人）

1916至 1932年的日記。除了詩社活動外，另一共同之

處是擔任地方領導人物，張麗俊擔任過保正、傅錫祺曾

任庄長，陳懷澄是鹿港街長，林獻堂也擔任過區長等。

此外，還有林獻堂夫人的《楊水心女士日記》，也已完

成 1928、1930、1934和 1942年日記出版，不僅可補足

林獻堂缺少的 1928年日記，夫妻日記的紀錄更能相互驗

證。

又如簡吉、吳新榮和呂赫若，皆是出生於日治初期，

都經歷二戰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政權交替，

也遭遇之後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吳新榮在

二二八事件受牽連入獄，簡吉和呂赫若則皆因白色恐怖

遇難身亡。此外，臺史所也取得另一位白恐受難醫師葉

盛（1923-1950，臺南人），自 1938年到 1950年日記。

他們留下的第一手連續性的私密紀錄，可作為研究戰後

相關政治事件中，不同身分和職業的社會菁英分子所遭

遇的經歷。

而 2部日本人的日記，總督田健治郎與茶商三好德

三郎亦都有往來關係，在臺期間都經歷 1923年裕仁太

子（即於二戰宣佈敗戰的昭和天皇）巡啟臺灣和留下相

關的紀錄。目前臺史所亦已徵集到專賣局長〈池田幸甚

日記（1914-1923）〉，警察〈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

1937）〉，以及報社主筆〈籾山衣洲日記（1898-1907）〉

等日人在臺的經歷紀錄。此外，亦已爭取到《The Diary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和《熱蘭遮城日誌》

等 2部日記的授權，前者是加拿大籍馬偕牧師來臺宣教

30年的紀錄，可回溯至清領時期的臺灣歷史，後者是荷

治時期臺灣長官的治理紀錄。

史學界要求嚴謹的歷史研究程序，首先是挖掘與判

讀第一手史料，接著爬梳與整理史料脈絡，以及進行多

元史料來源比較，最後才能完成史實闡述與歷史觀點解

釋。因此，臺灣日記知識庫為支援歷史學門深化研究與

多元觀點發展，將會持續將上述已取得授權之日記陸續

加值和上網開放應用。

四、臺灣日記知識庫的系統平台與功
能展示

臺灣日記知識庫收錄的是私人第一手紀錄，系統開

放是採取帳號管理，目前已開放國內外各界人士皆可憑

有效電子郵件，於線上申請帳號，經電子郵件認證後，

即可連線查詢與取用。前述提及，知識庫是運用協同創

作社群工具 wiki作為系統開發平台，茲就資料結構與系

統功能說明如下：

（一）系統資料結構

日記知識庫的系統資料結構，是參考檔案全宗與尊

重原始順序等來源原則加以編排，視同一個人（來源）

日記為整體，將每天日記作為基本資料單元，即系統以

每天日記為主體頁面，每一頁面包括頁面名稱、日記原

文、註解、所在分類、分類、小日曆和數位影像等組成。

以林獻堂 1927年 1月 2日為例，說明如下：

10 
 

1. 頁面標題：即每天日記標題，以每部日記及其西元紀日命名，如：灌園先生

日記/1927-01-02，將原有紀年和紀日照錄於下，「昭和二年 新一月二日 舊十

一月二十九日 日曜日 陰」。 

2. 日記原文：將每天記手稿全文照錄，若有譯文，則以先原文、再譯文方式呈

現，如圖 1 中的林獻堂對文協理事會的紀錄。 

3. 註解：由史學專業解讀與註解資訊，以隨頁註方式，列於每一頁面下方，主

要是人物註解，或重要事件、會社、名詞等。 

4. 所在分類及其分類：所在分類是將當天日記的隸屬關係，依日記、年、月之

階層列出；而分類是將每天頁面歸屬日記、時間屬性列出，方便使用者聚集

同一部日記，或查找和比較同一天所有人日記紀錄。 

5. 當月日曆：以小月曆列出記主於當月日記書寫情形，藍色表示有紀錄，灰色

表示該日沒有日記內容。 

6. 手稿影像：手稿影像小縮圖，表示提供日記手稿數位影像連結。 

（二）系統平台功能 

    目前開放使用者服務的前台，提供各部日記瀏覽、全文檢索、日期參照、查

看結果、連結數位影像等功能。 

1. 首頁：系統首頁展示已開放 9 部日記，依收錄先後依序編排；使用者需自右

上方登入，方能進入系統瀏覽或檢索。 

2. 日記瀏覽：可依各部日記，以年、月、日之時間序列，瀏覽記主每一天日記

紀錄。 

3. 搜尋功能：知識庫提供全文檢索，在頁面右上方搜尋列可輸入任一查詢詞彚

進行簡易查詢，或選擇是否要包含註解資訊之限定查詢，以及精確、AND、

OR、NOT、限定分類等進階查詢。 

頁面標題

圖 1　灌園先生日記，1927 年 1 月 2 日頁面。( 資料來源：臺
灣日記知識庫，首頁網址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1. 頁面標題：即每天日記標題，以每部日記及其西元紀

日命名，如：灌園先生日記 /1927-01-02，將原有紀

年和紀日照錄於下，「昭和二年 新一月二日 舊十一

月二十九日 日曜日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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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記原文：將每天記手稿全文照錄，若有譯文，則以

先原文、再譯文方式呈現，如圖 1中的林獻堂對文協

理事會的紀錄。

3.  註解：由史學專業解讀與註解資訊，以隨頁註方式，

列於每一頁面下方，主要是人物註解，或重要事件、

會社、名詞等。

4.  所在分類及其分類：所在分類是將當天日記的隸屬關

係，依日記、年、月之階層列出；而分類是將每天頁

面歸屬日記、時間屬性列出，方便使用者聚集同一部

日記，或查找和比較同一天所有人日記紀錄。

5.  當月日曆：以小月曆列出記主於當月日記書寫情形，

藍色表示有紀錄，灰色表示該日沒有日記內容。

6.  手稿影像：手稿影像小縮圖，表示提供日記手稿數位

影像連結。

（二）系統平台功能

目前開放使用者服務的前台，提供各部日記瀏覽、

全文檢索、日期參照、查看結果、連結數位影像等功能。

1.  首頁：系統首頁展示已開放 9部日記，依收錄先後依

序編排；使用者需自右上方登入，方能進入系統瀏覽

或檢索。

2.  日記瀏覽：可依各部日記，以年、月、日之時間序列，

瀏覽記主每一天日記紀錄。

3.  搜尋功能：知識庫提供全文檢索，在頁面右上方搜尋

列可輸入任一查詢詞彙進行簡易查詢，或選擇是否要

包含註解資訊之限定查詢，以及精確、AND、OR、

NOT、限定分類等進階查詢。

4.  日期參照：以瀏覽或查詢至每一頁面，如以灌園先生

日記 /1945-08-15的日記，以頁面下方分類「臺灣日

記 /1945-08-15」，可再找到吳新榮和楊基振在終戰

日（1945年 8月 15日）的紀錄。

5.  查看結果：查詢結果是以相關性排列，亦可選擇以頁

面標題或熱門程序排序；另為方便讀者，查詢結果可

選擇以另開視窗呈現；日記內容可複製外，頁面亦可

列印輸出備用。

6.  手稿影像：若有取得日記手稿的數位影像，亦提供使

用者可再點選手稿影像，滿足史學研究者史料考訂的

檔案使用需求。

為確保日記史料開放上網的內容品質，雖以 wiki作

為開發工具，服務前台並未開放內容編輯，而是另行架

設後台處理內容編修、記錄版本和開設討論群等其他協

同創作功能。

五、系統開放使用與日記引用分析

臺灣日記知識庫自 2009年 9月正式上線開放，先提

供院內研究人員申請帳號連線使用，並在臺史所檔案館

開放所有使用者到館利用；同年，配合院區開放所舉辦

的「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公開展示知識庫收

錄的《灌園先生日記》和《水竹居主人日記》2部日記。

2011年 9月擴大開放國內學術研究與公務使用，即

使用者可憑其 edu.tw和 gov.tw的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帳號

連線使用。當時收錄日記新增了《簡吉獄中日記》、《黃

旺成先生日記》，和國史館所出版的《楊基振日記》，

累計有 5部臺灣人的日記史料。

今（2015）年 3月更全面開放國內外各界人士申請

帳號連線使用，期間陸續新增《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

記》，和臺灣文學館出版的《呂赫若日記》和《吳新榮

日記》，以及臺史所最新出版的《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日中對照版本。累計開放有 9部日記史料之數位成果。

臺灣日記知識庫開放應用迄今，統計系統連線與查

詢使用情形，以年度總量觀察，造訪人次和瀏覽頁面由

2010年的 2,280人次和 17,800餘頁面，至 2014年已成

長為 8,450人次和 119,000頁面，成長幅度造訪人次近 3

倍，瀏覽頁面遠超過 5倍之多。隨今年 3月起，擴大服

務對象，不再限國內學術機構或公務單位所屬人員，由

今年 1至 8月統計，已可預見系統使用之成長。（參見

表 2）

表 2 臺灣日記知識庫連線使用統計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1-8)

造訪人次 2,281 2,800 5,719 5,444 8,450 6,514

瀏覽頁面 17,838 36,318 80,594 81,581 119,075 113,400

除了前述系統連線使用數量外，日記研究成果及其

引用分析更能彰顯數位人文系統建置的價值。因此，臺

史所檔案館積極參與史學研究社群的學術交流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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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臺灣日記知識庫，分別在臺史所 2010年與中興大學

在臺中，2012年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在臺南，以及 2014

年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醫學大學在高雄等地，

所舉行的日記相關學術研討會中展示系統或專題介紹，

以 2014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14人發表論文中

所交互使用的日記十多種，19當然其中也包括臺灣日記

知識庫所收錄的多部日記。

此外，日記被引用情形，可利用國家圖書館「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在 2014年 7月 25日檢索

時，以《灌園先生日記》169次最高，《水竹居主人日

記》146次居次；20至本年 7月 23日檢索，累計自 89

學年度至 103學年度止，引用林獻堂日記的博碩士論有

182篇、引用張麗俊日記有 162篇，即一年間又各增加

13篇和 16篇，這還僅限於國內博碩士論文，尚未包括

專書、期刊論文和會議論文集等研究成果，以及國外研

究文獻，可見日記史料在學術研究中的價值。

日記史料對於學術研究發展的影響，以引用《灌園

先生日記》之 170篇（扣除引用二手文獻）博碩士論文

為例，先依學校別分析，前五所學校分別是以臺灣師範

大學有 29篇最多，其次是政治大學 26篇，接著是成功

大學 13篇、中興大學 11篇，以及臺灣大學和中央大學

各為 9篇。再依指導教授前五位交叉分析，戴寶村和廖

振富指導論文各有 7篇、許雪姬有 6篇、蔡錦堂與林瑞

明各有 5篇。顯示學生論文撰寫過程中所查找與利用文

獻來源，受指導教授影響甚深。五位指導教授皆為歷史

學者，其中林瑞明跨足文學界，曾任臺灣文學館館長。

再分析引用日記的學科領域，以歷史相關系所有 74

篇（44%）為多，文學與語言相關系所有 58篇（34%)

居次，社會、建築、法律和教育等社會學科有 23篇

（23%），藝術和音樂的藝文領域亦有 17篇（14%），

另還有中醫和體育系所各有 1篇。（參見表 3）由此五

大學科領域的引用，可瞭解林獻堂日記不僅如大家公認

是一部具體而微的臺灣史，亦如許雪姬在《灌園先生日

記》第一冊（1927）出版時即介紹了林獻堂日記不僅是

其個人生命紀錄，還包括家族資料、婦女史料、經濟、

政治和文化相關活動資料。21

表 3　引用林獻堂日記之博碩士論文系所別

學科領域 相關系所 篇數

歷史相關

學科領域

歷史研究所 48

74臺灣史研究所 21

史地學系研究所 5

文學相關

領域

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33

57

中國文學系 20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 2

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 1

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班 1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1

社會相關

學科領域

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 7

23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4

法律學系 3

教育研究所 3

中山學術研究所 1

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 1

企業管理研究所 (含碩專班 ) 1

地政學系 1

政治研究所 1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班 1

藝文相關

學科領域

藝術史研究所 5

13

音樂研究所 3

民俗藝術研究所 3

戲劇研究所 1

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1

其他學科

領域

中醫學系博士班 1
2

體育學系 1

總計 170

 綜合分析臺灣日記知識庫系統連線使用統計，以及

各部日記收錄與上網時程，顯示連線使用數量的成長，

19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2015）: 153-184。

20 同上註。

21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林獻堂著，許雪姬等共同註解，《灌園先生日記》，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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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黃寬重，〈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衝擊與蛻變〉，《漢學研究通訊》31.1（2012.2）: 1-6。

23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 /1933-09-04。上網日期：2015年 09月 20日，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吳新榮日記 /1933-09-04。

24 臺史所檔案館為提供使用者參考日記史料應用情形，分別整理和附在各部日記簡介中「博碩士論文引用情況」，以林獻堂日記為
例，其網址為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

除與系統陸續擴大開放服務對象有密切關連外，持續新

增多樣性日記史料，亦有相當關係。此外，積極主動推

廣臺灣日記知識庫，亦是擴大系統應用層面的關鍵工

作，特別是在歷史學界的學術研究場域中展示與推介系

統特色與使用功能。而由歷年博碩士論文引用日記的成

長量，和引用的學科領域的廣泛性，更可看出日記史料

解讀出版，以及建置成為數位人文系統，對學術傳播與

創新研究的影響力。

六、結　語

21世紀隨資訊科技發展，改變了傳統文化資產保

存與人文領域學術研究。誠如歷史學者所言，人文學者

由議題出發，利用數位資料庫檢索，便可能在短時間內

獲得數以百計的資料，提出創見，以及未來可利用哈佛

大學建置較完整且正確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重新觀察中國社會文化的歷史轉變等。22

臺灣日記知識庫是以日記史料及其註解資訊，所建

置完成的數位人文系統，自 2008年以來，累積已收錄和

開放 9部日記，合計有 3萬 1千多天（篇）和 3萬 6千

餘筆註解，近 1,200萬字。私人日記的本質與特性，吳

新榮在其在現存最早的一本日記第一篇日記就已寫到：

「日記可當我們生命之記錄，日記可為我們生活之反

省！」23日記之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價值，從 1部《灌園

先生日記》就協助了 170位青年學子完成其博碩士論文，

以及以引用論文的學科領域，證實私人日記不僅如許雪

姬所言是歷史研究的頂級史料，其連續性的生活紀錄，

亦是研究經濟、文化、藝術等社會變遷的重要資料來源，

在在都顯示了日記史料的學術影響力。24

臺灣日記知識庫目前已開放國內外各界人士申請帳

號連線查詢，除了提供更快速、更多樣的資訊檢索外，

以 wiki協同創作工具所建置的數位平台，和經由專業資

訊加值程序，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例，可透過此數位

人文系統，即可就其 1萬 7千餘筆註解資訊（參見表 1

所列數據），分析出人物註解約為 8千人，利用此人名

索引可標注出在林獻堂日記紀錄中出現人名約 14萬餘人

次，藉此可再進一步分析林獻堂在各個領域的社群網絡

關係，如櫟社文友間的往來關係、文化協會從成立到分

裂的人際網絡變化、在日治時期議會請願運動相關成員

的參與過程等，但需要人文學者就其學科關懷提出問題

意識和研究主題，再與資訊專業人員合作和充分討論，

以瞭解系統建置過程資料特色與技術限制等，才能在確

實掌握資料內容的情況下，提出正確歷史解釋。

黃寬重也提到數位典藏發展固然讓人文研究呈現新

的活動，但人文學者也面對數位資料庫建置過程的瑕

疵，以及缺乏掌握數位資源能力和資料庫鑑別力等問

題。因此，臺史所對於「臺灣日記知識庫」的未來發展，

在這資訊網路普及和知識創新時代，更加堅持正確的資

料和與真實的紀錄才是使用者真正需要的資訊，同時也

理解數位人文系統需要更多豐富原始資料為基礎，會積

極發掘與爭取日記授權，持續專業且嚴謹的數位加值程

序，和及時更新的 wiki協同創作資訊工具，最重要是更

多引介更多專業社群成員加入與參與，相互學習數位人

文的資訊素養，培育掌握資訊與鑑別資訊能力外，共同

討論進行跨領域數位人文研究，讓臺灣的數位人文研究

能創造新的發展方向，發揮學術的影響力。期待未來，

臺灣日記知識庫能真正成為人文學界社群互動與協同創

新的數位人文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