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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資源實察方法（I）：社會調查實務、經驗與建議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一、 前言：客庄村史中的社會調查 

1. 「社會調查」在現代「客庄村史」中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 

1） 過去的回顧：以在地人的觀點檢討及整理過去各類官方普查或社會

調查中對於村莊行政區分與隸屬、人口及社會組成變遷的描述之史

料（包括地圖、公共空間、及人口統計數字） 

2） 現代的考察：透過實地社會調查掌握目前村莊聚落範圍、建築形式、

家戶數量及人口組成整體面貌：聚落的發展及人口變遷 

2. 個人過去閱讀客家研究、參與客家人口調查、語言調查、及客庄文化資

源普查中的「社會調查」的經驗與反省之分享 

 

二、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中的「社會調查」 

1. 社會調查類型概念介紹：「抽樣社會調查」與「普查」的差異 

1）抽樣調查(sample survey) 

(1) 定義：根據「人口母體」（population）的特性，隨機或分層抽

取一定比例的樣本（sample）進行調查。 

(2) 抽樣調查通常會詢問較多不同性質的問題，包括背景（如：年

齡、家庭出身）、社會特質（如，教育程度、職業身份）、或行

為（收視習慣、投票）、與意見或態度（如，認同強度、對特

定事務的評價、喜好、或觀點）。 

(3) 也由於是抽取樣本進行調查，得到的結果必須考慮「樣本代表

性」，也就是能不能有效地將樣本調查的結果推論到樣本所代

表的群體（即所謂的「母體」）之中的問題。如果抽樣方式設

計得好、而且執行得當，1,400 左右的樣本規模得到的調查結

果，就能精確估計台灣 1 千 6 百萬人（甚至是美國兩億人）總

統選舉投票的結果。 

(4) 容許受訪者「拒訪」而採用「替代樣本」的可能性。 

        2) 普查（census） 

(1) 定義：通常是由政府執行，對人口母體進行全部調查。不抽樣

本、也不容許有拒訪、所以不能問太多問題、也不適宜詢問態

度、意見或立場的問題。成本相當大。 

(2) 過去的例證：例如，日治時期所進行的七次臨時人口普查或國

勢調查，及台灣政府過去每十年一次進行的人口與住宅普查

（1956、1966、1980、1990、2000 年）。1970 年代以後，聯合

國統一要求各國在西元年份○年時，也就是每十年舉行戶口普

查。（2010 年台灣的人口及住宅普查改為 16％的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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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客委會在 2005 年開始支持的「客庄文化資源普查」 

1) 性質上是一種小地理範圍（每年選定幾個客家鄉鎮）的全面性家戶

普查。第一年只做家戶的文化資源調查，在 2006 年以後，又加入了

「社會調查」的問卷。 

2)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執行單位與在地社區的關係，對於社區社會調查

的幫助：因為與受訪對象的熟識與信任，可以減少拒訪、增加訪問

成功率。也可以減少受訪者刻意誤導給予不實答案的狀況。 

3) 雖然名義上是普查的性質，理想上希望對地區內所有住戶全部查

訪，但是可能因為無法強迫所有人接受訪談，而有拒訪的情況。 

4) 社會調查成果，對於客委會施政的政策性意涵：可以掌握其經濟與

工作特性、族群通婚情況、外籍配偶數量與分佈、語言使用的情形

與地區分佈、客家文化文化復甦運動的參與情形。 

5) 社會調查幫助在地社群自我認識：透過全面調查，掌握社區整體性

資訊，印證、或甚至檢驗一般對於社區的印象。 

6) 訪員親自到受訪者家中進行的社區社會調查：除了直接詢問一些家

庭背景資料以外，也可以由訪員進行家戶內觀察（相對於電話訪問

通常看不到家裡的擺設，本次調查可以進行一些人類學式的田野觀

察），作下記錄。 

3.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社會調查」問卷內容（問卷參見附錄一）： 

1) 家戶狀況：受訪者家庭成員（多少位家人同住）、背景（家中的客

家成員從事的工作性質、有沒有不同族群背景的配偶、大陸配偶、

或外籍配偶）、及家中使用的語言及客語腔調 

2) 受訪者自己能夠使用的語言、收看客家電視台及收聽客家廣播的頻

率 

3) 受訪者家中是否有代表客家文化或身份的擺設（由訪員觀察） 

4) 如果受訪的家戶為商店，營業內容是否為客家文化相關產業。 

4. 調查資料的整理與運用： 

1) 統計出各個社區內：客家人從事的工作行業、家庭通婚情形、外籍

（大陸）配偶的數量、家中使用客語的比例、客家認同意識的程度

（堂號、義民爺信仰、客家文物擺設、 客語傳播節目的接觸比率）、

客家文化產業的分佈 

2) 繪製上述變項在調查地區內的地理分佈圖，供社區及客委會參考 

3) 這些統計資料可以和其他大規模抽樣調查得到的資料相互交叉比

對，亦可以做為進一步學術研究的分析的基礎材料。例如，客家家

戶通婚的狀況有多普遍？會不會影響家中成員客語保存的能力？

或是影響客家意識表現？等等問題分析。 

5. 參與調查的工作團隊，能夠對於自己的社區有進一步的認識。培育未來

社區工作的人才。也可以藉此知道社區中不同家戶的特殊需要（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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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外籍配偶】、老年人等）。 （花蓮牛犁社區團隊的經驗）。 

6. 2007 年社會調查成果的舉例說明（參見附表一～附表三）。透過比較，

即可知道不同地區之間，在族群人口組成、族群通婚狀況、使用語言的

差異。 

 

三、「社會調查」訪談過程注意事項的提醒 

1. 客家家庭的認定與註記。受訪家戶是否為客家家庭，由當地人（例如，陪

同前往的村里長）或受訪者主觀認定。不論是否為客家家庭，都請將社會

調查的問卷填完，以便理解客家與非客家的語言互動、或社會互動。 

2. 部分問題對於受訪者來說有點敏感。例如，家中是否有外籍配偶的問題，

某些受訪者可能不太願意回答。敏感問題不要勉強追問受訪者，可以試著

由其他管道得知，例如，社區中其他較知道這些狀況的人士。不過，對於

這些由其他人口中得到的答案，可能的話，最好還是能夠有交叉檢證去確

認該項資訊。 

3. 家中使用客語腔調的判定。訪員最好能夠做到可以判斷不同的客語腔調；

每一研究團隊最好能夠對於普查地區內客語腔調過去相關的學術研究，稍

做事前準備工作，但是仍要以親自調查來確定。 

4. 關於象徵客家身份或文化的擺設。請訪員儘可能觀察受訪者家中，是否有

這些可以明顯看到的象徵性擺設，如果受訪者願意回答的話，也可以稍微

問一下受訪者自己的認定（該項擺設是否為象徵客家文化或身份認同的擺

設？大約何時開始的有的？）。這些觀察主要是針對客廳或起居室的部

分，如果受訪者願意邀請參觀屋中其他部分，也不妨把握這些機會。這是

個比較探索性的作法，我們並不清楚有哪些固定的答案。經由這個探索，

說不定能夠找到地區之間的差異。對於非客家家庭，這個部分的觀察可能

不太會有正面的答案。 

5.  關於家戶中客家成員的工作性質，以及如該家戶為商店，營業內容是否

為客家文化相關產業。有關行業的部分，採用的是與一般官方統計一致的

行業類屬，有助於比較客家人與其他背景這方面之差異。至於是否為「客

家文化相關產業」，請訪員觀察或詢問受訪者，其店中所銷售的商品，是

否具有客家文化特性。客委會亦可以提供過去所認定之「客家文化產業」

的商家名單，讓訪員參考，以利於判斷及紀錄。如果不確定，不妨將其營

業內容略做紀錄，與其他訪員與工作團隊一起討論後決定。 

四、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社會調查」其他注意事項提醒 

1. 訪談開始進行之前，不妨先拜訪各社區的耆老，記錄下來他們對於社區（村

落）內大約有多少客家人、或是哪些地區（村落）有客家人的看法。這些

看法可以在普查完成後，成為對照或比較的基礎。（屏東縣高樹鄉的經驗

的分享）。 

2. 空戶、拒訪的處理方式，建議區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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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空戶」：針對真正的空戶，不妨由左右鄰舍詢問一下，是否知道原

居住者是誰、大約何時遷走成為空戶。如果能夠得到此一訊息，不妨

記錄下來。 

  2) 「長期不在家」：可能是為了選舉而遷入的「幽靈戶」，特別是如果是

單性村中的不同姓者；或是其他的原因而不在此常住者。 

3) 「拒訪」：針對不願意接受訪問者，如果可能的話，應該由左鄰右舍中，

稍微詢問一下他們的社會背景（是否為客家家庭、有無非客籍配偶或、

外籍配偶），如果能夠得到此一類訊息，請紀錄下來。如果無法得知，

記錄下「拒訪」即可。 

以上這些「空戶」、長期不在家、拒訪的資料，如果能作有系統的詢問與紀

錄，本身即相當有價值。最後的資料分析中，也應該將它們納入，並製成下列表

格： 

 

表一、苗栗縣頭屋鄉、造橋鄉、獅潭鄉（舉例）各村普查執行完成情形統計表 

 

 

縣市鄉鎮 

社會調查票部分  

6 

文物票 

 

 

7 

總票數 

（2 ＋ 6） 

1 

戶籍資

料戶數 

2 

成功查

訪戶數 

3 

空戶 

 

4 

長期不

在家 

5 

拒訪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 718 

 

481 

(66.9％) 

47 

(6.5％) 

171 

(23.8％) 

19 

(2.6%) 

122 840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 572 347 

(60.6%) 

49 

(8.6%) 

161 

(28.1%) 

15 

(2.6%) 

20 592 

        

    

3.  注意訪員自身「學習效應」問題：在一開始作的普查中，記錄下來的項

目與資料內容比較簡單，但是隨著普查經驗的增加，記下的項目與內容越

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因此擔心前後標準不一致的「學習效應」問題。

建議新進訪員在做完一個月以後，不妨回頭稍微檢查一下第一週、或至少

是剛開始的前三天所做的普查票，以後來做了比較多的經驗回去看，有沒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五、客庄村史寫作中「社會調查」的建議 

    1. 過去官方統計資料蒐集、整理與反思 

       1）可以運用的資料舉例： 

 (1) 日治時期兩次臨時戶口調查（1905、1915）、四次國勢調查（1920、

1925、1930、1935）；（皆為普查資料，有「廣東種族」人口資料） 

(2) 「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6）（以百人為單位統計之準

普查資料，有「街、庄」各祖籍人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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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1956）、「中華民國五十十五年台閩地區

戶口及住宅普查」（1966）；（皆為普查資料；有台灣省籍者「祖

籍廣東」人口資料） 

(4) 客委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2008、2010、

2014、2017）（皆為抽樣調查資料，以「鄉鎮市區」為抽樣單位，

每次均有數千到一萬多台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樣本） 

      2）需注意、思考及討論的問題 

         (1) 村落的官方「行政區分」與「自然村聚落」的關聯或落差 

            （本村落官方行政區分及隸屬的演變） 

         (2) 村落名稱的來源或演進 

            （具有「客家」意味的名稱；或是反映客家「地域認同」的名稱，

例如，六堆地區中由南來的北客建立的「北勢庄」、「新竹庄」、「台

北寮庄」等） 

         (3) 「客庄」的定義：多少比例的「客家」居民，才構成「客庄」？ 

            （參考「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成果地圖中，統治者的「祖

籍同質居」假設；以及目前客委會界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

標準） 

         (4) 官方「客家人」如何界定的？本地人又如何界定、看待的？ 

            （台灣的客家認同經歷過清代的「祖籍語言文化認同」、清末到日

治的「地域化認同」、到現在的「族群認同」之變遷；日治時期的

「北客南遷」現象，就曾經引發南客對北客的偏見與歧視；戰後

來台的大陸客家人、華僑客家人、及最近嫁來台灣的海外客家人，

會改變地方上對「客家人」的定義嗎？） 

        (5) 不同歷史時期村落的社會凝聚方式與重要公共空間之演變 

            宗族（嘗會、祭祀公業、等）、地方性的祭祀圈（廟孙）、地方性的

節慶與活動、日治時期的街庄組織、目前的村里民大會、社區營

造組織、歌謠班、或地方重要產業的演進 

2. 設計與執行掌握現狀的「社會調查」或村落的「家戶普查」 

1） 基本的共同問項：至少可以包括家戶進入村落的時間（世居、或何

時遷入）「家戶成員」人數、背景（是否為客家人或有其他族群背景

家庭成員）、家中使用的語言（如果使用客語，是用何種腔調）、等。 

2） 能夠凸顯村落特色的問項 

3. 只有透過在地人對於自身村落的過去與現在進行探索，才可能掌握住足

夠的材料，由地方觀點編撰出不同於官方觀點的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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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社會調查」問卷（2011） 

 
（一）受訪者家庭成員背景：  

1. 這個家庭（固定住在這裡）的成員有多少位？＿＿＿＿ 位            

2. 這個家庭中成員的背景分別是？ 

  （1）客家人 ＿＿＿ 位   福佬（閩南）人 ＿＿＿ 位  原住民 ＿＿＿ 位 

外省人 ＿＿＿ 位  (其中＿＿＿ 位是大陸省籍客家人) 

中國（大陸）配偶  (其中＿＿＿ 位是客家裔) 

外籍配偶          (其中＿＿＿ 位是客家裔) 

（2）家中成員為客家人並有工作者，所從事的行業分別為： 

     農漁林牧業 ＿＿＿ 位  製造業 ＿＿＿ 位  營建業（含水電業）＿＿＿ 位 

     批發零售業 ＿＿＿ 位  運輸倉儲業＿＿＿ 位   金融保險業＿＿＿ 位 

公共與個人服務業  ＿＿＿ 位  家庭主婦 ＿＿＿ 位  無業 ＿＿＿ 位 

（二）受訪者家中語言使用狀況： 

  1. 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是（可複選）？                      

    □（1）客語  □（2）國語  □（3）福佬(閩南)語  □（4）原住民語  

□（5）其他    

2. （如果使用客語）家中使用的客語腔調是（可複選）？     

    □（1）四縣  □（2）海陸  □（3）大埔  □（4）饒平 □（5）詔安 

    □（6）其他（請說明＿＿＿＿＿）  □（7）不知道 

 

（三）受訪者自己可以使用的語言有那些？(可複選)              

    □（1）客語  □（2）國語  □（3）福佬(閩南)語  □（4）原住民語  

□（5）其他    

（四）受訪者常不常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                                   

□（1）經常看（每 1-2 天會收看一次）  □（2）偶爾看（每週看 1-2 次） 

□（3）不常看（有時轉到才看）       □（4）從來沒看過   

（五）受訪者常不常收聽客家廣播電台的節目？                              

□（1）經常聽（每 1-2 天會收聽一次） □（2）偶爾聽（每週聽 1-2 次） 

□（3）不常聽（有時轉到才聽）       □（4）從來沒聽過 

（六）受訪者家中是否有能夠代表客家文化或身份的特別擺設？          

       1. 堂號                                □（1）有   □（2）沒有 

2. 義民爺旗幟或義民信仰相關文物        □（1）有   □（2）沒有 

3. 其他有客家特色的文物或擺飾          □（1）有   □（2）沒有 

（請說明 ＿＿＿＿＿＿＿＿＿＿＿＿＿＿） 

（七）如果受訪家戶經營商店，營業內容是否為客家文化相關產業？          

□（1）是     □（2）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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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縣市鄉鎮 
成功查訪

戶數 

1 2 3 4 5 6 

客家家戶 百分比 客語 百分比 國語 百分比 福佬 百分比 原住民語 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花蓮縣壽豐鄉 3020 1494 49.47% 1080 35.76% 2266 75.03% 1316 43.58% 576 19.07% 16 0.53% 

花蓮縣鳳林鎮 1797 1128 62.77% 1116 62.10% 1551 86.31% 944 52.53% 99 5.51% 13 0.72% 

屏東縣高樹鄉 4859 3387 69.71% 3180 65.45% 2446 50.34% 3531 72.67% 15 0.31% 0 0.00% 

屏東縣里港鄉 474 124 26.16% 106 22.36% 238 50.21% 405 85.44% 0 0.00% 0 0.00% 

屏東縣鹽埔鄉 518 160 30.89% 132 25.48% 266 51.35% 461 89.00% 1 0.19% 0 0.00% 

苗栗縣頭屋鄉 1927 1863 96.68% 1865 96.78% 1635 84.85% 276 14.32% 1 0.05% 11 0.57% 

苗栗縣造橋鄉 683 664 97.22% 632 92.53% 558 81.70% 77 11.27% 0 0.00% 1 0.15% 

苗栗縣獅潭鄉 655 623 95.11% 631 96.34% 354 54.05% 33 5.04% 12 1.83% 2 0.31% 

附表二、家中使用客語者，使用的客語腔調（可複選） 

縣市鄉鎮 

家中使

用客語

戶數 

1 2 3 4 5 6 7 

四縣 百分比 海陸 百分比 大埔 百分比 饒平 百分比 詔安 百分比 其它 百分比 不知道 百分比 

花蓮縣壽豐鄉 1080 571 52.87% 870 80.56% 3 0.28% 7 0.65% 1 0.09% 6 0.56% 6 0.56% 

花蓮縣鳳林鎮 1116 612 54.84% 647 57.97% 3 0.27% 1 0.09% 0 0.00% 5 0.45% 5 0.45% 

屏東縣高樹鄉 3180 2986 93.90% 51 1.60% 5 0.16% 3 0.09% 3 0.09% 64 2.01% 64 2.01% 

屏東縣里港鄉 106 101 95.28% 1 0.9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屏東縣鹽埔鄉 132 145 109.85% 2 1.52% 1 0.76% 2 1.52% 0 0.00% 0 0.00% 0 0.00% 

苗栗縣頭屋鄉 1865 1824 97.80% 157 8.42% 1 0.05% 2 0.11% 1 0.05% 28 1.50% 28 1.50% 

苗栗縣造橋鄉 632 621 98.26% 151 23.89% 0 0.00% 1 0.16% 0 0.00% 14 2.22% 14 2.22% 

苗栗縣獅潭鄉 631 635 100.63% 58 9.19% 0 0.00% 0 0.00% 0 0.00% 1 0.16% 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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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非客家籍配偶數量與佔家戶數比例 

縣市鄉鎮 

1 2 3 4 5 6 7 

成功查訪

戶數 
客家戶數 百分比 福佬 百分比 原住民 百分比 外省籍 百分比 

中國大陸

籍 
百分比 其他外籍 百分比 

花蓮縣壽豐鄉 3020 1494 49.47% 2642 87.48% 2020 66.89% 376 12.45% 35 1.16% 114 3.77% 

花蓮縣鳳林鎮 1797 1128 62.77% 1056 58.76% 363 20.20% 120 6.68% 8 0.45% 30 1.67% 

屏東縣高樹鄉 4859 3387 69.71% 1352 27.82% 28 0.58% 27 0.56% 23 0.47% 82 1.69% 

屏東縣里港鄉 474 124 26.16% 131 27.64% 1 0.21% 4 0.84% 0 0.00% 3 0.63% 

屏東縣鹽埔鄉 518 160 30.89% 227 43.82% 0 0.00% 5 0.97% 0 0.00% 2 0.39% 

苗栗縣頭屋鄉 1927 1863 96.68% 291 15.10% 8 0.42% 60 3.11% 28 1.45% 55 2.85% 

苗栗縣造橋鄉 683 664 97.22% 120 17.57% 0 0.00% 14 2.05% 7 1.02% 22 3.22% 

苗栗縣獅潭鄉 655 623 95.11% 63 9.62% 77 11.76% 5 0.76% 2 0.31% 28 4.27% 

 



 

 

鄉土資源實查方法 2 
 

戴國焜 

湖口戴拾和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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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資源實查案例報告

戴國焜

簡報大綱
前言
鄉土資源有那些？
鄉土資源實查經驗
鄉土資源案例分享
問題與討論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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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鄉土資源是
俯首即拾的1

不斷累積的
種類繁雜的
隨時間改變的2

需分享的
拼圖材料
要讓它說⼀個故事的

鄉土資源有那些
自然景觀：山3、水、湖泊、動物、植物、氣候、
地形、地貌
人文景觀：交通、聚落、建築物
事件活動：廟會、祭祀、慶典、衝突、械鬥、
生產活動
圖書資料：書籍、族譜、傳記、手稿、新聞、
報紙、雜誌、古文書、官方檔案、碑文、摩崖、
私人信紮、帳冊、書畫
影音資料：相片、電影、廣播錄音
人物：耆老，傑出人士、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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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資源實查經驗

自然環境—地理環境、交通
聚落組成主體—宗族
經濟活動—茶與稻米
信仰—宗教與⺠間信仰
其他—藝文與人物

湖口的宗族組織：
聖神空間
宗族特色
宗族聯誼會

環島客家聚落踏查：
台灣客家地圖
語言、環境與客家族群

鄉土資源實查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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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您的村子最值得記述的是什麼？
自然景觀
人文景觀
事件活動
文藝
人物

結 語
鄉土資源實查有⼀定的作業程序與倫理
需遵循，這部分有安排專家老師上課。
以上是個人這些年在湖口地區所作的查
訪和最近徒步環島客家聚落得到的⼀些
心得，提出來和大家分享，個人在這個
領域也是⼀個學習者，希望這樣⼀個不
成熟的經驗，可以得個各位先進與專家
的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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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影音記錄與剪輯方法 

 
彭啟原 

客家紀錄片導演 

 

葉治君 

導演、攝影、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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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與影像紀錄

台灣客家音像紀錄學會

報告人：彭啟原

三條線—尼姑法師也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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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思維下的社區關懷

 歷史思維並非是歷史學者的專利，對於能
夠掌握住“變異”與“變遷”的歷史思維而開
展文化工作的人而言，他就是”另一種史
家”。不過，這“另一種史家”的工作內涵並
非只能回到史學的工作，其實，其他領域
的工作如能善用此歷史思維的話，往往能
在該領域開創出新的格局，甚至創新出一
個新學派都有可能。

另一種導演的意義

 無論文字或影像,精英式的書寫經常會過於
窄化(斷面?)，我們勢必要啟動更廣泛的
參與，讓生活在社區的真正“文化持有者”
來書寫,才能補足這方面的不足。在影像的
領域而言,可以說這是“另一種導演”.

 在知識普遍提升,資訊管道極為暢通,器材
趨于普及與廉價,專業與業餘界線模糊的時
代,這將會是一種趨勢.(想想318學運過程
中,年輕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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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影像應該是:

 屬於社區大眾的（of the people）
 是社區大眾所書寫的（by the people）
 提供社區大眾共同書寫的機會（for the 

people） （此說法源自中興歷史所周樑楷教授）

 文化的書寫與深描就是未來的重要工作，因
為，這是文化傳承與傳播的基礎，試問，如
果沒有文化實質的內容與生命，我們該如何
傳播它，又該如何傳承它?

 網路世代下的思考

 攝影器材的廉價與容易操作

 接觸影視史學理論之後的再思考

 個人工作實務經驗的轉化：

從伯公山抗爭的“遙遠歸鄉路”到歸鄉後
的“回首楊梅壢”

社區影像書寫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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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歸鄉路之伯公山的抗爭

 伯公山的位置與抗爭事件發生的背景.
伯公山位於楊梅信仰中心錫福宮的後方,高不到五
米,一千多坪,範圍內有十二棵老樹,1994年我與朋
友因為田調而發現錫福宮將重建 以及將砍掉廟後
方伯公山上的六棵老樹。

地方政府的態度與處理方式當然是“迴避”
了解事情的原由,我們決定配合地方人士,發起護樹
護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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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2014二月

2014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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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山事件之後的影像思維(1994)

 個人完成一部紀錄片“遙遠歸鄉路”

 社區居民應該擁有“自主的文化傳播權”

藉此擺脫單一的文化圖騰式的認知，消解
外界對於事件標籤化的偏見。

 因此，透過影像的製作與傳播得以讓更多
的社區居民以文化行動者的姿態來「建構
」與「定義」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

楊梅故事館案的背景(2012)

 故事館員為校長宿舍二十餘年沒有人居住
，2012年桃園文化局希望將此空間活化
利用，於是委托我們協助空間規劃師，

給予意見，協助規劃成為真正活化的空間
．

過程中，我進行了一些社區影像書寫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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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持續集結楊梅攝影先驅吳金淼 吳金榮兄弟之攝影作品
。

（部分作品完成典藏，如：元宵節花燈製作/比賽等作品尚未數位化，已與遺屬吳
榮訓先生洽談）

 將《回首楊梅壢》攝影集搭配吳金榮及其他耆老的口
述，另製作影音記錄。

 本階段完成500張典藏及故事徵集

 家族照片 凝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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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鄭
榜
生

李
春
增

吳
德
成

2014回首楊梅壢首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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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三區進行:參與人員分成三組同時各自進

行。

 1.土牛溝沿線區的族群、水圳、信仰等。

 2.楊梅市街區的老街區與建築等調查實作。

 2.老坑口燕子窩區茶業與古道調查。

田野調查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從土牛溝到老坑直線
距離長度約四公里，
但是在台灣開發過程
中它卻涵蓋了：漢墾
區、保留區與隘墾區
，族群從漢人、平埔
族到高山原住民，產
業從水稻到茶業的變
化，交通更是南北要
津，大官道、省道、
鐵路、高速公路都經
過此區，我們企圖將
此三個地區串連建構
成「立體的台灣開發
史體驗區」。

台灣僅存的土牛溝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老
照
片
及
故
事
之
蒐
集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影
像
記
錄
書
寫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文
史
故
事
的
詮
釋
與
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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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區影像作為有意識的文化行動

 一.這裡所強調的社區影像之所以不同於以
往文建會所提倡的社區影像，其主要的關
鍵乃在於參與者有無文化行動的意識與認
知。

 二.這樣的文化行動還帶有歷史思維，以判
別出發生在社區內的事件是否具有歷史的
意義。

 三.社區具有基本的技術能力，以影像書寫
的形式將其紀錄下來並加以傳播。

這股積極的力量下所展現的文化意
涵之一

 一、改善影像書寫目前過於集中於大眾傳
播媒體(精英)的現象，將文化的詮釋權與
傳播權還給人民，積極促成社區文化未來
健康的發展。

 二、更有效的保存在地的歷史影音資料，
以供未來的學術研究與社區發展之用。

即:社區影音資料庫的建構,管理與運用.
 三、促成大眾成為人人都是史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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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作為青年返鄉介入社區的一項途徑。

 五、結合影像與社區產業以利社區行銷，
提供社區文創產業發展之途徑。

 六、影像的拍攝與調查過程即是一種正面
的擾動社區的方式，藉此帶動社區意識與
自省的批判能力。

這股積極的力量下所展現的文化意
涵之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台北大學為例

 台北大學在三年前結合通識課程展開校史
紀錄片攝製計畫，十五位自願者完成了二
十五部校史紀錄片。

 兩年前結合史學方法必修課程將學生分組
進行第二階段的校史紀錄片拍攝計畫。

 去年繼續此計畫但是拍攝對象改為知名藝
術人士如:李梅樹 楊三郎 浦添生 李石樵 ·····
等十二位藝術家。

 今年十月成立海山學中心將學生作品公開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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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的進行方式

 一.由主辦者協調定出拍攝對象再由各組抽
籤決定。後自行進行資料收集。

 二.組送交企劃大綱進行課堂討論與修訂。

 三.各組送出拍攝內容大綱，以及可能發生
的問題進行討論。

 四.進行拍攝與討論。

 五.逐字稿聽打與紙上剪輯計畫討論。

 六.初剪放映與修訂討論。

 七.過程中以不公開臉書社團輔助討論。

問題檢討與改進

 同學具歷史背景是優勢,但是相對的影像能
力不足,且實作執行時間只有一個學期,時
間太短。因此許多有興趣的同學必須另外
找資源進行實作.

 學校老師就與新北客家事務局合作,首階段
進行三峽地區客家人的田野調查與紀錄片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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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拍攝實作

李梅樹紀念館拍攝實作



2018/7/30

20

三峽祖師廟田調實作

放映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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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成立海山學研究中心

個人對在地社區影像書寫的想像

 優勢:器材 價廉物美 師資充足

在此情況之下可以結合地方以及學校其他
相關科系來進行。

目前學校與在地文化產業的連結相當深入,

透過跨學程與跨領域的學習，社區影像製作
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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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耕

生

根

感謝大家

敬請指正



                推動社區影像的書寫運動          彭啟原 

社區影像書寫的時代意義 

    在這近十年來，我將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在影像製作的教學上，較少規劃與

拍攝一些新的題材。其原因是：經過多年的奔波，實在想停下來思考，思考除

了拍攝之外，我還能夠在影像的領域中開發出什麼好玩的事項？ 

    影像製作的教學，是第一件讓我深覺好玩的事項，經過了近十年與年輕朋

友的接觸，的確也讓我增進了許多新的觀念，尤其是近幾年，數位科技的發達，

連手機都可以製作紀錄片，影像的製作已經成為非常廉價與簡單的事情了。 

    的確，在捷運車廂裡頭，幾乎每個年輕人都變成低頭族了，一機在手，不

是玩遊戲就是看照片，或是上網、上臉書。如果無法使用這些高科技產品，與

年輕世代間的距離將非「代溝」了，稱為「代谷」或許比較恰當。 

    審視現況，隔閡兩個不同世代的山谷，雖然寬闊，但卻並非無法搭起跨越

的橋梁。畢竟科技始於人性，我們只要將網路平台建構妥當，透過此平台，我

們提供智慧與經驗，吸引年輕朋友上來探尋，藉此產生互動，文化的傳承也在

不知覺中完成了。 

   影視史學理論的影響 

    的確，早期學者的研究結果只能當作後續探究者的基礎，繼續的堆疊，才

能累積出文化的深度，因此我們要傳承的是那不同時空堆疊出來的在地特殊文

化。終於公部門也開始思考建構地方文史數位影像資料庫，以便隨時提供研究、

參考之用。學界也建構了一套「影視史學」的理論，也是因為這套理論，改變

了我對文史影像的看法，以及後續規劃影像記錄與整理的「想像」。 

    我第一次接觸「影視史學」的名詞是在二 00 三年的客委會的「客家影像製

作人才培訓計畫」的課程中，當時是由周樑楷老師在班上上課時向同學介紹的，

記得周老師當時提出的概念好像是：如何看待歷史電影中影像的真實與虛構？

這是我第一次思考：原來影像的表達可以在虛虛實實之間創造一個個人觀點。

在此之前，我都認為我拍的影像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透過專家學者的解說與

在地耆老的介紹，不必去考慮是否真實的問題。但是透過周老師的解說，我了

解用影像傳達的訊息其實是導演各人的論述。面對相同的題材，在面對不同的

受訪者，不同的剪輯方式，引用不同的素材，甚至聘請不同的專家學者當顧問，

都會影響導演建構出不同的觀點。連長久從事影像工作的我都無法掌握自己觀

點中「虛與實」之間的拿捏，更何況初學者呢？於是我開始思考建立一套以

「影視史學」觀點為基礎的社區影像書寫概念。 

    如何建構社區書寫影像的能力？ 

    掌握書寫器材背後的思考能力，是需要經過訓練的。 

    在多年影像製作教學的經驗中，我很能體會初學者在尋找題材時那種茫然

的感覺，就像小朋友剛開始學寫作文，拿著筆，卻不知如何下筆。尤其我想要

推廣的是「人人都是史家」的理念，訓練社區民眾用影像寫自己的社區歷史，

透過這個行動建構社區史觀與社區的歷史資料庫。但，這又牽扯了許多後續的

技術問題。我個人認為就算學會攝影與剪輯機器的操作，還是無法成事，因為：

大量的拍攝紀錄，這些資料要如何呈現？如何被閱讀？如果無法做有效的管理

與運用，所有的資料也就變成了垃圾。這些資料要變成「一種創造性的文化資

產」，才是較為困難的部份。 



    於是，技術的養成、資料收集的訓練、觀點的建構、團隊的合作以及數位

資料平台的建立等等，都是環環相扣的。 

    我先將周老師提出「影視史學」理論中所定下的教學目標做介紹：（一）

認識影視歷史文化的變遷；（二）探討影視與當代人文思維的關係；（三）建

構影視與新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台大歷史學報 23期頁 445） 

   我也依此概念來規劃社區的「影像書寫行動」的「想像」： 

「音像紀錄」包含了聲音與影像(sound and image)，具有保存、交流、復

演文化的作用，可以運用靜態及動態的圖像、符號、聲音，將時空凝聚住，保

留住文化裡某一時空的片段，同時影音也具有高度的感染力，給觀者進一步的

認知與思考。當我們亟欲思考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世代如何與社區文化結合

時，我是透過影像工作坊的方式與社區的參與民眾深入互動，藉由參與者的學

習影像藝術的過程，達到參與之目標。更深一層來看，同時也是培訓了社區在

地的客家音像紀錄人才，希望藉此方式「建構社區認同」，讓社區人在紀錄族

群身影及歷史文化的過程中，更有興趣瞭解自己的社區、認同自己的族群文化，

並將族群的歷史圖像、生活經驗與生命情懷闡釋出來。（人人都是史家：台灣

客家影像數位典藏計畫企劃理念） 

 

「人人都是史家」社區影像書寫計劃執行感想與影響 

    「人人都是史家」計劃，我分成南北兩大社區來進行，北部我選擇關西，由

我來負責；南部則選擇美濃，由平海來負責，平海本身是美濃人。雖然我們在

南北各負責一個地方，但是也互相支援。 

為了將所有參與學員所面臨的問題找出來，作為下一階段訓練補強的重點，

我把南北兩地的學員集合在美濃，放映拍攝的作品。也邀請了影視史學的理論

大師周樑楷老師、知名的電影與紀錄片導演虞戡平虞導、市立台北教育大學史

地系的張弘毅與王明志老師、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的黃俊綸與黃德

銘老師，從每個人的專業領域找出學員的問題。 

    此次放映的作品，呈現南北不同議題的差異，追究其原因相當有趣。關西成

員年紀普遍較長，而美濃的成員相對的年輕；而關西的成員接觸過田野調查的

訓練，美濃這個部分則較缺。於是關西學員的作品，以歷史性的議題較多，而

美濃學員的作品則以個別議題為主。顯然，不同的社區其發展脈絡不同，所形

塑的地方意識也不同，而這次所觀察到的南北差異是否意味著文化上差異的現

象？可否藉此一窺客家文化的細微差異，而對於未來長期要做的客家文化論述

有何助益？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周樑楷老師自從提倡「人人都是史家－大家來寫村史」的活動，至今也將

近二十年的時間，當然也累積了相當多的成果與經驗，這次全程參與美濃的座

談會。了解社區影像書寫推廣的竅門與可能之後，提出了他個人的觀點，尤其

是「我們要提倡「大眾史學」和「影視史學」連線，其實這連線希望的是影像

紀錄者要自比是大眾史家，以影像紀錄來結合田調等等的，經驗式的研究方法，

還有更要活用歷史思維來表述歷史，更重要的是要開展新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這句話給了我相當大的鼓勵，讓我有繼續推動社區「大家來用影像寫歷史」的

興趣與勇氣。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應該扮演的角色 
當初規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的目的是：主張充分結合地方的文化資源，以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出發，結合文物館、研究中心、育成中心及發展部門相互支

援、合作，以發揮客家文化資產之典藏、保存、研究、教育推廣功能…。（台

灣客家文化中心國際競圖 p.4）但是當台灣客家文化中心建造完成之後，位於苗

栗銅鑼鄉偏僻的地理位置，平日除了拜託旅行社安排成為遊客的旅遊景點，由

遊覽車載來一批批的人，到此走馬看花充充人氣之外，我真的很擔心它能否達

到當初規劃的目的。  

因此我認為台灣客家文化中心，在社區影像書寫這個區塊可以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 

一、數位典藏影音平台的建構 

當一本紙本的書完成之後，透過書局的行銷系統以及圖書館的典藏、借閱

的管道，一般民眾是不難閱讀到的；但是影像儲存與被閱讀的方式都與紙本不

同，不管透過網路還是放映器材，它都有其特殊性，於是儲存平台與通路的建

立就變的極為重要了。 

因此台灣客家文化中心數位影音平台的建立絕對有它的急迫性，但是這卻

不像其他硬體建設，藉由購買就可以成事。數位典藏也牽扯許多專業的技術，

比如如何管理資料讓需要的人很容易閱讀，尤其是現今很流行的雲端平台概念，

那無限寬廣與快速流通的特質，十年前要是有這個概念，我拼死拼活也會將多

年拍攝的 Betacam 母帶，重新整理、將畫面解釋，轉化成有用的資料，以數位

典藏的方式保留，來提供大家閱讀、使用。 

事實上，典藏只是手段，典藏平台建構之後的資料如何經過「人人都是史

家」的社區參與收集，以及資料被運用，才是典藏資料平台永續存在的價值。 

在這個理念之下，我也嘗試找出數位典藏永續經營的方法。 

 
二、社區影像製作人才的深耕培訓 

影像書寫是使用影音媒材，而這些媒材承載的工具日新月異，因此使用工

具的技術與製作觀念的培養需要訓練，就像小學生學寫作文，先學會寫字、認

字，然後學習造詞、造句，等到駕馭文字的能力提升之後，才有能力學作文。

就算學會寫文章，但是要達到文筆順暢、內容豐富，還要經過多年的訓練、磨

練。 

因此我在這裡提到「深耕」兩字，意指社區影像人才的培訓，不是只教會

他們拍攝、剪輯、配音、配樂等硬體操作技巧，而是要有「深耕」的概念。依

我個人的經驗，「深耕」就是在學會硬體操作之後，我們還要「陪伴學習者」

從田野調查、資料收集、拍攝企畫的寫作到實際拍攝時遇到問題的解決，都需

要予以教導、協助。 

三、與學界的結合 

周樑楷老師提到的「活用歷史思維」，我認為是社區影像工作者最重要的

學習取向。如前周老師以較學術的語彙來敘述：「影像紀錄並非單純只是持攝

影機的人，這意思是說，影像紀錄不是叫你拿著攝影機忙著東跑西跑，我強調

的是，影像紀錄其實也是一種田調，它是以視覺來帶動我們其他的感官知覺。」 

而我則以自身的經驗來分享。 



在最初拍攝社區影像的時候我是「照書走」，書本上提到什麼我就拍什麼。

因為當時沒有網路可以找資料，我也沒認識幾個能夠協助我的文、史人。 

因此我提出由官方主導，將學界的資源進入社區，在開始訓練影像書寫時

就導入正確的田調觀念與態度，讓社區的影像工作者在現有的基礎之上，很快

的「進入」狀況，建構自己的觀點。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既然目標是「成為世界的客家研究中心」，因此對所有

客家研究的相關學者與論著都應該建立資料，一方面方便查詢，另一方面也擔

任媒介的角色，讓社區人士與研究該社區相關的學者能夠很快的建立溝通與聯

絡的管道。雙方的合作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二，「活用歷史思維」絕不是一個口

號，而是確實要付諸於書寫行動上。 

記得，1994 年的時候，我在故鄉楊梅為了拍攝土牛溝的題材，在當時我對

「土牛溝」三個字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在施添福老師的帶領解說之下，我才了

解小時後每次要回高山頂外婆家所經過的那條小水溝竟然是「土牛溝」，之後

我對楊梅的開發歷史與人文關係的變化，我都能夠加上「土牛溝」的歷史意義，

而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由公部門（台灣客家文化中心）召開歷史思維相關培訓營，協助各區

的製作團隊回到自己的社區，讓社區人能夠掌握到社區的”變化”而能更精準

的投入社區影像書寫的工作。 

 
四、公部門資金的挹注 

社區影像的製作需要團隊的合作才能成其事，但是「合作」談何容易，經

常會讓某人因為要配合團隊而犧牲自己的時間，一次兩次或許還可以被接受，

但是社區影像書寫是長期性的工作，要求團隊某人經常「犧牲」不但不公平而

且不可能。況且影像書寫無法產出實際的「物品」以便公開販售取得利潤，來

回饋團隊成員的付出，於是公部門適當資金的挹注是絕對有必要。 

    當然公部門資金進入社區的方式有很多種，如：委託辦理、申請辦理、指定

辦理等，但都是被動式的。幾經思考，我認為既然社區的影像書寫，要有深度、

廣度與經常性，而且要能夠進入公部門的數位影音平台被閱讀、被研討，才有

意義；而且公部門影音平台的內容要靠社區不斷的提供才能夠日漸豐富。既然

互相依存，為何不常設一個審查機制？只要通過審查的作品就可以被放入影音

平台，公部門也給予報酬，就像投稿到報社，被刊登出來的作品有一定的水準，

作者也可以獲得稿費。這種資金進入社區的方式，可以刺激社區主動的投入影

像書寫運動，提昇社區影像書寫的品質，甚至也可誘發其他社區也投入。 

    事實上，這個制度與早期公共電視對外徵件有點類似。早期公共電視台因為

台內的製作能力無法滿足播放的需要，於是對外徵企畫案，只要審核通過的企

畫案就可以進行試拍，試製的作品再通過審核就可以進行全案的拍攝，當然每

一集都還是要經過審查委員的核可。我就在這個制度底下取得資金，成就了個

人的客家影像生命史。 

     
五、與社區營造結合（社區內部） 

社區應該是「人人都是史家」影像書寫的最基本的單位，之前有提到「影

像製作需要團隊的合作」，說得明白些，社區影像的書寫可以把它視為社區營

造的一部份。近幾年「社區營造」在台灣許多社區都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目前

以水保局進行的規模最大，像星火燎原般，在選定的社區予以輔導。我曾經受



邀參加授課，教導社區人如何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經過幾次的接觸，感

覺到每個社區都是有其特色，但也不是每個社區都能夠馬上進行影像紀錄、書

寫。因此，如何結合社區現有資源，來規劃社區影像書寫，達到「人人都是史

家」的目標，社區營造是最基礎的工作。             

「人人都是史家」社區影像書寫最大的困難就在社區營造，要將影像書寫

的概念在計畫裡執行，則決定在各個社區營造的進度以及年輕人參與的程度。 

 
六、社區間的交流 

「人人都是史家 大家用影像來寫村史」的理想，是「大家能夠用影像來寫

村史」，雖然目前能夠執行的社區並不多，回想，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能用

文字書寫的人不也是很少？面對目前影像器材取得的容易，如何教大家用影像

來書寫，其實也不困難，關鍵在觀念的跨越。因此這個理念可以變成一種全民

運動，透過交流與分享，可以快速的將經驗複製、傳遞。 

    每隔一段時間，集合所有的作品與參與者，並邀請學者共同舉辦影像的研討

會，除了各社區交流彼此經驗，以累積更多的後續能量之外，也藉此形成一個

良好的產、官、學之關係，藉由各地的影像作品或能引起學術界的研究興趣，

甚至帶動地方上可能相關產業的發展。未來，一個”社區影像文化行動聯盟”

就有可能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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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前置
• 硬體 建議配置

CPU: 四核心(I5/I7)
RAM: 16G
獨立顯示卡
資料硬碟容量(7200):1T
備分硬碟(5200)/SSD/磁碟陣列

• 軟體
剪輯軟體
文書軟體
多媒體工具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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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前置注意事項

• 資料的備份 多顆硬碟保存/新進度須更新備份/同⼀台電腦完成

• 統⼀資料夾 方便尋找素材路徑/備份與更新方便

• 剪接計畫(腳本)詳細的剪接計畫能確保剪接過程的流暢

專案建立

• 確認路徑/命名

• 設定影片格式/HD/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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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介紹

• 功能面板

• 調整

基本剪輯功能介紹

• 時間軸
• 影格縮放
• 波紋
• 插入
• 覆蓋
• 剪切
• 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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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 開新字幕資料夾
• 字型設定
• 安全框
• 位置
• 複製-貼上-另存新檔

音樂

• 音樂導入
• 聲音特效
• 淡出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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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

• 素材格式
• 燒錄DVD
• 分軌輸出

其它小技巧

• 片頭與片尾處理
• 影部與聲部的出現位置
•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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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視頻

• 上網搜尋 Edius 教學

•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
QFxy9f3Yysa27AfOq_NAih8Yg9v8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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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前置
• 硬體 建議配置

CPU: 四核心(I5/I7)
RAM: 16G
獨立顯示卡
資料硬碟容量(7200):1T
備分硬碟(5200)/SSD/磁碟陣列

• 軟體
剪輯軟體

文書軟體
多媒體工具軟體

剪輯前置注意事項

• 資料的備份 多顆硬碟保存/新進度須更新備份/同⼀台電腦完成

• 統⼀資料夾 方便尋找素材路徑/備份與更新方便

• 剪接計畫(腳本)詳細的剪接計畫能確保剪接過程的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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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建立

• 確認路徑/命名

• 設定影片格式/HD/SD

視窗介紹

• 功能面板

•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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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剪輯功能介紹

• 時間軸
• 影格縮放
• 插入
• 剪切
• 特效

字幕

• 字型設定
• 安全框
• 位置
• 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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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 音樂導入
• 調節

輸出

• 素材格式
• 燒錄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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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視頻

• 上網搜尋威力導演教學

攝影/錄影 ● REC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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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自己的拍攝工具

• 攝影機
• 單眼相機/微單眼相機
• ⼀般消費型相機(小DC)
• 智慧型手機
• 腳架/麥克風

白平衡 (White Balance )

• 色溫 (受不同光源的影響而會產生色溫的變化)

• 自動白平衡(ATW)
• 手動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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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變焦）

• Zoom In(T鍵) 主體會放大
• Zoom Out(W鍵) 拍攝主體會縮小
• 相對的對焦練習(手動模式)
• 不建議在錄影中使用(除非技術嫻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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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 F1.6、 F1.8、F2、F2.8 、F5.6…..

• (指鏡頭裡用來控制光線進入多寡的裝置
• 數字越大光圈越小 數字越小光圈越大
• 畫面較暗時手動調大光圈(反之亦然)
• 光圈自動模式下對畫面判讀不盡理想

(如:背光)可多運用手動光圈調整

拍攝實作
• 特寫鏡頭
• 中景 (半身)
• 遠景（全景）大遠景6～11秒
• 每個鏡頭至少拍攝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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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左右搖攝）

 起始點（停留5秒鐘）→緩慢而順暢
的左Pan（或右Pan）→結束點（停留
5秒鐘）

 多練習幾次，順手在按下錄影鍵

 Pan時，切勿超過120度的視角

 Pan的節奏：起步稍慢、中途漸快，
到結束點前放慢、停頓每個鏡頭至少
拍攝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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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上下搖攝）

 Tile down：由上往下

 Tile up：由下往上

 多練習幾次，順手在按下錄影鍵

 Tile的節奏：起步稍慢、中途漸快，
到結束點前放慢、停頓每個鏡頭至少
拍攝10秒

 Tile的節奏：起步稍慢、中途漸快，
到結束點前放慢、停頓每個鏡頭至少
拍攝10秒

構圖(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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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源之運用

• 順光 (須適時調整光圈與注意拍攝對象之舒適度)

• 側光 (注意反差度與適時的補光)

• 頂光 (注意鼻頭以下與頸部之陰影)

* 請多運用反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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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拍攝示意

拍攝

主體 順光拍攝逆光拍攝

側

光

拍

攝

側

光

拍

攝

收音
• 麥克風類型

攝影機內建麥克風
指向性麥克風

Mini隨身無線/有線麥克風
外置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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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微/類)單眼相機優缺點
優點
• 淺景深效果
• 防手震鏡頭
• 鏡頭選擇多

缺點
 多數為手動追焦 要練

好功夫
 內建收音效果不理想

需外置麥克風
 某些機型有錄影時間

限制
 檔案規格較大

拍攝的注意事項
• 不要隨意將離開攝影機
• 做好保護措施在離開攝影機
• 注意電池容量
• 核對錄影規格
• 檢查所有線材連接點
• 測試攝影機
• 監聽收音狀況
• 留意警視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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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自然光拍攝

行進跟拍

坐/立訪問



 

 

文獻與口述歷史 

 
張素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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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與口述歷史

張素玢
全國客庄村史研習課程 2018/07/28

•何謂農村文化？

•何謂農村生活？

•如何進行調查？

•如何運用文獻?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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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標

主題
特色

以地區

以產業

以對象

進行步驟

• 資料研讀（地圖、文獻、檔案）

• 整理分析擬定訪談大綱

• 實地調查訪問

• 再查證

• 整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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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料的三層結構

第一層 庶民空間

• 官方：戶籍、地籍資料

• 民間：口述歷史、契字等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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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 中介空間

• 傳達庶民社會的聲音、意見到行政體系的
媒介

• 體制內：鎮民代表會會議記錄、縣議會記
錄、省議會記錄

• 體制外：雜誌、報紙、新聞

第三層 政府空間

• 政府行政單位發行的各種資料，可了解國
家權力在地方運作的情形

• 檔案、官報、公文書、要覽、政府公報、
統計書

• *貫穿三層的資料 地圖類：《臺灣堡圖》、
《軍部圖》、《臺灣地形圖》、《兩萬五
千分一地圖》、《空照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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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史料的蒐集與實地訪查

• 1. 史料闕 求諸「野」

• 2. 瞭解庶民史

• 3. 重回歷史現場

• 4. 尋找目擊證人

口述訪談與田野調查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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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膽大、心細、眼光銳利、臉皮厚

2.辨證考察史料

3.尋找可能的訪問對象

4.建構歷史的四度空間

田野工作教戰守則

如何展開田野調查？

• 資料的閱讀

• 掌握地方的特色

• 調查的方法：地毯式 重點式

• 擬定調查策略

• 中介人士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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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訪談大綱

• 地名沿革

• 聚落的形成

• 重要姓氏與家族

• 經濟產業活動

• 傳統教育

• 民俗 宗教 祭祀

• 自然災害

• 特殊人與事

• 古物、古蹟、民宅建築、老樹

口述訪談的態度與方法

• 誰是主角？

• 尊重隱私

• 把握重點

• 不卑不亢的態度

• 以開放式問句取代閉鎖式問句

• 現場記錄

• 建立長遠的關係：回饋、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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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之整理

1. 錄音、記錄稿的整合

2. 必要的資料、圖片輔助說明

3. 文獻與口述訪談內容的交叉比對

案例

雲林古坑

咖 啡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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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特性

• 河川切割

• 河谷

• 山地

• 丘陵

• 平原

面積： 166.6059平方公里

西螺鎮: 49.7985平方公里

古坑：田野調查的艱難區

•地理環境各異：山五村、北五村、南五村
、中區共20村

•發展各有不同

•歷史行政區變革多

•山區廣闊路途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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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調查策略

地毯式調查

螞蟻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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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古坑

•另一種地毯式的調
查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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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調查：雲林古坑鄉的例
子

• 一份學習單發揮的功用

砍伐樟木的 腦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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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名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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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的發現

• 紙寮 石輪

礐仔

傳統造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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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產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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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獻填補想像的空白

從文獻重建傳統造紙工序

斬竹漂塘

煮楻足火

蕩料入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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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開物

覆簾壓紙

透火焙乾

壓
榨
器

礐仔 牛拖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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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本島製紙業調查書》

焙寮側面圖

由手工到半自動化

古坑阮榮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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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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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的祖師爺 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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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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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打造

竹子

產業經濟

市場圈

生產利用

貿易路線

信仰: 行業神

社會生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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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

• 1960-1970年代 竹筍1KG＝4元

• 碗粿 ＝0.5元

• 採筍工資 一天50元

• 麻竹筍一季 收益4~500元

春筍

桂竹筍
五月 粽葉

綠竹筍

麻竹筍
冬筍



2018/7/30

26

竹類利用價值
莖 枝 葉 筍 竹皮

• 麻竹

• 綠竹

• 孟宗竹

• 桂竹

• 食用

• 生活器用

• 生產工具

• 社會禮器

• 宗教信仰

• 民俗藝品

• 藝術文化

竹 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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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採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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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 嚴禁盜窃竹笋碑（1860）

竹山 嚴禁盜窃竹笋碑（1860）

• 文獻資料的蒐集 ――文書 地圖

• 資料的配合運用 ―― 碑刻 文物

• 實地訪談調查

農村生活與文化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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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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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建構歷史與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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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怎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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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_7254.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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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的記憶
華山組-山區的記憶（最終版）.mp4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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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史志文獻的三層結構―― 談地方

文獻的蒐集與利用 

 

張素玢 

 

 

一、前言 

  每人心中都潛藏著對豐富人文世界的好奇與追尋，可惜這些潛藏的

種子，在一關又一關的測驗中被泯沒，「歷史」被物化為考試的必要工具。

求學過程中，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則常常被過份濃縮的「正史」擠壓的喘

不過氣，不得不在稗官野史尋找一些想像的空間與歷史興味。 

一九七○年代中期，台灣開始進行本土化政策，台灣史逐漸在學院中

受到重視。一九八○年代鄉土意識崛起，文學作品的推波助瀾，民眾愈來

愈注意鄉土，卻發現家鄉原來如此熟悉又陌生；自己成長的故鄉在歷史文

獻中，有若雪泥鴻爪，難以滿足我們的渴望，於是地方史志的建立，成為

有志之士的努力目標。過去歷史研究與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往往只在案

牘上中進行，今天歷史人已經發現走入田野，另有一番「美麗新世界」。 

 

二、從地方建構歷史 

從清代以來，到日治時期，以至於 1970 年以前的歷史撰述，都以「國

史」的高度俯看地方，採用官府的立場描述，即使編纂方志也在為官方的

統治提供參考。文獻所呈現的資料，多為亂事、災害，或行政區域的建置

等類內容，其他對地方生態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事，反而常被忽略，或只有

寥寥幾句。 

地方史志建構以後，使地方歷史也具備自主性的價值，但這並非意味

讓「地方」獨立於國家之外，而是想扭轉由國家看地方的僵化姿態，使地

方史真正成為研究「國史」的厚實基礎，同時顯現出地方社會的生命力，



書名 

 
２ 

和有「主體性」地方歷史。因此地方檔案與地方文獻，便是建構歷史的重

要素材。 

 

三、地方史料的三層結構 

第一層 庶民空間 

官方：戶籍、地籍資料 

民間：口述歷史、契字等私文書 

第二層 中介空間：傳達庶民社會的聲音、意見到行政體系的媒介 

       體制內：鎮民代表會會議記錄、縣議會記錄、省議會記錄 

       體制外：雜誌、報紙、新聞 

第三層 政府空間：政府行政單位發行的各種資料，可了解國家權力在

地方運作的情形 

       檔案、官報、公文書、要覽、政府公報、統計書 

*貫穿三層的資料 地圖類：《臺灣堡圖》、《軍部圖》、《臺灣地形

圖》、《兩萬五千分一地圖》、《空照圖》等 

在這三種史料當中，最需「腳踏實地」蒐集的莫過於第一層的庶民史

料、私文書。以下便就私文書的搜集與田野調查的方法加以說明。 

四、庶民史料 ―― 私文書的蒐集與實地訪查 

1.史料闕 求諸「野」 

2.瞭解庶民史 

3.重回歷史現場 

4.尋找目擊證人 

 

五、進行訪談的事前準備 

1.資料的閱讀：向自己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2.建立受訪人名單 

3.必要的器材：地圖、數位相機、記憶卡、電池、MP3 



客家村史研習營  史志文獻的三層結構 2018.7.28 

 
３ 

 

六、調查的方法 

   1.清鄉式、主題式的調查 

   2.蒐集家族資料 

3.注意地方的動態發展，長期持續觀察 

   4.與地方或社區人力資源結合 

 

七、田野工作的進行 

1.膽大、心細、眼光銳利、臉皮厚 

2.映證考察史料 

3.尋找可能的訪問對象 

4.建構歷史的四度空間 

 

八、經驗分享 

 

九、問題與討論 

      



 

 

村史理念與研究倫理 

 
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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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理念與研究倫理村史理念與研究倫理

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tristan@ntu.edu.tw

全國客庄村史研習課程

老湖口 大夫第

2018年7月28日

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tristan@ntu.edu.tw

全國客庄村史研習課程

老湖口 大夫第

2018年7月28日

大綱
I. 前言:從美國小鎮談起
II.聚落、部落、社區、村寨的人文價值
III.學術倫理是什麼?
IV.研究誠信:研究者對學術社群負責
V.研究倫理:研究者對被研究者負責

VI.自己人研究自己人又如何? : 人情、
客觀、及利益

VII.結語:人文第一 科學第二 情義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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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從美國小鎮談起
1. 小鎮認同與居民驕傲

地方文化/歷史館是為進入之前的亮點

2. 我自己來政府離遠些
全數由村鎮居民建造管理維護

3. 唯有自我覺醒才有用
大家樂於貢獻金錢時間心力

4. 歷史文化文物與守護
驕傲於我們公共的家園

美國Oregon州Canyonville鎮(人口1935人)

謝世忠攝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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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Indian Museum(開拓者-印地安博物館)
謝世忠攝 2017-6-2

居民貢獻給博物館之各類家居文物
謝世忠攝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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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過去地方生活的家居生活擺設
謝世忠攝 2017-6-2

1983年慶祝美國政府承認在地印地安民族地位的紀念日活動海報
謝世忠攝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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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安原住民照片集
謝世忠翻拍 2017-6-2

印地安歷史照片
謝世忠翻拍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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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者砍伐木材載運下山
謝世忠翻拍 2017-6-2

特別感謝如下慷慨付出的朋友使本館得以順利營運
謝世忠攝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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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聚落、部落、社區、村寨的人文價值

1. 任何人類聚落都具有文化意義

非隨機性的人類聚合均會發展出在地特性

2. 原住民部落舊社新社之文化史

舊社考古學與新社部落民族學

3. 城鄉社區的人物產業在地特性

一定要呈現出在地特性才能顯現社區的存在

4. 村寨傳統民俗價值發展之辨證

都市民俗存留與村舍生活活絡的意義

III. 學術倫理是什麼?

學術倫理主要包括:

1.研究誠信/校園科學倫理

2.研究倫理/人類材料倫理

現在衍伸至，凡是進行研究，均
必須遵循這二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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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術倫理是什麼?

1. 任何人與人往來過程均涉及倫理

適合的言行舉止以及相對一方的權益

2. 工作倫理職業倫理以及學術倫理

身為特定團體成員的倫常行動規範

3. 學術就是研究發現發明以及解釋

被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勞煩到的人

4. 研究一上手即必須遵循行規倫理

入行參加村史寫作的遵規行矩

IV. 研究誠信:研究者對學術社群負責

1. 尊重原創不抄襲不剽竊不造假

述而不作是糟糕的老傳統抄襲觀念

2. 引用文獻資料須清楚標示出處

讀愈多標示愈多代表自己博學

3. 照片圖檔表格影音光碟等亦然

別人的好東西我們必須負責任地使用之

4. 出現違反前述規範者研究無效

以謹慎處理材料的前提下寫自己的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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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研究倫理:研究者對被研究者負責

1. 被研究者都是研究者的貴人

任何參與協助均應心存感念

2. 知情同意是首要的天條道理

讓對方知道你是誰以及你來做什麼

3. 終身保護相互信賴尊重隱私

一開啟研究即應永遠負責

4. 避免田野愛情更應重視承諾

田野情境浪漫切忌出現一時的勇氣

VI. 自己人研究自己人又如何? : 
人情、客觀、及利益

1. 自己研究自己部落自己寫自己村史

當局者迷的缺點看不清有趣有意思之處

2. 臺灣特有的正式與非正式研究景況

臺灣的學術多半都在研究自己

3. 人情與客觀的壓力時時刻刻影響你

研究自己人自己社會其實蠻無聊的

4. 約制既有之利害關係的個人與團體

如何超越既有限制是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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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結語:人文第一 科學第二 情義第三

1.人文屬於人類共享之對文化創造與生命價值的敬意

哲學家情懷

2.科學是理論上的真理追求目標以及力求更美好社會

科學家嚴律

3.情義是個人性的對他人之倫常道德或生活往來默契

兄弟講義氣

4.村史似乎是微型作業但參與者的堅守倫理應受肯定

交出好作業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臺灣村史與地方志寫作 

 
孟祥瀚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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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村史與地方志寫作

孟祥瀚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2018.7.28

地方志的傳統-緣起

《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
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漢晉以降，以郡國州縣為範圍編纂之郡書、地理
書、都邑簿逐漸興起。隋唐時期，通稱圖經、圖
志等。

宋代方志體例已臻完備，包含輿圖、疆域、山川、
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里、風俗、
人物、方技、金石、災異、藝文等。

尚有記述名山、水利、風土、古剎、金石、名勝、
宅第、人物、藝文、墓塚等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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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傳統-寫作

方志之體，有述而無作，惟在擇而能精，覈而有
要。玆所徵引，大都溯原於史，而取材於閩中數
十家舊記，與夫省郡州縣新舊志乘，而參以叢書，
采及近事．補遺訂誤，一字之疑，必求其據。惟
是概注引用書目，未免繁碎，今於事義顯明者不
復件繫，其事隱義疑必資徵信者注出原書，庶無
嫌於臆決云。

清·《重纂福建通志》凡例

地方志的傳統-彰化縣志篇目1

封域志：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形勝、
海道、潮汐、風、氣候。

規制志：城池(寨附) 、官署(公廨附)、倉廒、街市、
保(莊社附)、津梁、水利、驛傳(遞舖附)、
蠲政、養濟、義塚 (封塋附)。

官秩志：文秩、列傳、政績(殉難附)。
學校志：學宮、崇祀、祭禮、泮額、書籍、書院

(社學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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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傳統-彰化縣志篇目2

祀典志：壇祭、祠廟(寺觀附)。
田賦志：田賦、戶口(番丁番餉附)、雜餉、耗羨、

支運兵餉米穀、存留經費。

兵防志：兵制沿革、營制、陸路兵制、水師兵制、
軍官、列傳(殉難附)、屯政。

人物志：選舉、行誼、封廕、耆壽、軍功、義民、
隱逸、流寓、技術、列女。

地地方志的傳統-彰化縣志篇目3

風俗志：漢俗(婚姻、祭喪、歲時、居處、衣服、
飲食、士習、農事、商賈、女紅、雜俗) 。
番俗(狀貌、服飾、飲食、廬舍、器物、雜
俗)

物產志：穀、蔬、蓏、果、木、竹、花、草、藥、
畜、毛、羽、鱗、介、蟲、貨、幣。

雜識志：兵燹 、災祥、叢談。

藝文志：奏疏、札牒、書、議、序、告示、引、
文、 說 、紀、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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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1

一、府縣建置，宜考其沿革也．

一、輿圖測繪，宜得其要領也．

一、疆域廣狹，宜著其道里也．

一、人物立傳，宜稽其實蹟也．

一、田賦科則，宜析其等差也．

一、物產土宜，宜辨其種類也．

一、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

一、文藝雜著，宜廣其搜羅也．

一、地方修造，宜紀其興廢也．

一、物產土宜，宜辨其種類也．

一、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

一、文藝雜著，宜廣其搜羅也．

一、地方修造，宜紀其興廢也．

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1

一、府縣建置，宜考其沿革也．臺灣海邦，於康熙二十三年始隸版圖．雖於古無徵，然如康
熙間始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雍正元年又增設淡水廳、彰化縣；五年又增設
澎湖廳．厥後又改諸羅為嘉義，改淡水廳同知、噶瑪蘭通判所轄地為臺北一府三縣及基隆一
廳；又增設埔裏社、恒春廳縣各一．凡此沿革不同，皆宜詳其更置．又如近設臺灣、雲林、
苗栗三縣、臺東一州，其地或為舊址、或為新闢，東剖西割，移步換形；並宜分其井疆、著
其因革，俾知名目雖異，封域不殊．是在條理分明，稽考核實，庶使今昔興廢，一覽瞭然．

一、輿圖測繪，宜得其要領也．「漢書」「地理志」云：推表山川，是地理以山川為綱
領，而城郭、村墟、津梁、塘汛、隘口附麗於其間者，或在山之南、或在水之北，萬萬不能
倒置；山宜分其支幹，水宜窮其源流．惟臺灣高山水源多在生番界內，足跡既不能到，測繪
遂不能真．祗有但就可到之區，繪其水自某處始見，缺其上流，不作為源；其下流經某處與
某水匯合，又至某處入海，此則當窮其委者也．凡繪圖，無論山名、水名、地名、村名，必
須於四至交接之處，兩圖並書，庶使此圖可與彼圖逗合；此為最要．舊志於山則繪樹木，於
水則繪波瀾，於美景則繪漁艇、浮屠，於營汛則繪煙墩，旗幟；此最可厭，今宜一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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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2

一、疆域廣狹，宜著其道里也．一府領若干縣？一縣領若干堡？總數遠
近，掣領提綱，分壤縱橫，條分縷晰．其有犬牙交錯之地，尤宜詳細著明；
務令四至分明，方輿可考．若插入生番地界、未隸版圖者，例從闕如，不
須式廓．

一、人物立傳，宜稽其實蹟也．凡德行、文學、宦績、武功，例所必
錄；而孝義、貞烈有關風化者，尤應表彰，以風薄俗．但必須事徵其實、
行考其詳，不得附和隨聲，瞻徇濫列．如名宦則必開列政績，鄉賢則必呈
送行狀，文儒則必搜求著作，庶使信而有徵，不至貽譏濫廁．其寄寓羈客、
隱居名流，例得兼收，並宜博訪．惟生存之人及升擢出省上官，概不收錄，
以符史例．其守節婦女，已奉旌表及未奉旌表而年例已符者，雖生存亦得
並錄，不在此例．

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3

一、田賦科則，宜析其等差也．臺灣新舊縣分不同，錢糧各異，從前舊額與
清賦後新額懸殊，是宜紀載賅詳，以備參考．田畝名為戈甲，即內地所謂邱
段．其一戈一甲，當內地之若干畝，亦宜著明．其他園圍、水圳與及隆恩租、
抄封、雜稅等項，並宜錄載詳明，毋紊、毋漏．

一、物產土宜，宜辨其種類也．臺灣果木雜卉與內地多有不同，稱名亦
異．如臺灣之檨，即粵東所謂檬果；臺灣之黃梨，即粵東所謂波羅．名異實同，
足資互證．又如守宮色白能鳴，蜘蛛狀類人面．此皆臺灣物產之異者．他如蜃、
蛤、魚、蟲，族類尤夥；倘考證綦詳，可續稽含「南方草木狀」、陸璣「草木
鳥獸蟲魚疏」，則亦海外奇觀也．

一、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其土著．然自閩之
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而臺地所稱客莊者，
乃指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其土風不同，俗尚互異；所有冠婚、
喪祭、歲時、伏臘、剛柔、馴悍，均宜分別采風，著之於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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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4

一、文藝雜著，宜廣其搜羅也．大而輔經翼史，闡道明德尚矣．次若諸
子百家導衍津派及詞章訓詁、圖畫譜牒之類，苟有可稱，均當博采．已刻者
則購其書，未刻者則錄其稿，或殘缺散佚者亦宜分晰著明．

一、地方修造，宜紀其興廢也．凡城池、衙署、學宮，孰為創建、孰為
重修？均宜詳其姓名、年月．其倉庫、書院、義學、水圳及廟宇、寺觀、橋
梁、古墳，驛站並遊觀名勝之區，均須備錄；倘已頹廢者，亦著於冊．

一、職官縉紳，宜錄其姓氏也．自府縣、儒學、縣丞、巡檢、典史並武
職各官，於某年某月履任，或實缺、或署理、代理、兼理，均宜詳著．其縉
紳則自文武進士、舉人及五貢並宜著其科分、選貢之年，以備列表．

地方志的傳統-鳳山縣采訪冊5

一、寇賊兵事，宜詳其始末也．明季、國初如林道乾、顏思齊、朱一貴等已見
舊志者，無庸備錄．自乾隆中葉以後迄於近年，如蔡牽、戴萬生之流，寇亂延及郡
縣，其始事因由、弭平功績，宜詳訪之；即近年東洋、法國、兇番兵事，如於轄地
有關涉者，亦宜博采，登之冊籍．

一、產礦山場，宜察其地脈也．淡水附近地方，近出煤炭、金沙，乃大地精華，
蓄久洩露；其他府、縣如有五金礦、煤炭礦並樟腦出產之處，亦宜標其山名，紀錄
於冊．

一、番社方言，宜通其稱謂也．舊志，於番語采自諸羅一志．然番族平埔與高
山不同、此社與彼社亦異，南、北、中路尤為大相逕庭，未可僅據一隅，以概各社；
允宜就番社之附近各廳、縣者而博考之．

一、災祥變異，宜載其事實也．天災流行，自古不免；史書所載，例不諱言．
凡水旱、㝃風、山崩、川竭、地震之類，俱宜紀其年月、著其地名．此外，一切祲
氛、異聞、罕見者，亦不妨博采兼收，以備登之志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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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方志的傳統-大村鄉志篇目1

(一)沿革志:土地開發與族群、行政區域沿革、各
村概況、大事記。

(二)地理志:位置與轄境、自然環境、天然災害。

(三)住民志:人口、族群、姓氏、宗祠與祭祀公業。

(四)政事志:行政區劃與組織、自治與選舉、戶政、
役政、地政、警消、財政、醫藥衛生。

地方地方志的傳統-大村鄉志篇目2

(五)經濟志:農牧業、葡萄產業、工商業與金融、地方公
共建設。

(六)社會志:社會事業、社區發展、人民團體、宗教信仰
與民間習俗。

(七)教育志:教育發展背景、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等
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文藝志:文化與文學(文化行政、傳統文學、現代文學、
民間文學)、藝術(建築、彩繪與書法、文物、
工藝、民間藝術)。

(九)人物志:列傳與表(分拓墾人物、科舉功名、余清芳事
件相關人物、行政人物、選舉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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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地方志編修的特色

（一）纂修目的：傳統的-資治、存史、教化。

當代的-認識地方的窗口

百科全書式的紀錄

收集整理與保存在地文獻

（二）纂修體例：全面性、定期編修。

（三）纂修團隊：學界與地方文史團體協力。

（四）纂修方式：重視田野調查、引入專業業學門知
識與方法、開發新史料與新議題。

（五）纂修方向：呈現地方特色與民眾生活史。

（六）反映當代議題：族群史(客家、平埔、原民、新
住民)、生態環境、自然災害。

村史運動

鄉土運動

1970年代以來，認識鄉土的風潮下，對於在地的書寫
與認識。1990年代以後中小學的鄉土教育與教材的
編寫。

社區營造

1998 年由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與台灣省政府文化
處合作推動「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文史種
籽村建立計畫」。2000 年將成果集結成書，出版
《村史運動的萌芽》。

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文建會推動災區重建之社區
總體營造計畫，社造點之文史紀錄與書寫成為社區營
造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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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脈絡下的村史運動

張維安-村史：共同記憶的建構

1.大家來寫村史不只針對921以後的社區重建，更是針
對所有台灣社會所有社區的未來，企圖採取由下而上
的方式來描繪台灣社會的願景。

2.記憶也是歷史，各方面探索、挖掘與重建關於自身的、
家族的和社區的共同記憶，其實就是建構社區的共同
記憶。一個社區有了共同的歷史，有了分享的共同的
基礎，就有凝聚的理由。

3.對客家研究的啟發，閱讀客家鄉鎮志，蒐集客家相關
的故事和論述，可以作為是一項切入客家議題的窗口。
蒐集，整理客家族群的記憶，以建構客家族群的想像。

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計畫

1.自2005年迄今已出版47冊。

2.本計畫以自然村聚落或村里、文化生活圈等為撰寫對
象，舉凡有關自然景觀、地理環境、建築、人文、歷
史、文化變遷、風俗、傳說、常民生活等皆列入撰寫
範圍。

3.分為中篇（3-5 萬字）、長篇（6-10 萬字），分別補
助3萬元、6萬元。

4.由有意撰寫者先提出計畫，經由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
審查，撰寫期間給予輔導，全書完成後再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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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計畫2

大家是誰？

人人都有表述歷史的權利，人人都是史家。所以「大家來寫
歷史」的「大家」是指社會上每個個人。

書寫哪裡的村史？

村指涉自成最小單位的地方(如庄頭、巷弄等)，所形成具有
特色的生活文化圈。地方又隨著時間與歷史而變遷，從而形
成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

村史的內容

除了人物和家族外，應多描述本地昔日特殊的習俗、事件、
諺語、傳說、古地名、自然環境、動植物等等。面對自己成
長的家園和村裡，除了記載正面的「開發史」、「發展史」
外，不妨多寫點昔日常民的辛酸血淚、挫折奮鬥過程。

周樑楷

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計畫3

1.許多都是在地土生土長的人物，，總之都與當地有或深或淺的因緣，此不
僅具有「由在地人自己撰寫地方史」的「地方文化權」之意義。

2.作者自身之家族史便是構成村史的一部份，能夠直接從家族記憶切入村史。

3.作者因為與在地有各種關係存在，所以往往能透過個人或親友的人脈，找
到合適的訪談人物並且能夠獲得充分的信任而獲得珍貴的歷史口述資料，
這點就是外地研究者所難以企及的

4.女性書寫。

5. 作者往往能夠完整的掌握此一地區的各種層面，包括地名來由、特色產
業、風俗習慣、俗語諺語、民間傳說、文學作品、重要人物、社區活動、
宗教信仰、教育機構、古老民居、動植物等。

顧敏耀，〈呈現在地觀點與挖掘草根歷史-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叢書初
探〉，《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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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的內容

（一）聚落歷史

（二）地理位置、地景變化

（三）所屬行政區劃

（四）居民背景

（五）政治情況

（六）經濟結構

（七）交通狀況

（八）重要事件

（九）重要人物

（十）風俗習慣

（十一）宗教信仰

（十二）傳統藝術、工藝

（十三）民居建物

（十四）傳說故事

（十五）俗語諺語

（十六）各種設施

（十七）其他可記錄之事物

（十八）聚落大事紀

村史書寫的內容

1.人物與家族

2.地方掌故與歷史事件

3.生活習俗

4.宗教與民俗活動

5.產業與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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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與文化資產

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包括祠堂、寺廟、教堂、宅第、官邸、商
店、城郭、關塞、衙署、機關、辦公廳舍、銀行、集會堂、市場、車站、
書院、學校、博物館、戲劇院、醫院、碑碣、牌坊、墓葬、堤閘、燈塔、
橋樑、產業及其他設施。

聚落建築群，包括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景觀風貌協調、具有歷史風貌、
地域特色或產業特色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或街區，如原住民族部落、
荷西時期街區、漢人街市、清末洋人居留地、日治時期移民村、眷村、
近代宿舍群及產業設施等。

文化景觀，包括人類長時間利用自然資源而在地表上形成可見整體性地
景或設施，如神話傳說之場域、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
農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場域。

村史內容與文化資產

傳統表演藝術，包括以人聲、肢體、樂器、戲偶等為主要媒介，具有藝術價值之
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音樂、歌謠、舞蹈、戲曲、說唱、雜技等。

傳統工藝，包括裝飾、象徵、生活實用或其他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如編
織、染作、刺繡、製陶、窯藝、琢玉、木作、髹漆、剪粘、雕塑、彩繪、裱褙、
造紙、摹搨、作筆製墨及金工等。

口述傳統，包括各族群或地方用以傳遞知識、價值觀、起源遷徙敘事、歷史、規
範等，並形成集體記憶之傳統媒介，如史詩、神話、傳說、祭歌、祭詞、俗諺等。

民俗，包括各族群或地方自發而共同參與，有助形塑社會關係與認同之各類社會
實踐，如食衣住行育樂等風俗，以及與生命禮俗、歲時、信仰等有關之儀式、祭
典及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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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寫作的資料

小 書寫範圍 大

多

資
料
性
質

少

田野調查
空間的認識
人文資訊的定位
訪談

文獻資料
方志、檔案、族譜
照片、古文書……

村史寫作

1.在地的了解-文獻與現場的對應

2.言之有物-根據具體的事件而書

3.持之有據-據實而書

4.文史地圖製作

5.善用電子資料庫



2018/7/30

14

客家村史的實踐

1.客家村?
2.客家文化的豐富性與多元性

3.族群的互動

參考資料

陳板，〈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從「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出發的文史搜索運
動 〉，《臺灣文獻 》54:2 ，民92.06。

周樑楷，〈認識你自己--大家來寫村史與歷史意識的自覺〉，《當代》93，民
94.03

巫任和，〈生命長流的共同記憶：村史撰述的感想〉，《彰化藝文》29， 民94.10。

曾馨瑩，〈大家來寫村史專輯介紹〉，《彰化藝文 》29， 民94.10。

吳福助 ，〈 「村史」寫作參考文獻舉要〉， 《中國文化月刊》309， 民95.09。

顧敏耀，〈呈現在地觀點與挖掘草根歷史--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叢書初探〉，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 》 7 ，民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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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
游牧笛
theericel@gmail.com

自我介紹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 社團法⼈中華⺠國無界塾創新教育協會地理教師
• 研究與興趣

• 地形學（河流地形、歷史環境變遷）
• 文化資產保存
• 地景調查

• 現正執行計畫
• 臺灣近百年來主要河流的地形變遷與其減災意涵：⼀個
「⼈為地形學」的嘗試

• 建構防災地形分類與地圖製圖規範研究
• 順應河相之河川廊道範圍初步規劃研究
• 「⼈、山川、海洋」─原住⺠族知識體系為本的地理、環
境教育與科學探究能力之建構─以頭前溪泰雅族原鄉、大
漢溪阿美族新原鄉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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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

• 臺灣(鄉土)研究的範疇與案例
• 資料庫介紹

• 常用資料庫簡介與注意事項
• 歷史圖資資料庫平台

• 實作
• 歷史圖資分析方法
• Google我的地圖展示
• Blog或Facebook平台呈現

3

你心目中的臺灣(鄉土)研究是什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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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執行過臺灣(鄉土)研究嗎？用什麼方法？ 5

臺灣(鄉土)研究的範疇

•基於土地的研究(自然或⼈文)
•運用在地的素材(口訪、田野調查、文獻、地圖……)
•最好能有親身的經歷(生活、體驗……)
•案例：

• 賴和詩路
• 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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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賴和詩路

•大正元(1912)年12月19日……
•當時還在總督府醫學校讀書的19歲賴和，突然想從
台北走回彰化老家，就這樣找了醫學校同學杜聰明
（吃苦本是愚者少，追隨難得是聰明），兩⼈花了5
天的時間「走」回彰化。

7

8

賴和的24首詩
記錄了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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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走？
• 年暇由台北徒步回家途中計費五日，始由三角湧沿中央山
脈至頭份乃折向中港遵海濱而行，山嵐海氣殊可追念。

9

日期 〈詩名〉（紅字為地名）
第⼀⽇(12/19) 〈新店溪喚渡〉、〈三角湧〉、〈大嵙崁〉、〈宿鹹菜甕(台

北至此行將百里)〉
第二⽇(12/20) 〈由鹹菜甕越山欲至樹杞林於山巔(姜百萬茶亭小憩)〉、警

署前庭⺎⺎碑〈北埔〉、〈由北埔深夜越嶺宿於獅岩洞〉
第三⽇(12/21) 〈頭份被順三君所留〉
第四⽇(12/22) 曳足行登尖筆山〈越尖筆山〉、〈白沙墩途中遇雨〉、〈雨

中涉溪(後壠)〉、〈通霄〉、〈渡大安溪〉、涉盡大安溪，
穿行苑裡街〈過苑裡〉、〈大甲訪李天財君〉、〈夜入鰲⻄〉

第五⽇(12/23) 〈汴仔頭渡〉、欲到中寮道，行行似已差。不知此何地，隨
便問人家。離城纔四里，去路尚多叉。轉向溪橋過，前村竹
子腳〈竹子腳〉

重建路線
賴和於大正元(1912)年年底出發

可使用明治37(1904)年出版的臺灣堡圖比對現代地圖進行分析
10

疊圖分析：以不同年代圖資進行古地名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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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名分布

• 台北→三峽→大溪→關⻄
• 關⻄→竹東→北埔→獅頭山
• 獅頭山→頭份
• 頭份→尖筆山→中港→後龍
→白沙屯→通霄→苑裡→大
甲→梧棲

• 梧棲→汴子頭（大肚）→竹
仔腳（和美）→彰化

徒步

片段的感受

資訊時代

整體性觀察

12

賴和詩路的
地理景觀與
區域特性

地形

氣候

水文

土壤

生物

政治人口

聚落經濟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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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渡灘前立，風雲白日斜。
渡船難傍岸，港路漲浮沙。

《汴仔頭渡》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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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沙灘便石灘，
此中未信有波瀾。

《渡大安溪》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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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攝於20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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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賴和詩路

•⼀個鮮明的主題
•調查素材：

• 詩文
• 歷史地圖
• 實景照片（搭配自我觀察）

•資料庫與工具：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GIS的網路開放圖磚服務）
• Google我的地圖

19

案例：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主要課題：
• 後龍溪在約⼀百年前河流作
用的邊界為何處？

• 土地利用與使用強度變遷是
否能說明河流地形的變遷歷
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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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 Aggett and Wilson (2009)利用多期圖資釐清歷史
河道變遷區(Channel Migration Zone, CMZ)範圍。
• CMZ = HMZ + AHZ + EHA – DMA

• HMZ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為歷史變遷區
• AHZ (Avulsion Hazard Zone)為改道風險區
• EHA (Erosion Hazard Area)為侵蝕風險區
• DHA (Disconnected Migration Area)

21

結果⼀：河道與沖積平原地形變遷
22

霞堤

大面積乾河道
新增河蝕崖

主河道分流減少

1:20,000
台灣堡圖

1:25,000
實測地形圖

1:50,000
台灣地形圖

1:25,000
經建三版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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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二：聚落與土地利用變遷

•土地利用的主要改變位於乾河道：
• 20世紀初台灣堡圖為乾河道(帶狀砂礫灘)
• 1920年代實測地形圖改為草生地，與霞堤興建
攔阻水流可能有關

• 1951年代台灣地形圖上多被標示為水田，連續
堤幾乎徹底阻斷沖積平原與後龍溪主流間的直
接連結。

• 圖面標示聚落數目：
• 429(堡圖)→1911後龍溪大改道→199(實測地形圖)

23

石圍牆霞堤。2017.12.30攝

乾河道改建渠道。2017.10.15攝

案例：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主要概念：
• 環境是變動的，村史的調查要回到當年的情境。
• 自然環境控制了變遷的基本條件，但⼈為影響則實際塑
造了今日景觀。

•資料庫與工具：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 地名資訊服務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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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使用過任何資料庫協助研究進行嗎？ 25

臺灣(鄉土)研究的範疇

•臺灣(鄉土)研究是個綜合性的工作
•自然與⼈文的資料不可偏廢(互為佐證)

•近年來的優勢：
• 資料庫數量愈來愈多
• 資料庫整合程度愈來愈好
• 網路普及度愈來愈高
• 網路平台愈來愈多元
• (付費後)彈性愈來愈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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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資料庫簡介與注意事項 27

人文、文化類檔案資料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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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
https://www.lib.ncu.edu.tw/hakka/

29

本系統之目標在於整合國內外有關客家
研究之相關圖書資訊資源，包括圖書、
博碩士論文、中⻄文期刊目次..等。以期
能透過本系統，有效提供國內外客家研
究相關人員，完整而方便迅速的客家圖
書資訊，以加速教學研究工作的進行，
並提升國內外客家相關學術研究與教學
推廣的水準與品質。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博物館影音平台

客家歷史影像(老照片)、影
片、活動照片供使用端檢索，
並可以時間軸、空間軸進行
檢索結果分析。此外也整合
本會獎補助碩博士論文及圖
書資源探索系統，提供檢索
者更便利、精確地檢索客家
歷史影像數位典藏資料。

30
https://media.thcdc.hakka.gov.tw//?ctNode=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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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典藏管理系統

蒐集古文書、古籍、行政
檔案、照片、器物及建築
等六大類型資料，並透過
資料庫建置及檢索平台，
提供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
學者專家及⺠間人士使用
相關資源。

31
http://digimuseum.thcdc.hakka.gov.tw/

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臺灣客家庄

匯聚「產」、「官」、「學」
及「⺠間組織」⼒量，整合
客家委員會與各界在過去、
現在及近期內針對臺灣之
「客家文物」、「客庄文化
資產」、「圖書文獻」、
「影音資料」方面所進行的
數位化典藏與數位內容開發
計畫。

32
https://archives.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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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

客委會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學習，建置
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學習者可以透過
詞彙等級(初級、中級暨中高級)、詞彙
分類（18單元）、腔調種類（四縣(含
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含桃園、
新竹、苗栗)、詔安）及關鍵字做為搜
尋條件，找出您要的客語詞彙，每個詞
彙有華語、英語的辭義解釋，並有造句
範例說明及發音。

33
https://wiki.hakka.gov.tw/ver2018/index.aspx

國發會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整合國內各公部門、國立
大學相關檔案資料的查詢
平台，可從此連結到其他
部會的重要資料庫，並提
供個人化的查詢方式。

34
https://across.archives.gov.tw/naahyint/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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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為集
合台灣史⼀⼿史料之資料庫，
提供全文檢索、詮釋資料檢索
等功能。本資料庫目前包含
「淡新檔案」、「明清臺灣行
政檔案」與「古契書」三文獻
集，有全文資料逾十萬筆。

已大量蒐集地方政府所上網的
資料。

35
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

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

各種地名查詢、主題式地名
整理，並且可以了解各類地
名的分布與使用頻率，藉此
推斷對地名認知的正確與否。

（此資料庫仍持續建置中）

36
http://gn.moi.gov.tw/geonam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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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綜合類資料庫 37

自然環境、綜合類資料庫

• 地質雲綜合圖台 https://www.geologycloud.tw/map/zh-tw
• 中華⺠國統計資訊網 https://www1.stat.gov.tw/mp.asp?mp=3
•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https://data.gov.tw/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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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圖類資料庫 39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收錄臺灣近百餘年來，以
近代測量方法測繪之各種
圖資、航拍影像，並透過
地圖疊圖方式呈現，以了
解地景、空間在歷史時間
軸上的變化狀況。

40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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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歷史圖資分析方法

看看自家環境的百年變遷？

41

螢幕截圖工具

• PrtScr鍵
•剪取工具

42

別忘了善用螢幕截圖工具，記錄下自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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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第⼀步：空間對位
1. 把地圖縮放到適當大
小。

2. 點擊「定位」。
3. 採用「地名」或「地
址」定位，並在下方
輸入。

•此處的位置採Google
地圖資料庫。

43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第二步：選取適當的歷史地圖
1. 了解自己想查詢的年代
2. 點擊圖名前的+號，可顯示大
致的繪圖年代

3. 點選圖名，使該圖反綠，可在
圖台上看到該地圖出現

4. 調整透明度可知在Google地圖
上現狀為何，加以比對

5. 圖名右側可點選圖例(僅部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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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第三步：自行線上數化
1. 選擇點、線、面
2. 在想要標註出來的位置上進
行點擊

3. 點選KML，自動下載成
Google地圖可支援的格式

45

實作：Google我的地圖展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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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數化點線面

選取喜歡的底圖

為地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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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數化成果出現位置
點選後可修改圖形、顏色

50

點選任意點
可修改內容

文字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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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加入簡短文字、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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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享和預覽

變更分享權限
(預設為不公開)

公開後可得到共用連結

以Google帳號邀請他人共同編輯地圖

實際操作與提問 54


	0講義封面
	1客庄村史社會調查1講授大綱2018_王甫昌
	2鄉土資源實查方法2_戴國焜
	3影音記錄與剪輯方法_彭啟原、葉治君
	4文獻與口述歷史(客家落調查研習) _張素玢
	4訪談方法與史志文獻的三層結構_張素玢
	5村史理念與研究倫理_謝世忠
	6客家村史-臺灣村史與地方志寫作_孟祥瀚
	7臺灣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_游牧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