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治 學 系 課 程 大 綱

課程名稱： 檔案研究法專題

授課教師： 朱 浤 源 教授

研究室電話：A（中央研究院）: 02.2789.8263

            B（臺大社科院）: 02.2351.9641#391

研究室號碼：A: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

B：第二研究室 216 室

Office Hours：A: 週一、三、四、五，上班時間

            B: 週二 13 至 15 時 30 分

課程概述：

人類科技文明史與生活文化史之所以能夠維繫、傳承甚至發展，主要原因就在人的智慧

能夠積累。而人類的智慧之所以能夠積累，必須倚賴過去的經驗。口傳或檔案是使人類成為

「萬物之靈」，最重要的兩種工具，前者至少有幾萬年、後者約四、五千年。這些都是前人智慧

的結晶；做研究時，無可或缺的兩大類資料。

1.口述歷史可以說是先透過記憶，再經「口說」，來紀錄其智慧與經驗。它早於文字，也足

以與文字並駕其驅。今天，藉著各種紀錄性科技儀器，口述歷史越來越流行。它最大的好處就

在：受訪者本身是一部「活字典」，任你請益，而有意想不到的答案。因此，如果訪問者對於

相關的問題有豐富知識，就可以當場切入「要害」來追問。它第二個好處就在：受訪者時常是

位成功的人士。做這類型的訪問，既可以問到所要的答案，又可以獲得其他許多知識、人生體

會、成功要訣、以及失敗之後如何逆轉勝的要領。總之，它的優點是：主訪的人可以「撿現成」。

但是，口述歷史也有許多缺點：第一，其內容較主觀，通常會產生三種難題：1.講述時，

會「因時因地制宜」，沒有完全一致的內容，而且 2.主訪者會偏向受訪者本人；但是 3.在紀錄

時，會偏向紀錄者（含主訪者）的理解。第二，內容不完全固定，也值得注意：主訪者記憶

的能力，絕不可能百分之百精確，而且，其內心的「盤算」、時代環境、週遭氣氛都會對內容產

生影響。易言之，不同的人，或在不同時間去訪錄，所提問題也會不同，受訪者所回應的說

法，可能就不相同；

2.檔案的歷史價值與客觀價值，政治學系沒有人深入而系統地加以探討。

相對於口述歷史，檔案的精確度與客觀性，都較高。一般人嘴上說的「檔案」，通常指有

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政府公文書、是人類政治活動的文字紀錄。它是客觀存在的，它不像口述歷

史，其內容不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有變化。事實上，則公司行號、宗教、同鄉、宗親、同學等許許

多多社團，也有檔案；個人也可以有檔案。由於其內容是固定的，它的歷史的以及科學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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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基本上高過口述歷史。在研究上，學術中人一般而言，更重視它。

但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在「藍」、「綠」意識形態互鬥的矛盾當中，有許多學者，不但

沒有接受檔案的科學性與客觀性最高的事實，而且反過來批評檔案，否認其為研究或寫文章

的最佳憑藉。而視其為統治當局的工具，由統治者加以「主觀」製造，其中佈滿「陷阱」。

本課程以一學期的時間，引導學生首先接觸官方檔案，其次接觸政治人物的個人檔案。

其重點、進度以及目標如下：

課程重點
1.了解個中的奧秘，其中包含對有關方法、要領、優點、缺點之深入介紹；

2.訪問檔案館，閱讀檔案的規定，知道收藏與申請閱覽檔案的制度；

3.打開檔案，親自體會當年政府內部人員，為了解決當代問題，所進行的政策之決定與

執行的過程；

4.指導同學，依其興趣，找出某主題，並試作檔案研究。

課程進度
課程進度之重點放在：

1.理論講述（為期四週）：將講授者二十多年以來進行檔案研究的心得，從方法學的觀

點加以介紹，並與研究生討論，作為初階。

2.訪問（為期四週）：同學與老師共同挑選若干主題，組織成參觀團隊，訪問故宮博物院

國史館、黨史館、檔案管理局等機關，親自參閱官方檔案，訪問臺北市政府二二八紀念館，親

自參閱美國副領事George Kerr 個人檔案。使一般政治學系同學十分疏忽的檔案研究，進入兼

顧理論與實際的第一歩，作為第二階。

3.實作（為期六週）：訂定主題，帶領學生，前往指定的檔案館，申閱檔案，實地演練，

使深入體會箇中要領及其巧妙，作為第三階。

4.綜合檢討（為期四週）

課程目標

1.了解檔案研究法對學術研究的貢獻：自古以來重要經典的依據。

2.懂得研究檔案的方法：

（1）如何找到檔案

（2）檔案的種類

（3）發文者、受文者、以及其發出時間與接獲時間的確認。

（4）公文（檔案）製作的程序。

（5）如何看出當年發文的動機、收文之後如何傳遞、呈報與批示等，在在都需要一些要領

3.知道檔案研究法的要領、困難所在、要解答的問題為何等等

4.清楚檔案研究法的優點

5.認識檔案研究法的缺點：官方的觀點以及隱晦等

6.實際操作檔案研究：根據主題深入探尋

7.繳交檔案研究的實作成果

經此三個階段、七步驟兼顧理論與實務的講解、操作與檢討，使修課同學不只自己會操作

而且也初步懂得判斷坊間檔案研究作品優缺點的方法，有助於對政治、行政更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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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導引

1. 陳士伯，＜檔案的價值：定位於時間與空間＞，《檔案的故事》，臺北︰檔案管理局，

民 91，頁 1-6。

2. 陳士伯，＜檔案與我的博士論文＞，《檔案的故事》，頁 27-30。

3. 陳士伯，＜檔案的守護者：檔案管理人員甘苦談＞，《檔案的故事》，頁 41-46。

4. 陳士伯，＜二二八事件篇＞，《檔案的故事》，頁 101-118。

（二）方法學、目錄學

1.張樹三，《檔案學概要》，臺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民94。

2.吳銘能，〈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口述歷史文字更動與二二八事件研究〉，民 96，16頁

3.利用美國政府檔案的方法：朱浤源，〈「美國軍事情報：中國之部，1911-1941」檔案目

錄編輯商榷〉，《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期2，民國76年10月，12頁。

4.利用英國政府檔案的方法：朱浤源，〈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收藏有關

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民國 75 年 3月，26頁。

5.《二二八事件檔案目錄彙編》，臺北︰檔案管理局，民 94。

6.朱浤源編撰，《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8 年 10月，初版；

民國 89 年 4月，再版，361頁。

（三）範例與資料

1.黃彰健，《二二八事件考證稿》，中央研究院院士叢書第 2 號，臺北︰聯經，民 96。

2.《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86。

3.《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8冊），臺北︰國史館，民 97。

4.《戰後臺灣政治案件》（16冊），臺北︰國史館，民 98。

5.蘇瑤崇主編，Correspondence by and about George Kerr（《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民 89。

6.《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專題選輯》，臺北︰檔案管理局，民 97。

7.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獨家，民 84。

（四）授課教師的作品舉例：

1. 利用地方政府檔案：〈「美國軍事情報：中國之部，1911-1941」檔案目錄重編〉（一）、

（二）、（三），《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期2、3、4，民國76年10月、12月，民國77年

2月，28頁、45頁、26頁。

2. 利用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小政府治大社會：明清之際廣西的個案研究〉，《近代中

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 8月，35頁。

3.利用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檔案：《孫立人言論選集》(編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民國 89 年 11月，438頁。

4.利用總統府、監察院、國防部、及桃園醫院檔案〈再論孫立人與郭廷亮「匪諜」案〉，《戒嚴

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財團法人補償基金會，民 90.5.20，26頁。

5. 利用刑事局、奇美醫院檔案：《槍擊總統？》，台北：風雲論壇，民 93.6，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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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檔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臺北：臺灣大學社會科

學院，民國 95 年 1月，238頁。

7.利用地方政府檔案：〈屏東縣有關臺灣史料史蹟初步調查報告〉（與陳三井、陸寶千、范

毅軍合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4，民國 74 年 6月，7頁。

8.《新市鄉志》（編纂），臺南縣新市鄉：新市鄉公所，民國 95 年 3月，757頁

評分方式：

課堂發言表現（理論探討一） 10％

指定作業：閱讀心得報告（理論探討二） 20％

期中報告：（實作一）學術的準備與速紀錄 30％

期末報告：（實作二）紀錄、校訂與初步完成 40％

講授進度：

民國 99 年

月   日             課程內容

2   23    課程介紹與理論講述(1)：檔案基本特質、價值與種類和檔案研究法與政治學研究

的密切關係

3    2    理論講述(2)：檔案分類、檔案產生的程序與管理

3    9    理論講述(3)：數位科技、檔案管理組織與系統 

3   16    理論講述(4)：檔案館、檔案管理及申閱方法，4次訪問的確定

3   23    訪問故宮博物院、熟悉中華帝國檔案之大部分類，指定專人作成報告

3   30    訪問國史館、熟悉中華民國檔案之大部分類，及所出版之檔案，指定專人作成報

告

4    6    （春假）

4   13    訪問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熟悉分類政黨檔案「吃案」之及所出版之檔案，及所出版

之檔案，並針對去史指定專人作成報告

4   20    訪問臺北市政府二二八紀念館、熟悉美國副領事George Kerr 個人檔案之分類，及

所出版之檔案，指定專人作成報告

4   27    課堂集體討論：綜合報告並初步選定專攻主題

5    4    課堂討論：國內主要檔案分類，並各自依據畢業論文方向，確定專攻主題

5   11    訪問檔案管理局，依據畢業論文方向，熟悉政府徵集之檔案以及政府檔案之細部

分類。以自選專攻主題為方向，申閱檔案，並當場閱覽檔案

5   18    課堂討論：閱讀檔案的技巧：以二二八事件中蔣中正「出兵」決策過程為例，從張

祖詒：〈蔣中正  寬容處理二二八〉（《中國時報》，3月 1日）陳儀深：＜蔣

介石應為 228屠殺負最大責任—回應張祖詒先生的質疑＞等文，討論「蔣是

否確為二二八的元兇？」

5   25    課堂討論：閱讀公、私檔案：校勘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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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專題研究示範：陳儀深：＜＞（《近史所集刊》）以及武之璋＜＞等文，比較檔案

的被「運用」與被「利用」的方法

6    8    課堂討論：檔案、情報與歷史：從 Americ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美國軍事

武官密檔》)看美國大思想家杜威的真實身分

6   15    課堂討論：檔案與情報之關係的歷史

6   22    期末討論：學期報告的設計與推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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