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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趙以琳
電話：02-7736-5701
電子信箱：elim819@mail.moe.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社(四)字第1140006060K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經費核定表 (A09000000E_1140006060K_senddoc14_Attach1.pdf)

主旨：貴府申請本部「114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在地資料徵集計

畫」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核定計畫金額新臺幣（以下同）43萬元（經常門），

補助金額24萬7,000元（經常門），補助比率57.44%，經費

核定表詳如附件。

二、本計畫補助經費以「納入預算」辦理，請依據「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財力級次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

三、為因應財政收支劃分法三讀通過，本計畫撥款原則依據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範

採分期撥付，第1期撥付核定補助經費50%，俟執行進度達

50%以上，始得請撥次一期所需經費。各計畫總額或部分金

額涉及發包者，按完成發包後金額辦理撥付，請撥款項應

檢具「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請撥單」、納入預算證明及發

包證明文件，辦理請款作業。

四、請務必督導並輔導獲補助所轄公共圖書館依計畫內容及審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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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見詳實執行，並於114年12月31日前執行完畢，經費支

應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於計畫結束後2

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書送部核結，另副

本函送國立臺灣圖書館。

五、本計畫之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或挪用

於其他用途，如有上述情事，除撤銷補助資格，補助款應

全數繳回，並作為爾後補助之參據；已支出部分則由貴府

自籌經費支應。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國立臺灣圖書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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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 在地資料蒐集概況 

1. 公共圖書館典藏概況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開端於 1919年成立的財團法人臺南公館附屬圖書館。目

前文化局轄下有市圖新總館、公園總館、鹽埕圖書館、許石音樂圖書館等 45所

公共圖書館。館藏內容包含圖書、期刊及報紙、地圖、視聽資料、數位資源、

政府出版品、地方文獻史料、其他（輿圖、善本書、手稿、樂譜等），館藏量

約 490萬冊（件）。各區圖書館多依各館歷史背景、當地特色、人文環境、傳

統工藝、產業條件及讀者興趣等需求，同時參酌現有館藏，建立特色館藏。如

市圖公園總館因歷經日治時期，原珍藏該時期之日文舊籍與報紙約 16,000餘

冊，以及當時政府及坊間之各種刊物（圖書、雜誌、官公報），現已移至市圖

新總館存放。這批日文書刊除提供日治時期臺灣經貿、農、林、青果、糖業產

業研究的重要數據統計資料，更是了解當時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第一手圖

書文獻，極具學術研究價值。 

2. 設置「臺南研究資料館」 

為持續擴大與支援臺南研究之推展，市立圖書館公園總館成立「臺南研究

資料館」，典藏大量南瀛研究相關書籍與第一手田野資料，廣泛提供各類臺南文

史研究相關出版品予研究者運用。該館提供學者優質舒適且安心研究的環境，

使臺南歷史文化永續傳承，落實鄉土深耕研究。「臺南研究資料館」不僅整合臺

南研究資料，也整合文化局出版的臺南研究相關叢書，推出「閱讀共享計畫」，

透過媒合國中小、高中職與全國大專院校、文史研究人員、臺南登記之文史團

體，不斷強化臺南研究出版品的公共性與流通性，推廣大眾閱讀的好習慣，同

時也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家鄉的歷史和文化脈絡。 

3. 建置「臺南研究資料庫」 

本局典藏之在地資料，皆收錄於「臺南研究資料庫」（預計 2024年 11月

改版上線）。本系統建置已逾十餘年，典藏圖書資料、多媒體資料、歷史名人、

歷史文物、老照片，匯集臺南地區相關圖書文獻資料、多媒體資料、電子資料、

文物等各項資料 2,000多筆。其中，又以圖書資料為最多，接下來預計再匯入

老照片、糖業資料等各類在地資料之數位影像與詮釋資料，充實在地資料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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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地資料公開為可流通的公共化資源，作為保存與傳承臺南知識的系統，民

眾可依憑這些圖像資源，重建對於歷史的想像與對在地歷史記憶產生共鳴。 

（二） 在地資料徵集之經驗 

1. 2004年「日據時期臺灣舊籍數位化合作計畫」 

2004年 3月 14日，國家圖書館及市圖公園總館簽訂「日據時期臺灣舊籍數

位化合作協議書」，在教育部 2004至 2006年「強化圖書館資源與服務計畫」等

專案經費的補助下，完成 2,194冊與臺灣相關之圖書數位化掃描，並在國家圖

書館《臺灣記憶》系統「圖書文獻」項下，提供使用者查詢並瀏覽圖書的目次

與全文影像資料。 

2. 2018、2019年「翻閱臺南─老照片徵集計畫」 

本計畫係向市民徵集 1910至 1980年代的臺南街景、育樂、生活、教育、

產業、建築、交通、政治、醫療、民俗、信仰等各面向的老照片。希望透過本

計畫的徵集、數位化與文字紀錄等保存方式，將臺南走過的歷史歲月，得以典

藏、分享與再利用。本案與在地文史團體、相關專家學者合作，完成 200餘張

老照片掃描、解讀與詮釋資料建置，成果開放於「臺南研究資料庫」（文化部介

接頁面）。 

3. 2018至 2020年「消失產業記憶─糖業文件調查研究及數位化計畫」 

本計畫為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及促進數位加值應用計畫」配合計畫，

主要提供文化創意經濟產業基礎元素，促進民眾參與建構在地知識。執行標的

為〈麻豆總爺糖廠資料〉，資料時間範圍從日治初期至 1990年代，包含明治製

糖株式會社到國民政府來臺接收後的糖廠內部的各項資料。戰後國民政府接受

日糖株式會社後，新式製糖廠根據地域整合為大總爺地區，資料涵蓋的地理範

圍包含麻豆總爺、佳里蕭壠、玉井、灣裡等糖廠檔案，資料類型則有土地領用

冊、臺糖內部傳票、甘蔗種植、蔗農與家庭農場契約、糖廠周邊農場地籍圖、

廠區內機械配置圖、廠區外部建物配置圖、鐵道規劃藍晒圖等。糖業作為重要

的傳統產業，唯有透過資料的保存與加值應用，才能永久成為歷史記憶。本案

委由廠商執行數位典藏作業，並與在地文史團體、專家學者合作，完成 5,000

頁資料掃描與詮釋資料建置，成果開放於「臺南研究資料庫」（文化部介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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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機及未來執行方向 

1.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事業的永續發展願景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事業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隨著社會快速變遷、知識

擴增、科技進步及文化多元化的趨勢，圖書館社會教育的功能也越顯重要。為

了提供所有人獲取知識及滿足資訊需求的機會，本市公共圖書館以「書香臺南‧

閱讀之城」為願景，營造圖書館為一個閱讀、休閒、生活、教育與多元交流的

場域，為市民提供新知資訊，使圖書館成為社會中重要的永續發展夥伴。目標

之一為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包含建置臺南研究資源專區，典藏地方文獻史料，

並充實專門主題圖書，深化館藏質量等；目標之二為推展多元活動與落實文化

平權，包含重視各類型讀者需求，結合地方特色及多元空間，辦理多元文化活

動；目標之三為提升市民資訊素養，包含發展數位資源，縮短數位落差。 

2. 持續充實「臺南研究資料館」典藏 

市立圖書館公園總館之「臺南研究資料館」成立後，除典藏大量南瀛研究

相關書籍與一手田野資料，提供各類臺南文史研究相關出版品予研究者運用，

也透過擴大與結合各類資源，包含臺南文資處歷年田野調查、工程研究報告及

線上資料庫、臺南重要研究者黃典權史料、天仁工商相關史料與臺南糖業資料

等，來持續搜羅各式珍稀研究資料，進而將臺南打造成為國內外研究人員進行

各類研究的重要資料庫與服務據點。 

3. 與本市文史團體「臺南市文史協會」密切合作執行資料徵集 

本局為保存歷史文化與記憶，並使民眾得以便利地透過網路搜尋到在地歷

史資料，除了持續徵集各類型資料外，會繼續加強與在地的民間團體、文史工

作者的合作。臺南的研究發展，早從 1930年代起，即開始有臺南人與在地日本

人從鄉土、民俗等視角開啟研究，作為臺南人關心臺南史，以臺南為核心進行

舊文獻的搜抄整理。戰後官方先成立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成員中包含多位

臺南在地文史人士，如石暘睢、莊松林、顏興、林勇、連景初、黃天橫、江家

錦、盧嘉興、吳新榮等。因官方體制對研究方向有所牽制，後續遂由顏興、石

暘睢、莊松林、黃天橫等委員，於 1958年設立戰後第一個登記立案的民間文史

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會員利用業餘時間，結合清代文士評說臺南事的傳統，

配合日治時期學者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深入臺南各地訪問記錄與徵集，並撰

寫史事考證的文章發表，替臺南鄉土記憶研究累積豐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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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文史協會創始會員之一的黃天橫先生經常與文史同好外出踏查，拍攝

許多田調影像並悉心整理，留下詳實的田野調查紀錄。黃天橫先生為臺南固園

黃家後代，「固園」為日治時期臺南文人雅士聚會的主要場所。他畢業於臺南一

中（今臺南二中），受到伯父黃欣和父親黃溪泉的影響，喜好閱讀文學、收集文

物及書寫文章，同時也是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最年輕的委員。文史前輩石暘睢在

病逝前，更將其藏書、文物與文獻史料等豐富收藏轉予黃天橫。其一生累積豐

富藏書文獻，為臺灣文史研究留下珍貴的研究資源，係 2015年第四屆「臺南文

化獎」得主，目前典藏傳承其子，同時也是臺南市文史協會常務理事的黃隆正

先生所管理。 

另外還有莊松林先生之子莊明正收藏其父日治時期至戰後的個人生涯與家

族照片、參與社會活動與結社照片、社會活動傳單、聘書與證書、匾聯落款拓

印紀錄、符籙、木刻水印版畫、祠廟神印、舊籍等；連景初先生之子連風彥收

藏其父 1945年 11月來臺日記、臺南市街景照片、大天后宮籤詩；林勇先生之

子林錫田收藏其父《臺灣城懷古集》發刊簡介手稿、自撰年譜、踏查筆記、1946

年日記等。未來應將上述手稿、筆記、照片、作品等資料階段性執行徵集，透

過不同世代所傳承的臺南故事，共筆出臺南多元的歷史面貌。 

4. 規畫講座與展覽活動，喚起市民對在地資料的重視與展現徵集成果 

為了喚起市民對於在地資料的重視，2025年恰逢府城建城 300年，預計辦

理講座與展覽活動回應地方特殊的歷史時刻，講座與展覽暫以「文書中府城翩

然現身」為執行方向，講者性質包含臺灣文史、圖書資訊、數位人文之專家學

者、文史工作與創作者，將報紙、書信、影音、圖資、老照片、日記、教科書、

名人手稿等多元類型的在地常民史料涵蓋於講座講題與展示內容中；講座與展

覽的地點安排於市立圖書館公園總館，在地方史料保存的環境中和市民分享近

年來在地資料深化研究之成果，促成受眾的激盪思考後產生認同，進而投入地

方的研究與創作，並意識到保存在地資料的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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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方式及策略 

（一） 資料徵集範圍 

在地資料徵集的範圍以府城固園黃天橫集藏為主，包含老照片與文獻資料

兩大類。 

1. 老照片 

照片內容主要為府城東門固園家族生活照、文史研究友人來訪照、田野調

查記錄照，拍攝時間自日治初期至 1970年代。臺南名園「固園」舊址位於今臺

南市東區東門路一帶，黃家為臺南望族，因黃欣（1885-1947）、黃溪泉

（1891-1960）兩兄弟而聞名，兩兄弟性格不同，黃欣主外，活躍於政界與企業

界，黃溪泉主內，雖接受日式教育，但皆喜愛傳統漢文學。黃溪泉之子黃天橫

（1922-2016）因喜愛攝影與田野調查，結交了莊松林、石暘睢、吳新榮、江家

錦、盧嘉興等臺南文化界菁英，進行早期臺南歷史文化的調查。黃天橫與上述

多位同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臺南市文史協會創始會員之一。 

文史社群間彼此有專業分工，早在日治時期的調查活動中，石暘睢除了依

靠詳細的文字紀錄，也透過拍照留下紀錄，如孔廟的禮樂器調查，留下孔廟的

禮樂器種類及其在孔廟中的配置，孔廟的建築與古碑等相當完整的影像紀錄。

而在戰後臺南縣文史調查工作中，考古問題則經常由江家錦負責，地理問題則

是由鹽業史研究專家盧嘉興負責，當時最年輕的黃天橫，主要負責其專擅的拍

照工作，這也是黃天橫藏有大量調查照片的原因。 

黃家因其聲望，與其他家族或知識菁英建立婚姻網絡，如著名的社會學者

陳紹馨為黃欣的女婿，鹿港辜振甫則為黃天橫的姊夫。人際交集往來建構了象

徵名望家族的門當戶對，與知識菁英間互相熟識的網絡關係。在黃天橫先生所

收存的照片中，除了可以看見家族成員求學生涯、家族活動與成員間的合照之

外，因國內外學者至臺南進行文史調查研究，多會尋求其協助田野調查研究，

故可看到諸如文人拜訪、結社與交流，藝文界、政界與商界人士的交際往來照，

臺南各時期的街景與建築，走訪各地田野調查的身影等多種樣貌，都是復原臺

南歷史文化記憶的極佳素材。 



   7 

2. 文獻資料 

文獻資料包含圖書、地圖、契約文書、展覽會與博物館展品目錄、執照單

據、筆記與剪報冊等，產生/出版時間為 1880至 1960年代。本批資料一部分傳

承自石暘睢，因石暘睢在病逝前將大宗珍貴藏書、文物與文獻史料轉移給黃天

橫。1965年，黃天橫將移轉經過與目錄以〈石暘睢先生之庋藏文獻與史料〉為

題，發表在《南瀛文獻》第 10卷第 1期紀念石暘睢的專輯中，將石暘睢的收藏

分為圖書、地圖、目錄、執照等 4類。 

（1） 圖書類：工具書、臺南相關圖書，以及《臺省民主歌》、《新刊臺灣陳辦歌》、

《新刊臺灣朱一貴歌》等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 

（2） 地圖類：日治初期至戰後臺南城、臺南市街、新舊市街相關地圖等； 

（3） 目錄類：展覽會目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臺南歷史館案內等； 

（4） 執照類：稅契執照、糧戶執照、納戶執照、業戶執照、行鹽執照、丈單、

科舉試題、婚書、賣契、人身契書等。 

除了上述文獻資料，黃天橫還收藏有書畫、新港文書、田野筆記（包含照

片佐證）、南市文獻會各地採訪相片剪報冊等史料。目前初步盤點固園黃天橫集

藏之照片與文獻，以及臺南市文史協會成員如莊松林、連景初、林勇等人集藏

資料，可執行數位典藏者，約有 1,500件。內容包含剪貼簿、教科書、文史友

人來往書信、籤詩、著作手稿、文史團體會刊、照片與相簿、書畫作品、私人

日記等。文史協會成員以各自專長如寫作、繪畫、攝影進行臺南文史研究，開

創許多諸如鄭成功、宗教民俗文物、安平研究、臺南平埔族研究等課題，以團

體形式進行踏查，為臺南的歷史遺跡與記憶留下紀錄，奠定戰後臺南史與臺灣

史研究的基礎。 

（二） 資料蒐集方式 

先取得提供者授權同意後，已數位化者直接徵集圖檔；未數位化者則執行

系統化分類整理，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全彩原吋數位掃描，並由專業文史團體推

薦合適人選執行解讀，配合「臺南研究資料庫」詮釋資料欄位進行著錄。原件

於掃描完成後，歸還提供者。 

（三） 徵集之資料管理方式 

資料圖像與詮釋資料全數上傳「臺南研究資料庫」（系統目前封測中，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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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改版上線，置於臺南市立圖書館官網「數位資源」功能列下）執行典藏

管理與開放應用，參見以下系統收錄之老照片的詳目頁為例，詮釋資訊包含題

名、主題、分類、關鍵詞、照片提供者、出版日期與內容摘要等資訊。 

 

（四） 預計達成指標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114年預計達成指標 

府城固園黃天橫集藏徵集 件 1,000件 

講座活動 人次/每場 

50 人次/每場次，預計至少舉辦

6 場。其中 2 場以老照片顯示之

地點辦理戶外走讀活動，安排府

城內外的走讀路線，帶領民眾一

同踏查與感受古今地景的演

變，增加與民眾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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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期效益 

透過與地方文史團體合作徵集在地老照片、文獻資料，可達到之預期效

益說明如下。 

（一） 在地資料記錄地方的各類資訊，是地方的發展見證，也是保存地方文

化的載體。現今卻因自然和人為因素散佚消逝中，唯有透過徵集與典

藏，才能使資料得以保存與延續，留住專屬於地方的記憶。 

（二） 在地資料數位典藏提升民眾取得地方文史素材的便利性，再透過館藏

進行研究或創作，使民眾也成為保存與復原歷史記憶的一份子，地方

歷史文化樣貌才能更為完整與豐厚。 

（三） 在地資料徵集在完成蒐集、典藏、研究之使命後，若轉化為展覽、出

版、講座、教材等推廣形式，活化靜態的地方史料，讓市民更易親近

和接觸地方文史記憶，增進對於地方瞭解後產生認同，進而凝聚地方

意識。 

 

肆、計畫期程 

     一、 計畫時間：114年 5月~12月，約計 8個月  

     二、 工作項目甘特圖  

     月份 

工作項目 
5 6 7 8 9 10 11 12 

行政規劃與採購

作業  

▓ ▓       

資料收集整理   ▓ ▓ ▓ ▓ 
   

文獻數位化與上

架至「臺南研究

資料庫」 

  ▓ ▓ ▓ ▓ ▓  

相關講座活動辦

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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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結案核銷        ▓ ▓ 

累積進度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伍、經費需求 

科目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業務費 

掃描費 130 1,000件 130,000 掃描前修復，採原吋、全彩掃
描 

編目費 130 1,000件 130,000 照片與文獻解讀與詮釋資料
建置 

授權費 90,000 1式 90,000 
授權開放非商業性使用，將參
考各圖書館授權與市場行情
價格 

講座鐘點費 2,000 12小時 24,000 

依中央政府及稿費支給要點
辦理。預計辦理 6場講座，外
聘國內專家學者支給每小時
2,000元，講座時間每場為 2
小時 

文宣製作費 25,000 1式 25,000 講座海報設計、排版與製作 

國內旅費 4,000 6次 24,000 
講師交通費（南港-臺南高鐵
往返、臺南高鐵站-市區間接
駁） 

雜支 7,000 1式 7,000 資訊耗材、文具用品、資料夾
等 

小計   430,000  

總計   430,000 

1.上開項目視執行狀況可勻支。  
2.教育部補助金額：247,000元  
3.地方配合款或自籌款預計金
額：18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