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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
当时台湾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奴化教育的影响，遗毒甚深，更有少数想搞台湾独立的民族败类鱼
目混珠，欲混淆视听。

为了还原历史、为了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遂请托一批爱国学者，以
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宪文教授为首，组织了台湾史研究学者、专家（诸如台湾专家曹永和），
自1957年至1972年历时15年时间，搜集自宋、元、明、清以来有关台湾的各种文献史料——其范围包
含方志、明郑史料、清代档案、私家著述、诗文专辑等，且旁及荷兰、美国、英国、日本有关的台湾
档案，起其名称“台湾文献丛刊”，15年来该丛刊共整理出309种书籍及一本提要，每一种书籍皆经学
者精校整理、分段标点，以铅字排印，并以596本小册子32开平装的面貌，交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陆
续出版发行。
这一套丛刊是研究台湾历史最重要最庞大的学术工程。

一  该书的主要内容
该书涵盖了台湾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把当时在台湾所能
搜罗到的有关台湾文献史料“一网打尽”。
可以说，要想研读有关台湾的历史文献，本书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
其最早的著作，为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赵汝适撰的《诸蕃志》；之后辑入明代著述53种，清代
著述229种，民国著述26种，总计收录了309种古籍，结集成595册印本，累计近5000万字，包括有大量
台湾地区（府-县）的方志，明代关于台湾的各种著述，记述明亡后“南明”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明
清交替之际关于郑成功的丰富著述，以及民国时期编纂的关于台湾的诗集，文集等。
这是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最为庞大，也是使用率最频繁、征引率最高的出版工程。

本书的资料来源，首先是极尽台湾地区各大图书馆之所藏，其次对海外（尤其是日本、美国、英国、
荷兰）相关的史料也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所以本书荟萃了从大内密档，到私家珍藏，从闻名史著，到
未刊手稿⋯⋯堪称集古今之大成。
当年，在谈及这套《台湾文献丛刊》的编纂宗旨时该书编者周宪文说：“研究历史，一要有史料，二
要有史观；前者赖有公开资料的风气，后者得凭个人独特的修养。
我们十多年的工作方针，严格说来，就在尽量发掘并提供有关台湾的研究资料，因为有了充分的资料
，社会上自然会有高明之士运用其正确的史观深入研究，有所造就。
”
正如周先生所言，该书所录资料的范围极为广泛，堪为一部台湾历史的百科全书。
既有官家之密档，亦有民间之手抄；既有地方县府之方志，亦有民间之族谱；从连战祖父连横所撰《
台湾通史》到《剑花室诗集》；从《台湾兵备手抄》到《台湾私法债权编》《台湾私法商事编》；从
台南台北之碑传到台郡各建筑之图说；从民间游记《稗海纪游》到历朝官府印章之样章⋯⋯千百年来
，台湾之与祖国大陆血肉相连，斑斑可考。
1967年，另一编者吴幅员在本书正在编纂进程中说：“台湾之历史文化来自大陆，当年大陆汉民族如
何与台湾发生联系？
如何来此开天辟地？
又如何建立社会、政治以及其他种种设施？
⋯⋯迨明代以降，东南海上骚动，外由荷兰、日本，内因‘海寇’‘流民’，台湾与大陆之关系愈益
密切。
”本书编者之一的杨亮功在为这套《台湾文献丛刊》撰写的跋语中留下这样的话：“从本丛刊整个资
料中，更可以看出台湾对于祖国在民族历史上、文化上、政治上实有不可分割之关系。
⋯⋯故此一部《台湾文献丛刊》实可当作中华思想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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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该书与《台湾文献汇刊》的区别
2005年1月，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定价6万元）。

《台湾文献汇刊》的主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介绍说，这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汇刊本”主
要是补收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所未收的相关著述，有“补编”性质。
基础材料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续加材料在“汇刊本”。
有“丛刊本”的190册，再加上“汇刊本”的100册，互为补充，堪称有关台湾史料的“大全”。

三  该书在大陆出版的重要意义
“欲亡其邦，先亡其史”。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曾经在台湾实行了一系列的“国语运动”、“皇民运动”，学校
实行日语教学，修改教科书，穿日本服饰，推行日本礼仪与文化，连台湾部分家族姓氏都被改为日本
姓，如“林”姓就曾被改为“山中”。
其目的和险恶用心就是妄图从文化和历史上割裂中国，达到彻底统治和占领台湾的目的。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台湾又有极少数人，数典忘祖，逆历史潮流而动，图谋搞“
台独”，搞去中国化，从教科书到“企业更名”，从史料到史学，他们大动手脚，企图篡改历史，妄
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新时期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神圣的历史责任。
出版《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这一文献巨著，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揭示台湾历史真相。

丛刊此时在大陆出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它以最原始、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不可否认的史实，深刻揭示台湾历史发展变迁，特别是海
峡两岸中华儿女的血缘关系和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关系，对于增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
的向心力，彻底粉碎极少数台独分子的无耻谰言，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作用巨大。
因而，它在历史文化战线上，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道反对台独，维护中国统一的坚固长城。

丛刊的出版发行，还将给台湾历史、文化、经济、制度延革等研究工作提供完整、系统的文献史料，
既使大陆的广大读者对祖国台湾的历史文化加深必要的了解，从而增进相互交流融合，又能帮助大陆
学术界在涉台资料收集与开拓研究领域作实质性的跨越，从而引领台湾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

全书共190巨册，精装16开，定价：100000.00元人民币。

（台湾大通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合作出版）
本公司有售（此书为合作出版，故由我公司代理发行）
联系人：陈立青
联系电话：13146812822、010-84651957
邮箱：hhxy88@163.com
QQ：2117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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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自1957年至1972年15年间，先后有一千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该部丛刊。
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位：
周宪文（1907～1989），字质彬，号毅恒，笔名惜余。
黄岩县东山人（今属椒江区）。
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继任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台湾省立商学院
院长，后加聘为台湾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兼台湾人文研究所所长。
1964年筹建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任主任，直至1972年退休。
著译逾三千万言，主要著作有《经济学术论纲》，《台湾经济史》等，译述有《经济思想史》，《台
湾农业的特征》《台湾经济与日本》等，主编书刊有《经济学辞典》《台湾银行季刊》等。
被台湾学术界誉为“台湾经济史的拓荒者”。
晚年思乡益切，为两个外孙取名“思澄”“念台”，意为思念澄江与台州。
1989年病逝于台北。
1991年2月，骨灰由人护送回乡安葬于东山乡后许山上。

杨亮功（1897～1992），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先后任天津女子师范教员，安徽省立一中校长。
1922年赴美国留学。
回国后历任上海中国公学副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等，并就任监察委员，1938年
调任皖赣监察史，1948年复任安徽大学校长。
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监察院”秘书长，“考试院”委员。
1959年，为纪念抗日英雄丘逢甲，杨亮功，萧一山，丘念台等开始筹办创建“逢甲大学”。
1968年升任“考试院”副院长，1973年擢为院长。
1978年卸任，受聘“总统府资政”。
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临终前蒋介石口授了遗嘱，在遗嘱上签字的
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陈、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杨亮功1992年病逝于台北。

另一位是台湾著名学者编辑出版家吴幅员。
关于这部丛刊几百种书的“提要”均由吴先生一手撰述。
1977年，吴先生致力于这套丛刊已历二十个寒暑，在写毕相关诸书的“提要”之后，他又深情地说：
“台湾之与大陆，不论从地缘以至血缘，都属一体，虽曾先后遭受异族侵凌的影响，而这种‘血浓于
水’的相互关系，永难磨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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