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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台灣史逾40年 許雪姬無悔：越研究越覺得虧欠】
【奉獻台灣史逾40年 許雪姬無悔：越研究越覺得虧欠】「我們長在這裡、生在這裡，怎麼可以從來沒有對台灣的事
物做過一個徹底的研究？」
台灣歷史發展複雜糾結，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許雪姬投入研究40年，著作等身，是公認的台灣史翹楚。回首研究
生涯，她說，「越做越覺得對台灣虧欠太多」。
走進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的7樓，日前榮退的許雪姬正在整理著研究室，研究室從地板堆到天花板放著滿滿的書籍
，有些要捐到圖書館去，有些則是要隨許雪姬一同到新的研究室繼續未完的研究生涯。
談到台灣史研究學者，許雪姬絕對榜上有名，她不僅是第一個以研究台灣史取得學位的史學博士，後來受聘中研院做
研究員並擔任4任台灣史研究所所長，從學生到退休，時間超過40年。
為什麼選擇台灣史，許雪姬的動機很單純，「我們活這麼久，從來沒有為台灣做過什麼事，這總要做吧！」
大多數人投入一項事物，可能是曾經接觸過所以深受吸引，可是許雪姬的求學階段，台灣史的片段少之又少，第一次
在課堂上接觸到的台灣史，甚至是從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雲漢口中所詮釋的228歷史。
許雪姬回憶，李雲漢非常有趣，上課口才也很好，當時他問有什麼題目想聽，「我很大膽、直接就問可不可以上228
」，李雲漢態度讓人佩服、沒有閃躲，後來也用2週的時間準備，讓她留下深刻印象，「整個大學、4年哦，直接上
到台灣史的大概就只有這一堂課，而且還是我提出來的。」
有了這樣的經驗，許雪姬後來進了碩士班，在指導老師方豪一句「你是台灣人、你應該做台灣史」建議下，她從自己
故鄉澎湖出發，作為自己台灣史研究的第一站。
許雪姬雖然是澎湖人，但其實不在澎湖長大，「我等於是藉由這個題目，讓我重新回到澎湖，自己慢慢地去瞭解澎湖
」。這個選擇也成為她研究生涯的重要關鍵；自此開始，她的研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與澎湖有關，後來也替澎湖修了
方志，「不僅是為了我自己，也報答這個生我父親的地方」。
盤點許雪姬的研究領域，包含清代台灣制度、台灣家族史、台灣人的海外活動、228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尤其會使用
大量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來建立可貴的第一手史料，這樣的方式雖然費時，但在許雪姬眼裡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許雪姬舉例，台灣在中國史中一直都是在邊緣地帶，雖然軍事位置很重要，但在清代相關的記載卻都是取自於官員的
奏摺，由於清代台灣軍事制度特性，官員上奏的內容常是主觀的看法、難呈現當時台灣的情況。
許雪姬也提到，清領時期的台灣被稱「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但天天都在反要怎麼過日子，台灣雖然本就是移
民社會，新舊移民融合會有摩擦，但也絕非當時官僚講的那樣嚴重，若有口述歷史，就能呈現民間的聲音，從台灣人
民角度來重新認識那個時期的台灣。
因為研究228以及白色恐怖歷史，許雪姬做口述歷史時，面對最多的對象就是受難者家屬。回憶接觸過程，許雪姬說
，被拒絕是家常便飯，「不是很多人排隊等你來訪問他」，都要花心思不斷聯繫，有時候靠人脈、有時候靠機緣。例
如在高雄調查時，發現有蠻多澎湖人涉案，而自己又是澎湖人，就有受訪者認為「同鄉不會害同鄉」才願意受訪。
不過，縱使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訪問也不一定能順利進行。許雪姬說，「有些受訪者不願意見到我們」，後來只能
用電話訪問，以前沒有好的錄音設備，也只能一面聽、一面寫下來，「但受難者會這樣是有道理的，因為怕會哭給我
們看。」
許雪姬回憶曾遇過一名受難者女性家屬，她的先生與大伯被槍斃在高雄火車站前，當時嫂嫂跟婆婆都去現場，婆婆親
眼看見政府將自己兩個兒子處刑，用了極盡難聽的話咒罵政府，後來這位受難者家屬跟嫂嫂都改嫁。
看到因此改嫁而畏縮不敢出來受訪的女性，許雪姬嘆氣的說，「我是寄予十二萬分的同情」，如果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情，她們不會改嫁，有些小孩對媽媽改嫁卻是非常反感，尤其到了可以領補償的時候，「當媽媽可以分一半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些很難過的事情。」
許雪姬說，對方說每次蓋了被，尤其跟現任先生一起時，都覺得有人拉她的被子，「她告訴我那是他前夫不高興她嫁
人」，那個陰影過了幾十年都還在，「這種這麼悲傷的事，我們也沒有什麼權力逼迫人家要整個講清楚。」
不過，即使口述歷史有其重要性，許雪姬坦言，口述歷史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除了講求做的時間外也講求運
氣，若遇到會加油添醋的受訪者，也很考驗訪問者的解讀能力，即便自己非常謹慎，但她也因為口述歷史而吃了不少
苦頭。
9月中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歡送許雪姬榮退，研討會前一天，工作人員忙著將許雪姬的研究
作品一一排列在會場外展示，眼看兩張長桌放不下，又立刻去搬了一張來放。
許雪姬自認，因研究228及白色恐怖接觸了許多政治受難者，所以心情上比較不容易受感動；然而，當工作人員將白
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葉盛吉的日記與郭淑姿的日記放在一起時，她還是說，葉盛吉被槍決的時候，小孩才剛出生2個月
，「這樣放很好，讓夫妻在一塊」。
回顧這40年來的研究歷程，許雪姬坦言，她從未想過要離開，因為越做就會越覺得對台灣虧欠太多，自己整個大學
也只有一堂課有接觸到台灣史，「我們長在這裡、生在這裡，怎麼可以從來沒有對台灣的事物做過一個徹底的研究？
」
許雪姬也說，看了自己的著作年表以及歷任職位，自己也嚇到，「為什麼同一個時間我可以做那麼多事情」，但她笑
說，「希望自己可以健康長壽，這樣才有那個餘命多研究幾年」，還是一心想著要再多替這塊土地留下更多的歷史研
究。

                                1 / 6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94250,94250#msg-94250


MEPO Forum / 原住民
【奉獻台灣史逾40年 許雪姬無悔：越研究越覺得虧欠】

【更應該被台灣人所認識的百大在地英雄史詩、島嶼歷史事件、南島創世神話及海洋傳說故事】（未來將即時更新陸
續統計中2023/10/29）
「破碎的台灣歷史，南方島嶼的傳說，福爾摩沙的海洋神話，這塊土地的共同記憶及故事，屬於台灣人的美麗史詩，
大家一起把它找回來。」
1. 大肚王國與甘仔轄·阿拉米
2. 大龜文王國與獅頭社事件、南蕃事件
3. 斯卡羅酋邦或瑯嶠十八番社
4. 卑南王與比那賴
5. 雞籠國與淡水國
6. 力里酋邦、姑仔崙酋邦、四林格酋邦、射不力酋邦
7. 流求國、談馬顏與毗舍耶
8. 巨石文化（麒麟文化）、掃叭石柱、月形石柱
9. Sanasai傳說圈（珊娜賽南方島嶼）
10. 女人島、巴萊依珊、馬啾啾與鯨神沙伊寧
11. 豐臣秀吉高山國招諭文書、塔伽沙古
12. 濱田彌兵衛事件、末次平藏與新港社長老理加
13. 八瑤灣事件、牡丹社事件與琉球王國
14. 吞霄社事變與卓介卓霧亞生
15. 大甲西社番亂與林武力
16. 郭百年事件、水沙連之役或骨宗事件
17. 中部平埔族群東遷阿里史社土目潘賢文
18. 岸裡社大社首任總土官阿莫、潘敦仔、番仔駙馬張達京
19. 大肚王國戰役、沙轆社之役、劉國軒屠村事件
20. 大分事件與拉荷阿雷
21. 日阿拐與南庄事件
22. 北埔事件與趙明政
23. 太魯閣戰爭、哈魯閣‧那威
24. 大庄事件或稱呂家望事件、觀音山事件
25. 大關山事件與拉馬達·星星
26. 大豹社事件與瓦旦·燮促
27. 加禮宛事件或稱達固湖灣事件
28. 甲仙埔事件、西來庵事件或礁吧哖事件
29. 烏漏社事件、大港口事件、七腳川事件
30. 麻豆事件、郭懷一事件
31. 道卡斯族竹塹屯總董事解大賓
32. 布農族埔社、番秀才望麒麟
33. 西拉雅族蕭壟社、飛番程天與
34. 海盜王林鳳、劉香、林道乾與打狗山黃金傳說
35. 鄭芝龍、顏思齊與李旦
36. 海皇帝蔡牽、王得祿
37. 大員之役與劉香
38. 羅發號事件、潘文杰與卓杞篤、李仙得
39. 巴宰族北路屯千總潘踏比厘
40. 雷厝遺址、番王墓（虎尾壠王）、貓兒干文化
41. 最後的番王劉登春、貓老尉與九骨
42. 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
43. 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雲林事件
44. 大嵙崁社事件、劉銘傳
45. 林圮埔事件、烏牛欄之役
46. 雷公火之役、潘文杰、馬蘭社族人
47. 雞籠之戰或稱聖薩爾瓦多城戰役
48. 澎湖之戰或稱風櫃圍城戰
49. 清法戰爭、西仔反戰役
50. 塔加里揚之戰或稱聖誕節之役
51. 東寧之變、鄭經、鄭克��、劉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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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澎湖海戰或稱施琅攻台
53. 熱蘭遮城之戰、揆一、鄭成功攻臺之役
54. 土庫事件柯象
55. 大肚山番王駙馬爺洪求
56. 臺灣之役、雞籠之役、大安之役
57. 淡水之役、又稱滬尾登陸戰
58. 枕頭山事件、司拉茂抗日戰役
59. 北投社冰冷事件、麻里朗孔之女
60. 霧台抗日事件與魯凱族勇士比翁
61. 山豬毛社生番事件
62. 南番事件或稱浸水營古道事件
63. 太平洋戰爭、岡山大空襲
64. 臺灣民主國、乙未戰爭、八卦山之役、蕭壟事件
65. 干治士、馬雅各、馬偕、必麒麟、萬巴德
66. 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鹿野忠雄
67. 上淡水社仙姑金娘
68. 道卡斯族竹塹社衛阿貴
69. 阿美族大頭目谷拉斯‧馬亨亨
70. 放索大社與萬金聖母殿
71. 原住民西醫南志信
72. 漢人頭目馬智禮、雲豹王冠
73. 布農族精靈哈尼圖
74. 女神伊娜、德倫格、摩阿侅倚愛佁
75. 鄒族初始三神哈莫、妮芙努、娑耶娑哈
76. 美崙山阿里卡該巨人、海神祭
77. 撒奇萊雅族卡達孚旺巨人
78. 排灣族創世神話太陽、陶壺、百步蛇
79. 卑南族與阿美族風箏石傳說
80. 海神卡蜜德、卡飛特
81. 賽夏族雷女娃恩
82. 發光女孩迪雅瑪贊、海神弗拉拉卡斯、海之女王莉嘉兒
83. 女神穆篤瑪蘇與男人霞格鬧
84. 排灣族孔雀王子達藍瓦
85. 鄒族雷公的青蛙、長毛公公
86. 布農族大螃蟹與大蟒蛇
87. 魯凱族龍與鬼湖的傳說
88. 布拉勒安黑熊與雲豹
89. 糾估魯一、大鳥傳說
90. 邵族的白鹿傳說、薩拉芒拉、人魚塔克拉哈、拉魯島
91. 卑南族人鹿戀、烏鴉的祖先
92. 馬卡道族、打狗野人、小溪貝塚
93. 達谷布亞努人、古拉由直族人、馬雅人、安姆人
94. 巴賽、雷朗與龜崙人
95. 哆囉美遠人與猴猴族
96. 虎尾壠人與華武壟語
97. 拉美島事件與烏鬼番
98. 女人國與食人族
99. 番婆鬼與魔神仔
100. 箕模人與矮黑人
101. 布農之女阿朵兒
102. 排灣族毒眼巴里
103. 鄒族阿里山總社、阿吧哩與龍袍
104. 巴布薩族前清秀才潘邦治
105. 魯凱族萬山部落、布農族荷絲與萬山岩雕
106. 漢本、舊香蘭、丸山、貓兒干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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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新港文書、白話字、香蕉白話
108. 東寧王朝、阿德狗讓
109. 埔里社退城事件
110. 樟腦及鴉片戰爭
111. 龜仔甪社與八寶公主
112. 台灣社邦時代與福爾摩沙十一郡省
113. 哈魯格‧納威、李阿隆與威里事件
114. 大巴六九事件又稱衛西林事件
115. 崗仔林新港社李順義
116. 霄裡社蕭那英知母六
117. 李庥與打狗洋人墓園
118. 白水溪事件與甘為霖
119. 噶瑪蘭族之父偕萬來
120. 大南澳事件與英人詹姆斯·荷恩
121. 龍眼村事件、水璉考古遺址
122. 新城事件、李阿隆
123. 麻荖漏事件、谷拉斯·馬亨亨
124. 聖薩爾瓦多城、諸聖教堂遺址
125. 女人社希希邦、喬拜拜、布巫瑪、迭瑪哈霍伊
126. 巨陰人伯拉、迭拿麥、烏悠勒、唐古拉圖
127. 阿美族與卑南族的風箏石
128. 達悟族傳說中的部落篤布孤薩
129. 巴拉瑪火神祭、古穆·巴力克
130. 拉拉鄂斯族、阿魯拿焰和阿魯曝烷、蒂安洛
131. 卑南族巴薩卡拉與魯阿撒耀
132. 賽夏族矮靈祭、拉阿魯哇族貝神祭
133. 阿美族馬利利安、船祭與海神沙伊寧
134. 滿州王家及社頂部落巴丹祖傳說
135. 羅佛番與阿眉番
136. 西拉雅族十三神與虎尾壟人海伯信仰
137. 一代武師羅乾章
138. 姐妹原事件與瓦歷斯‧布尼
139. 卑南族石生始祖姆亞菈絲
140. 排灣族舊高燕部落七祖神
141. 阿美族太陽女神吉薩兒、月神普拉斯
142. 排灣族矮人族涅德勒
143. 邵族矮黑人烏狗蟻與斯立立頓
144. 鄒族地底人族亞涅姆耶歐納
145. 布農族地底人族伊庫倫、矮人族沙魯索、塔克利利、卡比丹族
146. 魯凱族矮人族達瑞卡哦格勒、努托爾、塔馬洛諾·利帕拉紹
147. 魯凱族龍神巴拉勒巴勒、白色巨蛇利琉固
148. 魯凱族巴冷公主與艾里里安
149. 巴拉里烏魯戰役、部落英雄伯冷
150. 達悟族人魚希法乎尤、巨人西卡如論與希基亞塢、彌那桑與米納旺
151. 達悟族巨蛇嘎拉伊
152. 太陽谷之戰與風中之戰
153. 排灣族月神伊菈絲、女神菈萬
154. 北排灣創世女神及嬰孩保護神薩迦萬
155. 鄒族塔山女神當扎海耶、稻女神巴耶拜
156. 卑南族女性頭目芭隆旁、杜姑
157. 拉瓦爾亞族貴族祖先瑪勒分勒分
158. 鄒族英雄頭目雅伊布谷與征帥雅帕舒有烏、伊姆諸戰爭
159. 鄒族特富野社英雄長毛公阿給亞姆馬
160. 鄒族阿里山之熊莫古魯
161. 鄒族矮人群姆姆諸、蔑夫諸、沙由諸及長髯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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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泰雅族矮人族希努特
163. 鄒族戰神亞伐霏歐、司命神波送弗依
164. 布曹爾亞族始祖薩烏麥與薩凜利
165. 排灣族古樓部落始祖勒麼各
166. 阿美族河神伊得、撒奇萊雅族智慧之神
167. 排灣族太陽神阿道、那馬塔烏與那馬宇得
168. 排灣族巨人迪烏烏、孤奴
169. 太魯閣族巨人馬威
170. 賽德克族巨人包撒拉米、德那麥
171. 泰雅族神鳥希利克鳥、鄒族哦阿茲姆鳥、邵族占卜鳥瑪速尼鳥、太魯閣族靈鳥西西利
172. 布農族聖鳥紅嘴黑鵯
173. 阿美族火神、火山與熔岩之神瑪拉里南、溫泉女神瑪里莉
174. 阿美族太陽、白晝與思想女神米哈色勒
175. 阿美族月神、記憶與黑夜之神阿納費耀
176. 卑南族猴祭、薩勒麼幸
177. 東魯凱群太陽之子薩馬拉賴
178. 巴拿巴拿樣陸發岸傳說
179. 卑南族南王部落頭目瑪勒鄂納、滑地戰役
180. 鄒族巨大野豬卜篤佛尤
181. 鄒族神鹿鹿王傳說
182. 鄒族妖怪咕伊、貓頭鷹
183. 卑南族惡靈哪颳騰難、鄒族陰辜諸、阿美族卡拉哈艾及撒烙、西拉雅族史契聽利圖、撒奇萊雅族拉里麼納呵
184. 卑南族織布之神阿莉雅德、比雅雇與古達伊奧
185. 賽夏族海龍女與織布之神嘎德德勒
186. 賽夏族風神與山神吧基哺嗡
187. 賽夏族妖蛇卡蘭
188. 賽夏族射日英雄搭羅拉和萊
189. 布農族征伐太陽傳說、月巨人
190. 布農族蘭社群始祖射日英雄達瓦勾昂
191. 拉阿魯哇族始祖射日英雄拉烏讓利
192. 阿美族月光女神及生育女神茹妮
193. 阿美族戰神、農神、狩獵之神、太陽神馬拉道
194. 阿美族馬蘭群創世女神烈旁、風暴之神與魚之父卡費
195. 阿美族光明女神、原始太陽女神馬斯汪
196. 阿美族秀姑巒黑暗神與原始月神馬勒雅普
197. 阿美族馬太鞍部落大地女神依雅、地震神與山豬神希瑪阿托萊
198. 阿美族洋流之神帕那薩堅、雷鳴之神嘎龍貢
199. 阿美族大型神話爬蟲類咖逆茲
200. 阿美族山豬地震神希瑪阿托萊
201. 阿美族颱風雙神薩瓦瓦爾與哈蘿漢
202. 邵族大尖哥和水社姐、金斧頭與金剪刀
203. 卡那卡那富族小米神達卜匝拉給、米貢祭、巫蘇
204. 虎尾壠戰爭、虎尾壟語詞典
205. 福爾摩沙語辭彙集、淡水語詞彙、淡水語教理書
206. 佳平金祿勒四面祖靈柱、佳邏夫岸雙面祖先像石雕柱
207. 西拉雅族新港社土目大里撓、黃教之亂
208. 馬卡道族塔加里揚人、放索人、瑯嶠人
209. 達悟族Lobusbussan文化與篤布孤薩部落
210. 猴猴族、崇德遺址、太魯閣、立霧溪、十三行文化人
211. 月形石柱與拉拉鄂斯人
212. 邵族英雄石松咬味與白茄苳樹王
213. 邵族七大氏族與日月盾牌、先生媽、祖靈籃
214. 魯凱族達庫路邦、多納部落、黑米祭
215. 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始祖乎姆利利
216. 泰雅族傳說中的族群比庫族、布塔納威、燒石化金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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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泰雅族傳說中的斯卡馬雲族及斯卡馬雲戰爭
218. 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
219. 巴達維亞城日記
220. 布農族象形文字木刻畫曆
221. 達悟族督拉納拉橫、仙女天神後代、紅頭部落
222. 噶瑪蘭族海神庫維特、海祭
223. 噶瑪蘭族創始女神慕篤瑪茹、創始男神希阿高
224. 噶瑪蘭族淇武蘭遺址、擺厘舊社、金鯉魚
225. 哆囉滿人與黃金之河
226. 排灣族手文、人形文、太陽文、領域文、掛鉤文、蛇形文
227. 阿立昆族大武郡社與大紅毛社、卓乃、番元帥、社石
228. 巴布薩族、東螺社、番社媽、番太祖、茆姓家族
【南島觀史-福爾摩沙 Formosa】版主阿墨斯 2014~2022
「海神三部曲」《發光的女孩》、《高砂の物語》、《貓兒干之子》田野調查研究整理
【新聞稿資料來源】
2023/10/29 （中央社記者吳欣紜台北2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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