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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緣由 

本計畫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計畫之子題之一，係為配合

本系未來研究之發展而申請。 

中國近現代史在歷史學研究領域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長期以來亦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為主要發展重點。目前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現有藏書雖

頗豐富：圖書視聽資訊有兩百八十餘萬冊，期刊報紙則有五千多種，另有電子期刊、光

碟資料庫、線上資料庫共三萬多種。但由於本校圖書館的年度採購計畫均由校內各系所

師生提出建購書單之後，再由圖書館統一採購，亦即圖書館並無特定採購計畫；且建購

經費乃依照各系所學生人數比例分配，因此文史方面圖書資源的增購速度比其他領域緩

慢。另一方面，又由於近年來歷史研究主題更走向多元之發展，所以購書種類又新增諸

多如文化史、婦女史、下層史以及社會史等主題的新著作，反而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近

期出版的著作與史料專輯，顯現出増購不足之情況。事實上，近年來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史料開放已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趨勢，海峽兩岸主要史政或檔案機構關於中國近現代史

的史料專輯大量出現，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產生相當大的衝擊。本系為維持並提昇長期

以來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期待能藉由此次計劃，申購近期出版的圖書設

備，以補足並擴充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資源。 

二、計畫之執行 

本計畫購置圖書資源的方向主要朝向三類：紙本圖書，電子資源圖書，以及微捲。 

紙本圖書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為主。該檔

案彙編系統地收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民國時期的涉臺檔案，約有 6000 餘卷，

30 多萬頁。從內容上看，這些檔案可分為五方面：1.日治時期臺灣人民申請回國求學；

2.參政等相關檔案；3.臺灣志士回國從事抗日活動檔案；4.中國政府籌備收復臺灣的相關

檔案；5.中國政府接受侵臺日軍投降與軍事接收相關的檔案，以及臺灣光復後兩岸往來

形成的檔案。 

電子資源圖書以中央日報為主，中央日報自 1928 年 2 月創刊於上海，1949 年起移

至臺灣繼續發行，至 2000 年 2 月停刊，堪稱當今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報紙。目前

中央日報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但多為

合訂本或微捲，本計畫所購買則為電子光碟版本，係以中央日報總社所發行為主，並增

加合訂本或微縮捲所未具備的索引功能，使研究者在運用上更加方便，更能提高使用效

率。 

微縮捲方面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收藏之史料為主，包括地方省政府公報

（1911-1949）、民初報紙（1911-1913）、期刊資料（1903-1948）、舊金山少年晨報（1911-1988）

及蔣夫人訪美等。該批微縮捲數量可觀，內容牽涉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社會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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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其中又以與國家體制相關部份最為重要，例如：地方省政府公報為國民政府遷

臺之前中國各省的地方性施政報告，內容舉凡教育、僑務、民政等各方面，可窺見國家

體制演變下的內政情形。民初日報主要以上海地區的各家報紙為主，是民間反應政府政

策的第一手史料。期刊資料包含抗戰、對共、社運、婦女新運等部份，是研究國民黨統

治下內政措施之主要史料。 

目前本計畫所欲購置之圖書，除電子資源圖書因受限於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不得購置光碟版本之規範，無法購買外，大部份圖書均已到館，總計 1068

冊，微捲 1096 捲，已全數編目上架，提供讀者利用。此外，本系對於已到到館之較為

重要圖書，邀請有專門研究領域之研究生撰寫簡介。有關已到館書單與圖書簡介內容，

可參考文後之「附件、一」與「附件、二」。 

三、相關推廣活動 

本計畫除購置圖書及檔案資料外，同時為向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以及有興趣之大

眾提供資訊交流與推廣之機會與平臺，以符合國科會推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初衷，因

此尚於本校中正圖書館二樓舉辦以此次計劃購買之典籍為主題的書展，同時於網路上架

設有「近代中國國家體制研究專題網站」 (http://140.119.186.196/~historyphd/LWK/)。有

關詳細書展與網站訊息，可直接連結上附之網址進行閱覽，以下僅附上簡短相關圖片以

供瀏覽。 

1. 近代中國國家體制研究專題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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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展相關照片 

計畫主持人：劉維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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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會場一角及書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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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展相關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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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之成果 

自本計畫執行之後，除了豐富本校關於國內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之圖書與微捲典藏

量之外，其實質上所帶來之效果亦是明顯可見。 

首先，目前已知有不少研究生開始利用本購書計畫所購之圖書與微捲，著手進行相

關研究。如本系研究部碩士班二年級同學蔡明叡，即利用本購書計畫中所購之微捲資

料，包括《政工週報》、《黨軍》、《新寧雜誌》、《浙江省政府公報》等，撰寫「抗戰期間

的實驗黨軍-以浙江省保安團隊為例」一文，作為專題課程學期報告，並於修改後，於

2010 年 9 月在天津南開大學主辦之「第十一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上宣

讀。由於此一主題，以往甚少受到相關研究學者注意，蔡同學運用第一手資料，系統且

詳細地陳述了中國國民黨抗戰時期在浙江省進行實驗黨軍的背景與組織，並且分析實驗

黨軍的發展重心與遭遇的困難，以及發展進程中的成效。透過該篇文章的探討，得以瞭

解在抗戰時期的背景下，黨軍如何再度被提倡，及其制度與精神的轉化概況，進而對當

時的國民政府軍隊及實驗黨軍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掌握，引起與會老師及同學的重視

與討論。蔡同學亦考慮就此問題繼續深入探討，作為其碩士論文的一部份。有關該篇論

文，可以參考「附件三」。 

除此之外，本計畫於校外與社會大眾上，亦獲得不少回響。例如於舉辦書展期間，

不僅獲得校內師生的關注，亦有不少校外師生及社會大眾來訪參閱。另有不少民眾透過

「近代中國國家體制研究專題網站」得知本計畫之進行，不時來電詢問本購書計畫之典

藏情形。由此可見，本購書計畫實不僅有助於學術研究之進一步擴展，同時亦能獲得社

會大眾之支持，可說是實現國科會推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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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到館清單 

1.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圖書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W. 

Bush :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 edited by Jeffrey A. 

Engel 

Bush, George, 

1924-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8 

069113006X;"9780691130064"

Russia's peasants i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oviet 

state, 1914-1922 / Aaron B. Retish 

Retish, Aaron 

B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0521896894;"9780521896894"

Stalinism on the frontier of 

empire : wome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oviet Far East / 

Elena Shulman 

Shulman, 

Elena, 1969-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0521896673;"9780521896672"

The Nazi Party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 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ur L. Smith, Jr 

Jacobsen, 

Hans Adolf 

New York, 

N.Y. : 

Routledge, 

c2007 

0415957710;"9780415957717"

Gran  Italia. English;"La Grande 

Italia : the myth of the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Emilio 

Gentile   translated by Suzanne 

Ding  and Jennifer Pudney" 

Gentile, 

Emilio, 1946-

Madison, W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2009 

029922810X;"0299228142 

(pbk.)";"9780299228101";"9780

299228149 (pbk.)" 

de

ee

The lure of fascism in western 

Europe : German Nazis, Dutch 

and French fascists, 1933-1939 / 

Dietrich Orlow 

Orlow, 

Dietrich 

New York, 

N.Y. :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0230608655;"978023060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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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Comparative fascist studies : new 

perspectives / y 

Constantin Iordachi 

  

London   New 

Yo

Routledge, 2010

0415462215;"0415462223 

(pbk.)" 780

415462228 (pbk.)" 

 edited b rk, N.Y. : ;"9780415462211";"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ascism / 

edited by R.J.B. Bosworth 
  

New York, 

d 
0199291314;"9780199291311"

Oxford 

[England]   

N.Y. : Oxfor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tifascism and memory in East 

 

989 

McLellan, 

rd 

 

199276269 
Germany : remembering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1945-1

/ Josie McLellan 

Josie 

Oxford 

[England] : 

Clarendon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N.Y. : Oxfo

University 

Press, c2004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 edited by the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s, 

1);"0198228856 (v. 

2)";"0198228848 (v. 

3)";"9780199282777 (v. 9/1)" 

Oxford

[England] : 

Clarendon Pres

1990- 

019822866X (v. 

Soviet power and the countryside : 

al Melvin, Neil 

Hampshire : 

 

ation with 

t. Antony's 

ollege, Oxford, 

2003 

0333692527 (alk. 

paper);"9780333692523 (alk. policy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decay / Neil J. Melvi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in

associ

S

C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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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1990- 

. 

3)";"9780199282777 (v. 9/1)" 

War / edited by the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Research

 

Oxford 

[England] : 

Clarendon Press, 

019822866X (v. 

1);"0198228856 (v. 

2)";"0198228848 (v

The Jewish enemy :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 Jeffrey Herf 

Herf, Jeffrey, 

1947- 
of 

ty 

(pbk.);"0674021754";"9780674

027381 

(pbk.)";"9780674021754" 

Cambridge, 

Mass.   

London :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

Press, 2008 

0674027388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

 

0-1949 / Chang 

Liu 

, 
New 

007

0415421764;"0203962419 

0415421768";"9780

203962411 (ebk.)" 

Liu, Chang

1954- 

London   

York, N.Y. : 

Routledge, 2

(ebk.)";"978

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 
Lorge, Peter 

Allan, 1967- 

   

Cambridge 

9780521846820;"052184682X";

"9780521609548 

2 (pbk.)"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 

Peter A. Lorge 

Cambridge

New York : 

University 

Press, 2008 

(pbk.)";"052160954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 

a history Paul Clark 
Clark, Paul 

dge [u.a.] 

Cambridge 
"9780521697866";"0521697867

" 

Cambri

Univ. Press 

2008 

9780521875158;"0521875153";

Cold War island :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 Michael Szonyi Michael 

 

 : 

9780521898133 

(hbk.);"0521898137 

26405 

 

 

Szonyi,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bk.)";"97805217

(pbk.)";"0521726409 (p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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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Politics and the peop

revolutionary Russia : a

history / Sarah Badcock 

le in 

 provincial 
Badcock, 

Sarah, 1974- 

Cambridge, UK  

rk : 
alk. 

 (alk. 

";"978051

New Y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780521876230 (

paper);"0521876230

paper)";"0511354592

1354595" 

Russia on the eve of modernity : 

popular religion and traditional 
Heretz, Leonid

K  

 : 

 

8 

;"0521881773"
culture under the last tsars / 

Leonid Heretz 

Cambridge, 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

9780521881777

Terro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Goldman, 

Wendy Z 

Cambridge 

9780521866149 

(hardback);"0521866146 
of Stalin : the social dynamics of 

repression / Wendy Z. Goldman 

New York : 

University 

Press, 2007 

(hardback)";"9780521685092 

(pbk.)";"0521685095 (pbk.)"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 a comparative 

history / S.A. Smith 
Anthony), 

1952- 

6 (hardback : 

(pbk. : alk. 

aper)";"052171396X (pbk. : 

Smith, S. A. 

(Stephe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780521886376 (hardback : alk. 

paper);"052188637

alk. paper)";"9780521713962 

alk. paper)"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973-

ew 

008

3937996 

93";"9780

Communist Party / Atsushi 

Ogushi 

Ōgushi, 

Atsushi, 1

London   N

York, N.Y. : 

Routledge, 2

0415434394;"020

(ebk.)";"97804154343

203937990 (e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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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Islam, secularism, and liberal 

ocratic 

Oxford 

d 
"

democracy : toward a dem

theory for Muslim societies / 

Nader Hashemi 

Hashemi, 

Nader, 1966- 

[England]   

New York, 

N.Y. : Oxfor

University 

Press, 2009 

0195321243;"9780195321241

Hannah Arendt und Carl Schmit

Ausnahme und Normalität - Staat 

und Politik Phi

t 

lipp zum Kolk 

Zum Kolk, 

Author. 
 

Lang 2009 

Philipp  

Frankfurt, M.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NY 

Oxford Wien

9783631592328;"3631592329"

Kirche und Staat im Horizont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 Hans 

Paarhammer/Gerlinde Katzinger 

(Hrsg.) 

Frankfurt, M. 

w 

 

Lang 2009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

York, NY 

Oxford Wien

9783631583142;"3631583141"

Der moderne Staat : Grundlagen 

der politologischen Analyse / von 

Arthur Benz 

Benz, Arthur 

München 

[Germany] : 

Oldenbourg, 

c2008 

3486587498;"9783486587494"

Christlicher Glaube und weltliche 

Herrschaft : zum Gedenken an 

Günther Wartenberg /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Beyer, Jonas Flöter und Markus 

He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c2008 

 

Leipzig 

[Germany] : 

9.78337E+12

Hexenprozess und Staatsbildung = 

Witch-trials and state-building / 

es 

hmidt 

er R. Bau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liche Landeskunde 

und Historische  

hte, 2008 

783895347320 

ardbound);"3895347329 

ardbound)"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

Dillinger, Jürgen Michael Sc

und Diet
  

Bielefeld : 

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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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Hilfswissenschafte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Die Gewalt des neoliberalen 

Staates : [vom fordistischen 

Wohlfahrtsstaat zum repressiven 

Überwachungsstaat / Nikolaus 

Dimmel, Josef Schmee (Hg.) 

  

: 3708902289 

(pbk.);"9783708902289 

(pbk.)";"CIP08N170213" 

Wien [Austria] 

Facultas.wuv, 

c2008 

Herrschen und Verwalten : 

afrikanische Bürokraten, staatliche

Ordnung und Politik in Tanzan

 

ia, 

1920-1970 / Andreas Eckert 

g, 

Eckert, 

Andreas, 

1964- 

München 

[Germany] : 

Oldenbour

2007 

3486579061;"9783486579062"

Die Privatisierung von Sicherheit 

und der Staat eine Untersuchung Genz, 

Christian  

hor. 

vač 
9783830043546;"3830043546"am Beispiel der Staaten USA, 

Kolumbien und Sierra Leone 

Christian Genz 

Aut

Hamburg Ko

2008 

Die konstantinische Wende : 

Voraussetzungen und geistige 

et 

Girardet, 

Klaus Martin 
3534191161;"9783534191161"Grundlagen der Religionspolitik 

Konstantins des Grossen / Klaus 

Martin Girard

Darmstadt : 

Wissenschaftlic

he 

Buchgesellschaf

t, c2006 

Erläuterung und Kritik deutscher 

khart 

Heinz, Karl 

Eckhart 

IS, 
3938502053 

(Pb.);"9783938502051";"CIP08

Staatsordnung : Menschenwürde, 

Demokratie, Föderalismus, 

Gemeinschaftsstaat / Karl Ec

Heinz 

Bonn : IA

2008 
N050779" 

Der Staat in der Postdemokratie : 

Staat, Politik, Demokratie und 

r 

  
[Germany] : 

Franz Steiner, 

3515093087 

(pbk.);"9783515093088 (pbk.)"
Recht im neueren französischen 

Denken / Michael Hirsch, Rüdige

Voigt (Hg.) 

Stuttgart 

2009 

Staat und Wissenschaft / Peter M.

Huber 

 Huber, Peter 

M 

Schöningh, 2008

Paderborn 

[Germany] : 

Ferdinand 
9.78351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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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対巻き

平松 茂雄 

まつ し

げお);"ひらま

つ しげお" 

京都 徳間書

店 2008[民 97]

78-4-19-862545-0 精裝 日幣

1800 圓 

中国の戦争 に日本は

込まれる 平松茂雄著 

(ひら 東 9

 戦争 に強くなる本 入門.アジ

ア太平洋戦争 林信吾著 

林 信吾 (は

やし しん

ご);"はやし 

しんご" 

 筑摩書

房 2007[民 96]

日幣

800 圓 

 

東京都 978-4-480-42406-8 平裝 

アジアの流域水問題 砂田憲吾

編著 CREST アジア流域水政策

シナリオ研究チーム著 

砂田 憲吾 

堂

3000 圓 

東京都 技報

出版 2008[民

97] 

978-4-7655-3424-6 平裝 日幣

つけあがるな中国人うろたえ

るな日本人  21 世紀 日中文明

の衝突 黄文雄著 

黄 文雄 (こ

ゆ 東京都 徳間書
4-19-892410-4 平裝 日幣 590

圓;"978-4-19-892410-2 平裝 
う ぶん

う);"こう ぶ

んゆう" 

店 2006[民 95]
日幣 590 圓" 

どう拓く日中関係 政冷経熱

現状と 文温 の可能性 加藤

一等著 

の

周

加藤 周一 

(かとう しゅ

かと

ち" 

が

6[民 95] 

4-7803-0043-6 平裝 日幣 600
ういち);"

う しゅうい

京都市 かも

わ出版 

200
圓 

わが祖国.中国の悲惨な真実 陳

惠運著 

陳 惠運 (ち

ん けいう 東京都 飛鳥神

5]

4-87031-747-8 平裝 日幣 1300

31-747-5 平裝 
ん);"ちん け

いうん" 

社 2006[民 9
圓;"978-4-870

日幣 1300 圓" 

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 一

九二八-三七年 光田剛著 

光田 剛 (み

つた つよ

し);"みつた 

" 

東京都 御茶の
978-4-275-00541-0 精裝 日幣

6600 圓 

つよし

水書房 

2007[民 96] 

中国.アジア.日本 大国化する 

天児 慧 (あ

まこ さと

し" 

書

]

圓;"978-4-480-06326-7 平裝 

日幣 700 圓" 

 

 

巨龍 は脅威か 天児慧著 し);"あまこ 

さと

東京都 筑摩

房 2006[民 95

4-480-06326-9 平裝 日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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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国が日本を植民地にする日 

小滝透著 

小滝 透 (こ

たき とお

る);"こたき 

とおる" 

東京都 飛鳥新

社 2008[民 97]

978-4-87031-877-9 平裝 日幣

1300 圓 

中国反日 著名

考察する 内田

運動の背景 内外

人の論說より  辰

之著 

つ

" 

内田 辰之 

(うちだ た

ゆき);"うちだ

たつゆき

東京都 冬至書

房 2005[民 94]

4-88582-243-2 平裝 日幣 1500

圓 

中国社会 体制の危機と軍

事覇権 暴発の抑止と民主革命

への道を探る 岸本建夫著 

岸本 建夫 

つお);"きしも 007[民 96]

7710-1829-7 平裝 日幣

2600 圓 

主義
(きしもと た

と たつお" 

京都市 晃洋書

房 2

978-4-

中国近代のリベラリズム 水羽

信男著 

水羽 信男

(みずは のぶ

お);"みず

 

は 

のぶお" 

店 2007[民 96]

東京都 東方書 978-4-497-20707-4 精裝 日幣

2600 圓 

中国経済と中日貿易 康成文著 

名古屋市 ブイ

行 東

発

売 2007[民 96]

圓 
康 成文 

ツーソリュー

ション発

京都 星雲社

978-4-434-10884-6 平裝 日幣

3200

日.中.韓のナショナリズム 東

アジア共同体への道 松本健一

著 

け

い 95] 

松本 健一 

(まつもと 

んいち);"まつ

もと けん

ち" 

東京都 第三文

明社 2006[民
4-476-03286-9 平裝 日幣 1500

圓 

日中両国の政治.社会.経済的諸

課題 政治.産業.金融.公会計.社

会保障 熊本学園大学附属海外

事情研究所,深圳大学中国経済

特区研究中心編 

御茶の

2007[民 96] 

-00546-5 精裝 日幣

6600 圓 
  

東京都 

水書房 
978-4-275

日中相互実益時代がやってき

た 中国を怖がっているだけで

いいのか 平松守彦,莫邦富共著 

ヒラ

マツ マリヒ

コ" 

ツ 2006[民 95]

-901391-71-2 平裝 日幣 1500

;"978-4-901391-71-9 平裝 

幣 1500 圓" 

平松 守彦 

(ヒラマツ マ

リヒコ);"
東京都 ウェイ

4

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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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日中国益の融和と衝突 殷燕軍

著 飯塚喜美子訳 

東京都 日本僑
精裝 日幣

殷 燕軍 報社 2008[民

97] 

978-4-86185-078-3  

7600 圓 

日中戦争への道 満蒙華北問題
 

東京都 講談社 978-4-06-159846-1 平裝 日幣
と衝突への分岐点 大杉一雄

[著] 

大杉 一雄

(おおすぎ か

ずお);"おおす

ぎ かずお" 

2007[民 96] 1250 圓 

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 

毛里和子著 

毛里 和子 

(もうり かず

こ);"もうり 

かずこ" 

東京都 岩波書
4-00-431021-0 平裝 日幣 740

圓" 
店 2008[民 97]

圓;"978-4-00-431021-1 平裝 

日幣 740

日中関係と ODA 対中 ODA を
岡田 実 (お

 みの

る おかだ

みのる

東京都 日本僑
精裝 日幣

圓
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 岡田実

著 

 

かだ

);"  

" 

報社 2008[民

97] 

978-4-86185-081-3  

3800  

日本と中国 相互誤解の構造 

王敏著 

王 敏 (ワン 

ミン);"ワン 

" 

 

 

2008[ 97]

978-4-12-101966-0 平裝 日幣

ミン

東京都 中央公

論新社

民  
760 圓 

日本企業の東アジア戦略 米欧

アジア企業との国際比較 深尾

京司,日本経済研究センター編 

  

2008[民 97] 

978-4-532-13340-5 精裝 日幣

4200 圓 

東京都 日本経

済新聞出版社 

日本華僑華人と中国新移民の

研究 郭玉聡著 

  (

 

);"  

" 

郭 玉聡 か

く ぎょくそ

う かく ぎ

ょくそう

東京都 日本僑

報社 2008[民

97] 

4-86185-042-8 平裝 日幣 4800

圓 

外交崩壊 中国.北朝鮮になぜ卑

屈なのか 古森義久著 

古森 義久 

(こもり よし

);"こもり

よしひさ" 

[民 95]

4-16-772001-9 平裝 日幣 724

圓" 
ひさ

東京都 文藝春

秋 2006
圓;"978-4-16-772001-8 平裝 

日幣 724

外国人留学生のメンタルヘル

スと危機介入 大橋敏子著 

大橋 敏子 

(おおはし と

しこ);"おおは

し としこ" 

京都市 京都大

978-4-87698-752-8 平裝 日幣

3800 圓 

学学術出版会 

2008[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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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米中激突 戦略的地政学で読み

解く 21 世紀世界情勢 フランソ

ワ.ラファルグ(Francois 

拉法格 

, 

Francois);"Laf
東京都 社

[民 97] 

182-225-4 精裝 日幣

2400 圓 

Lafargue)著 藤野邦夫訳 

(Lafargue

argue 

Francois" 

 作品

2008

978-4-86

周恩来.池田大作と中日友好 孔

繁豊,紀亜光著 周恩来邓穎超研

究会訳 

東京都 白帝社

2006[民 95] 

89174-800-5 平裝 日幣

1300 圓 
孔 繁豊 

978-4-

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店

;"4-00-010509-4 第 7

卷:精裝 日幣 3780 圓

70 圓";"4-00-010508-6 

第 6 卷:精裝 日幣 3570 圓

0 圓";"4-00-010506-X 

第 4 卷:精裝 日幣 3570 圓

";"4-00-010505-1 第 3 卷:精裝

卷:精裝 日幣 3570 圓" 

倉沢愛子等編集 

東京 岩波書

2005[民 94] 

4-00-010503-5 第 1 卷:精裝 日

幣 3570 圓

";"4-00-010510-8 第 8 卷:精裝

日幣 35

";"4-00-010507-8 第 5 卷:精裝

日幣 357

日幣 3570 圓";"4-00-010504-3 

第 2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可能性 日中

関係の再検討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onship eng 佐藤東洋士,李

恩民編 

-275-00435-3 精裝 日幣 8000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Sino-Japanese 
  

東京都 御茶の

水書房 

2006[民 95] 

4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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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東アジア 体への道 滝田賢

治編著

治 

ん

" 

東京都八王子

市 中央大学出  日幣 3300共同

 

滝田 賢

(たきた け

じ);"たきた 

けんじ

版部 2006[民

95] 

4-8057-1402-6 精裝

圓 

東北アジア平和共同体に向け

て 今こそ.日米安保体制の転換

を 伊藤成彦著 

 

(いとう なり

とう

なりひこ" 

東京都 御茶の
4-275-00395-0  日幣 2200

伊藤 成彦

ひこ);"い
水書房 

2005[民 94] 

精裝

圓 

近代日中関係史断章 小島晋治

著 

小島 晋治 

(こじま しん

じ);"こじま 

しんじ" 

東京都 岩波書

店 2008[民 97]

978-4-00-600206-0 平裝 日幣

1000 圓 

相対覇権国際システム安定化

論 東アジア統合の行方 柳田

辰雄著 

柳田 辰雄 

(やなぎた た

つお);"やなぎ

た たつお" 

東京都 東信堂

2008[民 97] 

978-4-88713-796-7 精裝 日幣

2400 圓 

宿命….欲望国家中国の没落 

竹愼一,入倉敬太著 

大竹 慎一 

(おおたけ し

んいち);"おお

たけ しんい

ち" 

東京都 ビジネ

 
大

ス社 2005[民

94] 

4-8284-1238-7 平裝 日幣 1400

圓;"978-4-8284-1238-2 平裝

日幣 1400 圓" 

朝鮮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 

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と対

外観 片倉穰著 

片倉 穰 (か

たくら みの

る);"かたくら

みのる" 

東京都 福村出

版 2008[民 97]

978-4-571-31013-3 精裝 日幣

4500 圓 

靖国神社をディベートする 中

国.韓国の内政干に屈するな! 

北岡俊明,ディベート大学著 

北岡 俊明 

(きたおか と

しあき);"きた

おか としあ

き" 

東京都 総合法

令出版 

2006[民 95] 

4-89346-979-7 平裝 日幣 1300

圓;"978-4-89346-979-3 平裝 

日幣 1300 圓" 

転機に立つ日中関係とア

カ 宇野重昭,唐燕霞編 

メリ

[民 97]

978-4-87791-184-3 平裝 日幣

3800 圓 

 

  
東京都 国際書

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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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満洲.新中国で日本人として生

きる 戶城素子著 ]
978-4-8067-1338-8 精裝 

日幣 2400 圓" 

戶城 素子 

(としろ もと

こ);"としろ 

もとこ" 

東京都 築地書

館 2006[民 95

4-8067-1338-4 精裝 日幣 2400

圓;"

満州国は日本の植民地ではな

かった 黄文雄著 

ワック
978-4-89831-536-1 平裝 

日幣 886 圓" 

黄 文雄 (こ

う ぶんゆ

う);"こう ぶ

んゆう" 

東京都 

2005[民 94] 

4-89831-536-4 平裝 日幣 886

圓;"

運命共同体としての日本と台

湾 続 アジアを覆う中国の影 なか 出版 2005[民

94] 

09-2 精裝 日幣 1700

圓;"978-4-89827-309-8 精裝 

日幣 1700 圓" 中村勝範等著 

中村 勝範 

(なかむら か

つのり);"

むら かつの

り" 

東京都 早稲田 4-89827-3

冷戦期中国外交の政策決定 牛

軍著 真水康樹訳 
 

東京都 千倉書

房 2007[民 96]

978-4-8051-0885-7 精裝 日幣

2600 圓 

牛 軍 (ぎゅ

う ぐん);"ぎ

ゅう ぐん"

近代中国と西洋国際社会 鈴木

智夫著 

お" 

007[民 96]

鈴木 智夫 

(すずき とも

お);"すずき 

とも

東京都 汲古書

院 2

978-4-7629-2572-6 精裝 日幣

7000 圓 

暗流 米中日外交三国志 秋田

浩之著 

秋田 浩之 

(あきた ひろ

ゆき);"あきた

ひろゆき" 
2008[民 97] 

東京都 日本経

済新聞出版社 
978-4-532-35290-5 精裝 日幣

2200 圓 

歴史の噓を見破る 日中近現代

史の争点 35 中嶋嶺雄編 
  

東京都 文藝春

5] 

秋 2006[平成

18][民 9

4-16-660504-6 平裝 日幣 900

圓 

歴史和解は可能か 東アジアで

の対話を求めて 荒井信一著 

い しん

いち);"あらい

しんいち" 

東京都 岩波書

店 2006[民 95]

4-00-002534-1 精裝 日幣 2400

荒井 信一 

(あら

圓 

満洲帝国 北辺に消えた 王道

楽土 の全貌 吉村大輔,新井邦

弘,佐藤香澄編集担当 

  研究社 

2006[民 95] 

-05-604315-9 平裝 日幣 1500

 

[東京都] 学習
4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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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反日 以前 中国対日工作者た

ちの回想 水谷尚子著 

" 

水谷 尚子 

(みずたに な

おこ);"みずた

に なおこ

東京都 文藝春

秋 2006[民 95]

4-16-366340-1 平裝 日幣 1238

圓 

ニクソン訪中と冷戦構造の変

容 米中接近の衝撃と周辺諸国 

東京都 慶應義

塾大学出版会 
4-7664-1282-6 精裝 日幣 3800

増田弘編著 

増田 弘 

2006[民 95] 
圓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 重慶.漢

口.杭州.上海 大里浩秋,孫安石

 ひ

お

東京都 御茶の

水書房 
4-275-00432-9 精裝 日幣 7800

圓 
編著 

大里 浩秋 

(おおさと

ろあき);"お

さと ひろあ

き" 

2006[民 95] 

中国の外交 自己認識と課題 

川島真編 

都 山川出

版社 2007[民

96] 

1-2 平裝 日幣

1800 圓 
  

東京
978-4-634-4745

中国瓦解 こうして中国は自滅

する 宮崎正弘著 
や

ミュニケーシ

ョンズ 

4-484-06206-2 平裝 日幣 1600

圓 

宮崎 正弘 

(みやざき ま

さひろ);"み

ざき まさひ

ろ" 

東京都 阪急コ

2006[民 95] 

日独関係史 一八九○-一九四五 

I 総說/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邂逅 

東京都 東京大

学出版会 
978-4-13-025121-1 精裝 日幣

5600 圓 
工藤章,田嶋信雄編 

  

2008[民 97] 

未来をひらく歴史 東アジア 3

国の近現代史 日本.中国.韓国=

共同編集 日中韓 3 国共通歴史
委

員会 

研 978-4-87498-369-0 平裝 日幣

1600 圓 

教材委員会編著 

日中韓 3 国共

通歴史教材
東京都 高文

2006[民 95] 

天皇の軍隊と日中戦争 藤原彰

藤原 彰 (ふ

東京都 大月書 978-4-272-52076-3 精裝 日幣

著 

じわら あき

ら);"ふじわら

あきら" 

店 2006[民 95] 2800 圓 

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  
中國第二歷史

館編 

桂林市 廣西師

94] 

7-5633-5286-4 全套:精裝 人

民幣 4000 元 

檔案
範大學出版社 

2005[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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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行政院經濟會議國家總動員會

議會議錄  

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 

桂林市 廣西師

人民幣 6800 元 
範大學出版社 

2004[民 93] 

7-5633-5027-6 一套(17 冊):精

裝 

四聯總處會議錄  
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 

2003[民 92] 

25800.00 元 

桂林市 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 新

華經銷 

7-5633-3947-7 一套:精裝 人

民幣

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 第一輯 
學出

94] 

7800 元 
 

吉林省檔案

館,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編

廣西桂林市 廣

西師範大

版社 2005[民

7-5633-5402-6 精裝(18 冊) 人

民幣

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 第二輯 

吉林省檔案

師範

大學出版社編
 2005[民

94] 

0 元 
 館,廣西

廣西桂林市 廣

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

7-5633-5826-9 精裝(19 冊) 人

民幣 780

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 第三輯 
05[民 9800 元 

 

吉林省檔案

館,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編

廣西桂林市 廣

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 20

94] 

7-5633-5691-6 精裝(24 冊) 人

民幣

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 第四輯  館,廣西

吉林省檔案

師範

大學出版社編

出

94] 

0 元 

廣西桂林市 廣

西師範大學

版社 2005[民

7-5633-5739-4 精裝(23 冊) 人

民幣 980

偽滿洲國地方政府公報匯編  趙鷹責任編輯
書

]

套(48 冊):

 人民幣 21600 元 

北京市 線裝

局 2009[民 98

978-7-80106-920-7 1

精裝

偽滿洲國統計資料匯編  
幣 16200 元 

奉天市政公署

統計股編纂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9[民 98]

978-7-80106-921-4 1 套(36 冊):

精裝 人民

民國北京政府制憲史料二編 第 61-3 全套(18

):精裝 人民幣 9000 元 1-10 冊  
李貴連主編 

北京 綫裝書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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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善救準則  
善後救濟總署

江西分署編 經

銷 2008[民 97]

北京市 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出

版 新華書店

978-7-5013-3770-5 精裝(全套) 

人民幣 6800 元 

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  

93] 

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 

桂林 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2004[民

7-5633-4325-3 精裝 人民幣

18000 元 

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彙編 

出
7-80195-512-9 一套:精裝 人

  

北京市 九州

版社 2007[民

96] 
民幣 280000 元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1] 同軌   
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

局 2008[民 97]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2] 大同文

化 
  

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

局 2008[民 97]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3] 明明   
線裝書

局 008[民 97]

978-7- 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2

80106-77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4] 文選 
008[民 97]

7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

978-7-80106-7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5] 新潮   
局 2008[民 97]

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6] 道慈襍

誌 
  

局 2008[民 97]

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7] 文教月

報 
  

書

局 2008[民 97]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 978-7-80106-775-3 1 套(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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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8] 商工月

00 元 刊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77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9] 公

教月刊 
  

北京市 線裝書

 2008[ ]

):

幣 29100 元 

滿洲

局 民 97

978-7-80106-775-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10] 興仁季

刊 
  

008[民 97]

-3 1 套(6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

978-7-80106-775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11] 新青年   
局 2008[民 97]

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12] 新滿洲   
局 2008[民 97]

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

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13] 麒麟   
局 2008[民 97]

4 冊):

精裝 人民幣 291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775-3 1 套(6

谢持日记未刊稿  謝 持 

桂林市

範大學出版社

2007[民 96] 

册:精

裝 人民幣 3000 元 

 廣西師

 
978-7-5633-6334-6 全六

邊政公論 第一卷第一-六期  邊政公論社編
新華書店經銷 

2009[民 98] 

(一套) 

人民幣 15000 圓 

北京 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出版 978-7-5013-3771-2 精裝

民國賑災史料初編  古籍影印室編
書館出版社出

版 新華書店經

978- 5013-35 一套:精裝 

人民幣 2900 元 

 

北京市 國家圖

銷 2008[民 97]

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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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外交報匯編 張元濟主編

北京 國家圖書

2009[民 98] 

 
館出版社出版 

新華經銷 

978-7-5013-3799-6 一套:精裝 

人民幣 9600 元 

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

獻初編

霞,李强

編 

北京 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出版 

新華經銷 

2009[民 98] 

一套 精裝

人民幣 6000 元  

殷夢 978-7-5013-3793-4 :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 女子月刊  
女子月刊社編

局 2006[民 95]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2] 婦女月刊 

婦女月刊社

編 局 2006[民 95]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3] 公教婦女季刊  

公教進行

會總監督處編 局 2006[民 95]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華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4] 婦女  

中華基督

教女青年會編 局 2006[民 95]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上海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5] 中國婦女  
中國婦女社編

]

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6] 婦女鑑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2006[ 95

(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00 元 

成都婦女鑑社

局 民 ]

7-80106-593-X 1 套

592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7] 婦女襍誌  社編 

元 
上海婦女雜志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27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95] 元 [8] 婦女時報
婦女時報社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9] 新婦女(兩種)  

上海新婦女雜

月刊社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 95

7-80106-593-X 1 (148 ):精

裝 人民 元 
志社,北平新

婦女
民 ]

套 冊

 幣 59200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杭州婦女學社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10] 婦女旬刊彙編  編 局 2006[民 95]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北平婦聲半月 北京市 線裝書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11] 婦聲  刊社編 局 2006[民 95]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 一

 婦女合作運動

重慶各機關公

務員工眷屬生

產合作推廣部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民

套 冊 精

元

[ ] 

[12]   

 

 2006[ 95]

7-80106-593-X 1 (148 ):

裝 人民幣 59200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3] 婦女共鳴  

上海婦女共鳴

社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4] 女子世界  

女子世界月刊

社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5] 浙江婦女  

金華戰時兒童

保育浙江分會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6] 中國女青年  編 

重慶中國女青

年出版處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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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7] 戰時婦女  

西安戰時婦女

月刊社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8] 女學界  

雲南省立女子

師範中學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一] 

[19] 媍女週刊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6[民 95]

7-80106-593-X 1 套(148 冊):精

裝 人民幣 592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1] 香艶雜誌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2] 婦女世界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3] 婦女旬刊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4] 婦女月報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5] 伉麗月刊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6] 女青年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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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7] 新光雜誌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8] 婦嬰衛生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9] 中華婦女界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10] 新女性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11] 中國新女界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12] 廣西婦女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7[民 96]

978-7-80106-734-0 1 套(72 冊):

精裝 人民幣 288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 放足叢刊  

河南省政府放

足處[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2] 女鐘  

安徽省立第一

中學校

[編] 

女子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3] 婦女生活  

上海婦女生活

雜志社

[編] 

圖畫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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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4] 女師學院季刊  

河北省立女子

師中

部學生自治會

[編] 

師範學院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5] 振華季刊  

振華女學

校[編] 

蘇州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6] 新女性  

上海民立女子

學生自治

會[編] 

中學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7] 婦女生活  

婦女生活

社[編] 

上海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8] 婦女文化 

 婦[ 女文化月

刊社編輯]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9] 婦聲  

南昌婦聲社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0] 婦女新運  

新運總會婦女

指導委員會文

化事業組[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1] 江西婦女  會[編]

江西省婦女生

活改進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2] 新婦女  

北京新婦女社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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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3] 婦女雜誌  

婦女雜誌社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4] 甘肅婦女  

[甘肅新生活

員會

文化事業組

運動促進會婦

女工作委

編]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5] 福建婦女  

福建省婦女運

動委員會[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6] 現代婦女  

婦女

社[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重慶現代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7] 職業婦女  

女

月刊社[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重慶職業婦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8] 家  

家>>

雜志社[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上海<<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19] 婦女與家庭  

重慶婦女

庭雜志社 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与家

[ ]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20] 香港女聲  教青年會[編] 局 2008[民 97]

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香港中華基督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中國近現 性期刊匯代女 編(三) 

[21] 新婦女  

建國

學會[編] 

北京市

局 2008[民 97]

5 冊):

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婦女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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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項 國際標準號碼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22] 短刊斷刊集萃 
  

北京市 線裝書

局 2008[民 97]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北京市 線裝書 978-7-80106-811-8 1 套(85 冊):

[23] 總目錄  

王长林,唐莹

编 局 2008[民 97] 精裝 人民幣 34000 元 

 

2. 微捲 

(1)地方政府公報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011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一月至十二月 406 1 

A0012 陜西省政府公報 36 年一 民國 月至十二月 465 1 

A0013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一月至十二月 661 1 

A0014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一月至十二月 636 1 

A0015 陜西省政府公報 一 民國 31 年 月至十二月 580 1 

A0016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3 年一月至十二月 558 1 

A0017 
至十二月 33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三月至十二月 民國 37 年一月

2 266 
1 

A0018 陜西省政府公報 一 民國 32 年 月至十二月 560 1 

A0019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九月.十一月 民國 23 年十一月.

1 
十二月 

A0020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五月至七月 658 1 

A0021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3 年一月至三月 636 1 

A0022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八月至十月 582 1 

A0023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3 年四月至九月 678 1 

A0024 
陜西省政府公報

月至十二月 300 355 
1 

 民國 26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民國 30 年一

A0025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一月至十月 1 

A0026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一月至五月 615 1 

A0027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一月至四月 675 1 

A0028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六月至九月 611 1 

A0029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一月至十二月 4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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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030 陜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十月至十二月 435 1 

A0031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四月至五月二十五日 424 1 

A0032 

浙江省政府公報 19 年四月 21

年三月 六月 八月 民國 23 年二月  24 年十一月 

十二月 

1 

民國 民國 年九

 六月 民國

月 民國 22

A0033 浙江省政府公報 一 民國 26 年 月至三月 678 1 

A0034 
浙江省政府公報 27 年四

年九月至十二月 137 410 

 民國 月法規專號第二輯 民國 28
1 

A0035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七月至八月 583 1 

A0036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 653 1 

A0037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一月至六月 615 1 

A0038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四月至八月 684 1 

A0039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一月至四月 545 1 

A0040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七月 624 一月至 1 

A0041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七月至十二月 574 1 

A0042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一月至五月 464 1 

A0043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十二月 

444 
1 

A0044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一月至十二月 414 1 

A0045 
年七月至

1 
浙江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一月至五月 民國 34

十二月 

A0046 國 29 年九至十二月 1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

A0047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四月至八月 693 1 

A0048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一月 五月 1 

A0049 府公報 民國 30 年七月 八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 福建省政

A0050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一月 至六月 1 

A0051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一月 至六月 1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七月 至十月 
A0052 

民國 32 年十一月 至十二月 
1 

A0053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六月 至十月 1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十月至十二月 

民國 36 年一月 至四月 十二月 

民國 37 年一月 至七月 A0054 

3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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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福建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一月 至九月 
A0055 1 

福建 民國 34 年五 月 九月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一月 

民國 36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民國 37 年一月至十一月 

A0056 1 

510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一月至六月 A0057 

683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七月至十二月 A0058 

民國 32 年二月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一月至六月 A0059 

660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A0060 

民國 30 年七月至十二月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五月六月七月 

民國 34 年六月十二月 
A0061 

294 298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十月至十二月 A0062 

505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七月至九月 A0063 

600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十月至十二月 A0064 

623 

1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一月至七月至九月 
A0065 1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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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安徽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三月至六月 A0066 1 

656 

A0095 
 民國 30 年一月至四月 970-1065 期 p.4.4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640 

A0096 
年四月至六月 739-815 期 p.4.7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730 

A0097 
民國30 年五月至七月 1066-1143 期 p.4.5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723 

A0098 
省政府公報 民國29 年十月至十二月 894-969 期 p.4.4 

1 
廣西

705 

A0108 湖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一月至七月 p5.6 1 

A0109  民國 17 年十月至十二月 690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A0110 民國 17 年六月至十月第 1-18 期 645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A0111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四月至七月 41-56 期 681 1 

A0112 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一月至三月第 29-40 期 640 1 湖北

A0113 民國 18 年十月至十二月 66-76 期 642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A0114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八月至九月 57-65 期 533 1 

A0115 
民國 19 年四月.五月 89-90 民國 22 年十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月 31.32 期 407 252 

A0116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一月至三月 77-88 期 677 1 

A0117 
府公報 民國 23 年八月至十月 50-56 期 民國 30

月 430.431.443-445 期 452 156 
1 

湖北省政

年五月.十一月.十二

A0118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3 年二月至七月 39-49 期 670 1 

A0119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一月至四月 171-196 期 738 1 湖北

A0120 
民國 24 年十月至十二月 138-163 期 民國

32 90-493 402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4

A0121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一 .2.4 至 8.10 月 265-339 期 民

國 31 年十一月.十二月 466-169 期 141 506 
1 

湖北

A0122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五月.九月至十二月 200-263 期

726 
1 

A0123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二月至十月 448-465 期 662 1 

A0124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9 月(61~137 期) 1 

A0125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1~10 月(470~489 期) 1 

A0126 
府公報 民國 33 年 1~8 月(494~509 期) 

 
1 

湖北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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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127 
民國 33 年 9~12 月(510~517 期),民國 34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年 1~12 月(518~541 期) 

A0128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12 月 1 陜西

A0132 1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0 年 1~3 月(140~146 期) 

A0133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2 年 3~7 月(217~228 期) 1 廣東

A0134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3~9 月(182~200 期) 1 

A0135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2 年 7~9 月.11 月(229~241 期) 1 廣東

A0136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3 年 3 月(253~254 期),民國 24 年

1.3.11.12 月(282~315 期),民國 27 年 7 月(408~409 期) 
1 

A0137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 6~8 月(333~341 期) 1 

A0138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6 月,8~10 月(416~449 期) 1 廣東

A0139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1~112 月(450~453 期),民國 30

年 10~12 月(772~797 期) 
1 

A0140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元旦特刊,5~6 月(458~489 期) 1 

A0141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7~9 月(496~568 期) 1 

A0142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0~12 月(569~645 期) 1 

A0143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1~9 月(646~771 期) 1 

A0144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9 月(798~873 期) 1 

A0145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0~12 月(874~900 期),民國 32

年 9~12 月(970~991 期),民國 33 年 1~4 月(992~1005 期) 
1 

A0146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1~8 月(901~969 期) 1 

A0147 37 年 1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10~12 月(1~10 期),民國 35 年

1~11 月(12~31 期),民國 36 年 4~12 月(41~58 期),民國

5 月(59~68 期) 

A0148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7~9 月(816~893 期) 1 

A0149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8~10 玉(1144~1220 期) 1 

A0150 月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11~12

A0151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3 月(1272~1343 期) 1 

A0152 1 期)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4~6 月(1344~142

A0153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7~9 月(1422~1499 期) 1 

A0154 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0~12 月(1500~1576 期) 1 廣西

A0155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1~4 月(1577~1673 期) 1 

A0156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5~8 月(1674 期~1774 期) 1 

A0157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9~12 月(1775~1875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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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158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3 年 1~6 月(1876~1972 期),民國 34

年 11~12 月(1990~2007 期) 
1 

A0159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12 月(2008~2150 期) 1 

A0160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1~12 月(2151~2244 期) 1 

A0161 
),民國 38

1 
廣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7 年 1~12 月(2245~2320 期

年 1 月(2321~2323 期) 

A0163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8~12 月,民國 28 年 1~12 月 1 

A0164 1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 1~12 月 

A0165 1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 1~12 月 

A0166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 1~12 月 1 

A0167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12 月 1 

A0168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1~12 月,民國 31 年 7 月 15 日 1 

A0169 
貴州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1~12 月,民國 35 年 1~12 月,民

國 36 年 1.3.4 月,民國 37 年 1.3.8~11 月,民國 38 年 3.4 月 
1 

A0170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7 年 10~12 月(21~26 期) 1 

A0171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1~5 月(28~35 期) 1 

A0172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5~8 月(36~42 期) 1 

A0173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9~12 月(44~50 期) 1 

A0174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1~6 月(51~61 期) 1 

A0175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6~8 月(62~65 期),民國 20 年 1~3

月(76~80 期),民國 20 年 9 月(92 期) 
1 

A0176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7 月,民國 22 年 11 月,民國 23

年 9.10.11 月,民國 36 年 7~12 月,民國 37 年 1~10 月 
1 

A0177  民國 24 年 9~12 月(157~160 期) 1 南京市政府公報

A0178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2~9 月(150~157 期) 1 

A0179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期)  25 2.5.6.10 月(162.165.166.170 1 

A0180 

南京市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 6 月(178 期),民國 36 年 7~12

期,第 5月(第 3 卷 2~12 期),民國 37 年 1~10 月(第 4 卷 1~10

卷 1~7 期) 

1 

A0181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16 年 9 月 15 日(第 2 期),民國 21 年 1

民國 25月 20 日(第 114 期),民國 23 年 8 月 10 日(第 147 期),

年 2 月 7.8 日(165.170,171 期) 

1 

A0182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7~12 月(158~163 期) 1 

A0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5 月(152~156 期) 

1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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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184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8 月(4~11 期),民國 34 年 12

月(第 1 卷 1~10 期) 
1 

A0185 
3 卷

1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5 月,第 2 卷 1~30 期,第

1~15 期 

A0186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5~9 月,第 3 卷 16~30 期,第 4 卷

1~30 期 
1 

A0187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0~12 月,民國 37 年 1~11 月,

6~18 期 第 5 卷 1~30 期,第 8 卷 1~24 期,第 9 卷
1 

A0188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1~6 月,第 6 卷 1~26 期 1 

A0189 上海市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7~12 月,第 7 卷 1~26 期 1 

A0190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7 年 11~12 月,民國 18 年 1~3 月 1 

A019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4~6 月 1 

A0192 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7~10 月 

A0193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11~12 月 1 

A0194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1~3 月 1 

A0195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4~5 月 1 

A0196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6~7 月 1 

A0197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8~10 月 1 

A0198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11~12 月 1 

A0199 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12 月 

A0200 年 2 月 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20 年 7~10 月,21

A020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2 月,25 年 3 月,6~8 月 1 

A0202 1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12 月 

A0203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1~12 月 1 

A0204 江蘇省政府公報 民國 37 年 1,2 月,4~7 月,民國 38 年 1 月 1 

A0205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3 年 1 月至 11 月 5.4 613 1 

A0206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7 月至 12 月 638 1 

A0207 1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 月至 6 月 P.5.8 691 

A0208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7 年 1 月至 12 月 P.5.6  1 

A0209 報 民國 36 年 2 月至 8 月  1 江西省政府公

A0210 1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4 月至 12 月 P.5.3 356 

A0211 江西省政府公 民國 月報 31 年 1 月至 12  P.4.4 654 1 

A0212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12 月 P.5.6 615 1  32 1

A0213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3 月 666  30 1  P.5.6 1 

A0214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月 7 6 30 4 8  P.4. 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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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215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9 月至 12 月 P.4.7 482 1 

A0216 29 年 2 月至 7 月 P.5.6 673 1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A0217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8 月至 12 月 P.5.7 537 1 

A0218 府公報 民國 28 年 4 月至 9 月 P.5.5 672 1 江西省政

A0219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0 月至 12 月 P.5.6 560 1 

A0220 
府公報 民國 27 年 11 月至 12 月 民國 36 年 9 月

1 
江西省政

至 12 月 P.5.5 279 280 

A0221 江西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 P.5.6 P.5.2 698  27 4 月至 10 後 1 

A0231 
江西省政府公報 4. 民國 17 年 7 月至 11 月 民國 20 年 1

月至 6 月 P.4 
1 

A0232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1 月至 7 月 第 500-541 期 P.3.0 

685 
1 

A0233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3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464-499 期 

P.3.0 763 
1 

A0234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3 年 1 月至 6 月 第 428-463 期 P.3.0 

717 
1 

A0235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542-571 期 

P.3.0 564 
1 

A0236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1 月至 5 月 第 572-598 期 P.4 

349 
1 

A0237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1 月至 7 月 第 649-682 期 P.3.4 

682 
1 

A0238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6 月 第 716-751 期 P.4 

4.3 725 

 37 1 月至
1 

A0239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3-715 期 

P.4.3.6 700 

 36  7 12 月 第 68
1 

A0240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月 752-784

期 P.4.1 609 

 37 7 10 12 月 第
1 

A024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年 1 6  第 期 P.3.8  32 月至 月 356-388

681 
1 

A0242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月至 12 月 第 389-46 27 期 

P.2.8 758 
1 

A0243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5 月至 12 月 第 188-211 期 

P.3.6 68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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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244 
P.3.8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1 月至 6 月 第 212-247 期

629 

A0245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7 月 12 月 民國 31 年 1 月 第

248-289 期 P.2.7 695 
1 

A0246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 月至 9 月 第 139-166 期 P.4.5. 

3.9, 7 
1 

A0247 4 年 3 月至 6 月 第 1-12 期 P.4.1 681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2

A0248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0 月至 12 月,民國 26 年 1 月

至 4 月 第 167-187 期 P.5 710 

A0249 
 民國 27 年 1 月至 7 月 第 103-122 期 P.5.2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713 

A0250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123-138 期 P.5 

1 
四川

702 

A0251 
報 民國 31 年 2 月至 7 月 第 290-325 期 P.2.7 

1 
四川省政府公

668 

A0252 
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326-355 期 

1 
四川

P.3.6 684 

A0253 
報 民國 26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88-102 期 P.5 

1 
四川省政府公

660 

A0254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7 月至 10 月 第 13-24 期 P.4 

1 
四川

686 

A0255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1 月至 12 月,民國 25 年 1 月

1 
四川

至 2 月 第 25-36 期 P.4.1 675 

A0256 
府公報 民國 25 年 3 月至 6 月 第 37-48 期 P.4.3 

1 
四川省政

687 

A0257 
公報 民國 25 年 7 月至 10 月 第 49-60 期 P.4.1 

1 
四川省政府

724 

A0258 
報 民國 25 年 11 月至 12 月,民國 26 年 1 月

1 
四川省政府公

至 3 月 第 67-75 期 P.4.4 730 

A0259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6 年 4 月至 7 月 第 76-87 期 前 P.4.0 

1 
四川

P.4.4 686 

A0262 
報 民國 18 年 8 月至 11 月 第 46-50 期,民國

1 
汕頭市政府公

19 年 5 月 第 56 期 P.5.1 568 

A0263 
汕頭市政府公報 民國 22 年 1 月至 8 月 第 85-92 期 P.4.4 

12 7
1 

41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264 
汕頭市政府公報 民國 22 年 10 月至 12 月,民國 24 年 10 月

至 12 月 第 94-96 期 第 119-121 期 P.4.4 563 
1 

A0265 2 期, 審計部湖北省審計處公報 民 1 

重慶市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2 月至 12 月, 湖北司法公報 民

國 19 年 2 月 第 1 卷第

國 24 年 11.12 月 第 5 期 P.5.1 203 

A0275 
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2 月至 7 月 41-46, 民國 31 年 9

月.10 月 15-18 期, 民國 年 1 月至 6 月 期
1 

成都市

32 1-11  P.4.8 649 

A0276 
自貢市政府公報 29 年 9 月創刊號, 32 1-5 月 1-5 期,32

年 8-12 月旬  1- 5 年 月 16-2 期 P.4.7 
1 

年

刊創刊號 1 號, 33 1-6 7

A0277 1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1 月至 3 月 640 

A0278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 8 月.10 月.11 月, 民國 37 年 2

1 
浙江

月.9 月, 民國 38 年 1 月.3 月.4 月 

A0374 市政府公報 n.78~89 745 NO.33 天津市 v.3n.9~v.5n.5 1 天津

A0375 天津市政府公報 n.37~n.78 744 NO.32 1 

A0378 1 天津市政府公報 n.27~n.37 743 NO.31 

A0385 河北省政府公報 第 578~621 號 734 NO.22 1 

A0387 1 河北省政府公報 第 732~784 號 736 NO.24 

A0388 河北省政府公報 第 621~669 號 第 731~732 號 735 NO.23 1 

A0389 

河北省政府公報 (19 年)第 785~791 號 (19 年)第 828~858

號 (24 年)第 2381 號, 河北省政府公報 第 2971 號(25 年) 

第 3011 號(26 年) v.1n.1~n.6(35 年) 737 NO.25 

1 

A0390 
.7, 河 北 省 政 府 公 報 特 刊 

1 
河 北 省 政 府 公 報  v.1n.7~v.5n

n.19~n.26, 冀察政務委員會公報 n.31 738 NO.26 

A0429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0 年 7 月至 9 月 第 147-223 期 N.4.3 

1 
河南

P.4.3 687 

A0430 
省政府公報 民國 20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 224-299 期 

1 
河南

N.4 P.4.4 89 呎 546 

A0431 
, 民國 25 年 5 月 11 日, 民

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9 月

國 24 年 1 月, 民國 26 年 3.5.8.9 月 N.4.7  

A0432 
府公報  民國 27 年 7 月 .10 月至 12 月  第

1 
河南省政

2258~2286 期 N.4.3 P.4.8 485 

A0433 

月至 8 月 第 2287-2310 期 

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

N.4 P.4.3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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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434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9 月至 12 月 第 2311-2323 期 

N.4 P.4.3 659 
1 

A0435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5 月至 8 月 第 402-504 期 N.4.2 

P.4.4 110 呎 700 
1 

A0436 
6 月 第 2323-2340 期 

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 月至

N.4.2 713 

A0437 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1 年 1 月至 4 月 第 301-401 期 N.4.5 

P.4.7 712 

A0438 月至 12 月 7-15 期, 青島市鄉村建設月刊 民國 22 年第 1 卷 1 

青島市政府公報 民國 18 年 8 月.9 月 1-2 期, 民國 19 年 2

第 1 期 正 4.2, 67, 177, 331 

A0439 
青島市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 1 月.2 月.4 月, 民國 37 年 1 月.3

月至 5 月 第 6 卷 1-17 期 正 25.42 470 207 
1 

A0441 
青島市政府公報 民國 36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4 卷 1-26 期 第

5 卷 1-26 期 正 4.3.1 728 
1 

A0442 
青島市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7 月至 10 月 72-75 期 正 4.6 

581 
1 

A0443 
青島市政府公報 民國 20 年 1 月.5 月 17.20 期, 民國 23 年

4.2  5 月 51 期, 民國 24 年 11 月.12 月 76.77 期 正
1 

A0444 1 
瀋陽市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7 月至 12 月,  民國 36 年 1 月

至 8 月 P.4.5 785 

A0459 山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7 年 1 月至 8 月  1 

A0460   1 山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5 月至 12 月 P.5.8

A0461 山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7 年 1 月至 8 月  1 

A0481  1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5 月至 8 月 第 5-8 期 701

A0482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1 月至 5 月 第 1-4 期 P.4.2 567 1 

A0483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8 年 9 月至 10 月 第 9-10 期, 民國

29 年 11 月至 12 月 第 44-48 期 P.4.4 366 171 
1 

A0485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1 月至 12 月, 民國 33 年 1 月

至 7 月 第 121-167 期 前 4.8 後 4.6 774 
1 

A0486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9 月至 12 月 第 109-120 期 

P.4.6 313 
1 

A0487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 月至 8 月 第 85-108 期 P.4.5 

67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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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88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9 月 12 月 第 74-84 期 P.4.4 

424 
1 

A0489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1 月至 8 月 第 49-73 期 P.4.5 

708 
1 

A0490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5 月至 11 月 第 26-43 期 P.4.1 

635 
1 

A0491 西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1 月至 5 月 第 13-25 期 653 1 

A0492 
公報 民國 23 年 10 月 6 日, 民國 24 年 6.9 至

1 
察哈爾省政府

12 月, 民國 25 年 1 月至 3 月 P.4.3 617 

A0493 日, 29 年 2 月 10 日, 30 年 2 1 

察哈爾省政府公報 民國 25 年 8.9.12 月, 民國 26 年 1 月, 寧

夏省政府公報 28 年 12 月 10

至 10 月 P.4.4 後 4.7 203 399 

A0494 
3 期, 民國 28

1 
青海省政府公報 民國 27 年 6 月至 11 月 68-7

年 1 月至 12 月 74-85 期 P.3.8 3.6 764 

A0495 
年 3 月至 5 月, 新疆省政府公報 

1 
安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36

民國 36 年 10 月至 12 月 140 98 

A0496 

熱河省政府公報 民國 19 年 8 月至 12 月, 民國 22 年 1 月.2

月, 民國 35 年 7 月.8.11.12 月, 民國 36 年 1 月至 3 月 

P.3.8.3.2 

1 

A0497 至 9 月, 遼北 民國 35 年 8 至 12 月 36 1 

遼寧省政府公報 民國 35 年 6 月至 12 月, 民國 36 年 2.7 至

10 月, 民國 37 年 7

年 1 月 P.4.5 410 245 

A0498 
綏遠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9 月至 12 月, 民國 30 年 1 月.3

月 P.3.7 至 12 月, 民國 31 年 1.2 月, 民國 37 年 5.7
1 

A0499 
5

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6.7.10 月, 民國 37 年 1 月至

月, 復刊第 28-45 期 P.4.7 P.4.4 380 180 N43 2410-2424 期

A0500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9 月至 12 月 第 2383-2394 期 

N4.1 P.3.8 520 
1 

A0501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2 年 1 月至 4 月.6 月 第 2431-2453

期 N.4.7 680 
1 

A0502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4 年 12 月 復刊第 1.2.4 期, 民國 35

年 1 月至 7 月 復刊 5-27 期 N.4.3 N 59 465 
1 

A0503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年 3 月至 8 月 第 2365-2382 期 

N4.3 718 

 

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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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04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1 年 1 月至 5 月 第 2395-2409 期 

N4.3 P3.9 618 
1 

A0505 
河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9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2341-2358 期 

N4.7 P.5 640 
1 

A0510 雲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4 月 5 月 6 月 8 月 9 月 P.4.6 520 1 

A0511 
雲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0 月至 12 月, 民國 26 年 3 月

至 5 月 6 月 9 月 P.4.2 
1 

A0512 雲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24 年 1 月至 3 月 P.4.5 531 1 

A0129 
3 期),民國 19 年

1 
廣東省政府公報 民國 14 年 7 月 25 日(第

6.12 月 

廣東民政公報 民國 18 年 11 月(49~50 期) 
A0130 

(55~59 期) 
1 

廣東財政公報 民國 27 年 8 月

A0131 廣東民政公報 民國 19 年 3.5.7.8 月(56~68 期) 1 

貴州政治公報 民國元年 8 月 

貴州省教育公報 民國 19 年 

貴州省教育廳公報 民國 24 年 5~12 月 
A0162 

貴州省建設廳公報 民國 24~25 年 

1 

A0268 
卷 4-12 期.14.15 期 第 3 卷 1-13 期 P.3.8 628 

1 
江西教育公報 民國 17 年 10 月至 12 月, 民國 18 年 1 月至

9 月 第 2

A0269 
江西教育公報 民國 19 年 1 月至 6 月 第 3 卷 21-35 期 396, 

江西建設公報 民國 18 年 5 月 第 3 卷 2 期 P.3.8 122 
1 

A0273 
年 11 月至 12 月, 民國 20 年 1 月至

1 
江西財政公報 民國 19

4 月 P4.7 579 

A0377 1 市政公報(天津市) n.13~N.21 741 NO.29 

A0379 1 市政公報(天津市) n.21~27 742 NO.30 

A0380 1 市政公報(天津市) n.8~n.13 740 NO.28 

A0288 

軍醫公報 南京 民國 年 月 年 月 4 年 10 月 25

年 9 月, 外交部

  21 7-9  22 1 -2

公報 民國 23 年 11 月至 12 月 第 7 卷 11-12

號 P.4.8 366 285 

1 

A0289 
 民國 19 年 11 月.12 月, 民國 20 年 1 月至 9

月, 民國 21 年 1 月至 5  第 -31 期 P.4.7  
1 

軍醫公報 南京

月 14 700

A0290 軍醫公報 南京 民國 19 年 1 月至 10 月 第 4-13  期 675 1 

A0382 
 n.81~84, .1n.9 .13, 

3n.6 724 NO.12 
1 

通報 河北工商月報 v ~n 河北建設公報 

v.2n.10~v.

A0391 
北農礦公報 n.2~n.3 第 19 年 9~10 月號, 河北民政刊要 

第 21~23 號 730 NO.18 
1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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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92 
河北實業公報 n.35~n.40, 河北教育公報 第七年 29.30 期

合刊, 河北農礦公報 n.1~n.2 729 NO.17 
1 

A0393 河北實業公報 n.17~n.35 728 NO.16 1 

A0399 
河北建設公報 v.6n.1~n.9, 河北實業公報 n.15~n.17 727 

NO.15 
1 

A0400 河北建設公報 v.3n.6~n.12 725 NO.13 1 

A0401 n.1 726 NO.14 1 河北建設公報 v.4n.1~v.6

A0424 

國醫公報 南京 民國 21 年 11 月至民國 22 年 10 月, 民國

23 年 1 月至民國 24 年 10 月 第 2-10 期 第 2 卷 1-12 期 P.4.8 

723 

1 

A0445 

1-8 月, 民國 32

625, 福建省政府 1 

貴陽市政府 民國 30 年 8-12 月, 民國 31 年

年 2-7 月 第 1 卷創刊號至第 4 卷第 1 期 

公報 民國 30 年 9 月.10 月 第 330-355 期 P.4 

A0446 

12 月 創刊號至 12 期, 民國

(偽) 28 年 11.12 月, 29 年 1.2 1 

安徽高等法院公報 民國 18 年

19 年 2 月至 12 月, 安徽省公報

月 第 11-14 期 646 

A0447 

第 2 卷第 1.2.4 期, 安徽

1 

安徽高等法院公報 20 年 3.6.12 月 

司法公報 24 年 3 月第 9 期, 安徽司法公報(旬刊) 26 年

1.4.5.6 月第 34-51 期 P.4.7 660 

A0448 安徽司法公報(旬刊) 民國 25 年 2 月至 12 月 第 1-33 期 676 1 

A0449 
安徽建設公報 民國 年 月第 號 民國 年 月至

月 , 民國 20 年 1.2.6 月 第 1.6.16 期 P.4.9  

 18 12 12 , 19 1

3  第 13-15 號
1 

A0455 
山東農礦  民國 2 卷 6-8 期 P.3.8 

508 

公報 20 年 3 月至 5 月 第
1 

A0456 山東農礦公報 民國 18 年 9 月至 11 月 第 9-11 期 P.3.8 461 1 

A0457 
山東農礦公報 民國 19 年 11 月.12 月, 民國 20 年 1 月.2 月

第 2 卷 2-5 期 P.3.9 642 

 
1 

A0458 
山東民政 19 年 12 月至民國 20 年 1.2.12 月, 民

月 -6
1 

公報 民國

國 22 年 2 至 4 月.12  第 57 4.103-105 期 P.4.1 715 

A0465 

山東財政  21 年 7.8 月, 民國

年 4 月 8

公報 民國 月, 民國 22 年 4.5

23 年 6.7.12 月, 民國 24  第 3 卷 10.11 期 第 4 卷 7.

期第一號 第 5 卷 9.10 期 第 6 卷 3 期 P.4.4 7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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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468 期, 江西高等法院 1 

山西教育公報 民國 23 年 1-7.10.11 月 第 84-124 期, 山西

實業公報 22 年 5 月.23 年 4 月 第 12.23

公報 17 年 7.8.10 月 P.5 180 

A0469 
山西省政公報 26 年 1.2 月 276 (重複),  山西建設公報 民

國 18 年 10 月第 4 期, 民國 19 年 4 月第 6 期 366 
1 

A0470 山西省政公報 民國 26 年 1 月至 3 月 第 4-7.11 期 P.4 625 1 

A0471 
山西省政公報 民國 24 年 7 月 31 日第 38 期, 民國 25 年 2

月至 5 月.10 月 第 45-48.53 期 P.4.9 449 
1 

A0472 2 年 2.10 月 P.4.7, 西安市政公報 36 年 10-12 月 37 年 1 

山西省政公報 26 年 3-4 月 P.4, 桂林市政公報 31 年 3-6.8

月 3

1-4.8 月 

甘肅 
A0075 

卅二年一~十二月 
1 

甘肅 

廿九年一~八、十二月 A0083 

505 

1 

甘肅 

卅五年一~十二月 

卅六年七~十二月 
A0084 1 

378 290 

甘肅 

卅三年一 十二月~  

卅四年一 十二月~  
A0085 1 

303390 

甘肅 

卅年一~八月 A0086 

668 

1 

甘肅 

卅六年一~六月 A0087 1 

492 

甘肅 

卅一年一~三 九~十二月 A0088 

5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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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甘肅 

卅七年一~九月 A0089 

595 

1 

甘肅 

廿三年 2.12 月 

廿四年五六月 

廿五年七八十一月 

A0090 

500 

1 

甘肅 

廿七年七~12 月 A0091 

602 

1 

甘肅 

廿七年一~六月 A0092 1 

538 

甘肅 

廿八年一~十月 A0093 1 

512 

甘肅 

卅年九~十二月 

廿六年七~十二月 
A0094 

5 

1 

32031

A0099 湖南 卅年一~六月 732 1 

A0100 十二月 卅七年一~六九月 163 415 1 湖南 卅六年十一~

A0101 
二年八~十二月 卅三年一~二月 卅四年九~十一月

 
1 

湖南 卅

58 538

A0102 湖南 廿三年十二月 廿四年一~四月 廿五年十一月 652 1 

A0103  卅年六~十二月 630 1 湖南

A0104 卅一年一~七月 676 1 湖南 

A0105 湖南 十七年一~十月 590 1 

A0106 
 廿六年九.十一月 廿八年六.十~十二月 廿九年一~二

 
1 

湖南

月 563

A0107 湖南 卅一年七~十二月 片尾 512 1 

A0225  10. 民國 25 年 8 月至 26 年 11 月 P.4  1 江西

A0226 西 9. 民國 25 年 3 至 8 月 P.4 1 江

A0227 西 8. 民國 24 年 9 月至 25 年 2 月 P.4.3 1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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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228 7. 民國 24 年 4 月至 9 月 P.4.3 1 江西 

A0229 江西 6. 民國 23 年 11 月至民國 24 年 4 月 P.4.3 1 

A0383  v.1n.8~v.3n.1 719 NO.7 1 河北

A0386 v.3n.1~v.4n.10 720 NO.8 1 河北 

A0473 , 24 年 3-7 月 580 1 山東 23 年 7 月

A0474 山東 25 年 4-6 月, 26 年 2.6 月 281 380  1 

A0475 34 40 1 山東 18 年 3-6 月 6.

A0476  24 年 8-12 月 536 1 山東

A0477 36 年 1-12 月 776 1 山東 

A0478 山東 22 年 1-5 月 6.3 658 1 

A0480   21 年 7-10 月, 湖南 35 年 3-12 月 332 277 1 山東

A0450 
安徽政治 民國 28 年 4 月至 12 月, 民國 29 年 1 月 第 2 卷

30 期 P.4.8 579 第 2 期至第 2 卷
1 

A0451 
政治 民國 29 年 2 月至 11 月, 民國 30 年 1 月至 4 月 第

-20 期 第 4 卷 1-4 期 P.4 443 189 
1 

安徽

3 卷 1

A0452 
安徽政治 民國 27 年 2 月至 9 月, 民國 28 年 1 月.2 月 創

-21 期.26-30 期 P.4.9 672 刊號
1 

A0453 
治 民國 30 年 6 月至 12 月, 民國 31 年 1 月至 9 月 第

5 卷第 1-9 期 272 390 
1 

安徽政

4 卷第 5-12 期 第

A0454 

.9 月 第 8 卷 1-9 期, 36 年 12 月第 1.2 期, 

月第 4 期, 安徽教育行政週刊, 外交部公報 20 年 1 

安徽政治 34 年 1.3

37 年 4

279 

A0462 

2 月, 

1.11 , 24 12  54-165. 169-174. 

 372 期 P.5 542 

1 

山東教育行政週報 民國 20 年 10.12 月, 民國 21 年 1.

民國 22 年 月 民國 年 月 第 1

222-265

A0463 
山東教育行政週報 民國 年 2 月至 月 第 153 20 10  119- 期 

P.4.8 699 
1 

A0464 
山東教育行政週報 民國 18 年 8 月至 12 月,  民國 19 年

 福州僑務公報 P.4.9 732 1.2.6.9 月 第 52-75. 95-99 期
1 

A0466 
山東財政旬刊 民國 25 年 8 月至 10 月, 民國 26 年 1.5.6 月 

第 49-81 期 P.4.7 450 
1 

A0467 

山東財政旬刊 民國 24 年 8 月至 11 月, 民國 25 年 1 月至 7

月 第 13-48 期 P.4.5 6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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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506 
河南民政月刊 民國 20 年 8-10 月 第 6-8 期, 民國 21 年 7-11

P.3.8 月 第 6.11 期, 民國 22 年 1.5.7.8 月 第 1.5.6.7 期 
1 

A0507 
河南政治月刊 民國 25 年 2.3.4.7 月 第 6 卷 2.3.4.7 期 P.3.8 

560 
1 

A0508 
河南政治月刊 民國 25 年 2.3. .7 月 第 6 卷4 2.3.4.7 期 P.4.8 

561 
1 

A0509 湖南 年  65 32 1-7 月 4 1 

A0514 雲南 5.  32 12 月 P.4.7 340 305 29 年 6 月 年 8- 1 

A0515 雲南 8- 月  25 年 11  N.G 445 1 

A0516 雲南 7-  NG 30 年 12 月 1 

A0517 
雲南 34 年 5-6 月 2 月, 35 年 , 36 年 , 37 年 5

月.7-12 月 P.5 37

.1 1-4 月 1-3 月 3-

2 
1 

A0518 雲南 25 年 8-11  P.5 445 1 月

A0519 雲南 33 年 月 23 1-12  P.5.2 7 1 

A0520 25 1.4-7  P. 2 443 1 雲南 年 月 5.  

A0522 雲南 30 年 7-12 月 P.3.9 647 1 

A0523 1 雲南 29 年 1-4 月 P.4.6 581 

A0524 雲南 29 年 7-9 月.11-12 月 NG 542  1 

A0527 1 雲南 31 年 1-12 月 P.4.8 746 

B0135 江蘇省政 1 

B0217 建設 1 江蘇

B0218 1 江蘇建設 

B0219 江蘇建設 1 

新青年 
B0220 1 

江蘇建設 

河南政治 

戰時童子軍 B0006 1 

童子軍教學做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通訊 

B0137 江蘇省政 1 

B0221 江蘇建設 1 

B0222 1 江蘇建設 

B0223 1 江蘇教育 

B0224 江蘇教育 1 

江蘇教育 
B0225 

首都教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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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江蘇教育 
B0226 

江蘇教育 
1 

B0233 浙江教育 1 

B0229 河南政治 1 

B0230  1 河南政治

湖南教育 
B0234 

湖南徵訓 
1 

新福建 
B0213 

福建中心工業 
1 

廣東教育廳月報 

廣東教育 

河北教育 
B0216 

甘肅教育 

1 

B0215 福建訓練月刊 1  

福建教育 
B0214 

福建青年 
1 

江蘇省政 

勝利 B0136 

勝利的三年 

1 

A0260 

四川縣政 31 年 2- 月第 卷 1-9 期,32 年 11 月第 2 卷第

期 2-10 月第 3 卷 1-9 期,34 年 6.7.12 月第 4 卷

,35 年 4 月第 5 卷 4 期 P.4.7 507 

10 1

10 ,33 年

5.6.11.12 期

1 

A0261 四川月報 民國 27 年 1 月至 6 月 第 12 卷 1-6 期 P.4.7 600 1 

A0270 
 民國 29 年 5 月至民國 30 年 12 月 第 181-238

 703 
1 

江西地方教育

期 P.3.7

A0271 
育 民國 25 年 1 月至民國 26 年 5 月 第 41-80

 
1 

江西地方教

期 P.4 746

A0272 
 民國 28 年 4 月至民國 29 年 4 月 第 141-180

1 
江西地方教育

期 P.3.5 697 

A0274 
江西統計‧江西統計月刊 民國36 年9-12 民國37 年8月 民

月-9 月 第 9.10.11 期  第 1-9 期 國 30 年 1
1 

A0286 
工商公報 民國 18 年 1.5.6 月 第 1 卷 8.12.13 期, 實業公報 

11.12 月 第 45-51 期 P.4.5 245 387 民國 20 年
1 

A0376 

天津市 v.5n.8~v.9n.9 746 NO.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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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84 

.1~n.10 n.16~n.19, 河北青年 n.27~55, 河北省

編 民國 20 年 7~9 月份, 浙江政治 n.1~n.8 721 1 

河北通訊 n

政府法規彙

NO.9 

A0394 
河北民政刊要 第 32.33.35 號, 河北省政府公報 第 284~293

號 733 NO.21 號 第 565~578
1 

A0395 要 第 28~32 號 732 NO.20 1 河北民政刊

A0396 河北民政刊要 第 23~28 號 731 NO.19 1 

A0408 
工商公報(南京) 民國 19 年 3 至 7 月.10 月 第 1-19.30-32 期 

P.4.5 641 
1 

A0409 
國 18 年 7 月至民國 19 年 2 月 第 14-20

4 
1 

工商公報 上海 民

期 P.4.5 63

捲數小計 3  93

(2) 報 政府公

項  標題 數量 次號

A0279 民國 20 年 1-4 月 第 1-16 期 P.4.2 729 1 實業公報 

A0280 國 20 年 5 月至 7 月 第 17-29 期 P4.2 648 1 實業公報 民

A0281  P.4.4 729 1 實業公報 民國 20 年 8 月至 11 月 第 30-44 期

A0282 實業公報 民國 21 年 2 月至 7 月 第 56-82 期  700 1 

A0283 實業公報 民國 21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83-102 期 P.4 436 1 

A0284 
22 年 1 月至 12 月, 民國 23 年 2 月至 6 月 第

1 
實業公報 民國

103-180 期 P.4.4 700 

A0285 
實業公報 民國 23 年 12 月 24 年 1 月 第

1 
 7 月至 , 民國

181-208 期 P.4.5 486 

A0291 
月, 民國 30 年 1.6 至 12

 第 1 卷 1-24 號 第 2 卷 1.2.12-24 號 P.4.3 607 
1 

財政部公報 民國 29 年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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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292 
財政部公報 民國 31 年 2 月至 12 月 第 3 卷 4-24 號 P.4.3 

528 
1 

A0293 財政部公報 民國 33 年 1 月至 12 越 第 5 卷 1-12 期 P.4.3 1 

A0294 
財政部公報 民國 32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4 卷 1-24 號 P.4.3 

592 
1 

A0295 
民國 17 年 1.3.12 月, 民國 19 年 6.7.10-12 月 第

1 
財政公報 

5.7.16 期 第 34-40 期 684 

A0296 
20 年 1-3.9 月 第 41-43.49 期, 民國 21 年 6

月 第 51 期, 民國 23 年 8-10.12 月 第 77-79.81 期 P.

財政公報 民國

4.3 740 
1 

A0297 財政公報 民國 24 年 2 至 12 月, 民國 26 年 3 月 707 1 

A0298 
交通公報 民國 30 年 3-12 月 第 4 卷 5-18 期, 民國 31 年 1-11

月 第 5 卷 1-10 期 P.4.6  
1 

A0299 
交通公報 民國 32 年 1-12 月 第 6 卷 1-12 期, 民國 33 年 1-12

期 第 7 卷 1-12 期 P.4.6 706 
1 

A0300 

交通公報 民國 26 年 4.5 月 第 864.868 號, 民國 27 年 4-12

國 29 年 1-12 月 第 3 卷 1-16 期 P.4.7 536 

月 第 2 卷 1-13 期, 民國 28 年 1-12 月 第 2 卷 14-26 期, 民 1 

A0301 交通公報 民國 21 年 1 月至 6 月 第 312-360 號 P.4.6 1 

A0302 交通公報 民國 22 年 1 月至 5 月 第 416-452 號 P.4.6  1 

A0303 交通公報 民國 35 年 1- 12  1 

A0304 交通公報 民國 22 年 5 月至 12 月 第 453-519 號 729 1 

A0305 
交通公報 民國 23 年 1 月至 6 月, 民國 24 年 7 月至 9 月 第

524-570 號 第 676-699 號 278 3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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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06 
交通公報 民國 12 年 11 月.12 月, 民國 13 年 1 月至 8 月, 民

國 14 年 10.12 月 P.4.3 701 
1 

A0307 
交通公報 民國 15 1. 4.5 月 127-124 , 民國

年 11.12 月 第 401-415 號 243 248 

年 2.  第 1 5 號 21
1 

A0308 交通公報  P.   民國 12 年 1 月至 10 月 第 107-384 號 4.4 1 

A0309 交通公報 18 11 月.12  P.4.3 2民國 年 月 第 90-103 號 38  1 

A0310 交通公報 民國   P.4 20 年 4 月至 8 月 第 236-275 號 .6 708 1 

A0311 交通公報 民國 20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276-311 號 550 146 1 

A0312 
交通公報 民國 19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166-208 號 P.4.3.4.5 

852 
1 

A0313 交通公報 民國 4 月 第 -235 號 P.4.4 69 20 年 1 月至 209 7 1 

A0314 交通公報 民國 24 年 1 月至 6 月 第 624-675 號 P.4.7 695 1 

A0315 交通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月 第 號 4 19 1 7  110-164  P.4.3 68 1 

A0316 交通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月 第 16 7 12 1635-1781 號 715 1 

A0317 交通公報 民國 年 11 月第 7-89 號 684  18 1.3.4.9- 1 

A0318 交通公報 民國 年 月至 月 第 號 21 6 11  361-400  693 1 

A0319 

內政公報 民國 28 年 1 月至 9 月, 民國 29 年 1 月 第 4-12.16

期 7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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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20 內政公報 25 5 月 第 9 卷 1-5 期 P.4.2 730 民國 年 1 月至 1 

A0321 內政公報 民國 月至 9 卷 6-12 期 P.4 68325 年 6 12 月 第 1 

A0322 內政公報 民國 24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 8 卷 20-22 期 P.4 643 1 

A0323 

內政公報 民國 22 年 1 至 3 月 第 6 卷 2-11 期, 民國 23 年

國 27 年 11 月 第 2 期 P.4.2 280 443 

3.12 月 第 7 卷 10.52 期, 民國 26 年 5 月 第 10 卷第 5 期, 民 1 

A0324 
內政公報 民國 24 年 1-3.7-9 月 第 8 卷 1-13.17-19 期 P.4.2 

646 
1 

A0325 
內政公報 民國 17 年 12 月 第 1 卷第 8 期, 民國 20 年 5 月

至 9 月 第 4 卷 5-25 期 690 
1 

A0326 
內政公報 民國 年 10 月至 月 民國 1 至

4 卷 26-38 期 第 5 卷 1-21.46-52 期 P.4.3 703  

 20 12 , 21 年 5.11.12

月 第
1 

A0327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4 年 1 玉至 12 月 第 7 卷 1-52 期 P.3.6 

665 
1 

A0328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2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5 卷 1-52 期 P.3.4 

450 
1 

A0329 
年 7 月.8 月 第 10 卷 7-8 期, 民國 29 年 5 月至 12 月 第 12

卷 7-22, 民國 30 年 4 月至 12 月 第 13 卷 5-24, 民國 31 年
1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5 年 1 月至 8 月 第 8 卷 1-34, 民國 27

1 月至 12 月 第 14 卷 1-24 前 3.6 後 4 

A0330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3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6 卷 1-52 期 P.3.6 

1 
667 

A0331 

外交部公報 南京 民國 27 年 1 月至民國 28 年 1 月, 民國

28 年 4 月至 10 , 民國 31 年 8 月 第 12 11

卷 1-12 號 第 12 卷 1-12 號 P.4.7 

月 10 卷 7- 號 第 1 

A0332 

外交部公報 南京 民國 24 年 12 月, 民國 25 年 1 月.3 月 第

8 卷 12 號(接上捲) 第 9 卷 1.3 號 P.4.4 5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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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33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23 年 月至 月 7  

P.4.6 656 

報  7 10  第 卷 7.8.10 號
1 

A0334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24 年 7 月 第 5-7

602 

報  5 月至 8 卷 號 P.4.7 
1 

A0335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23 年 1 6 月 第 7 1-6 P.4.8 

588 

報 月至 卷 號
1 

A0336 
外交部公報 南京 民國 21 年 4 月至 9 月, 民國 22 年 4 月

至 12 月 第 5 卷 2.3 號 第 6 卷 2-4 號 P.4.7 689 
1 

A0337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1 月至 4 9-1

年 7-12 月在安徽政治 557 

報  20 年 月 第 3 卷 2 號 

P.4.6 20
1 

A0338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19 年 5 月至 月 第 3 1- 號 

P.4.6 702 

報  12 卷 8
1 

A0339 
外交部公  南京 民國 18 年 12 月 19

至 4 月 第 期 P.4.7 

報  9 月至 , 民國 年 1 月

 2 卷 5-12 551 
1 

A0340 
外交部公報 南京 年 5.12 月, 民國 18 1 月至

1 卷 1.8-12 號 第 2 卷 1-4 期 P.3.8 703 

 民國 17 年 9

月 第
1 

A0341 

外交部公報 南京 民國 29 年 4 月 第 13 卷 1 號至 14 卷 1-12

33 年 3.4.7-9 月 第 17 卷 1-9 號 P.4.8 

號, 民國 31 年 第 15 卷 1-12 號, 民國 32 年 第 16 卷 1-12

號, 民國

1 

A0342 1 
外交部公報 南京 民國 24 年 8 月至 12 月 第 8 卷 8-12 號 

P.4.6 710 

A0343 

國 5 年 3 年 5 月, 民國 40 年

4 月至民國 46 年 6 月 第 創刊號至 119 期台灣版第 1-323 1 

外交部週報 民 3 11 月至民國 8

期 P.3.6 657 

A0344 
外交部週報 民國 35 年 11 月至民國 38 年 5 月, 民國 40 年

1 
4 月至民國 46 年 6 月 P.4.2 735 

A0345 

審計院公報 民國 21 年 12 月 第 19-22 期,  民國 22 年 3.4

月第 25.26 , 民國 23 1. 8. 月 34 7.41.42.46 

 

 

期 年 4.7. 12 第 .3

P.4.7 7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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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46 
月 65 期. 民國 32 年 10.12 月 78-80 期, 民國 33

年 2.3 月 第 81-82 期,  民國 35 年 6-12 月 第 104-111 期 
1 

審計院公報 民國 24 年 1.6.7.9.10 月 47.52.53.55.56 期, 民

國 25 年 7

P.4.6 720 

A0347 
報 民國 18 年 6.8.9 月 第 11.12 期 第 2 卷 第 2

1 
審計院公

期 P.4.7 655 

A0348 審計院公報 民國 18 年 10.11.12 月 第 2 卷 3.4.5 期 728 1 

A0349 審計院公報 民國 19 年 1.6.7 月 第 2 卷 6.11.12 期 640 1 

A0350 
報 21 年 1 月至  第 4 卷 1-50 期 P.3.8 

1 
教育部公  民國 12 月

692 

A0351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0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3 卷 28-50 期 P.3.8 1 

A0352 教育部公報 民國 20 年 1 月至 7 月 第 3 卷 2-27 期 P.3.8 1 

A0353 
教育部公報 年 月至 月 -52 期 P.3.8 

1 
 民國 19 7 12  第 2 卷 28

728 

A0354  P.3.5 693 1 教育部公報 民國 19 年 1 月至 7 月 第 2 卷 1-27 期

A0355 
 民國 5 年 3 月 第 3 期 84, 民國 18 年 1 月至 6

1 
教育部公報

月 第 1 卷 1-6 期 570 P.4.1 

A0356 國 18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1 卷 7-12 期 P.4 650 1 教育部公報 民

A0357 
報 月 第 1-12 期 P.4.3 717 

164 
1 

考試院月  民國 19 年 1 月至 12

A0358 

考試院公  民國 23 1 月至 第報 年 10 月 1-10 期 P.4.5 6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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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59 1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2 年 1 月至 7 月 第 1-7 期 P.4.4 671 

A0360 
 民國 22 年 8 月至 12 月,  民國 23 年 11 月.12

月 第 8-12 期 第 11 期 4 
1 

考試院公報

-12  33

A0361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0 年 1 月至 6 月 第元旦號至 6 期 728 1 

A0362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0 年 7 月至 12 月 第 7-12 期 P.4.4 716 1 

A0363 

年

3-12 月 第 3.7-12 期,  民國 27 年 1-12 月 第 1-12 期 P.4.2 1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4 年 10-12 月 第 10-12 期, 民國 26

307 272 

A0364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1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1-12 期 P.4.3 460 1 

A0365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5 年 1 月至 12 月 第 1-12 期 P.4.2  1 

A0366 考試院公報 民國 24 年 1 月至 9  1-9 期 P.4.2 703 1 月 第

A0367 司法行政公報 民國 22 年 1 月至 10 月 第 25-44 期 P.4 660 1 

A0368 
司法行政公報 民國 23 年 1.3.4.7 月 第 49-61 號 P.4.4 420 

1 
164 

A0369 司法公報 民國 24 年 1 月至 4 月 第 13-34 號 P.4.5 562 1 

A0370 司法公報 民國 20 1 月至 12  第 104-152 號 P.4.3 712 1 年 月

A0371 
司法公報 民國 18 年 1.4.12 月, 民國 19 年 1-12 月 第

1 
1-15.48.54-103 號 P.4.5 394 212 

A0372 
法公報 民國 22 年 4 月至 7 月, 民國 23 年 11 月至 12 月 

64-78 號 第 1-12 號 P.4.5 275 356 
1 

司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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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373 司法公報 民國 17 年 5 月至 8 月 第 10-16 期 P.4.5 623 1 

A0410 
鐵道公報 民國 26 年 1 月至 5 月.8 月 第 1671-1860 期 P.4.7 

207 
1 

A0411 
鐵道公報 民國 24 1 12 月 第 1057-1360 期, 

25 年 1.7.8 月 P.4. 83 

年 月至 民國

4 6
1 

A0412 
鐵道公報 民國 18 2 月第 3 期 19 5 月至 10  

國 20 年 2 月至 4 月 第 -114 7-1 期

年 民國 年 月 民

 69 .14 60  P.4.5 694 
1 

A0413 
測量公報 南京 民國 23 年 2 月至 5 月 民國 24 年 1 月至 9

月 第 50-53.61-69 期 P.4.4 670 
1 

A0414 

測量公報 南京 民國 19 年 10 月第 10 期 民國 20 年 11 月

687 

至 12 月第 23.24 期 民國 21 年 1 月至 9 月第 25-33 期 P.4.4 1 

A0415 
測量公報 南京 民國 21 10 月至 12 月 22

5 月 第 34-41 期 4.8 686 

年  民國 年 1 月至
1 

A0416 
測量公報 南京 民國 22 6 月 12 月 23 1  第

42-49 期 P. 8 664 

年 民國 年 月

4.
1 

A0417 
衛生公報 民國 18 年 11 月.12 月第 11.12  19 2

月至 5 月 第 2 卷 2-5 期 P 6 66

期 民國 年

.4. 7 
1 

A0418 衛生公報 (南京) 民國 18 年 月 10 期1 月至 7 第 1-  4.5 704 1 

A0426 

農林公報 重慶 民國 29 年 9.12 月第 1 卷 1-2 期, 民國 30

, 

民國 32 年 3-12 月第 4 卷 1-12 期, 民國 33 年 3-6 月第 5 卷
1 

年 3-12 月第 2 卷 1-12 期, 民國 31 年 3-12 月第 3 卷 1-12 期

1-6 期 P.5.2 730 

B0297 行政院公報 1 

B0298 

行政院公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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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B0299 行政院公報 1 

B0300 行政院公報 1 

B0301 行政院公報 1 

B0302 行政院公  報 1 

A0425 
大學院公報 民國 17 年 1 月至 9 月 第 1-9 期 P.4.8 579 (接

農林公報) 
1 

A0421 

中央民眾訓練公報 民國 19 年 7-12 月, 民國 20 年 1 月, 民

國 25 年 2-12 月第 1-7 期, 民國 26 年 1-5 月第 1.6.7.8.9.11-16

期 P.4.2 740 

1 

捲數小計 1  08

(3 委)國民黨 員會期刊資料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 女共002 婦 鳴 P1.6.上海黨聲 P2 715 1 

A0003 
婦女呼聲.婦聯通訊.戰時鄉村.難童教養.農村婦女.中國女青年.戰

婦女
1 

時 .公路婦光.夏 2.5 冬 1.8 622 

A0001 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誌.婦女週報.社會黨月刊 P5 1 

A0004 神州女 1 報.女學報.中國女報 P5.2 

A0 湖南婦005 女.浙江婦女.新疆婦女.西北婦女.湖南婦運 P3.4  1 

A0006 婦女文 1 化.婦女生活.安徽婦女 P2 580 

A0007 廣東婦 工作 6 1 女.廣西婦女.婦女

A0
婦女新運 民國 28 年六月至民國 31 年十月民國 34 年 11 月 

9+11
008 

73 8 
1 

A0528 江西‧江 物‧江西婦女 P.3.9 648 1 西少年, 江西文

A0

上 海 黨 聲  v.3n.7~v.3n.27, cp 收 穫  v.1n.1~v.1n.13, 河 北 

1n.1~v.1n.8 718 NO.6 

 

398 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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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標次號 題 數量 

A0

新聞記者 創刊號~v.2n.10(民 27 年4 月)~(民30 年3 月), 新聲 n.1, 

贛南 ~v.4n.5, 新贛南旬刊 v.3n.6~v.4n.6, 上海黨聲 

v.1n.3~v.3n.5 717 NO.5 

403 新 月刊 v.4n.4 1 

A0397 

江政 , 清黨特刊 第 2.3.5 號, 迅雷 n.57, 迅雷半月

刊  第 11.111.112 合 刊 , cp 游 擊 隊  n.9~n.11, 大 路 v.1n.10 

v.6n.1~n.4 722 NO.10 

1 

浙 治 n.8~n.12

A0405 

 9~12/31), 短兵 n.1(31 年 7 月)~n.2(31 年 8 月), 

公僕生活 n.1~n.8(民 31 年 x 月), 公僕生活 新 1 至 4 號(民 31 年

9 月至 10/15), 少年 第 6 號(民 11 年 12 月), 黨務統計通訊 n.1(民

33 年 3 月 15 日) n.3(民 33 年 9 月 15 日) n.4(民 33 年 12 月 15 日) 

v.2n.1(民 34 年 3 月)~v.2n.2(34 6 月), 半月情報 第 1 22 (民

年 1/1~11/30), 調查專報 生字第 1 4 (民 年 15 

NO.3 

1 

覺悟 (民 13 年 10/1

年 至 號

 至 號 28 4/1~5/1) 7x

A0

中央黨

1 月第 3.5 452 

422 月第

務公報 民國 34 年 7-12 月第 7 卷 7-12 期, 民國 35 年 1-12

8 卷 1-12 期, 民國 36 年 1-12 月第 9 卷 1-12 期, 民國 37 年

10 卷 1 期 P.

1 

A0423 
中央團訊 民國 33 年 10-12 月第 1 卷 1.3 期, 民國 34 年 1-5 月第

2 卷 1-5 期, 民國 35 年 1 月第 4 卷 1.2 期 698 
1 

B0210 閩政月刊 1 

B0211 閩政月刊 1 

B0212 閩政月刊 1 

B0005 戰時經濟 1 

B0317 新建設 1 

政治情報 

政工通訊 

調查月報 
B0305 

許秘書長 聘用檔案 

1 

B0318 新建設 1 

戰地情報 
B0008 

經濟情報 
1 

戰地 
B0009 

碧湖 
1 

B0306 軍事情報 1 

軍事情報摘錄 

情報稿錄 B0307 

情報彙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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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軍事情報彙編 
B0307 

情報年刊 
1 

B0308 1 軍事雜誌 

B0309 1 軍事雜誌 

改造 
B0004 1 

邊政公論 

B0303 1 改造 

B0304 1 改造 

B0280 1 中央黨務月刊 

B0001 黨軍 1 

國民雜誌 
B0314 1 

新國民 

警聲週刊 

警察嚮導 B0002 

警民導報 

1 

B0003 1 警民導報 

B0319 新寧雜誌 1 

B0320 新寧雜誌 1 

B0291 中蘇文化 1 

B0321 新寧雜誌 1 

B0292 中蘇文化 1 

B0293 中蘇文化 1 

B0281 刊 1 中央黨務月

B0282 刊 1 中央黨務月

B0283 中央黨務月刊 1 

B0284 1 中央黨務月刊 

B0285 中央黨務月刊 1 

B0286 刊 1 中央黨務月

B0311 時事類編 1 

中央黨務月刊 

第三屆中央勢行委員會 B0287 

第三次全體會議特號 

1 

B0312 1 時事類編 

B0313 時事類編 1 

B0322 1 新寧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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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B0323 新寧雜誌 1 

B0324 1 新寧雜誌 

B0325 新寧雜誌 1 

B0326 新寧雜誌 1 

B0288 中央黨務月刊 1 

B0289 刊 1 中央黨務月

B0290 中央黨務月刊 1 

B0259 國聞週報 1 

B0260 國聞週報 1 

B0261 國聞週報 1 

B0262 國聞週報 1 

B0263  1 國聞週報

B0264 1 國聞週報 

B0265 國聞週報 1 

B0266 1 國聞週報 

B0267 國聞週報 1 

B0268 國聞週報 1 

B0269 國聞週報 1 

B0270 國聞週報 1 

B0271 國聞週報 1 

B0272 國聞週報 1 

B0273 國聞週報 1 

B0274 國聞週報 1 

中央週報 
B0258 1 

國聞週報 

B0275 國聞週報 1 

B0240 中央週報 1 

B0241 中央週報 1 

B0236 中央週刊 1 

B0242 1 中央週報 

B0294 民意 1 

B0295 1 民意 

B0237 中央週刊 1 

B0238 中央週刊 1 

B0243 中央週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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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B0239 中央週刊 1 

B0276 國聞週報 1 

B0277 國聞週報 1 

B0278 國聞週報 1 

B0244 中央週報 1 

B0245 中央週報 1 

B0246 中央週報 1 

B0247 中央週報 1 

B0248 中央週報 1 

B0249 中央週報 1 

B0250 中央週報 1 

B0251 中央週報 1 

B0252 中央週報 1 

B0253 中央週報 1 

B0254 中央週報 1 

B0256 中央週報 1 

B0257 中央週報 1 

B0296 地政通訊 1 

A0287 
特別黨部公報 民國 28 年 10 月至 29 年 7 月 第 1 卷

.2 
1 

航空委員會

1-10 期 P.4

A0381 
大路 v.6n.3~v.7n.4, 奸黨情報 n.1~n.15, 救中國 n.3~n.15, 文化

彙編 n.91~n.103, 通報 n.1~n.81 723 NO.11 與社會情報
1 

A0404 

調查專報 生字第 4 至 9 號(民 28 年 5/1~12/1) n.21~31(民 29 年 9

月), 調查專報 第 2 號, 勞工月報 n.1~n.2, 新聞記者 

 NO.4 

 

月~30 年 3

創刊號 716

1 

A0406 
統計月報 民國 27 年 9-12 月 民國 28 年 1-12 月 民國 29 年

2-6,9-12  第 35-52 期 P.3.9 664 月
1 

A0407 

統計月報 民國 30 年 1.3.7.12 月 民國 31 年 1-6 月 民國 33 年

34 年 10-12 月 109-112 期 民國 36 年 1-8 月 113-120

.1 610 

12.100 號 民國

期 P.4

1 

捲數小計 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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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舊金山少年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1 FEB-MA (1911) 1 R

2 APR-JUNE(1911) 1 

3 JULY-SEPT(1911) 1 

4 OCT-DE 1) 1 C(191

5 JAN-MA (1912) 1 R

6 APR-JUNE(1912) 1 

7 JULY-SEPT(1912) 1 

8 OCT-DE 2) 1 C(191

9 JAN-MAR(1913) 1 

10 APR-JUNE(1913) 1 

11 JULY-SEPT(1913) 1 

12 OCT-DEC(1913) 1 

13 JAN-MA (1914) 1 R

14 APR-JUNE(1914) 1 

15 JULY-SEPT(1914) 1 

16 OCT-DE 4) 1 C(191

17 JAN-MAR(1915) 1 

18 APR- E(191JUN 5) 1 

19 JULY-SEPT(1915) 1 

20 OCT-DEC(1915) 1 

21 JA 1 N-MAR(1916) 

22 1 APR-JUNE(1916) 

23 JULY-SEPT(1916) 1 

24 1 OCT-DEC(1916) 

25 1 JAN-MAR(1917) 

26 APR-JUNE(1917) 1 

27 JULY-SEPT(19  1 17)

28 OCT-DEC(1917) 1 

29 18) 1 JAN-MAR(19

30 APR-JUNE(1918) 1 

31 JULY-SEPT(1918) 1 

32 OCT-DEC(1918) 1 

33 JAN-APR(1919) 1 

34 MAY-AUG(19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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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35 SEPT-DEC(1919) 1 

36 JAN-APR(1920) 1 

37 MAY-AUG(1920) 1 

3  SEPT-8 DEC(1920) 1 

39 JAN-APR(1921) 1 

40 M  AY-AUG(1921) 1 

4  SEPT-1 DEC(1921) 1 

42 JAN-APR(1922) 1 

43 M  AY-AUG(1922) 1 

4  SEPT-  4 DEC(1922) 1 

45 JAN-APR(1923) 1 

46 MAY-AUG(1923) 1 

47 SEPT-DEC(1923) 1 

48 JAN-MAR(1924) 1 

49 APR-JUNE(1924) 1 

50 JULY-SEPT(1924) 1 

51 OCT-DEC(1924) 1 

52 JAN-MAR(1925) 1 

53 APR-JUNE(1925) 1 

54 JULY-SEPT(1925) 1 

55 OCT-DEC(1925) 1 

56 JAN-MAR(1926) 1 

57 APR-JUNE(1926) 1 

58 JULY-SEPT(1926) 1 

59 JULY-SEPT(1926) 1 

60 OCT-DEC(1926) 1 

61 JAN-MAR(1927) 1 

62 APR-JUNE(1927) 1 

63 JULY-SEPT(1927) 1 

64 OCT-DEC(1927) 1 

65 JAN-MAR(1928) 1 

66 APR-JUNE(1928) 1 

67 JULY-SEPT(1928) 1 

68 OCT-DEC(1928) 1 

69 JAN-MAR(19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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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70 APR-JUNE(1929) 1 

71 JULY-SEPT(1929) 1 

72 OCT-DEC(1929) 1 

73 JAN-MAR(1930) 1 

74 APR-JUNE(1930) 1 

75 JULY-SEPT(1930) 1 

76 OCT-DEC(1930) 1 

77 JAN-MAR(1931) 1 

78 APR-JUNE(1931) 1 

79 JULY-SEPT(1931) 1 

80 OCT-DEC(1931) 1 

81 JAN-MAR(1932) 1 

82 APR-JUNE(1932) 1 

83 JULY-SEPT(1932) 1 

84 OCT-DEC(1932) 1 

85 JAN-APR(1933) 1 

86 MAY-AUG(1933) 1 

87 SEPT-DEC(1933) 1 

88 JAN-APR(1934) 1 

89 MAY-AUG(1934) 1 

90 SEPT-DEC(1934) 1 

91 JAN-APR(1935) 1 

92 MAY-SEPT(1935) 1 

93 OCT-DEC(1935) 1 

94 JAN-APR(1936) 1 

95 MAY-AUG(1936) 1 

96 SEPT-DEC(1936) 1 

97 JAN-MAR(1937) 1 

98 APR-JUNE(1937) 1 

99 JULY-SEPT(1937) 1 

100 OCT-DEC(1937) 1 

101 JAN-MAR(1938) 1 

102 APR-JUNE(1938) 1 

103 JULY-SEPT(1938) 1 

104 OCT-DEC(19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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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105 JAN-MAR(1939) 1 

106 APR-JUNE(1939) 1 

107 JULY-SEPT(1939) 1 

108 OCT-DEC(1939) 1 

109 JAN-MAR(1940) 1 

110 APR-JUNE(1940) 1 

111 JULY-SEPT(1940) 1 

112 OCT-DEC(1940) 1 

113 JAN-MAR(1941) 1 

114 APR-JUNE(1941) 1 

115 JULY-SEPT(1941) 1 

116 OCT-DEC(1941) 1 

117 JAN-MAR(1942) 1 

118 APR-JUNE(1942) 1 

119 JULY-SEPT(1942) 1 

120 OCT-DEC(1942) 1 

121 JAN-MAR(1943) 1 

122 APR-JUNE(1943) 1 

123 JULY-SEPT(1943) 1 

124 OCT-DEC(1943) 1 

125 JAN-MAR(1944) 1 

126 APR-JUNE(1944) 1 

127 JULY-SEPT(1944) 1 

128 OCT-DEC(1944) 1 

129 JAN-MAR(1945) 1 

130 APR-JUNE(1945) 1 

131 JULY-SEPT(1945) 1 

132 OCT-DEC(1945) 1 

133 JAN-MAR(1946) 1 

134 APR-JUNE(1946) 1 

135 JULY-SEPT(1946) 1 

136 OCT-DEC(1946) 1 

137 JAN-APR(1947) 1 

138 MAY-AUG(1947) 1 

139 SEPT-DEC(19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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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140 JAN-MAR(1948) 1 

141 APR-JUNE(1948) 1 

142 JULY-SEPT(1948) 1 

143 OCT-DEC(1948) 1 

144 JAN-MAR(1949) 1 

145 APR-JUNE(1949) 1 

146 JULY-SEPT(1949) 1 

147 OCT-DEC(1949) 1 

148 JAN-MAR(1950) 1 

149 APR-JUNE(1950) 1 

150 JULY-SEPT(1950) 1 

151 OCT-DEC(1950) 1 

152 JAN-MAR(1951) 1 

153 APR-JUNE(1951) 1 

154 JULY-SEPT(1951) 1 

155 OCT-DEC(1951) 1 

156 JAN-MAR(1952) 1 

157 APR-JUNE(1952) 1 

158 JULY-SEPT(1952) 1 

159 OCT-DEC(1952) 1 

160 JAN-MAR(1953) 1 

161 APR-JUNE(1953) 1 

162 JULY-SEPT(1953) 1 

163 OCT-DEC(1953) 1 

164 JAN-MAR(1954) 1 

165 APR-JUNE(1954) 1 

166 JULY-SEPT(1954) 1 

167 OCT-DEC(1954) 1 

168 JAN-JUNE(1955) 1 

169 JULY-DEC(1955) 1 

170 JAN-JUNE(1956) 1 

171 JULY-DEC(1956) 1 

172 JAN-JUNE(1957) 1 

173 JULY-DEC(1957) 1 

174 JAN-JUNE(19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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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175 JULY-DEC(1958) 1 

176 JAN-JUNE(1959) 1 

177 JULY-DEC(1959) 1 

178 JAN-JUNE(1960) 1 

179 JULY-DEC(1960) 1 

180 JAN-JUNE(1961) 1 

181 JULY-DEC(1961) 1 

182 JAN-APR(1962) 1 

183 MAY-AUG(1962) 1 

184 SEPT-DEC(1962) 1 

185 JAN-APR(1963) 1 

186 MAY-AUG(1963) 1 

187 SEPT-DEC(1963) 1 

188 JAN-APR(1964) 1 

189 MAY-AUG(1964) 1 

190 SEPT-DEC(1964) 1 

191 JAN-APR(1965) 1 

192 MAY-AUG(1965) 1 

193 SEPT-DEC(1965) 1 

194 JAN-APR(1966) 1 

195 MAY-AUG(1966) 1 

196 SEPT-DEC(1966) 1 

197 JAN-APR(1967) 1 

198 MAY-AUG(1967) 1 

199 SEPT-DEC(1967) 1 

200 JAN-APR(1968) 1 

201 MAY-AUG(1968) 1 

202 SEPT-DEC(1968) 1 

203 JAN-APR(1969) 1 

204 MAY-AUG(1969) 1 

205 SEPT-DEC(1969) 1 

206 JAN-APR(1970) 1 

207 MAY-JULY(1970) 1 

208 AUG-DEC(1970) 1 

209 JAN-MAR(19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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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210 APR-JUNE(1971) 1 

211 JUNE 14-DEC(1971) 1 

212 JAN-APR(1972) 1 

213 MAY-AUG(1972) 1 

214 SEPT-DEC(1972) 1 

215 JAN-APR(1973) 1 

216 MAY-AUG(1973) 1 

217 SEPT-DEC(1973) 1 

218 JAN-APR(1974) 1 

219 MAY-AUG(1974) 1 

220 SEPT-DEC(1974) 1 

221 JAN-APR(1975) 1 

222 MAY-AUG(1975) 1 

223 SEPT-DEC(1975) 1 

224 JAN-APR(1976) 1 

225 MAY-AUG(1976) 1 

226 SEPT-DEC(1976) 1 

227 JAN-APR(1977) 1 

228 MAY-AUG(1977) 1 

229 SEPT-DEC(1977) 1 

230 JAN-APR(1978) 1 

231 MAY-JUNE(1978) 1 

232 JULY-AUG(1978) 1 

233 SEPT-OCT(1978) 1 

234 NOV-DEC(1978) 1 

235 JAN-FEB(1979) 1 

236 MAR-APR(1979) 1 

237 MAY-JUNE(1979) 1 

238 JULY-AUG(1979) 1 

239 SEPT-OCT(1979) 1 

240 NOV-DEC(1979) 1 

241 JAN-FEB(1980) 1 

242 MAR-APR(1980) 1 

243 MAY-JUNE(1980) 1 

244 JULY-AUG(1980) 1 

71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245 SEPT-OCT(1980) 1 

246 NOV-DEC(1980) 1 

247 JAN-FEB(1981) 1 

248 MAR-APR(1981) 1 

249 MAY-JUNE(1981) 1 

250 JULY-AUG(1981) 1 

251 SEPT-OCT(1981) 1 

252 NOV-DEC(1981) 1 

253 JAN-FEB(1982) 1 

254 MAR-APR(1982) 1 

255 MAY-JUNE(1982) 1 

256 JULY-AUG(1982) 1 

257 SEPT-OCT(1982) 1 

258 NOV-DEC(1982) 1 

259 JAN-FEB(1983) 1 

260 JAN-FEB(1983) 1 

261 MAR-APR(1983) 1 

262 MAY-JUNE(1983) 1 

263 JULY-AUG(1983) 1 

264 SEPT-OCT(1983) 1 

265 NOV-DEC(1983) 1 

266 JAN-FEB(1984) 1 

267 MAR-APR(1984) 1 

268 MAY-JUNE(1984) 1 

269 JULY-AUG(1984) 1 

270 SEPT-OCT(1984) 1 

271 NOV-DEC(1984) 1 

272 JAN-FEB(1985) 1 

273 MAR-APR(1985) 1 

274 MAY-JUNE(1985) 1 

275 JULY-AUG(1985) 1 

276 SEPT-OCT(1985) 1 

277 NOV-DEC(1985) 1 

278 JAN-FEB(1986) 1 

279 MAR-APR(198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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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號 標題 數量 

280 MAY-JUNE(1986) 1 

281 JULY-AUG(1986) 1 

282 SEPT-OCT(1986) 1 

283 NOV-DEC(1986) 1 

284 JAN-FEB(1987) 1 

285 MAR-APR(1987) 1 

286 MAY-JUNE(1987) 1 

287 JULY-AUG(1987) 1 

288 SEPT-OCT(1987) 1 

289 NOV-DEC(1987) 1 

290 MAR-APR(1988) 1 

291 MAY-JUNE(1988) 1 

292 JULY-AUG(1988) 1 

293 SEPT-OCT(1988) 1 

294 NOV-DEC(1988) 1 

295 JAN-FEB(1989) 1 

296 MAR-APR(1989) 1 

297 MAY-JUNE(1989) 1 

298 JULY-AUG(1989) 1 

299 SEPT-OCT(1989) 1 

300 NOV-DEC(1989) 1 

301 JAN-FEB(1990) 1 

302 MAR-APR(1990) 1 

303 MAY-JUNE(1990) 1 

304 JULY-AUG(1990) 1 

305 SEPT-OCT(1990) 1 

306 NOV-DEC(1990) 1 

307 JAN-FEB(1991) 1 

308 MARCH 1-15(1991) 1 

捲數小計 3  08

( 初5)民 日報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  
 民國元年 10 月 1 至 31 日, 民國元年 11 月 1

年 2 月 1 至 28 年 P.4.4 
0427

上海大共和日報

至 30 日,  民國 3
1 

73 



 

項次號 標題 數量 

A0428 
元年 9 月 10 日至 23 日, 民國元年 11 月 1

12 月 1 至 28 日 P.4.2 652 
1 

上海中華民報 民國

至 15 日, 民國元年

A  

11 月 13 日至 26 日, 民國元年 1 月 15 日至

月 1 日至 30 年(4 月 25 日缺 1.2 版)(4 月份內

.4.8 658 

0419

上海天鐸報 辛亥年

31 日, 民國元年 4

附社會黨日刊) P

1 

A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5 月份內附社會黨日刊), 

31 日(16 日缺 1.2 版) P.4.8 738 
0420

上海天鐸報 民國元

民國元年 7 月 1 日至
1 

捲數小計 4 

( 他

序號 時間 捲數

6)其  

 流水號 標題 

1 新 1 報 民 17 年 7、8、10 月 / 第 1-4 期 1  江西高等法院公

2 新 2 民 25 年 1 月~民 26 年 5 月 / 第 41-80 期 1  江西地方教育 

3 新 3 民 28 年 4 月~民 29 年 4 月 / 第 141-180 期 1  江西地方教育 

4 新 4  民 29 年 5 月~民 30 年 12 月 / 第 181-238 期 1  江西地方教育  

5 新 5
財政 ) 民 18 年 11 月 / 第 49-50 期、民 27 年 8 月 / 

55-59 期 
1  

廣東 ( 民政、

公報 

第

6 新 6 民 19 年 3、5、7、8 月 / 第 56-68 期 1  廣東民政公報 

7 新 7
民 25 年 2、3、4、7 月 / 第 6 卷 2、3、4、

期 
1  河南政治月刊 

7

8 新 8

公報、

建設廳

公報 ) 

民元年 8 月、民 19 年、民 24 年 5-12 月、民 24-

年 
1  

教育公報 

貴州   ( 政治

、教育廳公報、

25

9 新 9
、民 29 年 1-12 月、民 30 年 1-8 月、民 30 年 7 / 

創刊號-第 11 期、第 2 卷第 1-8 期、創刊號 
1  

察省青年 

湖南青年、湖北青年 月

10 1
江西青

民 27 年 11 月-民 28 年 4 月、民 31 年 2、6 月

第 1 卷第 1-14 期、第 2 卷 8-12 期、第 3 卷第

7、8、10、11 期 

1 新 0 
新教育旬刊、

年、安徽青年 

/ 

2、

11 新 1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5 年 1-5 月/第 572-598 期 1  

12 新 12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4 年 1-7 月/第 500-541 期 1 

1 省政府公報 民 36 年 7-11 月/第 683-715 期 1 3 新 13 四川

14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7 月/第 649-682 期 1 36 年 1-14 新

15 新 15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7 年 1-6 月/第 716-751 期 

1 1 290-325 期 1 6 新 6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1 年 2-7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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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標題 時間 數 流水號 捲

1 1 29 年 1-4 月 1 7 新 7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28 年 10-12 月、民

18 新 1 1 8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0 年 1-6 月/第 212-247 期 

1 1 -289 期 1 9 新 9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0 年 7-12 月、民 31 年 1 月/第 248

20 新 2 民 37 年 7-10 月、12 月/第 752-784 期 1 0 四川省政府公報 

21 新 2 1 1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29 年 5-12 月/第 188-211 期 

2 2 期 1 2 新 2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3 年 1-6 月/第 428-463

23 新 23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3 年 7-12 月/第 464-499 1 期 

24 新 24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1 年 8-12 月/第 326-355 期 1 

2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2 年 1-6 月/第 356-388 期 1 5 新 25

26 新 26 四川省政府公報 民 34 年 8-12 月/第 542-571 期 1 

27 新 27 湖北省政   民國 23 年 8 月至 10府公報 月 1 

28 新 28 湖北省政府公報  民國 30 5 .11.12年 月 月 1 

29 新 29 福建省政府公   民國 年 6 月至 月報 31 10  1 

30 新 30 福建省政府公   民國 年 11 月 報 31 月至 12 1 

31 新 31 雲南省政府公   民國 年 1~ 月 1 報 32 7  

32 新 32 
民國 20 年 6~8  民國 年 11~ 月 

月
江西省政府公報  

月 21 12 民國 23

年 6.7.10.11  
1 

33 新 33 中國革命運動    1 史

34 新 34 
福建農業通訊 福建農 民 12 年 3 民 年 7 - 31

年 月 業  

29 年 月-民 30 月 30 月 民

5
1 

35 新 35  英國 檔案 西 1928 年 7 月 8 日 1 外交部

36 新 36  英國外交部檔案 西 1976  1 年

37 新 38 
民 27 年 1 月~28 年 2 月、民 29 年 6 月、民 30 年

2-12 月、 
1 戰地經濟 

38 新 39 
 /  

福州僑務公報 
民１７年１０－１２月 / 第２－４期 

民１８年６月 第６期
1 

39 新 40 交通公報 民２４年 7－９月 第６７６－  1   / ６９９期

40 新 41 工商公報 民 18 年 月~民 年 2 月 / 第 期7 19 14-20  1 

41 新 42  / 第 1 卷 8、12、13 期 1 工商公報 民 18 年 1、5、6 月

42 新 43 外交部公報  / - 號 民 19 年 5-12 月  第 3 卷 1 8 1 

43 新 44 外交部公報 民 20 年 7-12 月 /  第４卷３、４、7、８號 1 

44 新 45 外交部公報 2  12 號 民 23 年 11-1 月 /  第 7 卷 11- 1 

45 新 46  中央黨務公報 
民 34 年 1-12 月~民 37 年 1 月 

 / 第 30 年 23-33 期 
1 

46 新 47 山西實業公報  22  / 23 年 4 月 / 第 23 民 年 5 月 第 12 期、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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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47 新 48 實業公報 民 20 年 11-12 月 /  第 45-51 期 1 

48 新 中央民眾訓練公報 
、 

49 
民 19 年 7-12 月、民 20 年 1 月

民 25 年 2 月~民 26 年 5 月 
1 

49 新
訊、

  50 
政治情報、政工通

調查月報 
 

50 新 51 黨軍 民 30、31、33 年 1 

51 新 52 軍事雜誌 

民 28 年 8 月、民 29 年 3、10 月、民 30 年 1、5

 

月 

第 115、122、126-131、133 期

1 

52 新 53 經濟情報 民 28 年 8 月~民 29 年 2 月 / 第 43-80 期 1 

53 新 54 經濟情報 民 29 年 2 月~民 31 年 3 月 / 第 81-95 期 1 

54 新 55 
江西、少年、文物、婦

、
女 

民 29、30 31 年 1 

55 新 56 時勢類編 民 27 年 9 月~民 28 年 10 月/ 第 21-42 期 1 

56 新 57 時勢類編 民 28 年 11 月~民 30 年 2 月 / 第 43-60 期 1 

57 新 58 時勢類編 1 民 26 年 9 月~民 27 年 8 月 / 第 1-20 期 

58 新 59 中蘇文化 
7 月、民 31 年 1、5、6 月 

年 12 月、民 35 年 1 月 
1 

民 30 年 1、5、

民 34

59 新 60 中蘇文化 
民 27 年 5-10、12 月、民 28 年 1-6、 

8、9 月、民 29 年 1、3 月 
1 

60 新 61 中蘇文化 民 29 年 4-7、10、11 月 1 

61 新 62 
廣東婦女、廣西婦女、

婦女工作 
  1 

62 新 63 

浙江婦女、

新疆婦女、 

婦運

1 

湖南婦女、

西北婦女、湖南

x 

63 新 64 

湖南婦女、浙江婦女、

 

南婦運

11、

1-6

、 

1-4 期 

新疆婦女、

西北婦女、湖

民 30 年 6、8-12 月、民 31 年 1-6 月、民 29 年

12 月 

民 30 年 7、8-12 月、民 31 年 1-4 月 / 第 3 卷

期、 

第 4 卷 2、6 期、第 5 卷 1-6 期、第 3 卷 3-6 期

第 4 卷 5、6 期、第 5 卷 1-6 期、第 6 卷

1 

64 新 65 
女、

1-5、民 32 年 9

期 

1 
婦女工作、廣西婦

廣東婦女 

民 30 年 3、5、7-12 月、民 31 年

月 /  

第 2 卷 7-12 期、第 3 卷 1、2、5-9 期、第五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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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65 新
安徽婦女、

婦女生活 
1 66 

婦女文化、 民 27 年 2 月~民 28 年 3 月 

第 3-5、8、9、第 12、13、15 期 

66 新 76 軍事情報摘錄 122 號  民 29 年 5-8 月 / 第 82~100、 1 

67 新 77 軍事情報
28 年 7 月~民 31 年 3 月 / 第 1-4、7-22、24-87、

89 107 期 
 

民

-
1 

68 新 78 敵偽研究、情報摘要
33 年 7 月 / 第 1-9、11、 民 31 年 1 月 ~ 第

14、16、18、19、21-25、27、32 期  
1 

69 新 敵情研究
年 3 月~民 29 年 6 月 / 第 1、8、10~27 期 

1 79  
民 28

民 29 年 7、8 月 / 第 28~30 期 

70 新 80 民意 民 26 年 12 月~民 29 年 7 月 / 第 1-85 期 1 

71 新 81 民意 民 28 年 8 月~民 30 年 8 月 / 第 86-190 期 1 

72 新 民 年 -1 民 34 年 1-5 月、民 35 年 1 月 82 中央團訊 33 10 2 月、 1 

73 新 84 日報、蒙藏月報 x 1 民眾

74 新 85 民眾日報 (八) 民國 30 年 1 月 1 日 1 

75 新 87 中興日報 西 1950 年 9 月 7 日~12 月 31 日 1 

76 新 88 中興日報 西 1950 年 5 月 18 日~9 月 6 日 1 

77 新 中興日報89  西 1909 年 4 月 6 日~8 月 2 日 1 

78 新 90 中興日報 年 4 月 3 日 1 西 1908 年 11 月 25 日~西 1909

79 新 92 中興日報 西 1949 年 3 月 4 日~6 月 20 日 1 

80 新 93 中興日報 7 日 1 西 1949 年 6 月 21 日 10 月

81 新 94 中興日報 西 1950 年 1 月 23 日~5 月 16 日 1 

82 新 95 中興日報 西 1949 年 10 月 8 日~西 1950 年 1 月 22 日 1 

83 新 97 西 1951 年 1 月 1 日~4 月 24 日 1 中興日報 

84 新 98 中興日報 
西 1909 年 12 月 20 日~西 1910 年 2 月 3 日 

1949 年 1 月 1 日~3 月 3 日 西
1 

85 新 104 1909 年 8-12 月 1 中興日報 

86 新 106 中興日報 1 1908 年 6、7-11 月 

87 新 107 8-11 月 1 中興日報 1951 年

88 新 109 中興日報 1951 年 4-8 月 1 

89 新 110 1-3 月、4-6 月 1 中興日報 1908 年

90 新 118 星洲晨報 1 西 1910 年 9 月 10 日~11 月 1 日 

91 新 119 星洲晨報 1 西 1910 年 5 月 7 日~9 月 9 日 

92 新 120 星洲晨報 1 西 1909 年 12 月 24 日~西 1910 年 5 月 6 日 

93 新
年 8 月 16 日~12 月 22 日 

123 星洲晨報 
西 19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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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94 新 125 上海大共 報 
11 月 1-30 日、民 3

和日
民元年 10 月 1-31 日、民元年

年 2 月 1-28 日 
1 

95 新 126 上海天澤報 
31 日、4辛亥年 11 月 13-26 日、民元年 1 月 15-

月 1-30 日 
1 

96 新 127 上海天澤報 1-31 日、民元年 7 月 1-31 日 1 民元年 5 月

97 新 128 上海中華民報 
民元年 9 月 10-23 日、11 月 1-15 日、12 月 1-2

日 

8
1 

98 新 129 新寧雜誌 民 27 年 8-12 月 / 第 30 年 23-33 期 1 

99 新 130 新寧雜誌 期 1 民 28 年 9-12 月 / 第 31 年 25-35

100 新 131 新寧雜誌 民 29 年 1-5 月 / 第 32 年 1-14 期 1 

101 新 132 新寧雜誌 民 29 年 6-9 月 / 第 32 年 15-26 期 1 

102 新 134 新寧雜誌 民 28 年 4-9 月 / 第 31 年 10-24 期 1 

10 新 135 新寧雜誌
27 年 12 月 / 第 30 年 34-35 期 

年 1-9 期 
3  

民

民 28 年 1-4 月 / 第 31
1 

104 新 136 新寧雜誌 民 30 年 6-10 月 / 第 33 年 15-28 期 1 

10 新 137 新寧雜誌
 

5  
民 29 年 10 月~民 30 年 5 月 /  

第 32 年 27-34 期、33 年 2-13 期
1 

10 新 138 軍事雜誌
/  

6  
民 30 年 7 月~民 31 年 9 月、民 34 年 12 月 

第 135-143、170、171 期 
1 

107 新 139 國聞週報 民 26 年 5-12 月 / 第 14 卷 21-27、32-47 期 1 

108 新 140 國聞週報 民 25 年 1-5 月 / 第 13 卷 1-20 期 1 

109 新 141 國聞週報 民 25 年 6-8 月 / 第 13 卷 21-34 期 1 

110 新 142 國聞週報 民 24 年 10-12 月 / 第 12 卷 41-50 期 1 

111 新 143 國聞週報 1 民 25 年 9-12 月 / 第 13 卷 35、41-50 期 

11 新 148 號角半月  第 9-53 期 2 刊 民 27 年 10 月~民 29 年 9 月 / 1 

11 新 時與潮半  
民 30 年 1、3 月、 

月、民 36 年 10、11 月 
3 149 月刊

民 29 年 11 月、

民 31 年 2、5、9、11
1 

11 新 時與潮半  
、12 月、民 28 年 

民 29 年 1-10 月 
4 150 月刊

民 27 年 6、7、10

1、2、5-12 月、
1 

11
研究、通

5 新 151 
邊疆 ( 聲、

訊 )  
x 1 

116 新 152 
邊疆 ( 聲、研究、月

刊 )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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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117 新 153 

邊疆教育問題參考資

料選集 

章嘉呼圖應化傳略 

蒙藏委員會公報 

x 1 

11 新
蒙藏委員會公報 

x 1 8 154 
民眾日報 

119 新 155 

蒙藏 ( 月報、旬刊、

月刊 )  

邊事月刊 

x 1 

120 新 156 蒙藏月報 x 1 

121 新 157 蒙藏資料中心 x 1 

122 新 158 
綏境蒙旗自治問題之

認識與建議 
x 1 

123 新 159 時事月報 
卷 1 期-第 23

1 
民 28 年 7 月-民 29 年 11 月/第 21

卷 5 期 

124 新 160 
社會經濟月

報 

2 月、民 30 年 2

3 月-6 月/創

5 卷 3-6 期 

1 
會聲月報、

民 26 年 2 月、8 月、民 29 年 4-1

月、-民 31 年 1、2、9 月、民 27 年

刊號、第 1 卷 5 號、第 6-12 期、第 2 卷 1、2、

11、12 期、第 3 卷 1 期、第

125 新 161 時事月報、蘇訊 

年

第 25 卷 1、

-40、49、50

民 30 年 3-民 31 年 1 月、民 29 年 12 月-民 31

7 月、民 32 年 9 月/第 24 卷 3-6 期、

3、4 期、第 19-26、28、29、31、33

期 

1 

126 新 162 

公醫、公共

疫情情報、防癆通訊、

廣東梅

縣國醫專科學校校刊

、37 期 1 

醫藥月刊、

衛生月刊、 

青年中醫周刊、

民 30 年 9 月-民 31 年 7 月/第 29、34

127 新 163 防空、徵訓月刊 
0 年 1 月-12 月 

/第 11-16 期、第 1 卷 1 期-8 期、第 2 卷 6 期 
1 

民 30 年 9 月-民 31 年 11 月、民 3

128 新 164 

廣東保安、廣東保安半

30 年 2 月-4 月、民 30 年 8 月-民 31 年 12 月、

29 年 12 月、民 29 年 2 月/ 

刊號-第 5 期、創刊號-第 22 期、第 1 期、第 1

3、4 期 

1 月刊、保安政工、保安

通訊 

民

民

創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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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129 新 165 

保安月刊(江蘇省)、保

安月刊 湖南省)、四川

保安 

民 29 年 5 月、民 30 年 1 月-12 月、民 30 年 3 月

-民 31 年 7 月/ 

-第 2、4、5 期、創刊號-第 1 卷 2 期-12 期、

第 6 卷 1、3、5、6 期、第 7 卷 1、2 期 

(
創刊號

1 

130 新 166 27 年 9 月-民 28 年 8 月/創刊號-第 1 卷 12 期 康導月刊 民 1 

131 新 167 
康導月刊 西北研究、

新西北 

29 年 10 月-民 30 年 10 月、民 27 年 12 月、民

29 年 3 月、民 30 年 4、5 月、民 30 年 6 月-民 31

7 月、民 28 年 4 月/ 

第 3 卷 2-7 期、第 4 卷 4-7 期、創刊號、第 1 卷

期、第 2 卷 1 期-第 3 卷 9、10 期、 

4 卷 1-3、6 期、第 5 卷 1、3、5、6、7、期、

第 1 卷 3 期 

1 
、

民

年

30

第

132 新 170 時事月報 

民 26 年 10 月、民 27 年 2-10 月、民 28 年 1-6 月

4 期、第 18 卷 3-12 期、第 19 卷 2-7 期、

/ 

第 17 卷

第 20 卷 1-6 期 

1 

133 新 171 1 康導月刊 民 28 年 9 月-民 29 年 8 月/第 2 卷 1-12 期 

134 新 172 
精神動員、精神建設、

卷 1、2、4、5、6 期、第 6 卷 1-6 期、第 7

卷 1、2 期 

1 
精忠導報 

民 29 年 7 月-民 30 年 1 月、民 30 年 4 月、民 30

年 2 月、5 月、 

民 30 年 4 月-民 31 年 10 月/ 

第 2、4 期、第 2 卷 1 期、創刊號-第 2 期、第 4

卷 6 期、 

第 5

135 新 173 

民 28 年 10 月-民 29 年 4 月、民 29 年 4-10 月、

民 27 年 3 月-民 28 年 32 月、民 30 年 10 月-民 31

年 9 月/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

刊、 

回教青年月報 

民 29 年 11 月-民 30 年 4 月、 

第 1 卷 1-12 期、第 2 卷 1-12 期、第 3 卷 1、3、4、

6 期、第 2 卷 2、3-7 號、第 4 卷 1-11 期 

136 新 174 1 國訊 

民 27 年 8 月-民 31 年 4 月/第 179-188、190-200、

203-220、 

229-232、234-237、239-258、261、281、286-300

期 

137 新 175 中國新報  1  

138 新 176 戰地情報  民國 31 年 5-9 月 第 112-150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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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139 新 177 桂林掃蕩  1 報  民國 28 年 4、10-12 月、民國 29 年 3-7 月 

140 新 重慶掃蕩報  2 月、民國 28 年 1-3 月 178 民國 27 年 10-1 1 

141 新 179 昆明掃蕩報  1 民國 32 年 12 月、民國 33 年 1-7 月 

142 新 180 重慶掃蕩報  1 民國 28 年 4、8-12 月 

143 新 181 重慶掃蕩報  民國 29 年 1-6 月 1 

144 新 182 重慶掃蕩報  1 民國 29 年 7-12 月 

145 新 183 重慶掃蕩報  1 民國 30 年 1-6 月 

146 新 184 1 漢口掃蕩報  民國 27 年 4-10 月 

147 新 206 

報 

桂林掃蕩報 1 

台灣掃蕩 民國 38 年十月重慶民國 34 年九月 

民國 30 年十二月至十一月 

民國 33 年八月九月 

148 新 207 
台灣掃蕩 月至六月 

1 
民國 39 年三

440 

149 新 212 

 八年 

1 

香港大公報 二

八月十六日~十月 

28.8.16-10 月 

150 新 222 湖南省政府公報  民國 17 年 8~10 月 1 

151 新 223 重慶掃蕩報 1  民 30 年 7-12 月 

152 新 224 重慶掃蕩報 32 年 4-7 月 1  民 31 年 1 月 民

153 新 225 1 重慶掃蕩報  民 32 年 8-12 月 

154 新 226 重慶掃蕩報  民 33 年 1-6 月 1 

155 新 227 重慶掃蕩報  月 1 民 33 年 7-12

156 新 228 重慶掃蕩報 1  民 34 年 1.4-8 月 

157 新 229 桂林掃蕩報 月 1  民 29 年 8-12

158 新 230 桂林掃蕩報 1  民 30 年 1-6 月 

159 新 231 1 桂林掃蕩報  民 30 年 7-11 月 

160 新 232 桂林掃蕩報  民 年 月31 1-6  1 

161 新 233  民 31 7-12 月 1 桂林掃蕩報 年

162 新 234 桂林掃蕩報  民 32 年 月 1 1-6

163 新 235 桂林掃蕩報  民 32 年  1 7-12 月

164 新 236 桂林掃蕩報  1-7 月 1 民 33 年

165 新 237 昆明掃蕩報  民 1  民 33 年 8-12 月 34 年 9. 0 月 1 

166 新 238 昆明掃蕩報  民 34 年 1-8 月 1 

167 新 河南政治 民國 21 年 9～12 月，民國 23 年 4.6.7 月 239  1 

168 新 廣州市政  民國 年 國 月 240 公報 22 8 月，民 24 年 3.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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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流水號 標題 時間 捲數

169 新 241 冀察政務委員公報 N31 N143 1 

170 新

 

242 

廣州市政府公報

廣東黨務公報 

廣東黨務 

廣東黨務旬刊 

民 35 年 10 月～36 年 3 月 

民 34 年 10 月～35 年 12 月 

民 19 年 4 月.6 月 

民 27 年 6.8.9 月 

1 

171 新 243 
決勝半月刊 

戰時日本(半月刊) 

28 年 1～6 月.8 月，民 29 年

民 30 年 5.6.8.9 月，民 31 年

民 30 年 3～12 月 

民 27 年 8.12 月，民

11 月～30 年 3 月。

1 月 

1 

172 新 244 政工週報 民 30 年 1～10 月 1 

173 新 245 政工週報 
，民 31 年 4～11 月，民 33

月，民 35 年 1～2 月 
1 

民 30 年 10 月～12 月

年 3 月，民 34 年 4～12

174 新 246 甘肅省政府公報  九~十二月 卅年 1 

175 新 247 年 1 民眾日報 民國 29

捲數小計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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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圖書簡介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四聯總處會議錄》(

2003)。 

1937 年 7 月 溝橋事件爆發 政、金融、經濟體制等愈行紊亂。

1939 年 10 月， 為了穩 經濟秩序，遂頒布《戰時健全中

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要求中央、 等四大銀行組成聯合辦事總處，

簡 戰時政府 理

事會為其最高權 要事

四聯總處會議錄》乃是由中國第二歷史檔 編輯委員從該館典藏的相關資 和

檔案中加以匯編、整理而成，主要蒐羅了四 處全體理事會和臨時理事會等 0 餘次

之 議事議程，包括報告事 、 項、臨 議 會議附 與

會 等諸多紀錄。其資料蒐集的時間斷 ，從 成立的 1939 年 10 月至

年 月止。

《四聯總處會議錄》的整理與出版，得以窺見四大銀行如何能夠在

，以及四聯總處的成立與運作的情形，更可以此資料為基礎，進而考察中華民國於日

戰時期、戰後初期，以及國共內戰時期之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及中華國民政府

金融經濟策略如何落實。是以，《四聯總處會議錄》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對

研究中央、中國、交通與農民等四大銀行之課題甚為重要，對於研究中華民國經濟史、

國經濟史等議題，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全編》（中日文對照版）  

滿洲國雖被認定為是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中國的傀儡產物，但由於她是

為一個「國家」的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為反共軸心的一份子，因此她在名義上確實擁

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政府，且不是任何一個政權的延續。然而，由於其為一個被認定為

偽組織的政權，滿洲國研究長年以來遭受忽略或是刻意扭曲。近年來受外在環境的轉

，中國大陸方面關於偽滿洲國歷史的研究專著日漸增加，並在東北史專家李茂傑主持

，由東北淪陷史總編室、吉林省圖書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長春市圖書

、吉林市圖書館、瀋陽市圖書館等單位參與編輯工作，在 2009 年出版《偽滿洲國政

公報全編》一套，為史料與研究增添基礎，為將來有客觀的研究帶來契機。 

全套圖書共計 163 冊，每冊 600 頁左右，拆月不拆年。為便利讀者檢索，本套圖書

總目錄，皆標出每冊收入公報起止號數和時間。總目錄放在全書最前，翻開即可查到

府公報每一號在哪一冊，哪年哪月的公報在哪一冊，每冊也另編輯分冊目錄。 

公報重要內容包括了溥儀在滿洲國活動的文獻、資料，涵蓋了他頒佈的全部詔書、

發佈法令的敕令、登基、繼承等，另外還有其接見滿洲國國內官員、各部會大臣，外交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後，中國國內財

定當時的財政金融

7 日，盧

中華民國政府

中國、交通與農民

經濟與金融等有關事務。四聯總處的組織中，

務的決定與推展。 

稱為四聯總處，負責辦理

力機關，負責重

以

《 案館 料

聯總 30

項 討論事 時提 、召集歷程，以及歷次的 件

議紀錄

10

線 四聯總處 1948

 

抗戰期間予以整

併

抗

的

於

民

2

作

有

是

變

下

館

府

之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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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中國境內其他魁儡政權官員、日本軍政人士與其巡視滿洲國各地的活動。此外，

紀錄，包含了來往的電報，訪見日本天皇等。在祭祀活動方面，

溥儀參拜關東軍的忠靈塔、建國神廟、建國 的活動等等。 

國統治時期的文獻、資料，包含了滿洲國建立，滿洲國實行帝制，滿

洲國之中央與地方機構、人事任命、行政區劃與相關法令的規劃、頒布等項。而關於為

了搭配日本侵略活動而設制的協和會，也在本套資料中有所呈現。此外，法規的存在即

是生活秩序與生活規範的明文化，因此本套資料中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

衛生、體育、科學技術、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統治政策、措施也以法規頒布的方式呈現。

而更重要的是，滿洲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中實際存在的主體，有其外交活動的表現，這

包括了與其他軸心國間簽署的條約，日本推展移民的《百萬戶移民計畫》，以及其國防

軍的

3. 《偽滿洲國地方政府公報彙編》 

滿洲國雖被認定為是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中國的傀儡產物，但由於她是

作為一個「國家」的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為反共軸心的一份子，因此她在名義上確實擁

有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政府，且不是任何一個政權的延續。然而，由於其為一個被認定為

是偽組織的政權，滿洲國研究長年以來遭受忽略或是刻意扭曲。近年來受外在環境的轉

變，中國大陸方面關於偽滿洲國歷史的研究專著日漸增加，並在東北史專家李茂傑主持

下，由東北淪陷史總編室、吉林省圖書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長春市圖書

館、吉林市圖書館、瀋陽市圖書館等單位參與編輯工作，在 2009 年出版《偽滿洲國政

公報彙編》一套 48 冊，為史

料與研究增添基礎，為將來有客觀的研究帶來契機。 

、黑龍

江、熱河東北四省改劃為奉天、吉林、龍江、熱河、濱江、錦州、安東、間島、三江、

黑河十個省，新的行政區劃自該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實行。興安省的四個分省也在這時

改為興安北省、興安南省、興安東省、興安西省四個省份。在這次大規模的行政區劃重

劃之後，又進行過數次小規模改動。1937 年（康德四年）7 月 7 日，滿洲國政府新設通

化省

還有兩度溥儀訪日的詳細

也有 忠靈廟

其次是偽滿洲

設置、國勢調查、公債發行、抓捕勞工等等都能在滿洲國的政府公報中完整呈現，

這對於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至少在官方的角度上有穩固的史料基礎，也為將來研究軸心

國間交往、合作等相關議題帶來新的曙光，能獲得更全面的成果。 

府公報全編》一套外，另也影印出版《偽滿洲國地方政府

滿州國於其成立之後，建都新京(今吉林省長春市)，內部行政區劃多有變更，因此

也影響了本套圖書的規劃與編排。1932 年滿州國甫建立時，僅領有原東北三省(黑龍江、

吉林、奉天)，新京與哈爾濱為特別市。《興安省官制》頒布後，滿洲國政府在黑龍江省

西部蒙古族聚居地設立興安省，下分設興安北分省、興安南分省和興安東分省，省公署

的職能由國務院興安局負責。但隨著日軍發動熱河戰爭與長城戰役，滿洲國的領土推展

至熱河與察哈爾東緣。滿洲國政府在 1933 年(大同二年)5 月 3 日增設熱河省，並在熱河

地區設立了興安西分省。1934 年（康德元年），滿洲國政府將原有的奉天、吉林

和牡丹江省兩省。1939 年（康德六年）6 月 27 日，滿洲國政府新設北安省和東安

省兩省，哈爾濱市變為普通市。1941 年（康德八年）7 月 1 日，滿洲國政府新設四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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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康德十年）10 月 1 日，滿洲國政府在牡丹江、間島、東安三省設置東滿總省，

撤銷牡丹江省，保留間島省和東安省；興安四省再度被視作為一個整體，設立興安總省，

下設興安北省、興東地區行署、興中地區行署、興南地區行署、興西地區行署。1945 年

（康德十二年）6 月 1 日，東滿總省被撤銷，在舊東安省和牡丹江省的區域上設立東滿

省。 

4. 《偽滿洲國統計資料彙編》 

《偽滿洲國統計資料彙編》一套 ，2009 年出版，與前列《偽滿洲國政府公報

》、《偽滿洲國地方政府公報 等為一系列關於偽滿洲國的史料，對於研究者而

言，

滿洲國的建立延續日本統治的習慣，在統治期間進行相當多國勢統計，一如滿鐵對

其統治區域之分析與調查一般，能作為最高當局採擇國家發展策略與國土分配規劃的參

考。可惜的是，這一些歷史資料並未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尤其是貫穿滿洲國始終的完整

統計資料更少。收入本套書的十種統計期刊，稍加分述如次： 

有 1936 年 8 月至 1939 年 12 月，

共得九冊；《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時報》由滿洲國經濟部出版，時間僅有 1937 年 4 月至

1940 年 12 月，共得六冊；《鐵嶺縣公署統計彙刊》由鐵嶺縣公署出版，僅有 1937 年的

一冊；《奉天商工公會統計月報》由奉天商工公會調查科出版，時間斷限為 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12 月，共得三冊；《零（小）賣物價月報》由滿洲國經濟部商務司出版，

時間為 1939 年 12 月至 1944 年 8 月，共得三冊；《統計時報》滿洲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 

1940.2-1941.3 1 冊；《滿洲興業銀行週報》由滿洲興業銀行調查課出版，時間為 1940 年 2

月至 1941 年 4 月，共得六冊；《奉天統計月報》由奉天市公署中銀分行商工公會出版，

時間為 1942 年 1 月至 1944 年 9 月，共有四冊。 

 

滿州國地方政府公報保存下來的極少。目前該公報彙編僅收集整理出來《奉天省公

報》、《吉林省公報》、《錦州省公報》、《新京特別市公報》、《奉天市政公報》等五種。關

於偽縣政府公報，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有手工刻版，手工油印，保留下來的更少之又少，

收入的僅有《本溪縣政月刊》、《安東縣政月刊》、《康平縣公報》、《雙城縣政月刊》、《阿

城縣政月刊》、《多倫縣公署日報》等六種，但仍能藉此窺探滿洲國的地方行政，不失為

一項重要的稀存史料。 

36 冊

全編 彙編》

提供了充分的資料，為日後客觀的研究帶來契機。 

《奉天市政統計彙刊》由奉天市政公署統計股出版，時間僅有 1932 年至 1935 年，

分為二冊；《北滿經濟月報》由哈爾濱商工公會出版，時間僅有 1936 年 1 月至 6 月，僅

有一冊；《奉天市統計月報》由奉天市公署出版，時間僅

雖說這批資料的內容與時間頗為零散，但卻是能以實際數字與統計資料管窺滿洲國

國勢的材料，能與一般史家慣用以文字資料敘述的書寫模式相互搭配，呈現出較為立體

的滿洲國國情與當時的實景，因此能說這批統計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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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偽滿洲國期刊彙編》 

滿洲國雖被認定為是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中國的傀儡產物，但由於她是

作為一個「國家」的身分參與國際活動，為反共軸心的一份子，因此她在名義上確實擁

有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政府，且不是任何一個政權的延續。然而，由於其為一個被認定為

是偽組織的政權，滿洲國研究長年以來遭受忽略或是刻意扭曲，經過一甲子的沉澱之

後，

然而正因為滿洲國的特殊歷史定位，因此其相關的資料並未備妥善保存，反而飽受

批判、拋棄、毀壞，在事過境遷之後想要重拾資料，相當困難，本套叢書所收錄、影印

出版的期刊包含文學藝術類、新聞時政類、財經管理類、文化教育類、科普健康類、大

較大的是文學藝術類。包括：鐵路總局總務處出版

的《同軌》(11 冊，瀋陽 1934.2-1943.9）、道慈雜誌社出版的《道慈雜誌》（8 冊，瀋陽

1934.9-1936.12）、奉天省立女子師範校友會出版的《興仁季刊》（ 1 冊，瀋陽

1934.12-1936.6）、滿洲文化協會出版的《大同文化》（2 冊，大連 1935.4-1936.5）、文

教部出版的《文教月報》（2 冊，瀋陽 1935.8-1936.7）、新青年旬刊社出版的《新青年》

（9

月刊》（1 冊，瀋陽

1940.1-1940.11）、滿洲雜誌社所出版的《麒麟》（14 冊，新京 1941.6-1945.2）與滿洲經

濟社所出版的《新潮》（2 冊，新京 1944.1-1944.2）等十三種。 

6. 陳雲林 總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兩岸出版交流中心與南京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共同合作，於 2006 年 12 月正式出版。全套共計 300 冊，16 開精裝本，是本計

畫中最主要的購書。 

史料出版

工程」的其中一環而推出。據稱，「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係經由中國主管部門批准，

交由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策劃，再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廈

東北淪陷史總編室及相關省、市圖書館決定將較無爭議的民間出版品率先重行刊

載，於 2008 年出版《偽滿洲國期刊彙編》一套 64 冊，為史料與研究增添基礎，為將來

有客觀的研究帶來契機。 

中學報類。其中辦刊品質較高，影響

冊，瀋陽 1935.10-1940.6）、月刊滿洲社出版的《明明》（1 冊，撫順 1937.4-1938.3）、

商工研究社出版的《商工月刊》（6 冊，大連 1938.6-1943.7）、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出版

的《新滿洲》（6 冊，新京 1939.6-1945.1）、文選刊行會出版的《文選》（1 冊，瀋陽

1939.12-1940.10）、奉天市南關天主教堂出版的《滿洲公教

值得一提的期刊有兩份。一是大型文化綜合雜誌《新滿洲》，該刊於 1939 年 1 月

在新京(長春)創刊，月刊，終刊於 1945 年 4 月，歷時 7 年，共刊出 74 期。該刊物雖然

不是純文學刊物，但所刊文章中很大比例是文學創作，刊行期間還有許多特輯，甚至有

以女性為主題的。另一個則是《麒麟》月刊，該刊物創刊於 1941 年 6 月，終刊於 1945

年 3 月，共刊出 46 期。該刊物為通俗文學讀物，曾經是滿洲國內發行量很大的刊物，

影響也極深。 

《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由中國大陸海峽

該叢書的出版，主要是作為中國「國家 15 重點出版規劃項目：臺灣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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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單位共同實施的一項國家重點出版規劃專案。該專案收集檔案

史料自明代至 1949 年，其中出版的類別，除了《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之外，尚有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民間遺存臺灣文獻彙編》以及《海外遺存臺灣文獻選編》

等項，收羅的史料則涵蓋了官方檔案、民間收藏及海外遺存。 

刊的出版時間順序作為排列準則，年代為早的編排在

前，年代為晚的則編排在後；至於時間不清楚者，則依編者考訂的時間為準，并加注說

明。其次，將彼此相關的檔案、圖書與期刊歸為同一事類，并加上文件標題；除部份採

用檔案、圖書或期刊的原標題外，大部份則為編者擬加。另外，為保持檔案原貌，叢書

內所收檔案、圖書與期刊，均照原件翻拍，並未作絲毫的剪輯與刪改。而為便於讀者查

閱，叢書的最後一冊（第 300 冊）則是叢書的總目錄。 

7. 殷夢霞、李強 選編，《民國善後救濟史料匯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08 

《民國善後救濟史料匯編》是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主持，作為「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的一環，於 2008 年 9 月正式出版，全套共計 14 冊的叢書。叢書收錄的內容，乃是以國

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及其各省分署的各項工作報告、調查報告、

計劃、統計圖表為主，此外善後救濟的章則、制度條文亦包含在內。 

援助，因此乃呼籲各國捐助資金，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

） 年年初，國民政府成立行總，作為戰後負責協助聯總的專門 年 8

佈投降後，聯總、行總乃正式啟動，開啟了聯合國對中國的重 助。

此後

1980 年代以後，有關中國明末以來、清代民間慈事業的研究，以及相對於民間慈事

業由

《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正如其名，收羅的是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民

國時期（1912-1949）與臺灣相關的檔案，不過也包含一部份的圖書與期刊。其中絕大部

份為中文，少數則是日文和英文。內容的編排方式，以時間為經，事類為緯。首先按照

檔案的形成時間，以及圖書與期

雖然此套叢書出版的背後不免有中國大陸官方的政治考量，但因為收羅的資料非常

豐富，舉凡當時臺灣人在大陸的抗日活動，臺灣知名人士給中央政府的陳條，國民黨中

央直屬臺灣黨部編印的《臺灣問題參考資料》，開羅會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各項準

備與接收經過，臺灣光復後 5 年的省情、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善後救濟，大陸知

名人士赴台遊記、各種調查報告、國民黨撤往臺灣的各項措施……等均包含在內，可說

提供現有已知資料的另一個參照面相，所以其學術價值不可忽視。 

1943 年年底，英、美等國考量一旦戰爭結束後為提供受戰火波及的國家進行難民救

濟與經濟重建的

總」。1945 機構。1945

月日本宣 建、救濟援

直到 1947 年 11 月，聯合國方才決定終止對中國的援助。其間，聯總亦對其他數十

個國家提供重建援助，但都不及中國所受的援助為最大。 

國家負責主導的荒政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關注。19 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勢力以較之以

往規模更大、深遠的各樣方式進入中國，使得中國進入一個劇烈的變動期。其間民間慈

善事業與國家的相關救濟政策與思想，亦受到西方的影響。歷來對華洋義賑會與中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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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會的研究，即是在此歷史脈絡之下的研究產物。然而受到 1937 年後，中日之間爆

發全面戰爭的影響，19 世紀中葉以後新生成的慈善事業可說又進入另一個發展期。戰後

百廢待舉，原有的慈善事業亦無多餘的力量進行社會重建工作，因而此時聯總的援助，

以及行總開展的業務可說提供了一項重要的生力軍。然而，目前有關戰後行總的研究不

僅零星，而且尚屬空泛，缺乏深度。行總開展的業務，涉及戰後中國國內各項經濟重建

與救濟服務，因此可以提供此時相關社會史與災賑史的研究視野。另一方面，由於牽涉

到聯合國對中國的援助，因此亦可從中觀看戰後國際關係與中美關係的情況。透過此份

史料的刊載，可說提供研究者更方便地開拓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2009 年 6 月，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外交報匯編》共計 32 冊，乃是將 1902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創刊，由張元濟等人主編的《外交報》(旬刊)，由商務印書館代印出版之

版本再翻印出版。 

《外交報》是中國第一份以評論國際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報刊，除了引介當時國際法

觀念，更經常從幾十種外國報刊中摘譯時事論文，充實了當時朝廷與一般民眾對於國際

社會之認識。《外交報》自 1902 年 1 月 24 日至 1911 年 1 月總共出刊 300 期，內容相當

豐富，舉凡國際形勢、國籍法、國際公法、國際會議、國際條約、各國對華政策、各國

間交涉、交涉往來的電報、各國外交發展策略、各國重要外交官傳略，以及各國內政概

要等等，都儘可能的蒐羅其中。是以，《外交報》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外事資料，深受當

時海內外人士之重視。另外，一份刊物能夠長期經營 10 年，除了編輯群體經驗的積累，

，各國因義和團事件，合力進軍北京。1901 年，晚清政府因敗於八國聯

軍之

的刺激，中國各

地也掀起各式產業技術的革新，積極發展國內外商業。此次，北京國家圖書館將此重要

資料重新匯編出版，提供了學界研究晚清政治史、近代中國外交史、近代中國國際商業

貿易史之便捷。 

載的外交消息簡略，未能對

整個事件交代清楚，研究者必須再根據《外交檔案》或相關的重要史料為根基，才能確

實掌握事件來龍去脈。除此之外，《外交報》部分的記載瀰漫中國民族主義色彩，讀者

在採用這些資料佐證研究時，務必加以留意。 

8. 張元濟主編，《外交報匯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更顯現中國廣大的閱讀市場與網絡，以及當時中國出版事業的發達。 

1900 年 8 月

役，遂與各國簽訂《辛丑和約》。《辛丑和約》規定中國賠款之巨，亙所未有，也激

起中國一連串重要改革，是為新政革新。新政革新自 1901 年起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

在這十年間是晚清政治與社會蛻變的重要階段。晚清政府成立外務部，訓練專門外交人

員，更積極走向世界，和國際社會接軌。在社會上，晚清受到國際商貿

曾使用《外交報》探討晚清參加萬國郵政聯盟的過程、晚清參與萬國博覽會之歷程，

以及清季中日二辰丸事件之爭議，認為《外交報》之相關紀錄確實能夠作為研究近代中

國外交史之輔助材料，藉以釐清相關的史實。《外交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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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貴連主編，《民國北京政府制憲史料二編》(北京：線裝書局，2008)。 

《憲法新聞》於 1913 年開始編輯出版，共 24 期，增刊 2 種，發行人

《民國北京政府制憲史料二編》乃是 1920 年代中國聯省自治運動省憲史料之集結，

收錄《憲法新聞》、《中華民國聯省憲法草案及說明書》、《省憲輯覽》、《省憲彙刊》、《憲

友》、《湖南籌備自治週刊》、《湖南制憲報告書》、《湖南省憲六法全文》、《浙江省憲法會

議議事錄》、《浙江憲法審查會彙編憲草之結果》、《省憲週報》、《浙江制憲史》、《蘇社臨

時特刊》等 13 種，分編 28 冊。茲擇取一二，分述如下。 

為李慶芳。該

吹憲政思想，介紹憲政知識 當時國會動態及制憲 有一定的

。 

《憲友》係北京憲友報社於 1923 年 7 月出版，由王澤攽擔任總編輯。《憲友》僅出

版一期，且為非賣品，流傳極少。此刊分論說、憲訊、憲會紀錄、地方制度協商會紀要、

憲評、提案紀要、事件、來稿等欄目，其立場乃是出於反對省憲活動，實值參考。 

《湖南制憲報告書》是由湖南省制定憲法籌備處於 1922 年 11 月編印，屬於非賣品。

大致上分作像片、紀事、規程、表、文牘、法案全文、經費、雜錄等 8 個部分。其全盤

又有系統的記錄下湖南制定省憲的各個樣貌，而且按照類別編排，查閱方便，可與《湖

南籌備自治週刊》相互補充，以了解當時湖南省憲活動之發展。 

1920 年代省憲

發展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 

聯省自治運動中的制憲活動，乃是民國初年制憲活動之濫觴，惟缺乏相關史料，至

今仍

刊鼓 ，報導 情形，對聯省制憲

影響層面

《湖南籌備自治週刊》由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籌備處於 1921 年 2 月至 8 月發行，

共計 25 期。此刊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詳細報導湖南制憲情況，還記錄山東、四川、湖

北、雲南、江蘇、貴州、廣東、浙江、陝西等省的制憲情狀，乃是研究

《浙江制憲史》為陳益軒編輯，1921 年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全書共分浙江制憲運

動之淵源、浙江省憲法起草委員會、浙江憲法會議、制憲與盧督軍、制憲與各法團、制

憲與舊法省議會選舉、制憲與北京政府、制憲與各省自治潮流、制憲與太平洋會議、制

憲與旅京同鄉、各界對於浙憲之表示、各界對於浙憲之評判等，是為研究 1920 年代浙

江省憲活動之重要參考資料。《浙江制憲史》可與《浙江省憲法會議議事錄》、《浙江憲

法審查會彙編憲草之結果》、《省憲週報》等相互搭配，作為研究之參考基礎。 

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此次，《民國北京政府制憲史料二編》乃是透過北京國家

圖書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天津市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

江省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之合作，將這些文獻集結出版，提供了研究聯省自治

運動之制憲活動的重要史料，相信對於制憲活動的整體發展及其影響之研究必是一大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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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4)。 

法院各專門委員的會議紀錄

(37-45 冊)。立法院的會議紀錄是根據召開的時間先後，依序排列。各專門委員會相對分

類後，依次呈現，然後各委員會再依照開會之先後，依序排列。 

府立法院會議錄》為便利讀者查閱，在第一冊設有總目，指引各次會議(附

開會時間)或是各專門委員會所屬分冊。各分冊相繼編有所錄會議文件的目錄，便利查

詢。 

戰

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匯編了 192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6 月立法院及各專門委員會各次會議紀錄文件，乃是研究國民政府在大陸

時期立法院之組織與職權、立法院與行政院和司法院等各部會之關係、各項重要法律、

各項重要議案與中國法制史的重要史料。惟《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因檔案原件散失，

部份會議文件不完整，如專門委員會及 1937 年下半年、1944 至 1947 年立法院會議文件

散失

，方能周詳。 

11.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是國民政府直轄的專業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

1931 年 4 月 15 日決議設置，11 月設立籌備處，原隸屬於行政院，掌管全國經濟建設和

發展計劃的設計、審查、監督、指導，以及實施特種經濟建設或發展事宜。1933 年 10

月正式成立，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初期，設置委員長與副委員長各 1 人，1933 年 10

月改

其原本主管的事務分別劃歸經濟部、交通部兩單位掌理。 

1947 年，國民政府再度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仍隸屬於行政院，設委員長 1 人，由

行政院院長兼任，以行政院副院長、秘書長、各部部長、主計長、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編的《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乃是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館藏檔案及中國大陸各地圖書館資料中所輯錄而成，共有 45 冊，由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出版。全書蒐羅會議的文件，在時間上從 192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6 月，涵括整

個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有關立法院的會議紀錄(1-36 冊)及立

《國民政

立法院是國民政府最高的立法機關，職掌議決國家法律案、預算案、大赦案、宣

甚多，仍待其他地方將這些資料相結合。又《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多為立法院

院會或各專門委員會對於議案之擬議與最終討論的成果，然這些議案的討論過程為何，

實得再依賴立法院院會速紀錄、議事錄、關係文書、委員會會議速紀錄、審查報告，以

及國門政府其他部門之公文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5)。 

設常務委員 5 人主持會務，選蔣介石、汪兆銘、宋子文、孫科、孔祥熙等擔任該會

的常任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之組織有一般行政事務機構、如秘書處、會計室等，另有

水利處、公路處、農業處、江西辦事處、西北辦事處，以及水利、公路、教育、農村建

設、衛生、蠶絲改良、棉業統制、華北水利、揚子江水利等委員會。1938 年 1 月，國民

政府為了應付中日戰爭的爆發，於是調整中國戰時整體政治機構，遂裁撤全國經濟委員

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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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銀行總裁任當然委員，下設物價委員會、輸出推廣委員會、國營生產事業出售監

理委員會、工程委員會等專門委員。其職權為決定主要經濟政策，制定主要經濟計劃及

方案，充分有效利用全國資源，特定經濟措施之督導，各經濟部門工作考核等，是為當

時國家經濟之最高決策。1948 年 8 月，該會因國共內戰紛擾，正式結束。 

照各專門委員會相對

集中次第排列。該會議錄的每次會議文件一般按議事日程、會議錄、會議附件依次排列。 

農業和農村、水利等專項建設發展規劃和實施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對於經濟和貿易的督導、資源管制等措施的重要參考資料。《全

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作為研究素材，勢必單薄，倘若能夠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運用

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典藏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必定能夠對於國

民政府整體的經濟策略及其如何落實等，有更為全盤的了解。 

晚清中國先後遭逢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的刺激，掀起洋務運動，更於 1888 年

創設北洋艦隊，是為近代中國海軍之濫觴。當時，北洋艦隊包含了英、德新式船艦，被

專家評比為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艦隊，可惜於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1901 年，晚清極力推展新政，亦不敢忽視海軍之建設。民國時期，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

以進一步釐清。 

抄本民國初年海軍門檔案。包括海軍門軍衡類、軍需類、軍學類、總務類個卷宗，

記載民國初年海軍創建、人員任免、考績、敘勳、各地軍港的建設、炮艦添購、海軍操

演練習、軍事協調調度等事宜，均有詳細的紀錄，是為研究民國初年海軍發展之重要史

料。 

《海軍部工作報告表》，以表格排列 1929 年 6 月至 12 月間的工作事項，以及進度

狀況。《海軍統計》、《海軍年報：民國二十七年》、《海軍年報：民國二十八年夏抗戰二

《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是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典藏的檔案資料輯錄而

成，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套共十冊。其中第一至六冊是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

員會會議紀錄，第七至十冊是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紀錄。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

議紀錄部分按照召開的時間順序排列，專門委員會會議部分則是按

《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是研究國民政府於抗戰爆發前經濟政策以及公路、西北

開發、

12. 殷夢霞、李強編，《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獻初編》(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2009)。 

政府仍然投注海軍建設，惟中華民國海軍史的研究因缺乏檔案資料，使的很多的基本史

實仍待新史料的開發，

《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獻初編》彙集了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典藏的民國時期

軍事檔案以及相關文獻，這 10 冊的資料甚為豐富。在時間的跨度上，涉及了民國時期

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海軍史發展的重要階段，對於研究民國初年海軍的建立與發

展、南京民政府成立至抗戰全面爆發之前的海軍建設與備戰情況、抗戰期間軍事戰鬥經

過和中國施展的戰略戰術、抗戰勝利後戰略的調整與建設規劃，都提供甚多一手史料。

《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獻初編》之重要內容，茲舉一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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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紀念》，都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有關海軍的各項統計報告。《海軍大事紀》之編排，

起於清同治元年(1862)，終至民國 30 年(1941 年)，將此段期間重要之事件依照年、月、

日編排，查閱便利。《海軍職員錄(1934)》、《海軍部職員錄(1937)》、《海軍總司令部暨所

屬各機關編制表(1943)》、《海軍總司令部編制草案(1946 年)》、《海軍總司令部科長以上主

官姓名冊(1947)》、《海軍總司令部軍官佐屬現職錄(1947)》等，對於研究海軍主要人員的

構成、海軍人員職位的變遷、海軍各機構的設置，都可提供作為重要的參考基礎。 

在中國期刊發展史中，女性期刊一直都是最為活躍最有生命力的一個期刊門類。中

國第一份女性期刊是 1898 年在上海發行的《女學報》，該刊係旬刊，是中國女學會的會

刊和

辛亥革命後，女權問題列入政治議題，然而女權仍難解放，因此部分有識之士紛紛

籌備創辦女性期刊，以呼喚中國女性的覺醒，形成中國史上第一次女性期刊的繁榮期。

這些女性期刊以地域區分，主要創刊在上海、北京、重慶、廣州、南京等地，其他各省

《婦女聲》，1921 年 12 月 31 日創刊，是為半月刊，為中國共產黨以上海中華女界

聯合會的名義創辦的，以解救被壓迫的階級婦女，促進婦女參加解放運動為宗旨。 

容在討論學術理論，著重批判現實問題，以及

介紹海外新學說。 

《婦女生活》，1935 年 7 月 1 日創刊，屬於月刊，1936 年 7 月 16 日改為半月刊。1941

年停刊。 

《戰時婦女》，1937 年 9 月 5 日創刊，是為 5 日刊，其內容主要報導上海和各地婦

女抗日團體活動，介紹世界各國婦女反法西斯運動的情況，反映出婦女悲慘的生活樣貌。 

文藝和漫畫等欄目，1945 年 7 月停刊。 

13.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北京：線裝書局，2008)。 

上海女學堂的校刊，主要是以提倡女學、爭取女權為宗旨。1904 年，上海又創辦了

《女子世界》，至 1906 年停刊，是辛亥革命以前歷時最長，影響層面最廣的刊物。1909

年，《女報》也在上海創刊，這是一份月刊，亦以提倡女學，扶植女權為宗旨。 

也有分布。《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收錄的有女性期刊甚多，茲擇取一二，分述如

下： 

《女權》，1912 年 5 月創刊，為月刊發行。該刊是由同盟會女會員發起女子參政運

動中出現的刊物，以爭取女權為宗旨，刊載有關女子參政的文章與女英雄事蹟。 

《新女性》1926 年 1 月 1 日創刊，內

《女子月刊》1933 年 3 月創刊，其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刊載有關各種國際政治時

事的文章，還刊登涉及當時敏感時事問題的文章而被查扣，處境艱難。 

《女聲》，1942 年 5 月創刊，屬於月刊，設有評論、婦女職業、世界知識、衛生、

家政、

《婦女雜誌》1915 年創刊於，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是一份向女性發行的總合性

大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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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創刊於 1931 年，原名《玲瓏圖畫雜誌》，後來易名為《玲瓏婦女雜誌》，

簡稱《玲瓏》，其主旨是鼓勵婦女通過社會高尚娛樂來追求美好生活。 

以往，這些女性老期刊都收藏在圖書館或是收藏家中，一般讀者很難看到和閱讀

到。《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總共收錄 148 冊有關女性期刊，得以如實呈現這些女

性期刊的內容。 

吉林省檔案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憲兵遂跟隨著軍隊進入中國東北。日俄戰爭結束之後，

俄國因戰敗而將東北政權轉交日本。因此，日本攫取了東北特權，並在該地成立關東憲

兵隊。關東憲兵隊成立之後，直屬關東總督，並以保護僑民，維護日本權益之名，在附

屬地內外，大肆搜集東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報，伺機干涉中國內政與占領東

北。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本東北軍隊進行大規模的抵抗，然難以抵擋日本關

東軍的軍事行動。1932 年，關東憲兵隊劃歸關東軍作戰序列，成為關東軍的一支特別部

隊。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下設總務部、機務部等機構，並於滿洲國所轄的各省設置憲兵隊，

在各縣以及重要的街頭鄉鎮設置憲兵分隊、分遣隊，組織成嚴密完整的系統。隨著形勢

的變化，關東憲兵隊不斷強化其威權，最終發展成一個具有龐大攻擊武力的鎮壓機構。

後來

1941

年，隨著國際局勢的變遷與中國內部對日本抵抗力量的逐漸壯大，日本為加強東北的殖

民統治，更以關東軍作為刺探情報、控制百姓之武器，進行一系列的鎮壓行動。直至 1945

年 8 月，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其在東北的關東憲兵隊也走入歷史。當初，日本關東憲

兵隊

來，這批數量龐大的史料經發掘後挖出，並由吉林省檔案館接收保

管和整理。 

兵隊司令部檔

案中擇選加以彙編而成的檔案資料集，所蒐羅的檔案包括關東軍憲兵隊的各種月報、半

月報、旬報、日報等。這批珍貴的材料，足以提供研究 1905-1945 年日本在東北所進行

的各項活動。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略東北，此令中國東北軍隊直起抵抗，

因此

會史的材料，可以此批材料作為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發展之依據。 

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著危機。據相關調查顯示，由於近代造紙、印刷、裝訂等工藝自身缺陷所

14. 

2005)。 

，關東憲兵隊還統一了日本在東北的警察機構，取得了統一指揮日本在東北警察的

特權。1939 年，隨著日蘇緊張形勢的變遷，關東憲兵隊也開始秘密籌備並侵略俄國。

積極銷毀相關資料，惟部分來不及銷毀的檔案和資料，只好儘速埋藏在東北的地底

下，以掩人耳目。後

《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是從吉林省檔案館所保存的日本關東軍憲

這批材料可作為研究日本與中國在東北境內交鋒戰鬥的重要材料，同時也可以藉此

觀察日本如何組織部隊以抵抗中國軍隊的襲擊。當然，這些情報資料留下大量近現代社

15. 馬大正主編，《民國邊政史料匯編》，北

民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出版，與民國史研究相呼應。然而民國文獻的傳藏與

利用，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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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幾乎無一例

外地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針對此等危機，北京國家圖書館成立「中國國家圖

書館民國文獻資料編纂出版委員會」，依據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

和社會需求等，進行分類整理，並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的形式，陸續編纂出版，此

套《民國邊政史料匯編》即在此背景中出版。 

《民國邊政史料匯編 為三類：期刊類、檔案資料類 著類。 

期刊類方面，收錄了《邊政公論》及《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兩者皆為在當時頗

有影響，且目前不易查得的期刊。 

第一次對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的相關史料進行集中整理和披露。另外四川、西康

的資料亦收錄其中，包括《川康邊政資料輯要》、《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

匯編》，當時的國民府軍事委員會為加強川康邊區的統治和開發，在抗戰時期由「委員

長成都行轅」收集有關文獻資料，於民國 29 年整理編輯成《川康邊政資料輯要》，此資

料包括川康邊地區二十九個縣的基本情況，二百餘萬字，史料價值頗高。 

由於《民國邊政史料匯編》入選的各類諸篇，在當時是政府檔、期刊或專著，在今

日均已成為研究所據之史料，而所收諸篇的立場和觀點均為彼時相關部門和學人的見

解，提供了民國邊疆地區之另一研究參照面相，而豐富且有系統搜集之史料，更有助於

民國邊政史研究之拓展。 

，《日本華僑華人と中國新移民の研究》（東京：日本僑報社，2008）。 

新華僑華人研究放

中國國際移民的範疇中，與移居其他國家的華僑之狀況進行比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透過對於神戶華僑華人，來自福建省福清縣的華僑華人與著名的

華僑領袖陳德仁先生為例，來探討日本華僑華人的文化指向，以及論述其主要特徵，並

的先天不足，以及各收藏機構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觀念滯後、經費短缺、保管不善

等原因所帶來的後天損害，為數眾多的海外公私藏書機構收藏的民國文獻

》所收文獻可分 、專

檔案資料類方面，則收錄了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的相關史料，包括《蒙藏委員會公

報》；蒙藏院、蒙藏委員會職員錄；蒙藏院所編的蒙古王公名錄、行政概要、行政統計

等，是

專著類方面，收錄了二十世紀 20 至 40 年代出版的專著十五種，涉及地區有西北、

蒙藏地區，若依省區言，而有新疆、青海、寧夏、西藏、西康，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

長期以來，上述諸書均深藏書閣，難得一見，借閱也殊為不易。 

16. 郭玉聰

作者從事日本華人華僑問題及新移民研究長達十年，是比較早將新華僑華人概念引

入中國學術界之學者。今日廣為人知的現象是，日本華僑佔全世界華僑的比重很高。近

二十年來，在日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達六千人以上，研修博士課程者則有八千餘

人。另外，近二十餘年來在日中國人，每年都有所增長。據日本法務省於 2006 年 5 月

26 日發表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 12 月中國人在日本達到 51 萬 9,561 人，佔在日外國

人的四分之一以上。另外，據不完全統計顯示，中國赴日交流學者達三千人以上，關於

日本華僑華人的相關著作超過一千本。本書的特色之一，便是將日本

置於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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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移居他國的華僑華人進行比較研究。本書對於日本新華僑的討論，包含與中國新移

民的接觸、中國新移民的數量、種類及發展傾向的主要原因，並且探討先進國家對中國

留學生的爭奪狀況，及針對中國留學生所訂定留學移民政策的重點。本書觸及對臺灣商

人的討論，專章針對企業文化的檢討，從明顯的移民特徵及文化特徵來論述，臺灣商人

並非國際移民，而屬於國內移民。各學科皆針對國際移民及華僑華人進行研究，因此華

僑華人研究的難題在於如何釐清各學科所共同關注的問題。本書便針對國內外各學科的

研究成果進行廣泛的檢討，例如，歷史學的「人口變動與現代理論」，社會學的「文化

衝突與文化融合理論」，經濟學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民族學的「民族與民族性理論」

等研

章，〈中國

國際移民的增加及其要因〉。第十四章，〈海外中國人留學生爭奪戰〉。第十五章，〈中國

的海外人才導入之新對策〉。第十六章，〈中國大陸臺灣系企業的經營及其效率〉。 

への道》（東

京：第三文明社，2006）。 

國際經濟學部教授。作者研究日本右翼團體多年，並且在日

學界也頗負盛名。其人以「近代日本‧亞細亞精神史」研究之第一

傳 北一輝》（全 5 卷）曾獲 2005 年司馬遼太郎賞、每日出版文化賞

活躍

自 2005 年起，由當時日本小泉內閣發起「北京—東京論壇」。2009 年日本民主黨獲

得政權，籌組鳩山內閣，重新構思日本外交政策，首相鳩山由紀夫於上任時，針對日本

外交政策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概念，並於 2009 年 11 月初在大連舉辦的第五屆「北京—

東京論壇」中，對其構想進行深入論述。在「東亞共同體」的論述中，松山健一佔有重

要地位，他對於「東亞共同體」的未來充滿信心。本書的出版，即是在此時代契機之下

所出，故可在此脈絡下進行思考。 

本書中譯為，《日‧中‧韓的國家（民族）主義—前進東亞細亞共同體的道路》，共

分為五章。第一章，〈從靖國問題看國家（民族）主義〉。第二章，〈從歷史教科書問題

究，透過探索國際移民和華僑華人本質中的特徵與發展規律，創造出從複合學科所

建構的新視野。 

全書分為十六章。第一章，〈序論〉。第二章，〈在日本二世三世華僑詞人的中華文

化志向研究〉。第三章，〈關於日本華僑華人的發展動態與特徵〉。第四章，〈神戶二世華

僑人氣人物—陳德仁氏〉。第五章，〈日本華商企業文化的主要特徵〉。第六章，〈誠信是

華商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第七章，〈日本神戶的華僑華人及其二、三代〉。第八章，〈1990

年代日本新老華僑華人的文化差異與文化融合〉。第九章，〈新華僑華人的形成及其基本

特點〉。第十章，〈20 世紀末新華僑華人的增長態勢〉。第十一章，〈福建的新華僑華人及

其對福建省的重要意義〉。第十二章，〈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新移民〉。第十三

17. 松本健一，《日‧中‧韓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アジア共同体

作者松本健一 1946 年生，1968 年於東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之後於法政大學日本

文學博士課程修畢，1983 年起，歷任中國日語研修中心教授、京都精華大學教授，目前

為麗澤大學（日本千葉縣）

本文 人著稱，代表作

《評 。近年來，作者

於日本政治論壇，為知名評論家，提出「東亞共同體」論述與目前日本對外政策息

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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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國家（民族）主義〉。第三章，〈從領土問題看國家（民族）主義〉。第四章，〈從憲法

改革問題看國家（民族）主義〉。第五章，〈超越國家（民族）主義－「亞洲人的通用房

間（common house）」之提倡〉。本書第一章到第四章，分別針對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問題進

行討論。第一章探討靖國神社參拜所引發中韓兩國抗議的問題。第二章討論日本右翼份

子所編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日本侵略中韓兩國的歷史解釋，所引起的國際爭端。第三章

從近代歷史的角度，討論日本與中韓兩國之間關於釣魚台列嶼及竹島的領土問題。第四

章檢討日本於戰後所制訂的憲法應如何修正的相關問題。最後在第五章，作者討論中國

是否掌握東亞共同體主導權的相關問題，認為中國目前的內部問題很多，仍有待努力。

最後，作者以地球村概念，提出東亞各國應超越國家主義，邁向「共生」。 

18. 滝田賢治，《東アジア共同体への道》（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6）。 

本書是日本私立學校振興‧共濟事業團（2003-4 年度）和中央大學（2003-5 年度）

共同籌設三年期的學術研究振興資金，以「美中關係與東亞共同體構想」為主題下的研

究成果之一部。東亞共同體構想為本計畫的基調，亦為本書各篇論文所言及。馬來西亞

首相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在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提出「東亞經濟協議體」的

構想。當 1997 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時，這個構想開始具體化，以 ASEAN+3 的組織方式

具體化。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的姿態相當積極。日本政府則在 2003 年於東京舉辦的

亞洲特別首腦會議中發表「東京宣言」，將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意思表明於世。 

術界對於東亞共同體 與消極

兩種論調 化的緩和與地域主義不可分，也與如何對應中國崛起所

產生的地域主 各國組織起來不可切缺的因素。消極面則認為，東亞共

同體

本書所收論文，從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中孕育出多樣性的問題，包括經濟、安全、社

會、思想各個方面的討論。本書共分為十四章，分別由十四位學者撰述。第一章，〈緒

論—共同體的概念〉，由中央大學法學部教授滝田賢治撰。第二章，〈關於東亞地域統治

的課題與展望〉，由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內田孟男撰。第三章，〈東亞高峰會與地域共

同體的創設〉，由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ジョン.カ－トン撰。第四章，〈關於東亞的地

域主

—東亞與日本關於思想的關係—〉，由中央大學總

合學部教授モジュタバ‧サドリア撰。第十章，〈從友好交流到東亞共同體？--從日中交

流概觀所見—〉，由早稻田大學亞太平洋研究科教授園田茂人撰。第十一章，〈東亞共同

在這一潮流之下，日本逾 2004 年由官方與民間共同成立「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提

供學 議論的活潑化。然而，關於此議題目前分裂為積極論

論， 。積極論認為全球

義有關，這是東亞

的強大化可能使中國產生新的「華夷秩序」，而日本要加入此一組織必須克服中韓

兩國與日本之間，對於歷史認識問題不同所產生的困難。 

義—從合作到法治化—〉，由臺灣大學政治系楊永明教授主筆。第五章，〈關於促進

亞太平洋各國之間的協調〉，由韓國國防大學教授韓庸燮撰。第六章，〈東亞經濟共同體—

模式的探索—〉，由新潟經營大學經營情報學科 Ivan Tselichtchev 教授撰。第七章，〈東亞

共存與日本對內直接投資〉，由中央大學商學部教授高橋由明撰寫。第八章，〈「東亞共

同體」構想與環境控制—從環境控制到環境共同體—〉，由中央大學法學部教授星野智

撰。第九章，〈東亞共同體思想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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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論的歷史脈絡—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辯證法—〉，由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齋藤道

彥撰。第十二章，〈北朝鮮的核心問題與東北亞的和平〉，由漢陽大學政治外交學科教授

金慶敏主筆。第十三章，〈考察關於東北亞共同體的構築〉，由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

小明教授主筆。第十四章，〈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和平共同體的構築〉，由北京大學朝鮮文

化研究所副所長金景一撰。 

本書中譯名為，《朝鮮與越南、日本與亞洲：人、物、情報接觸、交流與

19. 片倉穰，《朝鮮とベトナム 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

と対外観》（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2008）。 

對外觀》。

片倉穰主 制、越南前近代法、日本亞

主要著作有，《ベトナム前近代法 基礎的研究》、《日本 アジア観

索引

本書第一個研究主題是朝鮮半島與越南半島。朝鮮半島與越南半島的地理位置相隔

甚遠，然而都與中國接壤。兩地無論在歷史、文化都受到中國強大的影響，屬於漢字文

化圈，接受儒學與大乘佛教，並且繼承中國各項制度與律令。在國際關係上，一方面兩

地都與中國歷代王朝維持冊封關係；另一方面，也因為某些歷史時期同中國關係緊張之

故，形成堅實獨立的民族意識。雖然朝鮮半島與越南半島之於中國，在各方面有類似的

歷史現象，但是關於兩者之間的文獻紀錄非常有限。但是由於少數文獻、史料，精確紀

錄了

關於日本與亞洲、亞洲中的日本、日本中的亞洲等相關歷史考察為作者多年來研究

的主要課題。從各方面的研究顯示，東亞文化圈的交流與漢字的運用息息相關。從東亞

各國

本書共分三部分及附論。第一部，〈朝鮮與越南-前近代-〉，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崔

志遠著「補安南錄異圖記」〉。第二章，〈「趙完璧傳」之一研究〉。第三章，〈濟州島吏民

之越南漂流記錄〉。第四章，〈花山李氏族譜試論-朝鮮中的越南-〉。第五章，〈阮朝文獻

所見高麗人參〉。第二部，〈日本與亞洲-前近代-〉，共五章。第六章，〈魏志倭人傳與越

南-比較史的考察-〉。第七章，為朝南行運說與義經北行運說-二人之英雄與沖繩、愛奴-〉。

第八章，〈趙完璧傳中的京都徐福祠（寺）〉。第九章，〈彥根中的朝鮮（之一）-彥根藩、

朝鮮使節與「被擄女人」-〉。第十章，〈彥根中的朝鮮（之二）-宗安寺黑門的由來-〉。

第三部，〈日本之自治體與亞洲〉，共兩章。第十一章，〈日本的姊妹自治體中的亞洲〉。

第十二章，〈日本的自治體與東南亞-姊妹都市、友好交流活動-〉。本書最後附論兩篇文

章，A.〈織田信長與黑人-入仕信長的彌介-〉。B.〈日本中的蒙古-續‧蒙古襲來的影響之

相關研究〉。 

作者 要從事研究有，中國古代身份 洲關係史幾個方

面。 の の 》、《大越史略

》、《日本アジア關係史研究文獻目錄》等書。 

兩地的接觸與交流，使得兩地之間互動情況如何，能夠據以進行研究。到今天為止，

東亞、東南亞的海域世界等，這種超越國家與民族的歷史世界，應該進行研究。關於朝

鮮與越南之間接觸的歷史，這方面的研究很少受到注目，而這是本書所要探討的課題之

一。 

漂流民的紀錄中可知，在漢字文化圈中，因為使用同一文字，因此各國之間的透過

交通相互接觸，並且展開交流的過程，絲毫不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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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加藤雄三、大西秀之、佐々木史郎編，《東アジア内海世界の交流史：周縁

地域における社会制度の形成》（京都：人文書院，2008）。 

將日本地圖呈獻在眼前，弓形的日本列島映入眼簾，總長達三千多公里。列島東面

太平洋，直到遠洋航海技術發達，美國接觸日本帶來新文化衝擊的契機之前，東面海域

相對安定。居住在列島上人們，所關心的海外情形，是以面向西側海域為目的。日本列

，透過海洋相互交通。這片海

域的情形與歐洲南岸和北非之間所圍繞而成的地中海世界的情形有其共通性。本書所考

察的東亞內海，也包括鄂霍次克海、南海（南シナ海）。 

ン）通過黑龍江往滿州（マンチュ

リア）。第三，自薩摩出發，航行琉球島弧，到達中國東南沿海，再經由陸路往華北京

師前進。一方面，日本列島內部，從北方以昆布或鮭魚為中心的海產物；從南方作為輸

入藥種或砂糖的中心，利用船運進行商品流通，形成列島商業網路。另一方面，與大陸

之間，北海道所產皮毛供應貴族作為禦寒衣物；日本各地海產乾貨從薩摩、長崎出口，

作為高級食材供應。除此，還有日本刀、硫磺、蝦夷錦、磁器等商品在內海貿易中循環。

通過大量地域交易的網絡，促成了東亞內海世界的形成。 

，社會習慣所形成安定的社會秩序。這些經過進一步昇華，成為國家制度、國際

禮儀、法規、形式的權利關係。 

關西大學博士後研究岡本弘道

撰。第三章，〈愛奴的北方交易與愛奴文化-銅雀台瓦硯的再發現〉，由函館工業高等專

門學校教授中村和之撰。第四章，〈南島的交流與交易—關於環東海的位置〉，由元興寺

文化財研究所主任研究員角南総一郎撰。第二部，〈人們所創造及維繫的社會〉，共分四

章。第五章，〈清代滿州人的「家」與國家—辭令書與系譜中話語的秩序〉，由駒澤大學

文學部專任講師杉山清彦撰。第六章，〈近世琉球的社會與身份—「家譜」與特權〉，由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渡辺美季撰。第七章，〈ダイチン·グルン時期のアンダ—從

帝國編成到活用交易〉，由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上級研究員承志撰。第八章，〈臺灣事

件與漢番交易的仲介者—双溪口的人們與目光〉，由名古屋商科大學外國語學部准教授

林淑美撰。第三部，〈圍繞著日常營生的權利〉，共分四章。第九章，〈極東俄羅斯先住

民族的狩獵領域—從沿海地方ウデ的事例來看〉，由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佐々木史郎

撰。第十章，〈清末民國期的太湖流域漁民—漂泊‧漁撈生活與入漁慣行〉，由兵庫縣立

島西面海域，主要是日本海及東海（東シナ海）。這片海域可稱之為東亞地中海，以庫

頁島、北海道、本州、九州、南島與歐亞大陸東岸為範疇

本書以「日本」為起點，面向西側內海，有三個考察點。第一，從博多通過壱岐、

對馬，往朝鮮半島。第二，北海道、庫頁島（サハリ

本書進一步考察關於東亞內海世界交易權利制度是如何形成，權利含括了法律的規

定。從個人出發，包括家庭地位及交際關係等自然權利的確定。國家組成、國際關係等

權利、權益。還有，如何維持上述權利關係之制度的成立，以及彼此之間日常生活位置

的確立

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擔負交流‧交易的地域之姿態〉，共分四章。第一章，〈愛

奴文化的成立與交易〉，由旭川博物館學藝員瀬川拓郎撰。第二章，〈關於琉球王國貢納

制的展開與交易—「琉球弧」域內統合與交易系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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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經濟學部准教授太田出撰。第十一章，〈關於愛奴社會川筋集團的自律性〉，由總合

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准教授大西秀之撰。第十二章，〈租界社會與交易—從不動產的買賣

談起〉，由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助教加藤雄三撰。 

本書作者小島晉治，生於 1928 年，1952 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目

前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到目前為止，其著作有《洪秀全

と太平天國》（岩波現代文庫）、《中國近現代史》（岩波出版）、《太平天國革命の歷史と思

想》（研文出版）、《太平天國運動と現代中國》（研文出版），並編有《原典中國近代思想

史》第一冊《アヘン戰爭から太平天國まで》、《近代中國研究案內》（以上岩波出版）等

書。

本書共分為九章，概述如下： 

供英軍的軍馬。3.太平天國

與明治維新的關連性。第三章，〈中國人的明治維新觀〉。第四章，〈曾根俊虎與岡千仞

的杭州、浙江紀行-交流與論爭〉，下分兩節：1.曾根俊虎。2.岡千仞。第五章，〈明治日

本人的中國紀行〉，下分六節：1.岡千任的《觀光紀游》。2.尾崎行雄的中國批判。3.德富

蘇峰與勝海舟的中國論。4.辛亥革命的觀點。5.「滿州國」建國論與反對論。6.連續面與

斷絕面。第六章，〈民權派的朝鮮、中國觀-茨城縣的情況〉，分兩節：1.前史-水戶學派

的朝鮮、中國觀。2.自由民權派的朝鮮、中國觀。第七章，〈綜觀「滿州」事變（九一八

事變

22. 水羽信男，《中国近代のリベラリズム》（東京：東方書店，2007）。 

本書主要從羅隆基與施復亮兩人關於自由主義之主張作為研究基礎。羅隆基於哥倫

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施復亮則在日本學習馬克斯主義，之後加入中国共產黨。兩人自

1920 年代後半期開始，對國民黨一黨獨裁進行批判，直到 1949 年因支持革命而留在大

21. 小島晉治，《近代日中關係史斷章》，（東京：岩波書店，2008）。 

 

第一章，〈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以幕末、維新時期為中心〉，以下細分為五節：1.

關於江戶時代的中國崇拜。2.直接見聞紀錄中所體現的中國觀-十八世紀琉球王國人與漂

流民的場合。3.儒學者、國學者、蘭學者關於中國崇拜的批評。4.「前車之鑑」-鴉片戰

爭的衝擊。5.幕末維新的中國見聞-幻滅與輕侮。第二章，〈太平天國與日本-靠近「明治

百年」的時段〉，分為三節：1.松陰的太平天國觀。2.幕府提

）的問題〉，分三節：1.日本方面的觀點。2.關於亞洲侵略思想的傳統。3.中國方面

的觀點-抗日國家主義的昂揚。第八章，〈臺灣籍日本兵及其家屬〉，下分三節：1.日灣及

日本兵士、軍屬等。2.中國對於臺灣人的抗日鬥爭。3.臺灣人菁英與「滿州國」。第九章，

〈近代日中關係史的遺產如何活用於二十一世紀〉，其下分五節：1.中國留學生與日本。

2.差別構造。3.日本人的中國觀。4.石橋湛山的卓見。5.以「普通關係」作為前提。 

水羽教授 1990 年於廣島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便於該校任教至今。其研究領域為

中國近代史，目前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關於近代中國民主黨派的研究，另一

則是關於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研究。本書中譯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義》是水羽教授近

年來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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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這樣的過程，為本書主要討論的面向。 

本書共有七章，加上序章及結論共九部分，全書 224 頁。序章分為兩節：1.中國自

由主義研究的意義。2.本書的方法與課題。第一章，〈中國自由主義的概要〉，分為兩節：

家主義」—

抗日戰爭開始的羅隆基〉，分為三節：1.羅隆基的基本思想之形成。2.歸國後的國家構想

與抗日體制論。3.主體形成論。第三章，〈日本留學與「社會主義」—抗日戰爭開始前後

的施復亮〉，分為三節：1.施復亮的基本思想之形成。2.歸國後的中國變革構想。3.主體

形成論。第四章，〈憲政與自由—一九四０年代的羅隆基〉，分三節：1.抗戰期的羅隆基

之思想與行動。2.羅隆基、中國民主同盟的國家統合論與中國共產黨。3.羅隆基的政治

論之特徵。第五章，〈社會主義與自由—一九四０年代的施復亮〉，分兩節：1.施復亮之

思想的變化與民主建國會之成立。2.施復亮之「中間派」論的提起。第六章，〈革命與自

由— 節：1.「中間派」論批判的展開。2.爭論的結束與其

含意。第七章，〈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的伏流〉，分三節：1.自由主義的到達點。2.自由主

義與秩序。3.上海大眾文化狀況與自由主義。本屬最後是，〈結論—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與現代〉。 

本書為 2005 年 7 月 4 日～5 日於櫻美林大學（位於日本東京都町田市）召開「關於近

現代史日中關係的再檢討」之會議論文集。會議參與學者包括於日本及美國取得學位的

中國學者，於北京及台北留學的日本學者，以及擁有日本或中國留學經驗的美國學者。

另外，還包括職業外交官、實務經驗者等。會議討論的議題包括，關於近現代的政治、

經濟、環境、國民情感、世論、文化、教育等多種不同的面向。本書收錄的論文包括從

「教育文化史」的觀點來看「近代史」與「戰後史」，檢視 20 世紀初到 21 世紀初的中

日關係，並從中討論未來中日兩國關於「東亞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 

從近

代史的觀點〉，共收錄六篇文章。黃自進，〈蔣介石對日本的「理解」、「觀察」、「行動」〉。

橫山宏章，〈長崎與蔣介石傳說〉。邢麗荃，〈關於清末中國的師範教育與日本教師〉。服

部龍二，〈第一次近衛聲明前後的國民政府外交部〉。聞黎明，〈關於菁英內部階層對日

本認識的轉變—以 1931～1937 年平津地區的例子來看—〉。植田渥雄，〈北京無血開城與

清水安三〉。第二部，〈日中關係之再檢討：從戰後史的觀點來看〉，共收錄五篇文章。

宋志

1.中國的自由主義之系譜。2.中國的自由主義之課題。第二章，〈美國留學與「國

圍繞著「中間派」論〉，分為兩

23. 佐藤東洋士、李恩民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可能性—日中關係の再檢討—》

（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 

本書兩位編者，佐藤東洋士為櫻美林學園理事長、櫻美林大學校長。李恩民為南開

大學歷史學博士、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目前為櫻美林大學國際學部助教授，其研究領

域為中日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現代中國論。 

本書共分為五個部分，共收錄二十八篇論文。第一部，〈日中關係之再檢討；

勇，〈國民政府對日政策與 BC 級戰犯裁判〉。大澤武司，〈「戰後日中民間人道外交」

與岸信介內閣—「政冷經熱」的起源—〉。松金公正，〈對臨濟宗妙心寺派訪台團（1965

年）的監視報告—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佛教的懷疑來考察—〉。菅沼雲龍，〈中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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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正常化三十週年—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中日關係—〉。大崎雄二，〈日中「新冷戰」時

代〉。第三部，〈日中關係之再檢討：從教育文化的觀點〉，共收錄五篇文章。小崎真，〈關

於在中國的日本基督教改革者的足跡〉。太田哲男，〈關於 1930 年代中日文學者的交流〉。

町田隆吉，〈日本歷史教科書所見日中關係〉。光田明正，〈日中相互理解的困難—日中

文化交流的多面性—〉。石之瑜，〈回歸亞洲？關於日本之中國勃興認識思想的基礎〉。

第四部，〈日中關係與未來的東亞共同体〉，共收錄七篇文章。佐藤考一，〈圍繞著東亞

共同体構想的國際論爭〉。天児慧，〈東亞共同体論與日中關係〉。趙全勝，〈中國對於韓

國的外交政策與日本關係〉。John N. Hawkins，〈亞洲的教育伙伴關係〉。Gilbert Rozman，

〈2005 年中國與日本區域整合的新挑戰〉。Kent E. Calder，〈一個不完整的三角形：在相

互依存世界中的美國、日本、中國之政治網絡〉。川西重忠，〈日本企業在中國、亞洲市

場所面對的諸問題〉。第五部，〈職業外交官、實務經驗者的回顧與分析〉，共收錄五篇

文章。白西紳一郎，〈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 60 年與日中關係〉。王泰平，〈21 世紀中日

關係的原點〉。中江要介，〈一度擁有的經驗與未來的提案〉。田島高志，〈日中間之相互

協力、相互利益之關係構築〉。今西淳子，〈關於日本外國留學生的支援與網絡的構築〉。 

，《蔣介石神話の噓》。東京：明成社，2008。 

文書稿相當多，約莫百本以上，為繼陳舜臣、

邱永漢之後，在日本輿論界相當具有份量的臺籍作家。他的政治立場偏向台獨，極端反

共，對中國大陸頗無好感，因此他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極力批判中共，也因此他的書大

多被中共列為禁書，無法在大陸出版刊行。本書維持其一貫批判威權、挑戰大中國主義

的思想脈絡，強調蔣介石為一神話之外，更直截地稱此神話為一堆謊言。 

書刊有註釋標

明詳細出處，不過行文中確有將相關的資料來源崁入，也增添了些許可讀性，加上本書

所設定的讀者本為一般民眾，因此在行文上也較為通俗易懂。作者以單篇為主，集結相

關主題合為一章，因此能在書中散見地看到黃文雄考察蔣介石之婚姻、子嗣與家族關係

的文章，也能看到蔣中正留日期間活動的相關考察。最為讀者所矚目，或能說是較具可

看性

雖說這本書原本的定位並非是與學術文章相互討論的，但卻也能利用其文筆的流暢

再坊間發揮其影響力，尤其是能顛覆一般日本民眾對於蔣介石的認識，將蔣介石由以往

經常談及的「以德報怨」形像中拉出來，試圖挑戰其地位與形象的塑造，用較大的反差

24. 黃文雄

本書作者黃文雄，本身就是一個話題人物。他於 1938 年出生於高雄縣岡山鎮，1969

年東渡日本留學，爾後便留日發展，中日

本書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次子蔣緯國遺書的怪異；第二章為蔣介石與日本；第三

章為蔣介石傳說之謎；第四章為蔣介石的對手；第五章為蔣介石版的《我的奮鬥》；第

六章為國共內戰；第七章為蔣介石的危機與命運。全書雖不若一般的學術

的賣點，大概就屬作者對於幾個中華民國史上的歷史謎團所提出的詮釋。這包括了

中山艦事件是否為真、案砂陶成章、陳布雷自殺、肅清雲南龍雲等，甚至以羅列往後發

展的方式，證明中國國民黨史觀中的北伐成就不過是拼湊而成的。諸如此類，能說是頗

具煽動性的討論，直接挑戰以往中國國民黨史觀所塑造的蔣介石形象，呼應其書名副標

題的「中國與臺灣獨裁者的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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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劃蔣中正的面目，不僅破除了蔣介石被神格化的部分，也更多地吐露了一般正史中所

不能見得的內容，就此來說，算是一本衝擊頗大，也相當成功一部作品。 

本書著者內田辰之，筆者目前尚無法找到關於其人的詳細介紹。雖然書後有關於作

者之簡介，但僅列出其出生年、出生地、以及學經歷。通觀全書之論述，著者基本上對

於中國的反日運動並無好感。 

25. 内田辰之，《中国反日運動の背景―内外著名人の論説より考察する》（中國

反日運動的背景―從國內外名人的言論作考察），東京：冬至書房，2005 

2005 年，出於對日本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因為該教科書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期前後的一系列的問題責任進行淡化處理），以及當時日本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事件的不滿，全中國各地掀起一陣激烈的反日示威運動，甚至發生

了示威民眾衝撞日本大使館的事件，因而引發當時中、日兩國關係一時趨於緊張。根據

本書的序言，可以知曉著者即是因著對此一反日運動的省思而撰寫此書。 

從書名看來，大致可以瞭解著者主要是為了 運動的背景，其方式則是

國內外著名人士的言論以作為考察的出 頭，著者先透過引述

1900

容，實際上

與書名似乎有無甚緊密結合之感。或許更坦白的說，該書讀來反而令人誤以為是在閱讀

有關批評中國野蠻排日的歷史與不民主的專制性格，尤其書中後半談論中國對西藏的鎮

壓與臺灣部份人士的親日言行，似乎看不出與書名所稱「中國的反日運動背景」有任何

相關之處。 

26. 平松茂雄，《「中国の戦争」に日本は絶対巻き込まれる》（日本絕對會被

捲進中國的戰爭），東京：徳間書店，2008 

是日本從事有關中共政治與軍事戰略研究的

前端學者，不斷對中共發展的核武戰略與積極建構海洋軍事力量的行動發出警告。相關

的著作則有《中国は日本を併合する》（中國合併日本）、《中国は日本を奪い尽くす》

（中國盡奪日本）《中国、核ミサイルの標的》（中國的核彈目標）……等。 

探明中國反日

透過日本 發點。在書中的開

年義和圑事件爆發當時，當時人的記載與當時日本駐清公使西德二郎的報告，以明

示中國激進的排外性格實有其歷史淵源。接著再進一步引述日本當事人或是當事人周遭

親友的記述，描繪了與一般中國人印象並不相同的 1927 年南京事件，以及不為中國人

熟知的 1937 年蘆溝橋事變後 3 週於通州發生的日本人遭虐殺的事件，基本上可以讓人

知曉當時日方的觀感。可惜的是，本書並非嚴謹的學術著作，因此其所引記述雖然可以

令人知曉日方的觀感，但卻明顯有片面不足的缺點。此外，詳細考察該書內

雖然本書有著如此明顯的不足之處，但亦可作為提供吾人瞭解日本部份人士對日本

政府長期以來的親中以及中國的反日情緒，其所抱持的不滿與委曲心情的另一個切入視

角。 

本書是從軍事史的角度，觀看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如何構築其國家戰略。作者

平松茂雄主要是一位國際政治學者，被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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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明白指出，中共在建國以來的 50 餘年間，總共進行了為數 12 次的戰爭

與軍事威嚇，分別是：（1）韓戰，（2）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 2 次的臺灣海峽戰爭，（3）

西藏戰爭及鎮壓西藏動亂， 界紛爭，（5）中蘇國界紛爭，（6）鎮壓

命期間的武 7）在西沙群島與越南的戰爭，（8）懲

在南沙群島與越南的戰爭，（10）天安門事件中對民主化運動的鎮壓，

台海

以不斷從事此種行為的最終目標，則是為了達成中國不

再被美國侮辱，連帶著也就必須排除其他出現的抵抗勢力。而其具體的方式，則是加緊

持續對外太空軍事力量、核子武器以及海洋勢力的發展。當然，著者最主要的考量乃是

著眼於日本在面對中共極速、進取的軍事力量擴張的威脅之下，究竟應採取怎樣的應對

行動以求自保。 

嚇，依序作

論述。 

本書主要乃平松守彥與莫邦富兩人就各種話題對中日兩國關係所進行的對談記

錄。平松守彥，1924 年生於日本九州大分市。其前半生任職於日本通商產業省（2001

年改制為經濟產業省，相當於臺灣的經濟部），直至 1973 年才轉任大分縣副縣長。1979

年後，連續 6 屆當選大分縣縣長直至 2003 年。在任期間，以致力於推行「一村一品運

動（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又簡稱「OVOP」）」而聞名於世。所謂的「一

村一品運動」，乃是強調藉由生產富於本地特色的產品，或是推行能突顯當地特殊文化

的活動，進而與其他地區甚或全世界接軌的運動。平松守彥推行的這項活動，不僅在日

本國內大受好評，甚至也獲得其他國家的關注。1983 年，平松守彥受到時任上海市長汪

道涵的邀請，前往上海對「一村一品運動」作演講介紹，也就此開展與中國之間的交流

關係

莫邦富，1953 年生於上海。由於文革時期下鄉勞動政策的推行，因而在黑龍江省的

一處農村度過少年時期。在這時期，莫邦富藉由收音機收聽日語教學的廣播，開啟日後

之一。之後由於對日本事務更加

關注，因此乃於 1985 年前往日本，專門從事著述與評論，其中又長期在《朝日新聞》

上闢有專欄介紹有關中國的相關事情，因而為世人所知曉。 

供兩國

相互理解，走向和解共生之道路。 

解放 （4）中印國

文化大革 力衝突，（ 越戰爭，（9）

（11）1996 年的

危機。然而，作者認為不可以據此而單純地中共的這一連串行為歸為好戰的性格使

然，或是無目的地行使武力的冒險主義，反而應看做是中共為不使敵對勢力有介入的空

間而進行的有目的的行為。之所

書中的章節架構，則主要是分別就前述中共進行的 12 次戰爭與軍事威

27. 平松守彥、莫邦富，《日中相互実益時代がやってきた》（中日互惠時代的

來臨），東京：株式会社ウェイツ，2006。 

。 

與日本的不解之緣。1979 年，以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為契機，乃在北京成立「全

國日語教師培育班」，而莫邦富則是該班的第一期學員

近年來，中日兩國之間由於過往的歷史問題，以及在現今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的

議題上又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屢屢可見兩國之間出現緊繃態勢。本書兩位作者即在這樣

的背景之下，希望透過各自均具備來往兩國之間經驗，就各種議題展對話，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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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周永生，現任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中華日本學會理事、東亞和平與

發展戰略論壇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外交、經濟外交、國際關係。 

及外交政策上一味追隨美國的腳步等五項。因此作者認為中日兩國之

間若要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則首要的步驟乃是日本必須正視反省自身的歷史問題。 

方面，作者也指出不僅在日本，同樣地在中國方面不可避免地亦存在一些誤

而這對兩國之間長期以來致力於建立友好關係的努力可說是一大威脅。因此本書的

，即在於解析近年來造成這 件，希望透過明確事件之中的前

後因果關係，以呈現出客觀的事實，使 此明瞭兩國之間的矛盾，從而根

本上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在剛出版之際，由於並未同步發行中文版，再加上書中提倡中

日共享資源等觀點，而引起若干大陸民眾的激烈反彈。由此亦可見中國民眾對日看法存

在激進行一面。 

本書作者天兒慧，現任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大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教育學院（1971），之後分別於東京都立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74）、一橋大學取

得社

人研究之外，亦參與了多

項共同研究計劃，例如由文部省補助的「東亞國家與社會」與「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

均有參與。除了在大學擔任教職外，亦在多種民間學會或由政府、民間共同合作的研究

團隊中擔任負責人。 

「大國」崛起，而被世人注意到其存在感逐漸增加

周永生 著，鄭青榮 訳，《日中和解・共栄への道—関係改善への戦略的提

言—》（通向中日和解與共同繁荣之路），東京：株式会社日本僑報社，2005。 

本書的寫作動機，亦與 2005 年中國爆發全國性大規模遊行抗議日本扶桑社出版之

歷史教科書有關。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日本方面在面對此次中國的抗議活動上，並未表

現出應有的反省態度，相反的，並認為這是中國長期以來對民眾實施反日教育所造成的

不正當現象。但實際上，作者以自身教學過程中的經驗指出，中國民眾對於日本的負面

觀感實有其自身的見解，而非僅是接受國家的觀念灌輸。例如大部份民眾對於日本的負

面觀感主要均是認為：日本不願意正視歷史上的侵華戰爭，參拜靖國神社，佔領釣魚台，

干涉臺灣問題，以

另一

解，

最大目的 些誤解的一連串事

兩國人民得以藉

改善兩國關係。為此，作者乃從中日兩國作為戰略夥伴的觀點鋪陳全書之論述，主

張中日兩國透過協商、相互讓步的方式，解決歷史問題與共享資源。 

29. 天児慧，《中国・アジア・日本—大国化する「巨龍」は脅威か》（中國・

亞洲・日本—大國化的巨龍是威脅嗎），東京：筑摩書房，2006。 

會學博士學位（1986）。其個人的研究取向主要可以其博士論文〈中国革命と基層

幹部〉作為代表。該文主要是著眼於受到來自上層指導與現實政治影嚮的基層幹部，從

該階層觀看中國政治結構中的上下互動情形，這與以往僅由高層領導人物探討中國政治

結構的研究取向有明顯區別；此外，其於 1999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

則又從較為寬廣的視野對中共建國的歷史意義、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的近代化戰略、臺灣問題…等等，作出獨特的見解。個

本書主要探討的是當前作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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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究竟對日本，東亞，亞洲，乃至全世界，是否真的只能被視為一種脅威？書中

的出發點首先著眼在，雖然現行中國有農村問題、官員貪污、新聞管制…等等不健全的

社會構造，但其耀眼的經濟成長率仍將使其於不久的將來在經濟層面上追趕上日本，成

為與日本平起平坐的亞洲強權。因此本書即在思考位處這樣的趨勢之下，應如何看待近

幾年來日中之間相互反感的情況，並試圖找尋出未來日中關係穩定發展的可行之道。書

中對

30.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戰後邁向新時代的日中關係），

東京：岩波書店，2006。 

中

國的外交、韓戰以及中美關係。曾經主持多項研究計劃，諸如關於現代中國地域的研究、

現代亞洲學研究的形成、展望 21 世中日關係的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政權與民主主義、

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等等。另亦分別擔任亞洲政經學會、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現代中

國學會等的負責人。個人專著已出版 10 本，主要有談論中國自身的政治發展、與周邊

國家的關係…等等。 

顯得摩擦不斷。

為了追尋造成日中關係停滯的原因，本書追遡了從冷戰時期開始，以至其間經歷日本與

中共外交正常化以來約半個世紀的進程，同時亦指出目前 2 國關係正處於大轉變時期的

特殊階段。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處理的是 1951-1972 年間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日本的

亞洲政策、中共的對日政策以及兩國之間的民間關係。第二章則就以美國與中共建交為

化的承

諾。第四章則進入了從 1990 年中期起約 10 年的時間中，由於分別受到後冷戰時期國際

局勢的改變，以及圍繞著戰後的中日之間認知的落差與彼此均興起的民族情緒，日中兩

國的關係又進入不同於以往的新階段。最後一章，則再就近五年以來的新緊張情勢，從

新的架構上作分析，冀望提出再次建構健全的中日關係的提案。基本上作者亦主張中日

兩國應走向合作共攜的道路，在具體的解決方式上則是強調回歸歷史的相互體諒與反

省，以吸取歷史的教訓作為未來的借鑑。 

本小冊子是根據 2006 年 1 月 22 日，由朝日新聞與帝塜山學院於大阪國際會議廳舉

辦「如何形塑發展日中關係的文化」討論會的會議記錄加以修改而成。會中主要邀請了

加藤

許多現實的情況與國家戰略的思考作了詳盡、客觀的分析，並從寬廣的視野作統合

思考，是一本值得閱覽的小冊子。 

本書作者毛里和子，現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國際政治經濟學組教授。早年於

東京都立大學取得人文科學研究所歷史組碩士（1965），之後又取得早稻田大學政治學

博士。研究領域乃是現代中國外交與冷戰史的再檢討，其中最主要關注的是冷戰期間

近年來在有關靖國神社的問題與反日示威遊行的問題上，日中關係

前提，開啟了日本與中共外交正常化的關係作了論述。第三章則評論了日中建交（1972）

後直至 1990 年代中期所謂的「蜜月期」，同時也談論了日本對於中國四個現代

31. 加藤周一、王敏 等，《どう拓く日中関係—政冷経熱の現状と「文温」の

可能性—》（如何拓展中日當前「政冷經熱」關係：朝向「文溫」的可能性），

京都：かもがわ出版，2006。 

周一、王敏、王曉平與加藤千洋 4 位與談人共同討論此一議題。此外當天會場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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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名聽眾參與聆聽，可見此一題在日本非常重視。 

與談人之中，加藤周一出生於 1919 年的東京，早年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系。從藝

術到政治，均可見及他參與的各式各樣評論活動，是日本有名的評論家；著作亦非常豐

富，除專書之外，從 1979 年開始於朝日新聞上連載「山中人間話」，1984 年則改為「夕

陽妄語」，一直持續連載至 2008 年 7 月。2008 年 12 月因病去世。王敏與王曉平 2 人分

別於 1982、1989 年以留學生與研究員的身份前往日本，之後則長期於日本各大學間任

教。加藤千洋，1947 年生，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文學系。1972 年進入朝日新聞

ion」的評論員。 

力邁進。 

32. 

本書屬於一本傳記式的回憶式作品，是作者戶城素子回憶其青年時期一家歷經時代

波瀾的坎坷事。作者的父親瀬戶健次郎於 1942 年以製紙技工的身份，攜家帶眷共六口

從日本渡海前往滿洲國的首都：新京（今長春市）。在經歷了蘇聯對滿洲的侵佔、國民

黨短暫的統紿、國共內戰與中共的統治一連串混亂之後，全家最終得以於二戰結束後八

年（1953）回到日本。在滯留東北期間，作者與其父親瀬戶健次郎在所謂共產黨的指導

下，居住於吉林，並在製紙工場中從事勞動。 

的艱辛過程。第二章首先描述的是在逃難過

，父親短 散之後，母親獨自帶著年幼的孩子們堅強地過活的情形。在這

章首先敘述的是父親與家 次相遇，但在蘇聯軍隊的短暫統治下過著充滿肅殺

氣氛的生活。不久蘇聯撤 國共內戰爭奪的焦點；最後共產黨取得政權，

而作

工作，經歷了編集部記者、論說委員、亞洲、北京播報組長等職位；2004 年至 2008 年

10 月尚擔任朝日電視台「報導 Stat

本書第一部份乃是加藤周一就日中關係的現狀與背景所作的談論。文中首先敘述戰

後至今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演變，其次依續就中日間歷史演變的情況論述日中的關係並提

出展望。第二部份則由王敏提出無論是中國或日本兩國的民眾，均須克服彼此間相互的

偏見，以珍惜異文化的心態展開新的相處。第的部份則是王曉平就其學術專長的領域，

從古典中國文學研究出發探討了自古以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史，希望藉此提供兩

國人民更進一步認識彼此不同的價值觀、民族性與生活習慣的一種管道。最後一部份則

是加藤千洋談論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周邊韓國、日本之間關係的發展，主張彼此間應

往和諧、慎重的方向努

戸城素子，《満洲，新中国で日本人として生きる》（在新中國．滿洲活著

的日本人），東京：築地書館，2006。 

本書第一章首先敘述的是作者一家於 1943 年 8 月 19 日，離開故鄉熊本縣八代市，

渡海前往滿洲的情況。作者一家首先從博多港搭船前往韓國釜山港，接著再搭車經過新

義州，渡過橫跨鴨綠江的鐵橋扺達滿洲國安東市（今丹東市），之後再前往新京。其次

則是描述蘇聯侵入滿洲之後，一家開始避難

程中 暫與家人離

之中，作者連同弟妹們跟隨母親首先逃難到朝鮮的定州市，之後又再度回到新京。第三

人於新京再

退，新京一時成為

者父親則以技術指導人員為中共留用，在吉林造紙廠工作，直到 1953 年踏上返回

日本的旅程。第五章及第六章描述的是在中共統治下的生活，以及最終要離開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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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書，就如同親歷那個戰亂的時代，尤其更可以真實地感受到身為戰敗國的國

民，在異國生活所遭遇的種種心路歷程。另一方面，因為作者是身處第三者的立場，因

此其對當時國、共兩黨的觀察或可說提供了一種較為客觀的視角。 

c

作者 Francois Lafargue，1970 年生於巴黎，是法國的地政學博士與政治學博士。主要

研究的主題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特別是中國與美國關於能源方面所牽扯的種種直接相

關之

書，並有多部譯著。 

此外亦論述了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在海

域諸島上的對立關係。第二部論述了中國在能源不足的種種面相之後，進而指出中國為

了防備能源危機，不斷加強與位於主要航道上幾個國家的合作關係，例如緬甸、馬爾地

夫、印度等，並積極尋找可穩定獲取石油的來源，像是增進與非洲國家之間友好關係，

並且將全球的石油戰略延伸至南美洲的印第斯山脈。第三部論述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

應，作者首先指出美國分別於 1991 年與 1999 年發起的入侵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

或許有向中國警告的意味，並且悄稍形成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新包圍網；其次，作者也探

討了中美兩國是否能走向和平，共同統治世界的可能性。通觀全書，可以發現作者關注

的中

34. 柳田辰雄，《相対覇権国際システム安定化論：東アジア統合の行方》（國

際體制安定論，相對霸權：東亞統合的四方法），東京：東信堂，2008。 

33. Francois Lafargue 著, 藤野邦夫 譯，《米中激突：戦略的地政学で読み解

く 21 世紀世界情勢》（Demain la Guerre du Feu : Etats-Unis Chine, A la 

onquête de l’Energie；中美衝突：以戰略地政學解讀 21 世紀的世界局勢），

東京：作品社，2008。 

戰略問題。除此之外，其著作也探討亞洲與非洲在能源問題上的重大紛爭，以及中

國與非洲的關係等。目前出版的主要專書分別有 Opium, Pétrole et Islamisme（鴉片，石油

與伊斯蘭教）、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du Sud（南非的地緣政治學），以及作為本次介

紹書籍的續集，今年 1 月才剛在日本翻譯出版的《ブラッド・オイル：世界資源戦争》

（血與石油：世界資源戰爭）。著書之外，作者也在幾間高等學校任教，像是 École centrale 

Paris、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 等。譯者藤野邦夫，1935 年生於石

川縣，早稻田大學文學系法國文學組畢業，擔任有東京大學、女子營養大學的講師。著

有《現代日本の陶芸家と作品》等

本書主要分為 3 部來談。第一部的主要探討中國經濟力與軍事力的成長，以及中國

與越南、印度、俄羅斯等國在政治力量上的對比；

美衝突的引導線乃是在於能源資源的確保與爭奪，在當今石油日益缺乏以及國際對

暖化問題一直無法形成有效共識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相互競爭似乎是不可避免。 

本書作者柳田辰雄，1976 年 3 月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系，1978 年 3 月取得東京大學

經濟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後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專家、東京都立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助理教授等職，目前仍擔任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在

這之中，亦曾擔任霍普金斯大學客座研究員、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客座助理教授、印

尼經濟部財政顧問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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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之中，作者提出日本在 21 世紀的 3 個發展路線，一是作為超越國家的共同

體的一員，二是發展為運輸交通與迅息交流中心，三是追求自由貿易區域與關稅同盟。

進入第一章，作者首先回顧了東亞的歷史發展歷程，像是早先諸多王國的興衰與中華文

發展，作者認為這是造成二次世界大戰後以

再次朝向共同的金融市 二章與第三章則分別

論述了歐洲與北美各 展自由貿易的歷史背景與情況。在第四章之中，作者在

當前

35. 康成文，《中国経済と中日貿易》（中國經濟與中日貿易），名古屋市：ブ

イツーソリューション，2007。 

學。目前發表有〈中國的工業

化與對外貿易政策：以汔車產業為中心〉（國學院大學《經濟學研究》第 37 輯，2005）

〈中國的急起直追型工業化〉（國學院大學《經濟學研究》第 38 輯，2006）等文章。 

貿

制的改革與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並對此一時期加速進展的中日貿易以及日本、西方

行直接投資的比例演變發展作了論述。第三章則針對改革開放 原

有經濟結構所進行的調整、國有企業的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貿易 來

的一

36. 深尾京司、日本経済研究センタ— 編，《日本企業の東アジア戦略》（日

本企業的東亞戰略），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8。 

本書編者深尾京司，生於 1956 年。1984 年 3 月取得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學

明的傳佈，以及 19 世紀西方入侵後東亞的

至現今東亞世界呈現多元的關鍵因素。其次，作者論述了現行東南亞東協的合作組織，

並指出雖然在經歷了 1990 年代亞洲的金融風暴，但透過各國自身改造的努力以及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協助，東亞世界 場發展。第

自統合與發

各國一致呼籲統合化的潮流中，一反常態地先回顧了國家本質上所具有的差異性作

討論，緊接著再從資本主義市場的市場理論論述了各別國家為何必須走向統合的原因。

最後一章，作者則論述了藉由建立強而有力的世界貿易機構，以制定國際通用的貨幣制

度，進而穩固國際的政治、經濟體制。 

本書作者康成文，1967 年生於黑龍江省。1988 年從師範短期大學日語系畢業後，分

別從事有國、高中日語教學教師與貿易公司職員等工作。1998 年 4 月前往日本留學，主

修國學院大學經濟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專門研究東亞經濟

本書一方面追尋了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的新中國，從以朝向建構社會主義計

劃經濟體制的目標，到了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轉為改以大方向仍是以實現社會主

義式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探明了中日兩國在貿易上的變遷過程與

緊密化的發展。此外，本書亦揭露了之後中日之間經濟發展的關係，並希望從中展望中

國的經濟戰略。本書序章主要追遡了東亞冷戰體制的形成，不同於一般觀點，作者主要

從 1921 年華盛頓會議之後形成的華盛頓體制開始論述，之後依序論述了日本所謂九一

八事變後的「十五年戰爭」以及戰後美國的世界政策。第一章分別從中共建國後的計劃

經濟體制的制定與欲達成的目標，論述了中國對外貿易管理體制的確立與此一時期所展

開的中日貿易與中日關係。第二章談論的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概況，對外

易體

對中國進 以來，中國對

進一步擴大帶

連串問題，以及中日貿易間因「政冷經熱」而逐漸浮現的摩擦，作了論述。最後，

作者對今後中日間的貿易作了展望，認為兩國之間將會走向相互依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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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後

本書主要是一本論文集，編者之所編輯此書的原因在於自 2003 年以後，日本的對

外直接投資流量急速增加，甚至可與 1980 年代泡沫經濟時代相提並論。特別是一些大

型工業製造企業，像是豐田、本田等汔車製造業在海外有愈來愈巨大的利益提昇，因此

日本企業所具備的多國性也就逐漸強烈。考慮到日本企業的獲利性與國際競爭力，今後

在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性企業戰略亦將至為重要。然而，若將日本的企業與歐洲那些已

經具備有 100 年以上海外生產經驗的企業相比，日本許多企業相關方面的經驗不可不說

非常疏淺。因此本書即基於此，針對企業所在地僱用者的採用、市場開發、智慧財產權

的利用、國際財務戰略以及自由貿易協定等方面，邀請各方面專家撰寫論文提出的意見

總合。通觀全書，可以發現本書主要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為了與歐洲、美國、韓國等

研究者共同參與研究，以求在國際的共同研

究之下，得以清楚地瞭解日本企業在全球所應具備的亞洲戰略究竟為何。其次，分析的

層次亦非常廣泛，不僅限於銷售戰略，甚至連人事管理、研究開發、財務等亦包含在內。

第三，由於邀請參與的學者均是在學術界上第一流的研究學者，因此其研究質量也就具

有一定的品質。 

為臺灣在新的東協加三的架構之下，如何調整發展新的企業戰略的有用參考範本。 

本書主要是收錄了中村勝範、黃昭堂、淺野和生與德岡仁等 4 位的論文集。中村勝

範，1929 年生於長野縣。1953 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1955 年同樣在

慶應取得法學部政治學科碩士學位。1960 年擔任慶應義塾大學的助理教授，1967 年昇任

教授。1966 年擔任平成國際大學校長。主要的專書著作有《明治社會主義研究》、《現

代文化人論》（2 卷）、《正論自由》（15 卷）、《欧米からみた日本》（從歐美所看

的日本）、《戦闘的民主主義》與《宮本顯治論》等。黃昭堂，1932 年生於台南縣。臺

灣大學畢業後，繼續取得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學位與社會學博士學位。歷任聖心女子大

學、東京大學講師、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現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臺灣安保協會

理事長、財團法人現代基金會理事長、昭和大學名譽教授。淺野和生，1959 年生於東京

市。1982 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系，1988 年繼續在慶應取得博士學位。1986 年 4

有《大正

デモクラシ—と陸軍》、《君は台湾のたくましさを知っているか》等。德岡仁，1953

，經歷了一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耶魯大學客座研究員、內閣府經濟社會

總合研究所客座主任研究官等職。目前擔任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與日本經濟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員。除本書之外，尚有與天野倫文合著的《対日直接投資と日本経済》一書。 

企業作比較，並且連同中國東協各國包括在內，分析日本企業與上述各國企業關係，廣

泛邀請了歐洲、美國、中國、韓國、東協的

透過本書我們不僅可以瞭解日本如何看待自身企業在 21 世紀的發展策略，亦可做

37. 中村勝範、黄昭堂等 著，《続・運命共同体としての日本と台湾：アジア

を覆う中国の影》（作為互為依存命運共同體的日本與臺灣：為中國陰影籠

罩的亞洲），東京：早稲田出版，2005。 

月於中部女子短期大學擔任專任講師，1990-1994 年於關東學園大學擔任專任講師與助

理教授，1996 年至今則在平成國際大學擔任助理教授與教授。主要的專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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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於滋賀縣。於立命館大學畢業後滿前往北京留學。目前是平成國際大學法政學科助

理教授。主要的專書著作有《上海レポ—ト》與《現代中国とその社会》。 

觀看本書各篇文章的觀點，可以發現基本上是將中國視為日本、臺灣乃至亞洲的一

大威

38.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1928-1937》，東京：御茶の水書

房，2007。 

本書研究的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政府對華北的政治統合。1928 年，張學宣

佈歸順南京國民政府節制，中國名義上完成統一，但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實質能夠直接

發號施令的地區僅限於以上海、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在這之外，有些地域仍是

為原來地方的割據勢力所掌握，例如東北、新疆、西藏，可以說這些地區實際上仍處於

獨立的狀態；其次，則是原來同屬國民革命軍陣營的地區，由於後來政治取向產生差異，

因而逐漸脫離乃至拒絕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號令；最後則是由共產黨直接支配的地域，

最著名的莫過於江西的蘇區。本研究之所以選擇華北作為探討的主軸，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乃是華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導致。1928 年之後，日本鑑於中國達成形式上的統一之

後，

華

在為了應付日軍日益 的局勢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乃得以順勢將其控制力重新施

軍、華北當地勢力相互交錯其中， 北的手段顯得困難益重，但亦可

從中歸納出南京國民政府在試圖統合 ，所採取的各種方法。從本書的結

構來

39. Hans-Adolph Jacobsen, Arthur L Smith Jr., The Nazi Party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脅，因此本書特別強調日本必須重新檢討現階段與臺灣的關係，以抑制中國日益擴

張的勢力。 

本書作者光田剛，1965 年生於奈良縣。1988 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目前為成

蹊大學法學部教授。 

對於其之後在華發展勢力將形成一大阻礙，甚而會危及其已在東北所取得的利益，

因此乃加緊對華北的侵略。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原本逐漸脫離南京國民政府控制的

北， 侵逼

加於華北。然而由於該地區形勢錯綜複雜，日軍勢力、共產黨勢力、馮玉祥勢力、東北

使得南京政府統合華

地方分離勢力時

看，第一章主要是回顧了南京國民政府根據孫文建國大綱所制定的中央與地方政治

體制，正是在此一政治理念的指導之下，日後南京政府堅持持續對地方進行統合。之後

的第二、三、四章則論述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與活動。第五、六章則分

述了在日本分離工作的開展之下，南京政府改採不同應對方式之有效性，最終在共產黨

高舉民族戰線共同對抗日本的口號之下，南京政府始終未能達成完全將華北收編在其統

治下的願望。 

長期以來，希特勒(Adolf Hitler)與環繞著希特勒的圖書或是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自

1945 年以來，相關的圖書早已超過 10 萬種以上。至今，學界仍對希特勒及其所領導下

的德國有著高度興趣。本書試圖討論時掌納粹外交的 Ernst Wilhelm Bohle 如何執行希特

勒所期望的外交任務，以外交為政治延伸的視角觀察兩者間的關係，並利用一些新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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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諸如納粹的內部檔案、戰犯審問檔案以及訪談的紀錄架構全書。 

全書分為十四章。第一章先談論德國當時面臨的國際局勢與環境，將希特勒所期望

的世

程；第三章談及海外德國人所遭受的待遇以及其心境上的變化，將此作為

與德國國內風起雲湧之納粹活動相類比 ，而 Ernst Wilhelm Bohle

 ieland 麾下，成為 NSDAP 及德國在國際同情的氣氛

下 國力，Ernst Wilhelm Bohle 熱切希望投身愛國主義浪潮的心路歷程；

第五章

力 主義的出現；第六章討論 NSDAP 與德國外交部之間的關係，

描繪出域外德國人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連結；第七章討論 Ernst Wilhelm Bohle 與後來擔任

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的 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 之間的關係；第八章

延續前一章的討論，看待 Ernst Wilhelm Bohle 與外交部之間的衝突，並談及兩者間的矛

盾；第九章開始討論德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雖距離遙遠，但卻逐漸拉近的特殊現象；

第十章專門討論德美關係，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美國當時抱持孤立主義，而美國境內也有

許多德裔美國人的關係，本章也談及這些德裔人士的認同問題；第十一章述及第二次世

界大戰即將爆發前夕的局面，這一批海外納粹如何配合德國國策進行活動；第十二章便

開始討論大戰爆發之後，各國對於境內德裔人士的觀感與處置；第十三章談及 NSDAP

的沒落與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勢力消減的關係；第十四章討論戰後盟軍將德國戰

犯送上紐倫堡大審，NSDAP 成員及 Ernst Wilhelm Bohle 所受的指控與相關審理。 

此書是有關於對戰爭及和平的記憶與寬恕。西班牙內戰成為早期冷戰時期的爭論焦

點之一，包括歷史學者、退伍軍人、政治家、藝術家、作家和教會活動，都參與了這場

爭辯。檢測這些繁複的記憶和解釋，點出西班牙內戰所遺留下的問題，以及有助於釐清

在社會主義之下的記憶與實際歷史間的關係。此書關注於西班牙的內戰，尤其是西班牙

戰士（德國退伍軍人）如何建立起前東德是對抗法西期主義、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堡

壘，並捍衛這個神話。實際上，西班牙的「國際縱隊」對抗的是意識形態衝突，然而在

正史中並沒有嘲笑這段混亂的現實，因為這些為了共產黨神話而犧牲的英雄，乃是被用

gs, Jürgen Förster, Winfried 

H

界秩序與德國所應該佔有的為至稍作交代；第二章將焦點回歸 Ernst Wilhelm Bohle，

不僅將其在英國的出生加以描寫，並談及他加入納粹海外團(Auslandsorganisation der 

NSDAP)的歷

一個 的另一條發展脈絡

也因此投身 Hans N 的成員；第四章談

逐漸擴張其經濟及

則談及納粹於掌權之後，在對內進行控制之餘，如何在對外政策上開始展現其實

，使得國際上對德姑息

40. Josie McLellan, Antifascism and Memory in East Germany: Remembering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1945-1989,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來支撐日益脆弱的政體。對冷戰迷而言是必讀的書，而書的長度也恰到好處。 

41. Ralf Blank, Jörg Echternkamp, Karola Fin

einemann, Tobias Jersak, Armin Nolzen, Christoph Rass and Derry 

Cook-Radmore,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X/I: German 

Wartime Society 1939-1945: Politicization, Disintegr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1 



 

此部叢書是由德國歷史學者、專家所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編寫而成，此本書為第 19

卷，主要議題為在戰時的德國社會(1939-1945)中的政治與為生存的奮鬥。關注點在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所影響的數百萬德國人的生活與經驗，包括士兵、女人及小孩，以及在工

廠裡長時間勞動的奴隸、在集中營的囚犯、清理被轟炸城市的戰俘等。 

從 1943 年初期開始，在德國本土遭遇越來越多的空襲，納粹黨從政策、管理部門、

審判庭等各種層面鼓舞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們，其所使用的方法即宣傳「復仇」此一思想，

並努力維繫住社會秩序以避免社會解體。對於在史達林格勒後方的坦克連則是使用一種

被強化意識形態，而此軍隊的概況之研究則是透過分析一個典型的步兵師。該卷最後描

述數種抵抗希特勒政權的來源，有社會上的也有軍事上的，直到希特勒於 1944 年生命

結束為止。 

俄羅斯帝國中的農民如何經歷及引導俄羅斯的戰爭、革命和內戰？為何最終仍同意

生活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內戰結束為止，是個統一時代的革命，

方式，提供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資源來源及哲學基礎，以使其得以進行蘇

維埃試驗並重建國際政治關係。作者不認為農民希望能從革命中獲得更多的土地，而是

他們想要成為積極的公民。藉由此書的探討，有助於瞭解俄國革命的性質以及農民與國

家之間的關係。 

此書所探討的主題是 1930 年代後期在遠東的蘇維埃政權所發起婦女移民運動。作

者運用有力的證據，揭示這群移民者對於蘇維埃權力與文化之延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此類議題在此之前未經徹底

此卷從「底層的史觀」考察了德意志帝國在整個戰爭期間如何影響及形塑個人的心

理及行為。德國工人不斷被徵加而加入了德國的國防軍，後來由被迫加入的外籍勞工、

工廠裡的奴隸及集中營的囚犯所取代。此書探討上述這些被脅迫的群體與平民老百姓在

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關係，就如同是社會關係中的「大屠殺」。 

42. Aaron B. Retish, Russia’s Peasants i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oviet State, 1914-1922,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此書關注的焦點在於此時期的農奴社會以及農奴他們自身如何對「公民」逐漸形成理

解，群眾革命、政府的崩解也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作者表示，個人參加革命的決定或順

應革命的生活

43. Elena Shulman, Stalinism on the Frontier of Empire : Wome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oviet Far East,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藉由這群移民者出色的故事、檔案信件、政府資料、回憶錄、新聞報和電影等，闡明 1930

年代蘇聯婦女對於國家的形成、在邊境的作用之重要性，同時也可瞭解史達林主義中理

想的性別結構與性質為何。這群在史達林政權的前沿、被莫斯科政權所限制的婦女生活

其實非常的錯縱複雜，然而作者仍透過故事等方式細緻地描繪出她們的生活樣貌，對於

在古拉格(前蘇聯的勞改營、集中營)同樣也有精采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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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

44. Jeffrey A. Engel,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喬治布希在中國的日記，打開了一扇通往中國的窗戶，而這也是他的職業生涯中最

精采的部份。1974-1975 年，身為在北京的美國聯絡處負責人，布希目睹了兩個超級大

國在冷戰時期的高級政策交峰與日常社會生活互動。此書提供了一個屬於個人且詳盡的

觀點來看此時期的國際關係，同時也能瞭解當時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另外，也揭示

出理想中具世界觀的總統樣貌。 

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布希的深思遠慮及務實的現實主義，而這兩個方針也引導他

接下來數十年的發展。他認為越南危機所造成的國際關係的緊張，已逐漸和緩，但中東

的緊張關係卻會在美國的強力介入之下，造成全球股市下跌的悲劇。他規劃重要的國際

聯盟以及個人外交，而他也努力與中國的高層領導人維持有意義的關係。即使對小細節

仍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著，而他就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關鍵性的政治人物，例如福特

(Gerald Ford)、拉姆斯菲爾德( Donald Rumsfeld)及鄧小平。然而貫穿他整本日記的，卻是

角度來看此時期的美國外交歷史，同時

也可

45. R. J. B. Boswor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asc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法西斯國家」，並比較納粹德國與蘇聯共產政權以及其在南斯拉夫的

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提供任何有關於法西斯的解答，在書中也沒有簡潔快速的定

義，而是提供了許多的歷史辯論供讀者參考。作者雖不同意彼此的觀點，但也沒有任何

強迫的共識，使讀者能夠一同參與這一辯論，以瞭解帶領人類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

的浩劫的原因並不是單一的。 

 

討，作者可說是開啟了社會主義前沿中的婦女史。 

他對中國的印象和感想，例如他在北京騎自行車的經驗、中國食物、語言課以及乒乓球。 

在布希所寫的序言裡，以及該文章作者 Jeffrey Engel，皆指出布希的中國經驗是布

希的政治生涯的起源。此書提供了一個中間者的

探究出他在此一關鍵時期的影響力為何。對於此時期的美國與中國關係，提供了另

一種詮釋。 

這本法西斯主義的指南，是由傑出的國際研究團隊聯合完成的，探討當代對法西斯

主義的研究，並指出可繼續發展的領域與討論。從義大利開始著眼，至少在時間的先後

順序上為「第一個

繼任者。此書還考察了 1914 年之前法西斯主義的根源，以及在 1945 年之後法西斯主義

的擴展方式，無論是經由實踐或內化，皆是討論的範圍。分析法西斯主義的理想與實踐，

以及兩者之間矛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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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例 

1924 年 6 月 16 日，黃埔軍校正式建立，軍中建立黨代表制，使軍隊聽命於黨

的指

向：識字教育、防止逃兵及兵工運動。 

浙江的實驗黨軍於識字教育及兵工運動獲得相當的成果，並首次實施兵主運

動，企圖強化軍隊的作戰能力。然而最嚴重的逃兵問題無法徹底解決，浙東事變

中，人民依舊不願給軍隊支持，導致軍隊缺乏給養，黨軍依舊未能成為一支「高

度政治性」的勁旅。 

、識字教育、兵工運動、委員制 

黨軍的定義，徐有禮、巴杰在〈論黨軍的成立及其性質演變〉中，認為「黨

軍」是國民革命時期出現的名詞，用以代表國民黨領導控制的軍隊，最早出自

1924 年 11 月 14 日於《民國日報》刊登的〈令廖仲愷為各軍校黨代表〉一文。

而崔海鋒在〈國民黨黨軍體制的建置與變異(1924-1948)〉一文中，則視黨軍有三

層含義，狹義的來說，是指黃埔軍校領導的學生軍，及後來成立的國民革命軍。
2
本文

可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是黨代表時期，從 1924 年國

                                                      

抗戰期間的實驗黨軍-以浙江省保安團隊為

蔡明叡
*
 

提要 

揮，稱之為「黨軍」。但發展過程中，「以黨領軍」逐漸轉為「以軍治黨」。

在對日抗戰的歷程中，軍隊實質黨化的需求再一次被提出，結合兵主運動與兵工

運動的精神，在浙江省的保安團隊推行實驗黨軍，希冀成為一「高度政治性軍

隊」。 

1941 年 4 月，實驗黨軍正式創行，組織與職責根據〈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

隊特別黨部組織系統表〉分為四個層次的架構；進程方面配合中央所頒訂「政工

典範草案」、「三十年度部隊政訓中心工作實施的要領」等規章，有三樣具體的方

 

關鍵字：實驗黨軍、政工

壹、 前言 

1

中的「黨軍」則是在「以黨領軍」的精神下，重新改造的「實驗黨軍」。 

孫文接納蘇俄「以黨領軍」的經驗，改組中國國民黨，將政治活動導入軍隊，

欲建立一高度政治化的武力，負責軍隊政治宣傳的人員，稱之「軍隊政工」。軍

隊政工的沿革至 1941 年間，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碩士生 
1 徐有禮、巴杰，〈論黨軍的成立及其性質演變〉，《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8(2007,4)：2，頁 62。 
2 崔海鋒，〈國民黨黨軍體制的建置與變異(1924-1948)〉(吉林：吉林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9)，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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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改組至 1927 年止。第二是政治部主任時期，從 1927 年至 1928 年第二次北

是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時，為第二次北伐結束起到軍委會政訓處成

立。第四是軍委會政訓處時期，從 1933 年起至 1938 年春季止。第五是抗日時期，

也可說

政工活動時期，雖然有不同的組織型態，但對於軍隊政治化仍不遺餘力，實

驗黨軍中所關注的逃兵、識字教育等 。而為了因應

抗戰的特殊環境，建造一支強勁的軍隊，並強化政工在軍隊的作用，改變政工人

員被部隊長官看不起的狀況，乃先行於浙江省保安團隊(簡稱浙保團)推行實驗黨

軍。保安團隊的性質相當於過去的團練，不屬於正規軍，一般由省政府管轄，費

用支出由地方負擔。1941 年任浙保團特別黨部書記長的朱啓佑，提到「保安團隊」

的意義、『「保」便是保境，「安」便是安民，浙江省保安團隊即是說浙江省的人

民要我們保安團隊來保護』。 保安團隊做為地方的自衛武力，主要作用是「肅清

省境盜匪」，配合戰事的需要，也會來到前線作戰，如浙保團便曾前往浙東浙西

國防第一線作戰。
5
 

1927 年 2 月底，北伐軍進取浙江全境後，在原各保安團的基礎下，於浙江省

建立省防軍，1928 年 9 月初，撤銷浙江省軍事廳、省防軍，改編為浙江省保安處。

1932 年 1 月俞濟時 接任浙江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並對浙江省保安團加以整理、

重編。4 月，浙江省保安處設副處長，由蔣志英
7
兼任。1935 年 2 月，宣鐵吾任

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8 月，俞濟時不再兼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由宣鐵吾接任

處長。而實驗黨軍的計畫也就以浙江省保安團隊為基礎，在宣鐵吾的規劃下來推

展。 

隨著戰事的變化，實驗黨軍的組織、效能有所調整。《黨軍》雜誌是浙江省

保安團隊特別黨部所編撰的專屬刊物，內容為實驗黨軍的相關沿革、實施規章、

各級幹部及首長對實驗黨軍的意見、官兵實際的生活經驗等，作為實驗黨軍內發

表與改進的平台，並得以瞭解基層幹部的建議與實施狀況，如《黨軍》24 期中

的〈黨工通訊〉，第一團機槍第二中隊黨部馬經理，就曾逃兵問題提出三點建議，

其中給予政治放假兩天一點，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回應：「政治放假兩天，

名實均有未當……如不從加緊組訓工作，使士兵有忠黨愛國之觀念著手，則放假

                                                      

伐結束。第三

是軍委會政治部時期，自 1938 年夏季至 1941 年。
3
 

問題，中央的政工也同樣關注

4

6

 

4  朱啓

保安團隊

3〈後紀〉，《政工週報》(微捲)，4(1941.10)：1，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中國：重慶，

頁 25。 

佑，〈書記長講 保安團隊的認識和任務〉，《黨軍》(微捲)32(1941.10)，中國國民黨浙江省

特別黨部編，中國：浙江，頁 3。 
5 〈浙江省保安團隊各級黨部剿匪時期工作綱要〉，《黨軍》31(1941.10) ，頁 3。 
6 俞濟時(1904—1990)，字良楨，號邦梁、濟士，浙江奉化縣城奉南村人。為黃埔軍校第一期，

畢業後留任蔣介石侍衛，參加過上海一二八戰事。1932 年 1 月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陸續擔任

陸軍第五十八師師長、第三十六軍團軍團長、第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等職，1942 年任蔣介石侍

行防務，1941 年在與日軍戰鬥中陣亡。 

衛長。 
7 蔣志英(1902—1941)，字伯清，號志槎，諸暨浬浦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参加北伐，

歷任連長、營長、浙江省保安第三團上校團長等職。中日戰爭爆發，陸續於錢塘江南岸、浙西富

陽等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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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特不能防止士兵黨員之逃亡，適足予以逃亡之機而已。」
8
這段資料清楚呈現

《黨軍》作為中央與中隊等下屬階層溝通孔道的重要性。因此藉由研究這份刊

物，可直接瞭解實驗黨軍的涵義、推行的具體進程、及實施過程中的瓶頸，一窺

黨軍再造的時空背景及北伐時與抗戰時黨軍的性質差異。 

本文乃以「黨軍」刊物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先陳述實驗黨軍的背景與組織，

接著論述實驗黨軍的發展重心與遭遇的困難，最後分析實驗黨軍在發展的進程

中，其成效為何，是否達到預設的目標？希望藉由浙江省實驗黨軍的探討，來瞭

解在抗戰時期的背景下，黨軍如何再度被提倡，其制度與精神的轉化概況，進而

對當時的國民政府軍隊及實驗黨軍的概念，有更深入的瞭解。 

 

貳、 實驗黨軍的成立背景與組織 

實驗黨軍的嘗試，是因應當代的歷史時空下而產生的，隨著中日戰爭的爆

發，「抗戰建國」是當時的重要口號，而軍隊又是達成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國

軍在

目前一般的部隊差不多都沒有做到黨軍的理想要求—政治性的武

，如果推行有效，還要貢獻中央推行於全國軍隊，這就是所以要

                                         

裝備、人員素質上都不及日軍，如何能建立起一支強勁作戰力的軍隊，便

成當務之急。而可以參考的方向，就是仿照北伐時期的黨軍體制組建軍隊，並

改善過去黨組織與軍隊之間的不合及缺失。所謂黨軍，當時的定義為： 

 

黨軍就是黨的軍隊，是軍隊由黨所建，由黨所治，換句話說就是要

使軍隊黨化，全體官兵都能成為認識主義、認識本黨、認識政府、

認識敵人……即成為特派員所指示的高度政治性軍隊。9
 

 

這邊的黨指的是國民黨，根據定義，軍隊為國民黨所建，並由其領導，而軍隊裡

的官兵都受其指揮，並要瞭解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相關的理念及想法，成為一支

政治性的軍隊。 

當時國民黨仍有黨軍的存在，但在浙江保安團隊又實施了「實驗黨軍」，其

原因在於： 

 

力，所以決定計畫要將保安團隊先來實驗以黨建軍、以黨治軍的工

作

實驗黨軍的道理。10
 

 

當時的軍隊名義上稱之黨軍，但實質上卻不具黨軍內涵，成為一「政治性武力」，

               

黨軍的意義與工作人員的職責〉，頁 5。 

8〈黨工通訊〉，《黨軍》24(1941.7) ，頁 11。 
9 〈朱書記長在浙保第一團黨部代表大會 實驗黨軍的意義與工作人員的職責〉，《黨軍》(微捲)，

22(1941.7) ，頁 5。 
10  〈朱書記長在浙保第一團黨部代表大會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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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部隊戰鬥情緒及士氣，並使「國民革命軍」名符其實，軍隊完全黨化，
11

乃於「以黨建軍、以黨治軍」的口號下，先於浙江省的保安團隊試驗。如果

可行，再進一步推行到全國，又因其改造過去的黨軍體制，引進新制度，乃稱

為

導員，並徵集中

級政工人員，至 8 月時保安各團政治指導員亦編配齊全。1940 年 12 月，浙保特

別黨部為鞏固基層工作 並於金華張家

駐地設立 之業務於特別

黨部

劃了

軍隊黨務的相關人才與組織。 

實驗黨軍的組織與職責根據〈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組織系

統表〉 省保

安團(大 細則，第一層是

特別黨部，設有特派員 1 人、執行委員 7 人、監察委員 5 人、書記長、秘書各 1

有

隊、隊黨部及分部，直屬中隊有 9，直屬隊有 2，直屬分部有 12，共 23；第 2

類是

隊黨部共 8；第 3 層是中隊黨部，隸屬第 2 層的第 2 類中，共 12；

團 委員

會、執 時得

召開臨 ，並

              

「實驗黨軍」。 

實驗黨軍的構想可上溯至 1935 年，由宣鐵吾
12
所提出、推行。他在 1935 年

被任命為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簡稱浙保特別黨部)特派員後，1937 年 9 月創

浙保幹訓班於龍游，以培養基層軍事幹部。1938 年繼辦浙保政訓班於金華，此

年 5 月結訓，將受訓學員 120 餘人，派任保安團屬中隊政治指

，遂有派設團(大隊)黨部專任幹事之決定，

講習會。1941 年 4 月，實驗黨軍正式創行，合併政治部

，所有各級政工人員，亦同時改任為黨工，試行委員制於團隊黨部。
13
 

1939 年 3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指示限期恢復各級軍隊黨部，加強黨務

推行，全國各部隊、軍事機關、學校、訓練機構、保安團隊亦陸續恢復黨的組

織，設立特別黨部。
14
與前述浙江實驗黨軍的發展進程作對照，1935 年時浙江省

保安團隊已有特別黨部的成立，反映了此區做為新黨軍的測試地，先行規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編制表〉、〈中國國民黨浙江

隊)黨部暫行組織規程〉可整理出四個層次的架構及分工

人，錄事 5 人、工友 12 人，此外設有三科：組織科、宣訓科、總務科，每科設

科長、幹事、助理幹事各 1 人，合計 41 人；第 2 層有兩種：第 1 類是直屬中

團黨部、特務大隊黨部與第十區大隊黨部；團黨部有 4、特務大隊黨部有 3、

加上第十區大

第四層是小組，隸屬於各中隊黨部與直屬分部。 

黨部的編制，設執行委員 7 人、候補執行委員 3 人，負責組織執行

行上級黨部之命令並指揮所屬部隊之進行，每半月開會一次，必要

時會議。監察委員 5 人、候補監察委員 2 人，負責組織監察委員會

                                          
  〈宣處長兼代特派員講 軍隊黨工人員應有的認識〉，《黨軍復刊號》(微捲)，(1942.12.21) ，

和北伐戰爭。1935 年 2 月，宣鐵吾任浙江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8 月接替俞濟時為浙江省政府
保安處處長。1936 年 10 月授陸軍少將。 

中日戰争爆發後，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司令，浙江抗敵自衛團副總司令。浙江戒嚴司令，
浙江防空司令。並兼任金蘭、紹興戒嚴司令和浙江省保安縱隊司令。1938 年春，其基本部隊改

生主持浙保黨政工作事略〉，《黨軍旬刊》62、63(1943.7) ，第 3 版。 

992 

11

第一版。 
12 宣鐵吾 （1897—1964）別號惕我，浙江諸暨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

導一團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連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營長，參加過兩次東征

编為陸軍預備第十師，任師長。  
13  朱啓佑，〈宣鐵吾先
14 國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二冊  (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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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理

部 候補執行委員 3 人，負責組織執行委員會、執行上級黨部

之命

中國國民黨浙江省保安團隊特別黨部組織簡圖

議所屬黨部或黨員違犯黨紀、稽核財務之收支。幹事 1 人，承委員會之命總

一切事務、助理幹事 1 人、錄事 1 人、工友 1 人，共 21 人；各(獨立)大隊黨

有執行委員 5 人、

令並指揮所屬部務之進行。監察委員 3 人、候補監察委員 1 人，負責組織

監察委員會、決議所屬黨部或黨員違犯黨紀、審查全大隊黨務之遂行、稽核財

務之收支。設錄事 1 人、工友 1 人，共 14 人；各(連)中隊黨部設執行委員 3 人、

候補執行委員 1 人，負責組織執行委員會，執行上級黨部命令並考察訓練黨員，

每星期開會 1 次，並須將其工作報告給團黨部。監察委員 1 人、候補監察委員 1

人，負責檢舉本部所屬黨員違犯黨紀，並審查本部黨務之進行。錄事 1 人、工

友 1 人、共 8 人。簡圖如下： 

15 

 

同屬特別黨部直轄的團黨部與大隊黨部，人員配額上，團是多於大隊，考

量的因素，宣雲蓀提到 

 

我們工作的重心在團黨部……如果團黨部不健全，則特別黨部鞭長

莫及，中隊黨部的工作將失其監督和指揮，團黨部如能切實負起承

 

  

上啟下的責任，則上下貫通，運用如意……獨立大隊黨部在這些作

用上，雖然與團黨部相同，但是(一)本部所屬的獨立大隊黨部少於

團黨部(二)獨立大隊黨部所屬單位只有團黨部的三分之一16
 

                                                     
  依據〈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15 特別黨部組織系統表〉整理簡化，《黨軍》25(1941.8) ，頁

9。 
16  宣季蓀，〈實驗黨軍答客問續三〉，《黨軍》24(1941.7)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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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團隊有無逃兵及其逃亡原因與防止辦法及實

效……等。
17

組織架構確立後

團隊特別黨部民國三十年下半年度工作計畫〉，是指 194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浙保特別黨部實驗黨軍的第一期，共分成四大類工作：組織、宣傳、訓

練、總務。組織方面，有成立團隊黨部執行委員會、黨籍管理、巡迴視察注重

督導等；宣傳方面：出版黨軍、指導下級黨部宣傳工作、對敵偽宣傳等；訓練

方面：訓練黨工基層幹部、識字教育、黨義研究、防止逃兵等；總務方面：財

產管理、經費之籌畫與管理、文卷之管理。 

1939 年 3 月陸續恢復各級黨部組織，同時規定四點該年度的主要工作：成

立團連黨部、舉辦兵員生集團宣誓入黨、每週必舉行小組會議一次、推行戰時

服務工作。1940 年開始注意訓練工作，以識字教育、成立中山堂、防止奸偽兵

運為主。1941 年以設置實驗單位、訓練基層幹部為中心。
18
因此浙江實驗黨軍的

工作規劃，也多按中央的進程來訂定，而非完全獨立運作。 

宣傳與訓練兩個方向，清楚的顯示實驗黨軍要將黨的精神融入到軍隊中，

因此特別對中國國民黨的黨義與三民主義進行研究，並發行刊物提供討論與總

結的空間。針對當時的軍隊的問題，如軍人不識字、逃兵，皆有計畫，下面論

述實

央的方針進行改造，但有所調整。實驗黨軍最大的改

革在於推行委員制，同時決定黨組織民主化、提高黨職權、增設專任人員等三

大原則 是要

改變過 候，

實施黨 隊中

很有威 很大，

又因其 隊事務，與

部部長的張治中，在〈發揚革命

                                                      

然大隊黨部跟團黨部都直轄於特別黨部，但大隊黨部的數量、所轄單位及重要

性皆不如團黨部的地位來得重要，因此團黨部的編制員額會略多於獨立大隊黨

部。 

除了執監委員會的常置，另有巡迴督導的規定，根據〈中國國民黨浙江省

保安團隊特別黨部巡迴督導組實施辦法〉，為明瞭所屬各級黨部之設施及工作進

行情形，達成以黨建軍、以黨治軍之任務，特設巡迴督導組。巡迴督導組設主

任 1 人，由書記長或秘書兼任，兼任幹事由各科科長或幹事兼任錄事 1 人，其

權責有宣達本部重要工作方針及政令督導、考察團隊全體官兵黨員對主義之認

識與實驗黨軍之理論、考察各

 

，接著訂定工作計畫來逐步實施，〈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

驗黨軍的發展時便針對這幾個問題來討論。 

雖然實驗黨軍依循中

，並以這些新的形式和內容，提高黨政工作的效率。委員制的目的

去黨代表制的缺點，當時軍隊中的一名副官提到「革命軍北伐的時

代表制，當時黨代表的權力很大，他們又能衝鋒打仗，所以黨在軍

信，不像現在一樣」。
19
他的看法反映出黨代表制初期，黨代表權力

能征善戰，故能掌握軍隊中的主導權，而後的黨工不瞭解軍

部隊長官產生隔閡，如曾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

精神光大國軍美德-部長在三十一年度政工會議開幕典禮訓詞〉提到，「在過去，

 

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二冊，頁 995。 

(1941.7) ，頁 14。 

17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巡迴督導組實施辦法〉，《黨軍》25(1941.8) ，頁 9。 
18 國
19  章松壽，〈「怎樣實驗黨軍」‐‐浙保一日的生活片斷〉，《黨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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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是空口講大話，甚至於表現許多妨礙部隊的行動」。
20
 

黨部；委員是民主產生，代表兵意。
21
這四點是將黨代表制與委員

制作

行改組，在〈黨務十日〉的大隊改

制提到： 

 

 

調 全體官兵直接參與幹部的選

舉，且

專

握

也

一

進

資

並

                                                      

工人員在部隊裡被部隊長官看不起……因為我們在部隊裡不做實際工作，只

團連設專任委員兼常務委員一人，由本部選派，其餘團連執監委員俱由全

體黨員中先選出代表，再由代表推舉產生。委員制的出現，是要改進過去軍隊

黨代表權力過大的問題，當時宣雲蓀的連續專欄〈實驗黨軍答客問〉(續)中，便

解釋委員制的優點，他提出四點：第一，黨代表權力雖大，往往易與部隊長官

對立，而部隊長官是有實力的，第二，黨代表只有一個人，委員有好幾個人，

第三，黨代表被賦與的權力過大，很容易操縱一切，第四，黨代表是上面委派

的，代表上級

比較後，提出委員制的長處，過去黨代表權力雖大，但僅有一人，不僅容

易流為個人主觀的行動，軍隊的長官也有抗衡能力，如果黨代表威望足夠，尚

能領導軍隊，但若黨代表與部隊長官的意見相左，雙方互相抗衡，便會造成政

務窒礙難行。委員制為民主產生，全體官兵都能參與，而部隊長官同時也可能

為委員，與本部所任的常務委員屬於同等地位，且更熟悉軍隊狀況，加上委員

數有 5 至 7 人，較不會造成專斷的現象。 

1941 年 10 月，浙江省保安團隊的大隊進

本部所屬各特務黨部，原和各團隊黨部一致，採用委員制。中央組

織電令，特務大隊仍照原組織編制辦理，將大隊及所屬中隊專任委

員一律撤銷，恢復指導員制，而由各大隊專任委員制，則改任為大

隊黨部專任幹事；原任中隊專任委員，改任為中隊黨部專任幹事，

錄事如舊，已於十月一日起實行。22 

整組織前，實驗黨軍採用委員制，欲用選舉方式使

避免專斷現象，專任委員則由本部所派。調整後，特務大隊及其所屬中隊

任委員改為專任幹事。筆者以為，中央基於特務大隊的敏感性質，為能確實掌

控制權，不願僅能指派眾多委員中的一名，故改為指導員制。將委員轉為幹事，

就是歸於行政性質，形成指導員指揮行政體系的架構。這種狀況反映兩點，第

：實驗黨軍雖然是從地方保安團隊發展而來，但仍聽從中央的指示，依其方針

行軍中政治宣傳；第二，實驗黨軍最重要的變革之一，委員制很快產生變化，

料顯示第二層的特務大隊回復指導員制，同屬第二層的第十區大隊及直屬中隊

不清楚有否改變，但也顯示中央對特務大隊的關注，必須握有最高控制權。 

實驗黨軍配合抗戰的需要，欲重塑軍隊的思想與組織，從整體架構來看，

 
20  張治中，〈發揚革命精神光大國軍美德-部長在三十一年度政工會議開幕典禮訓詞〉，《政工週

 

報》6(1941.7)：4，頁 5。 
21  宣季蓀，〈實驗黨軍答客問〉(續)，《黨軍》22(1941.7) ，頁 7。
22  〈黨務十日—大隊改制〉，《黨軍》31(1941.10)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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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黨軍將原本的政治部與特別黨部合而為一，解決過去疊床架屋的結構，統

一由

參、 實驗黨軍的發展進程及成效 

實驗黨軍第一步改造了軍隊的結構，下一步則為具體的行動。實驗黨軍以

成為高 ，識

字的條 如何

提供較 問題。 

在 、「三

十年度 三個具體的方向：識字教育、防止

為良好的公民了……要建國必先建軍的當中提高軍隊的素質，極為

重要，要提高素質，自然又要首先掃除軍隊中的文盲不可……只有

            

特別黨部所領導，且仿地方黨部的規劃，如小組對應到區分部，由上至下

建立嚴謹的管轄體制；其次內部採用委員制，此一構想來自於「兵主運動」之

理論，蔣介石曾在 1938 年 3 月 2 日電全國各師長，指示練軍的原則為「軍隊精

神，總須注重民主化，官長尤要士兵化」
23
即是要使官兵能夠打成一片。委員制

的實行，使擁有黨籍的士兵與部隊長官都有選舉與被選舉的資格，一旦進入執

行或監察委員會的行列，不分官階，都有發言的權力，一方面避免過去黨代表

權力過大的現象，另一方面官兵也能參與事務的討論，增加一般士兵對軍隊事

務及黨務的關心。 

在「以黨建軍、以黨治軍」的前提下，委員中設一常務委員，由中央黨部

所派，其涵義有二：一是軍隊官兵多不隌中國國民黨的黨義或三民主義的概念，

需要有專門的人員訓練、監督；二是軍隊既然要由黨所管制，並掌握軍隊的狀

況，故特別黨部派遣常務委員，確保中央對軍隊的主控權。 

 

度政治化軍隊為目的，首要目標當然是宣傳與解釋黨義，為了宣傳

件是必須的。此外被宣傳的士兵數要能夠確保，隨著戰爭的持續，

穩定的經濟來支持軍隊的維持與宣傳活動，也是實驗黨軍要面對的

此三類問題下，實驗黨軍的進程配合中央所頒訂「政工典範草案」

部隊政訓中心工作實施的要領」，
24

有

逃兵及兵工運動。 

     

一、 發展進程 

1. 識字教育 

 

士兵識字率的提升，影響軍隊政治工作的成效，若虹在〈怎樣實施士兵識

字教育〉一文中，提到士兵識字的重要性： 

 

有人說軍隊政治工作中，以實施士兵識字教育為最重要的基本工

作；這句話確實是實在的……全國現在有數百萬軍隊，如果個個士

兵都能認識字，都能看報寫信，將來服役期滿回到社會去，都能成

                                            
 ，頁 21。 

‐858。 

23  周焱，〈兵主運動之理論與實際的研究〉，《黨軍》40、41(1942.1)
24 國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二冊，頁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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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識字教育的推行，才是提高智識水準的基本功夫，才是一切政治

訓練的入手方法。25
 

兵識字教育的用意，一是能在軍隊中順利的來進行政治訓練，進而提高軍隊的

質；二是當軍隊回歸成為一般公民時，能夠具備一般溝通及閱讀的能力，提高

眾的識字率，降低軍人回歸社會造成的衝擊。 

浙保特別黨部的工作計畫中，識字教育列為訓練工作的一環，規定了五點：

一，1941 年 7 月底

 

士

素

民

第 之前，重新調查統計所屬黨員之教育程度；第二，在 1941

年 12

應

增

考 盤竹籤等教育工

具。 300 個

字，書寫簡單字

為百分之

每

黨

用

次會議

甲

的 關係、各戰場的抗戰形勢等，預測日本的動向及中國抗戰的

第二週為訓練基層幹部與實驗黨工；第三週為怎樣研究黨義，而乙組的討

論則為民權主義第四講、怎樣做一個黨的基層幹部。由這些小組的討論範圍來

局勢還有軍隊政治化的需求所訂的，乃是在識字的基礎

與三民主義並討論軍隊抗戰的方向。 

識字運動在推行的過程中，仍持續的發展並針對缺失進行修正。1941 年 10

軍人知識水平較高，他們能應用專

的技術與語言於戰鬥中，取得優勢。
28
宣鐵吾 1943 年於保安第 2、4、5 團黨工

人員的 民主

義、五 提高，

士兵也 級機

            

月底至少應減少百分之五十的文盲；第三，新兵入伍至第 6 個月底，至少

認識字 300，書寫簡單字 50 個；第四，由特別黨部訂定識字教育方案，翻印並

訂中央黨軍社編印士兵識字教育課本為教材，六個月內教畢第二冊並舉辦成績

察；第五，各團及獨立大隊黨部應分別置備漆布、黑板、及沙
26
實驗黨軍是以六個月為週期，對新進的文盲士兵教育，目標為認識

30 個，整體成效希望能夠減少一半的文盲，估計整體軍隊文盲

八十以上，合計即是要達到六成以上的識字率。 

配合識字教育，實驗黨軍提供成果發展的場所，因此有《黨軍》定期出刊，

期至少刊登士兵稿 4 篇，並舉行徵文比賽。另擴充中山室，除了提供日報 3 種、

義書籍 10 種、社會科學書籍種、士兵通俗刊物至少 15 種，還供應體育及娛樂

具，舉辦棋類及運動競賽。而黨軍最基層單位小組，則每週舉行小組會議，一

兩小時，
27
討論每月的議題，並發表於《黨軍》。如 1941 年 10 月份第一週

種小組會議的討論，為「最近日寇動向與我國抗戰前途」，從日本南進或北攻

動向、中國的外交

情勢；

看，是針對當時抗戰的

下，進一步宣傳黨義

月 5 日浙保團特別黨部書記長朱啓佑對特務第二大隊的演講中，提到中國在抗戰

中與日本作戰往往失利，最大的因素在於日本

業

座談會中，以為宣傳黨義的過程中，黨工人員只用上課方式講述三

權憲法的概念，卻未多加關心士兵的生活，使部隊作戰的精神未能

缺乏敬愛心。
29
1944 年〈今後本省軍隊黨務的動向〉一文中，肯定各

                                           
〈怎樣實施士兵識字教育〉，《黨軍》22(1941.7) ，頁 8。 

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民國三十年下半年度工作計畫〉，《黨軍》22(19

25  若虹，
26 〈中國 41.7) ，

頁 5。 
27 國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二冊，頁 846。 

刊》46(1943.2) ，第一版。 

28朱啓佑，〈書記長講 保安團隊的認識和任務〉，《黨軍》32(1941.10) ，頁 3。 
29  楊鴻孝筆記，〈宣代特派員講 今後黨工人員應有的努力〉，《黨軍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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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皆設 ，改變過去「機構虛設徒具形式」的狀況，但

終的目標「以黨治軍、以黨建軍」卻尚未達到，因此在「提高官兵素質，厲行

。
30
 

兵販方面，「兵販子」

以專門

來因各地所設

祝更生列出七點逃兵之風盛行的原因：軍隊幹部苛刻與經濟不公開、生活

有專任黨工人員，責有專司

最

學術運動」一點中，認為實施官兵學術訓練，是提高官兵素質與提高部隊戰鬥力

量的先決前提。而促成官兵學術運動的方法有兩點：舉行學術考試與舉行學術競

賽，其中學術考試未能推行徹底，應加強考核工作

 

2. 逃兵問題 

 

對日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逃兵現象成為軍隊徵集與管理的重要問題，周

焱在〈兵主運動理論與實際的研究〉中，以為過去不求根本解決，僅知在未逃之

前，嚴加管束在營的士兵，已逃之後，則積極的緝捕。
31
楊振歸納中國徵兵的三

個問題：婦女、兵販及貪污，婦女方面，因中國婦女無法在經濟上獨立，一旦丈

夫或兒子去當兵，便失去依靠。解決方式為聯合各地知識婦女，普遍推行婦女教

育，同時提倡婦女手工業，教之以技藝，使期能養活自己；

替人當兵為職業，收了錢之後，便頂替當兵，但過一兩個月又會轉換身份，

這種狀況會使部隊的兵源不固定，且涉及舞弊的問題；貪污方面，如藉由賄賂地

方鄉保長來免緩兵役，或是部隊長官得錢買放，這種現象不僅造成人民不平，還

有嚴重的兵役糾紛，因此各級徵兵人員應把徵兵做到民眾化、公開化。
32
 

張治中到湖南時，也同樣遇到兵役的問題。由於招募的單位不一，負責官

員又往往上下勾結，致使壯丁大量逃避到城市，或寧可做為土匪，在他的回憶錄

中提到： 

 

因為抓丁的威脅，很多地方的壯丁，在一天的辛苦以後，連一夜應

得的休眠時間都沒有，而必須摸到山林去避難。……自由招兵的斃

害也是不可勝言的，一個報紙作了如下的報導：「近

招募處招募新兵，有人就可當官，於是一般在野軍人或土豪劣紳，

勾結區鄉鎮長使其多多抽丁，或直接派兵到各處搜捕，以便填滿人

數，升官發財。」……本來可以透過地方政府去徵集，偏採取自由

行動擾亂後方，不但於徵兵無益，反種下兵民不合作的惡根，影響

將來的戰局。33 

 

徵募士兵時即無統一的組織與系統，加上不良的官員與豪紳勾結，一方面兵員募

集不易，另一方面軍隊的逃兵之風也無法有效遏止。 

                                                       
30 黃紹竑，〈今後本省軍隊黨務的動向〉，《黨軍》新 1(1944.1) ，頁 1。 
31 周焱，〈兵主運動理論與實際的研究〉，頁 21。 
32 楊振，〈怎樣去宣傳兵役〉，《黨軍旬刊》49、50(1943.3) ，頁 1。 
33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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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不慣部隊生活、官長賞罰不明、兵販、思家、被不良份子引誘。
34
賞罰不

明與生活艱苦促使軍隊的士兵不斷逃兵，而兵販則提供不願應募為兵的頂替方

案，這兩者主要是加速逃兵之風的盛行，當時的大環境催化了這些因素。 

中日戰爭中，中國在人員素質與裝備不及日本的狀況下，運用「以空間換

取時間」的政策，進行消耗戰，雖然此舉使日本的軍隊無法有效控制取得地區，

的人力、物力，生活條件並不好，軍隊的內部也是一樣，更

由於官長賞罰不明或收受賄賂，讓逃兵的現象無法獲得有效解決。而在浙江省，

「本省

出征

抗戰軍

士氣與生活自給。 

黨軍分部也各自有防止逃兵的方式，像是「聯保防逃」： 

 

 

由於士 被保

人來逃 罰，藉由這種責任制消極的來阻止逃兵，並獲取相當的

效，但卻非從根本的部隊長官問題來著手。 

但中國也消耗了大量

地方團隊士兵生活待遇差，尤其自金蘭淪陷，物價飛漲之後，由影響而給

予其在生活上所遭受之痛苦，更為前所未有」。
35
 

為了解決軍中待遇不佳及物價上揚影響到徵兵的狀況，乃從兩個層次來改

進：「軍中待遇」方面，要求直接改善軍中的衛生與飲食，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

竑以為應從食住衣三個層面來改進，
36
宣鐵吾則針對經理及衛生，經理指黨工人

員應多關懷士兵生活及協助部隊管理，衛生則是增加副食津貼，用於士兵的伙

食，不能隨意挪用；
37
「物價上揚」方面則採用「兵工運動」與「限制物價」的

措施，前者是「寓兵於農」的方針，後者則是先由政府調查物價，並以糧鹽價格

為準來限定各類物品價格，不得任意變動。
38
還有發動未出征壯丁替征人家屬耕

種，規定未出征各壯丁，均有替征人家屬耕種義務。兵田公耕以保為單位，

屬除富有外，如確因壯丁出征，無力耕種所有田地者，得請求保長按實在

需要，分配保內壯丁，代為義務耕種。
39
這些措施都希望能在嚴峻的環境下，維

持住軍隊的

而

第一團第八中隊黨部，因鑒於士兵逃亡甚多，影響部隊之素質與部

隊訓練甚大。特自八月份舉辦不逃聯保切結，其辦法為二人保一

人，但不得三人互保而使士兵均負有相互勸勉監督之責。現聞實行

以來，成效卓著，半月中該中隊尚無逃亡現象發生。40
 

兵逃亡太多，第一團第八中隊黨部採用互保方式，保人的自然會避免

兵，否則會遭受處

成

 

3. 兵工運動 

                                                       
34  祝更生，〈我對於實驗黨軍的意見〉，《黨軍》24(1941.7) ，頁 8-9。 
35 黃紹竑，〈今後本省軍隊黨務的動向〉，頁 1-2。 

努力〉，頁 3。 

 ，中國：廣東，頁 22-23。 

36  黃紹竑，〈今後本省軍隊黨務的動向〉，頁 2。 
37  楊鴻孝筆記，〈宣代特派員講 今後黨工人員應有的
38〈實施限價講話〉，《黨軍旬刊》44(1943.1) ，第四版。 
39〈發動未出征壯丁替征人家屬耕種〉，《新寧雜誌》(微捲)，33(1940.12)
40 黨務十日，〈聯保防逃〉，《黨軍》28(1941.9)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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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運動為「兵加工」的運動，也就是在一般的軍事訓練外，士兵進行農、

工、魚

軍隊生產不僅限於糧食作物的

生產，

常識、

農業常識、合作社之經營教育，均須指定專人及時間施教。查調士

士兵生活、

融洽軍民情感，藉使軍隊社會化、民眾化、生產化。44 

第一要先確定組織，依現行黨工制度，團以下各級黨部均有執監委

此類運動即可以執行委員會策劃進行辦法，監察委員

會加以督察，并另在各級黨部中山室中，於文化，體育，娛樂等三

各項實際工作，經濟組之負責人員，可依規模之大小以定多寡，如

獵的生產活動，做到「國防與民生」合一，為了進行持久戰所發展出的制

度。
41
明朝初期建立的衛所兵制，即是兵農合一的方式，以軍屯為經濟支柱，由

工部屯田司統一供給工具、種子、牲畜，每 50 畝納正糧 12 石，餘糧 12 石，用

以確保軍儲供給。 

實驗黨軍推行的「兵工運動」本質上是要使軍隊足食，與明朝的用意相同，

而實施方式則有大幅度調整，可從幾點來看：首先

還擴及工業生產與魚獵，工業生產是運用軍人原先的專技，木工、水泥工

等，一方面從事產品製造獲取額外收入，另一方面可配合軍事需求，造橋、修路

等，加速軍隊的動員與作戰能力；魚獵則組織打獵、捕魚隊，以所得出售及充作

士兵副食；其次，兵工運動兼有軍民合作的用意，實驗黨軍第一期的工作計畫，

戰時服務條中：「發動官兵協助駐地附近農民，耕種收割，以收軍民合作之效」。
42
最後，兵工運動考量精神的塑造與技藝的養成，實驗黨軍欲塑造出一善戰且具

有堅毅精神的政治化軍隊，兵營生活多缺乏變化，以勞工作業作為調劑，可增進

其生活的意識與興趣，而退伍後，士兵若沒有維持住本身技藝，回到社會即難成

「良民」。
43
 

兵工運動並無前例可循，「政工典範草案」第 158 條提供概括的實施方向： 

 

生產教育之實施，應由部隊軍官主持，政工人員協助，如工業

兵入伍前之職業手藝，按其所長編組，選其熟練者為助教或指導，

并須就營有器材及駐地附近之荒地開墾。借用民地或租借民地，辦

理小規模之工廠菜園，將生產收益輔助士兵之不足。……生產教育

之實施，重在實作、熟練，并有裨於改善士兵生活、調劑

 

應詠棠進一步提出具體實踐的方式： 

 

員會之成立，

組外，添設經濟組，由執監委員會，責成該組主辦「兵工運動」之

                                                       
41 應詠棠，〈兵工運動〉，《黨軍》29、30(1941.9) ，頁 9-10。 

〉，《黨軍》22(1941.7) ，

56。 

42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民國三十年下半年度工作計畫

頁 5。 
43 應詠棠，〈兵工運動〉，頁 11。 
44 國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二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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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項運動尚屬新倡，添設經濟組不足以負此重大之使命，則可

組織「兵工委員會」，直屬於各級黨部，內設各股分掌職司，下分

若干組領導工作……部隊中之兵即是民，在家鄉時均有一種行業，

作為生活，部隊之中萬方薈集，各色俱備，只須就其所近擇適舉辦

後三個月內，必須參加兵工工作，以重新兵教育而資鼓勵。

 

在現行 ，可

增設經 內容

則依現 ，工

作效益

兵 便利，

說明在 所需

及額外 ，工作的器具原

上皆不向地方徵借，縱然有需要，工作完畢必須立即歸還，軍隊生產的商品也

望軍隊與日軍作戰時，能有地利之便，藉

百姓的支持，在淪陷區後方對日軍騷擾，或是與百姓交換買賣物資，一方面減

少民眾 下，實

驗黨軍

 

二、

實 浙江

省保安 識字、

逃兵、改善士兵生活等問題，隨著物價的騰漲，乃繼續倡行兵工運動，以求自給

字方面，1943 年時，實驗黨軍各級黨部尚能普遍舉行春秋兩季學術競賽，

之，如於公地或隙地種植蔬菜，開河，掘井……如係動員大量人工

之工作，應由各級黨部統籌向地方徵借，用後即行歸還。 

 

注意的原則有幾點： 

 

一，工作要普遍，二，行動要便利，三，有生產或勞力價值，四，

成本廉，獲益豐，五，經濟處理要公開確實，六，不傷軍民情感，

不損民眾利益，七，對於所得各種作業成績，可由團或大隊黨部中

山室舉行勞作展覽會陳列供社會人士標價參觀出讓，八，團或大隊

組織「兵工合作社」，以全體黨員為社員，經營產銷合作，九，新

兵入伍
45 

的黨工制度下，由執行委員會策劃，監察委員會監督，若是規模較小

濟組辦理，規模較大則可組織兵工委員會，下轄各組辦理事務。工作

有環境與人員專長，擇便辦理，新兵入伍 3 個月內必須參加兵工工作

需符合成本廉、利益豐，並組織「兵工合作社」，經營產銷合作。 

工運動要求全體士兵都需參加，且工作均需符合經濟效益，行動要

不妨礙正常軍事訓練的前提下，倚賴工作的額外生產，用以供給基本

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兵工運動特別注意軍民間的聯繫

則

提供給民間標售。如此重視民眾，是希

由

對軍隊的供給負擔，二方面可加深軍民的情感。在戰事激烈的狀況

不僅要精神作戰，物資的支持藉由兵工運動的開展來強化。 

 實施成效 

驗黨軍先進行幹部的訓練後，1941 年正式創設，依據〈中國國民黨

團隊特別黨部民國三十年下半年度工作計畫〉開始進行，首要針對

及

識

兵民密切的聯繫。 

                                                       
45 應詠棠，〈兵工運動〉，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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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軍 有相

當的成 日本

向南、 如向

南進攻 得足夠援助

前，先行進攻；向北則策應德國在歐陸的進攻，綜合可能因素認為北進的可能因

論，雖然帶有強制性質，但卻可促使官兵參與當前局勢的

思考， 出可資參考的意見，有助認清作戰的目的與方向，但由於戰事不斷，每

週預定 行徹

底，在巡視各級黨部工作狀況時，便發現類似的問題，並要求加強改進。 

硬體設備中，中山室的作用提升並變得多元，止戈認為「部隊中山室不僅

為士兵 給予

士兵正 兵的

場所與 政治

的自覺和作戰能力」。
47
 

過去中山室僅設於團，但連才是根基，因此在浙江特別黨部〈三十年度部

中山

室來得

的過程中，

卻得不到地方百姓的支持 ： 

 

，我們由 X地開往 X地，於七月中旬

》提供了士兵與黨工人員發表意見的空間，而各個小組的會議討論也

果，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三十年八月甲種小組的討論中，分析

向西、向北進攻的可能性，小組從當時的國際局勢、地理環境來看，

的因素有南洋資源豐富、英國無力東顧等；向西為在中國取

素較大。
46
這種小組討

提

的小組會議很難確實的召開，而針對學習所做的學術考試也未能推

官佐的俱樂部，并是它們生活教室和黨工人員實施政制的講堂，除了

當娛樂，以革除不良的習慣外，黨工人員應當以中山室為經常教育士

活動中心，使它們在不知不覺中，實行了生活教育和自我教育；加強

隊政訓中心工作實施綱要〉中，連中山室設委員會，下統學術、遊藝、體育、通

訊、管理五組，並定期舉行唱歌、演劇、演說等比賽。48林葆元進一步提出建立

鄉鎮中山室的建議，他認為軍隊設置中山室，旨在寓訓練於「運動」及娛樂之中，

也就是「軍隊生活家庭化」。而軍隊因人力、財力的受限，反不及鄉鎮設置

有作用。49因此中山室的作用不再是娛樂的場所，更是教育宣傳的重要橋

樑。 

逃兵方面，雖然實驗黨軍初始即視為嚴重問題，故不論是工作計畫、督導

的巡視重點、對於實驗黨軍發表的意見，都要求防止逃亡，並提出各類解決方案，

如改善官兵生活、精神戰力的強化、不逃口號的倡導等。但從 1943 年、
50

1944

年對黨軍發展的看法中，
51
卻顯示逃兵問題依然存在，作戰精神並沒有提高多少、

部隊的風氣也沒有多大提升。1942 年，日軍第十三集團軍沿浙贛鐵路進攻，並陸

續攻陷金華、衢州、松揚等地，史稱「浙東事變」，中國軍隊在撤退

事變發生，大約是在七月上旬

抵達目的地。中間衝過了敵人的佔領區，行軍達一星期之久，凡所

到之處，看不見一個健全的民眾，因此同志們的負担異常嚴重，沿

                                                       
議討論〉，《黨軍》24(1941.7) ，頁 4-7。 

47  止戈

頁 1。 

向〉，頁 1。 

46  〈三十年八月甲種小組會

，〈部隊中山室之運用問題〉，《黨軍》24(1941.7) ，頁 13。 
48  止戈，〈部隊中山室之運用問題〉，《黨軍》24(1941.7) ，頁 13-14。 
49  林葆元，〈建立鄉鎮中山室之芻議〉，《黨軍旬刊》47(1943.2) ，第二版。 
50  楊鴻孝筆記，〈宣代特派員講 今後黨工人員應有的努力〉，第一版、楊振，〈怎樣去宣傳兵役〉，

51 黃紹竑，〈今後本省軍隊黨務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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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倔不到一個民伕。 

這固然是中國民眾知識淺近，自私自利的觀念太深的緣故，但是對

另一方面來說：中國部隊的素質太差、生活太苦，以致形成了很壞

的軍風紀，譬如甲部隊民伕勞力放回，而乙部隊在強拉民伕了。尤

其是一般無知的士兵們，往往耀武揚威、敲詐勒索、恫嚇威恃，無

所不為……軍隊對於民眾的手段多半是欺壓，因此民眾的腦海對軍

隊播下不可磨滅的仇恨的種子，而以逃避一空的方法，來做消極的

抵制。52
 

 

在物質缺乏、軍紀沒有嚴格的維持下，軍隊對於民眾是強取豪奪的，使軍隊行軍

時無法獲得充分的給養，因此「無處覓食、無處膳宿，其疲勞與飢餓之痛苦，非

語言所能敘述」。
53
 

王湯誥在〈如何整飭軍風紀〉一文中，提及軍紀不良的影響 

 

由這次浙東事變的經過看來，一般部隊軍風紀的不良，已是無可諱

言的事實了！軍隊所到之處，老百姓都深刻的感到軍隊的可怕可

惡，形成一種怨恨、恐懼的心理，和逃避、咒咀、敵對的現象。不

但普通民眾如此，就是知識份子和地方行政人員，常遭軍隊騷擾之

後，發生這種矛盾和偏激的心裡的，也不乏其人！甚至因而消極、

隊長官應需負較大的責任，在特別黨部派遣視導

專人巡視團時，便指出各級幹部不能善盡責任，既不親自督導，又不進行考核，

且衛生

兵 各軍

隊黨部 各軍

隊生產的具體細則，浙江的實驗黨軍也配合中央，持續推行兵工運動。 

 

本部已擬定方案，令各團隊組織兵工生產委員會，並列為中山室經

悲觀、荒謬、反常。54
 

 

王湯誥歸納出四點風紀不良的原因：生活壓迫、掌握不住、管教無方、素質太差，

這四點主要指官兵及部隊長官的問題。官兵方面，由於徵集時多為社會不良的份

子，加上生活環境條件不好，便容易劫掠物資，而部隊長官管教無方，又無法掌

握士兵動向，乃使軍隊風紀無法維持。 

對於軍隊風紀的維持，部

也不注重，逃兵問題自然無法解決。
55
 

工運動，已被廣泛的推行，1943 年年中央組織部頒佈〈中國國民黨

提倡生產運動實施辦法〉，從造林、畜牧、園藝、手工業等方向規定

濟組中心工作之一。現保安第二四五團在天台特籌組草鞋工場一

                                                       
52  楊鴻孝，〈談談軍民合作〉，《黨軍旬刊》42(1942.12) ，第四版。 
53  楊鴻孝，〈談談軍民合作〉，第四版。 
54 王湯誥，〈如何整飭軍風紀〉，42《黨軍》(1942.12) ，第三版。 

《黨軍》(1941.12) ，頁 4。 55 〈處長考察二四兩團後對軍事部分之講評〉，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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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保安處墊發開辦費一萬元……保安第一三團，現在整訓期

內，為謀官兵減輕伙食負担起見，特發動全團官兵懇開荒地種植蔬

菜，並實行養猪等。56 

合作的功能在軍紀仍能維持的狀況下，有一定的成效，在〈清剿狼坑

 

而軍民 嶺股

匪報告〉中，黨軍與地方保甲配合，「擊傷土匪各十餘人，俘獲匪徒四名，並獲

快槍一支、土快槍一支，擊散土匪約四五十人」，
57
對於地方治安有一定的貢獻。

守的原則：「不准吃或拿老百姓的東西」，
59
這是確保軍隊協助

農民時不會藉此強取民眾的物資，但在經濟惡化下，未能完全落實。 

特別黨部對於民生物價的控制也顯現軍民間的結合：「本部為遵行總裁訓

詞，特 立評

價督察

順利的 東事

變的狀

 

肆、 結論 

變黨代表權力過大，以及政工與部隊長

官的對

有被選舉與選舉權，用以避免部

隊長官

能與特

大隊的敏感性質有關，為能確實掌握控制權，故改為指導員制。將委員轉為幹

事，這 第二，

實驗黨 員制，

同屬第 務大

隊的關

                                                      

步

此外，部隊也會協助農民收割稻種，「保安第二團團黨部於駐地XX等附近發動黨

部四四一人在半個月中，絡續幫助農民收割禾稻二三二畝，耕種水旱田十二畝」。
58
軍隊有一點必須遵

發動碧湖各機關，組成日用品評價委員會，籌設日用品供應社，並成

隊，厲行物價管制，由本部派員主持」。
60
若是地方不與黨軍配合，也難以

控制物價，然而軍紀逐漸弛散，也影響地方的觀感，造成前面所述浙

況。 

黨軍的概念在北伐時期已經出現，但原先「以黨領軍」的目的卻逐步轉為「以

軍治黨」。在對日作戰的壓力下，當前要務是重建具有高度政治化與作戰力的部

隊，在宣鐵吾的主導下，於浙江創設了實驗黨軍。 

實驗黨軍初始採用委員制，目的是改

立。黨在軍中推行兵主運動的同時，也須確保黨對軍隊的控制權，因此委

員會中設有專任委員一名，由中央黨部所派，黨義的詮釋與宣傳也掌握在黨的手

中，其他委員的資格則不限於部隊長官，士兵也

專權並時時與黨對立。 

1941 年 10 月，浙江省保安團隊的大隊進行改組，調整組織前，實驗黨軍採

用委員制。調整後，特務大隊及其所屬中隊專任委員改為專任幹事，這可

務

種狀況反映兩點：第一，實驗黨軍的大方針，仍聽從中央的指示；

軍的委員制很快即產生變化，資料顯示第二層的特務大隊回復指導

二層的第十區大隊及直屬中隊雖不清楚有否改變，但已顯示中央對特

注。 

 
56  黨務初探，〈推行兵工運動〉，42《黨軍》(1942.12) ，第四版。 

0) ，頁 7-8。 

黨軍》29、30(1941.9) ，頁 17。 

57  〈保安第四團第一中隊  清剿狼坑嶺股匪報告〉，《黨軍》31(1941.1
58  業務十日，〈收割耕種  軍民合作〉，《
59  朱育瑞，〈割稻去〉，《黨軍》29、30(1941.9) ，頁 20。 
60  黨務動態，〈厲行物價管制〉，《黨軍旬刊》42(1942.12)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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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個方向來推行軍隊改造：識字教育、防止逃兵與

工運動。這三者彼此有相互關連，由於軍隊徵募之初多不識字的平民，文盲比

在

軍風早已敗壞，無法獲得協助與給養，降低了軍隊的士氣，也不利

擊戰的推行。 

北伐以來部隊對政工之成見 為消除這一阻力，必先逐次清

除部隊畏懼政工及輕視政 鐵吾長期培育幹部後，乃在浙

江推

說，人民感受到軍紀不佳，

不願

 參考書目 

一、

《新寧雜誌》(微捲)，1941 年 6—10 月，中國：廣東 

二、研究專書 

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

織確立後，實驗黨軍朝三

兵

例超過八成，且兵販、逃兵的風氣持續不斷，若想藉由宣傳黨義，從根本精神來

改造軍隊，便須先推行識字運動，提高識字率，才能論及宣傳與精神戰力的強化。 

抗戰的環境使生活物質短缺，至 1941 年，戰況激烈之際，為了降低物價騰

貴對軍隊帶來的衝擊，於是推行兵工運動，召集具有技藝的士兵，進行造橋、種

菜、畜牧等活動；而兵工運動另一層的作用，是兵民間的結合，藉由軍隊協助農

民收割與耕作，增進友好關係，在對日作戰與剿匪等工作時，便能獲得地方民眾

與保甲的支持。 

兵主與兵工運動的核心價值下，黨部欲組織精實的戰力使其成為新生的

「黨軍」，但卻面臨許多的困境，不得不適時的進行調整。在巡視報告與典禮致

詞中，皆可觀察到實驗黨軍仍無法完全達到原先的目的，外在環境的催化下，生

活的艱苦使軍隊風紀無法維持下去。浙東事變中，軍隊無法獲得地方民眾的支

持，便可看出

游

，成為一種阻力；

工的兩大錯誤觀念。
61
宣

行「實驗黨軍」，名為實驗乃是在軍隊中首次推行委員制，為兵主運動的首

次實施，並企圖強化軍隊的作戰能力。然而最嚴重的逃兵問題無法有效解決，縱

使許多黨政人員不斷提出建議，從浙東事變的狀況來

給軍隊支持，導致軍隊無法獲得給養，更不用說黨軍能成為一支「高度政治

性」軍隊。但浙江的實驗黨軍仍有一定成效，識字教育跟兵工運動獲得相當的成

果，也使軍隊在情勢動盪的狀況下，提供一個教育的場所與兵民合作的機會。 

伍、

檔案資料 

1.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政工週報》(微捲)，1941 年 10

月，中國：重慶 

2.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編，《黨軍》(微捲) ，1941

年 7 月—1942 年 1 月，1942 年 12 月，1944 年 1、3、5、6、8 月，中國：

浙江 

3. 

4. 浙江省政府秘書處編，《浙江省政府公報》(微捲)，1937 年 4 月—

1945 年 12 月，中國：浙江 

1. 國軍政工史編撰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

                                                       
61  卓文義，《艱苦建國時期的國防軍事建設—對日抗戰前的軍事建設》(臺北：育英文化，1984)，

頁 261。 

130 



 

131 

浪，《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5，103-124 

年國民黨軍隊政工制度的引入與變異〉 蘇社會科學》，(2009):4，

192-199 

有禮、巴杰，〈論黨軍的成立及其性質的演變〉，《湛江師範學院

前後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制〉，《民國檔案》，

理黨與軍隊關係述評〉，《上海行政學院學報》，5(2004.9):5，

與變異(1924—1928)〉，(吉林：吉林大學

究所，2009》，1-36 

1960 

2. 卓文義，《艱苦建國時期的國防軍事建設—對日抗戰前的軍事建

設》，臺北：育英文化，1984 

3.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軍事史料  役政史料》，臺北：國史館，1990 

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二部：安內與攘外》

(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 

5. 曹建

6.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7 

7. 陳佑慎，《持駁穀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

北：時英出版社，2009 

三、論文 

1. 李納，〈1924 至 1927 年黃埔軍校與國民黨的黨軍關系〉，《史林》，

(2004.10

2. 江沛，〈中國國民黨早期軍隊政工制度的演變：1924—1928〉，《安

徽史學》，(2008):4，57-66 

3. 呂芳上，〈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工作(一九二四-

一九二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硏究報告》(微捲)，臺

北 : 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7 

4. 張瑞德，〈1937 年的國軍〉，《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

業報告書》，2005，1-21 

5. 李翔、李國興，〈主義治軍、以黨領軍與以軍控黨—論 1923–1926

，《江

6. 徐

學報》，28(2007.4):2，62-65 

7. 楊利文，〈北伐

(2007.1)，60-67 

8. 郭太風，〈以軍制黨與以黨制軍的不同路徑—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

兩黨處

61-68 

9. 崔海豐，〈國民黨黨軍體制的建立

歷史學研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2/23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中國近現代史Ⅰ：近代國家體
制史研究

計畫主持人: 劉維開

計畫編號: 97-2420-H-004-163-2E 學門領域: 歷史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7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劉維開 計畫編號：97-2420-H-004-163-2E 

計畫名稱：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中國近現代史Ⅰ：近代國家體制史研究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3 3 100%  

博士生 3 3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自本計畫執行之後，除了豐富本校關於國內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之圖書與微捲典藏量之

外，其實質上所帶來之效果亦是明顯可見。 

首先，目前已知有不少研究生開始利用本購書計畫所購之圖書與微捲，著手進行相關研

究，如本系研究部碩士班二年級同學蔡明叡，即利用本購書計畫中所購之微捲資料，包括

《政工週報》、《黨軍》、《新寧雜誌》、《浙江省政府公報》等，撰寫「抗戰期間的實驗黨軍

-以浙江省保安團隊為例」一文，繳交專題課程學期報告，並於修改後，於 2010 年 9 月在

天津南開大學主辦之「第十一屆兩岸三地歷史學研究生論文發表會」上宣讀。此一主題，

以往相關研究者未曾注意，而蔡同學運用第一手資料，系統且詳細地敘述中國國民黨抗戰

時期在浙江省進行實驗黨軍的背景與組織，並且分析其所遭遇的困難，以及發展進程中的

成效，論證紮實，十分受到與會者重視。 

除此之外，本計畫於校外與社會大眾上，亦獲得不少回響。例如於舉辦書展期間，不僅獲

得校內師生的關注，亦有不少校外師生及社會大眾來訪參閱。另有不少民眾透過「近代中

國國家體制研究專題網站」得知本計畫之進行，不時來電詢問本購書計畫之典藏情形。由

此可見，本購書計畫實不僅有助於學術研究之進一步擴展，同時亦能獲得社會大眾之支

持，可說是實現國科會推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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