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年代。去年恰逢1949六十週年，本館除拍攝「存亡關

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紀錄片及在國家圖書館舉行「蔣中正的引退與復出」的特展外，

也在遷臺六十年之際（2009年12月7、8日）邀集各方學者專家及社會賢達，舉行學術討論

會，兩天共分十場次，發表21篇論文，除多角度地回顧1949年政府遷臺的過程與歷史發展

外，並藉由一甲子以來的歷史變遷，建立中華民國在臺灣立足的歷史意義及定位。會中亦邀

請親歷1949這段波濤洶湧年代的閻沁恆、張玉法及陳存恭三位史學界的大老來講述他們的

1949，從生命史的角度來呼應這關鍵的年代。

本期其他專欄，內容如下：

「演講」，刊載林滿紅館長的專題演講「臺日歷史關係」，本篇演講係林館長立基於多

年的研究基礎，從國際商貿網絡、國際政治經濟脈絡之發展與演變，就族群認同與歷史定位

所提出的個人考察。

「檔案博物管理」，刊載周國敬的〈數位典藏授權的探討——以國史館為例〉、黃靖

雯、鐘淑如、許原彰共同撰寫的〈國史館視聽資料編目作業實務探討——以李登輝總統視聽

資料為例〉、陳憶華的〈檔案審選鑑定制度之探析——以我國、大陸和美國為例〉及胡斐穎

的〈國史館器物類藏品註銷之研究〉等四篇文章。周國敬的文章是透過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

與本館業務方向來探討數位典藏授權的實行方式；而視聽資料數位化則係本館審編處新開發

之工作項目，該文以李登輝視聽資料為例，探討視聽資料數位化之流程。陳、胡二文均為本

館研究發展之作品，作者各自針對自己之職掌業務提出建議，陳憶華分析、比較我國、中國

大陸及美國檔案審鑑制度之異同；胡斐穎則針對采集處負責之器物類藏品註銷原則、程序與

方式進行探討，希望能夠建立一套合理的註銷制度，以達到豐富本館蒐藏與建立社會公益的

目標。

「總統副總統文物介紹」，有余國瑛的〈謝東閔副總統器物類藏品介紹〉，除了介紹館

藏謝東閔副總統文物中的器物類之外，文末並將本館已入藏之謝東閔副總統文物器物類藏品

作成目錄，有助於館外人士查閱應用。

「出國參訪報導」是本期的重點之一，計有三篇文章：簡笙簧的〈尋找盧作孚——合

川、北碚、民生公司訪調〉、侯坤宏的〈北京佛教史料採訪記〉及陸瑞玉、胡斐穎、歐威麟

三位因業務需要而參訪中國大陸博物館的〈考察中國大陸博物館及製作「辛亥革命」影片勘

景報告（一）〉。三篇都是就各自不同的研究及業務需求，前往中國大陸蒐集資料、參訪的

經驗之談。不論是檔案館之介紹或是參訪的親歷，都是寶貴的經驗，可作為學界的參考。

編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