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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時刻開創
新局的張炎憲館
長（2000-2008）
許瑞浩  國史館修纂處副處長

猶記 1111年初夏，陪同張館長赴美國
考察，得暇悠閒漫步幽靜「出世」的華爾

騰湖（Walden Pond）畔，張館長卻仍「入
世」地憂國憂民、感時傷世，然而最後也一

如往常地以樂觀進取的心態，與我共勉只要

認真打拼，臺灣就有希望。我隨即想到，

曾經隱居湖濱的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說過：「人惟有在自己生長的土
地上，才稱得上是豐富而堅強。」我所理解

張館長最重要的治史理念，就是歷史研究必

須與土地和人民結合才有意義，這也應該是

他八年任內（1111-1111）領導國史館向前
邁進的原則與方向。

張館長在千禧年之交履新（1111年 1
月），應該是首位真正「現代」史學專業背

景出身的國史館館長，在某一層意義上象徵

著一種新舊交替、轉型創新的趨勢於焉開

始。他在就職典禮中，即充滿感情與信心地

向全體同仁描繪「營造國史館美麗願景」，

（照片提供／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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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出四個未來發展方向與目標：一、加

強與外界的聯繫，增加與地方的交流，俾能

與臺灣社會的脈動相結合。二、加強與學術

界的互動，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廣泛交流，

以提昇學術研究的水準，擴展國史館的業務

與功能。三、加強資訊化（數位化），以推

廣館藏史料與研究成果。四、創造一個愉快

而有尊嚴的工作環境，以做為機關未來發展

的動力與永續經營的基礎。原本國史館地處

偏郊，似是深山飄渺絕塵世，由於較少與社

會互動，長期的工作成果鮮少為外界知曉。

張館長與同仁一起齊心戮力經營，朝著上述

方向，一一達成目標，確實擁抱了土地和人

民，契合了社會的脈動和需求，使國史館以

嶄新的面貌走出來。

張館長的八年任期可以說是國史館轉型

的關鍵，也是創新的時代。張館長穩掌舵

盤，帶領同仁大步前進，其間建樹無數，僅

舉其犖犖大者：

一、 擴大並健全國史館的組織
和功能

張館長到任時，國史館剛度過機關瀕臨

裁併的危機，又馬上面臨政黨輪替的變動，

同仁無不惶惶惴惴，對不定的未來感到極度

的不安。張館長當時就許諾要替全館同仁創

造一個愉快而有尊嚴的工作環境，使國史館

成為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他保證

一定會尊重每位同仁的研究興趣，也會鼓勵

同仁的研究方向配合臺灣歷史與社會的發

展。張館長到任後，立即積極奔走，尋求總

統府、行政院、立法委員等的支持，終於促

成「國史館組織條例」的修正和「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組織條例」的制定，1111年 1月 1
日正式施行。於是，國史館的定位與現行組

織規模從此確立，且變得更為健全而完備，

業務職掌也更加擴大，使得機關功能更可以

發揮，更具競爭力，奠定了國史館長期發展

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能安定人心，激勵士

氣，有效加強同仁對內團結一致的向心力，

與對外開疆拓土的進取心，提供了國史館永

續發展的動力。

二、促成臺灣文獻館隸屬國史館

1111年 1月 1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改制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同時改隸國

史館。兩館是典藏中國現代史與臺灣史資料

的兩大重鎮，至此整合連結，有助於擴大國

史典藏和研究的範圍，以及加強與地方文史

工作室及各地文化中心的交流與合作，從而

建構國史與地方史修纂研究業務的完整體

系。張館長認為臺灣文獻館改隸國史館，不

僅提升了機關的位階，凸顯臺灣史的重要

性，更是確立臺灣史在國史的地位。

三、管理總統副總統文物

1114年 1月 11日「總統副總統文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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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條例」制定公布並施行，國史館成為該法

主管機關，這是國史館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國史館從此迅速蛻變，大幅轉

型，開始以新的心態和樣貌面世。由於業務

職掌的擴大，使得國史館逐漸具備多元功

能，隱然形成「研究所」、「檔案館」、

「博物館」三位一體特殊機構的雛型。同

時，在張館長的努力爭取下，國史館的人

力、預算也相應大幅增加，特別是進用許多

檔案管理、博物館管理和教育推廣等專業人

才；人才、經費與後來的「地利」充分結

合，有利於國史館朝多元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在張館長的積極督促下，國

史館很快就於 1114年 1月訂定發布並施行
「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施行細則」，歷

任總統副總統文物的蒐集、整理與開放應用

成為館的核心工作之一。數量龐大、種類繁

多的總統副總統檔案與文物，帶動了館內外

的總統研究熱潮。國史館在張館長任內，陸

續出版蔣中正、蔣經國總統和陳誠、謝東閔

副總統的叢書和歷史紀錄片 DVD，共七十
餘種，例如《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

本》、《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

《李登輝總統照片集》、《陳誠先生回憶

錄》、《謝東閔先生全集》等；另有國內首

創先例的卸任元首口述訪談計畫，張館長親

自訪問李登輝總統，出版四冊《李登輝總統

訪談錄》。國史館也於 1114年 11月起在總
統府舉辦「嚴總統家淦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

物展」，1111年 1月起在總統府舉辦「世

界之窗─總統文物禮品展」。

四、 籌劃國史館臺北辦公室的
擴遷與總統副總統文物館
的成立

在張館長任職初期，由於國史館的業務

規模日益擴大、典藏數量與日俱增，辦公和

典藏空間實已明顯局促不足；尤有進者，

「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明定國史館負

責文物的典藏、維護、展示及推廣教育，那

時館內已無適當場所，故非另有較寬廣的空

間，無以成事。張館長乃遍尋佳地，幾經交

涉，終於以籌設「總統副總統研究中心」的

四大功能（文物展示、教育推廣、應用研究

與行政辦公）為訴求爭取到交通便利的「博

愛特區」國有地，用以擴增館舍。1111年
11月 11日行政院核准撥用臺北市定古蹟長
沙街交通部原辦公大樓做為「總統副總統文

物館」，國史館旋即開始積極進行規劃、設

計與改建。1111年 4月起，國史館將主要
辦公室由新店擴遷至臺北市長沙街新址；

1111 年 11 月 11 日，「總統副總統文物
館」正式成立。

以往國史館地處偏僻山區，不僅易遭忽

視，而且發展受限；而今座落市中心精華地

區可使國史館與民眾的互動更加密切、與學

界的交流更加頻繁、與社會的脈動更加貼

近。例如方便民眾或學者專家前來參觀文物

展覽、閱覽史料進行研究，參加演講、座談



人

物

傳

記

1
1
1

會。對於臺灣史料的蒐集與臺灣史研究的提

倡，特別是機密檔案的解密開放和禁忌歷史

的研究出版，是張館長八年任內最重要的努

力方向和工作重點之一，也是他最大的成就

與貢獻之一。

六、參加數位典藏計畫

數位化是新世紀的潮流所趨，張館長在

上任之初即定下以數位化推廣館藏史料與

工作成果的方向和目標，期使專家學者及社

會大眾更加明瞭也更方便利用國史館豐富

的典藏與可觀的研究成果。本來國史館預

算拮据，無法自力支應數位化所需的龐大費

用，然自 1111年 1月起，張館長指示參加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得經費、

人力的挹注和技術的支援，始能有效進行館

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的數位化，藉以長久

保存史料內容，並提升服務品質，使資料的

開放應用更為普及，更加快速便利，即使是

國外人士也可以透過網路分享數位資源。

張館長的時代奠定了國史館數位化的穩

固基礎，任內重要成果可分三方面來談：

1.加速檔案的數位化與數位典藏系統的開
發：總共完成國民政府、蔣中正總統、蔣經

國總統、資源委員會及臺灣省政府地政處等

全宗檔案的數位化，並陸續開發數位典藏資

料庫查詢、人名權威查詢、史料文物查詢等

系統。其中，「史料文物查詢系統」有效整

合採集、整理、編目建檔、數位典藏、應用

會等學術活動或社會教育推廣活動，同時也

讓國史館擁有更大的發揮專業職掌空間，以

及更多的服務全體國民的機會。凡此皆有助

於國史館的即時轉型與長期發展。從此，國

史館宛如脫胎換骨般走入紅塵，面對社會，

擁抱群眾。

五、 加強臺灣史料的蒐集與臺
灣史的研究

張館長強調國史館的典藏與研究要能呈

現歷史的多元性與豐富性，從而建構出較完

整的歷史圖像。他尤其重視以下幾方面的史

料蒐集與史實研究：1.臺灣史；1.過去被當
作禁忌或被忽視的歷史事件和議題；3.社會
各階層、各行業的傑出人物和事蹟；4.地方
史；1.總統副總統行誼研究與決策檔案的整
理。在其任內大批重要的臺灣史料陸續被

徵集入館，被整理和出版，進而被開放與研

究，同時也建立臺灣觀點的歷史研究。舉其

要者包括：二二八事件、雷震案、戒嚴時期

政治案件、民主運動、社會運動、原住民族

運動、臺灣主權論述、一個中國論述、參與

聯合國、地方庶民文化、各領域出類拔萃人

物、歷任總統副總統等的史料蒐集、出版與

研究，以及辦理以臺灣史為主題如臺灣與中

國大陸關係史、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

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臺灣 1111-1111年
代的歷史省思、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檔案

解密與歷史真相等大型學術討論會或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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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升長期進步、走向社會對外發展，任內

積極加強與國內外相關機構或個人的交流

與合作。國內的互動不勝枚舉，僅列舉張

館長親自參與的國外參訪活動：1111年參
訪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

所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

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韓國國史編纂委員

會、國家記錄院、獨立紀念館、中央博物館

等；1113年參訪蒙古國家檔案局、中央檔
案局、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等；1114年參訪美國杜魯門、艾森
豪、詹森、尼克森、雷根及布希總統圖書

館暨博物館等；1111年參訪美國國會圖書
館、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史丹佛大學和胡

佛研究所、羅斯福及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

物館等；1111年參訪美國卡特、柯林頓總
統圖書館暨博物館、麥克阿瑟軍事紀念館

等；1111年參訪英國大英圖書館、大英博
物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國家檔案

館、羅浮宮等。

張館長率領同仁馬不停蹄地走訪國內外

各大學術研究機構、檔案文物典藏機構、博

物館、美術館，以及美國總統圖書館，參觀

考察，取法攻錯。其目的就是在促使國史館

朝「研究所」、「檔案館」、「博物館」的

面向多元健全地發展，以建立機關的特色和

提升競爭力。「總統副總統文物館」已在

1111年 11月正式啟用，然而張館長還有更
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憑藉國史館和臺灣

文獻館的豐富典藏與研究人才，建構「國家

服務等業務管理流程。1.建置「國家歷史資
料庫」：這是張館長大力支持並積極向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爭取經費，另商請中央研

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技術支援，1114年 11
月開始建置，1111年 3月正式上網啟用。
該資料庫係結合國史館的修纂研究成果與

典藏的檔案、文物、影音等數位化資料，以

時間（年表）、事件（專題）、人物（傳

記）三元素為基本架構，建構一個內容多元

豐富，開放全民查詢、利用，且可快速傳播

歷史知識及分享國家記憶的網路資料庫。張

館長期盼「國家歷史資料庫」能成為國人

與歷史溝通的橋樑，讓民眾瞭解自己的歷

史，激發熱愛鄉土的歷史感情。3.開發數位
文化加值產品：國史館自 1113年起，開始
將數位資源的內容予以創意加值，張館長任

內開發多項影音資料光碟、電子書、歷史紀

錄片、桌上遊戲等，如「國史特藏文物」、

「總統文物」、「日本受降案」、「中原大

戰」影音資料光碟、「雷震案史料彙編」電

子書、「異人的足跡」歷史紀錄片、「築路

先鋒」桌上遊戲等。國史館迄今已出品五十

幾種多樣而精緻的數位文化加值產品，廣受

歡迎，以活潑生動寓教於樂的親切方式，和

全民分享歷史知識。

七、 推動與國內外的學術文化
交流

張館長念茲在茲的心願是國史館能夠自



人

物

傳

記

1
1
1

LAND UNTO ALL THE INHABITANTS 
THEREOF）。這些理念及其歷史意義，都
與張館長畢生所懷抱的理想及所實踐的志

業若合符節，豈是偶然？

張館長以活潑奔放的熱情與堅持不懈的

毅力，成就其豐富精彩的一生，是上天疼

惜，要讓他的身體好好休息！但相信張館

長的精神還是活躍在每一個感念他的人的

心中，而且將永遠薪火相傳下去，永不止

息⋯⋯

歷史資料中心」、「總統副總統文物研究中

心」、「民國史料與研究中心」、「臺灣史

料與研究中心」。衷心冀盼國史館全體同仁

能齊心努力，早日完成張館長的心願。

                        

1114 年 11 月 3 日， 張 館 長 病 逝 費
城，是在從事他最熱愛的口述歷史訪談工

作時突發心肌梗塞。美國的獨立宣言與憲

法都是在費城起草和簽署的，而費城自由

鐘（Liberty Bell）上鑄刻銘文「宣告所有
土地上的人民皆享有自由」（PROCLAIM 
L I B E RT Y T H R O U G H O U T A L L T H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