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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0 年 4月，頁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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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一九四九變局中的台灣—中華民國與美國政府的認知與台灣菁英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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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戡亂時期 20 週年紀念研討會，臺北：群策會、台灣教授協會，2011 年 4 月。 

7. 2010 〈蔣介石日記中的「白色恐怖」蛛絲馬跡〉，「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衝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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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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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272頁。 

2. 2020 《活著說出真相：蔡寬裕先生訪談錄》。臺北：前衛出版社、國史館，

2020年 12月，320頁。 

3. 2019 《南投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與林偉盛、廖建超共同主訪）。臺北：

二二八基金會，2019 年 12月，342頁。 

4. 2019 《中研院在南港：口述歷史訪談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9年 7月，411頁。 

5. 2019 《堅持：陳水扁口述歷史回憶錄》。臺北：臺北市文獻館，2019年 5月，

336頁。 

6. 2016 《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臺北：遠足文化，2016 年 12

月，255 頁。 

7. 2013 《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記錄》。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2013年 12月，463頁。 

8. 2012 《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12 年 11月，587頁。 

9. 2012 《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與許雪姬、楊麗祝、詹素娟、

劉士永共同主訪）。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 6月，632 頁。 

10. 2011 《八八水災口述史：2009-2010災後重建訪問紀錄》。臺北：前衛出版

社，2011 年 1月，368 頁。 

11. 2009 《海外台獨相關人物口述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4月，605頁。 

12. 2009 《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臺北：草根出版社，2009 年 3

月，332 頁。 

13. 2008 《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與張文隆、許文堂共同主訪）。臺北：國

史館，2008 年 5月，427頁。 

 

(二)單篇訪問紀錄 

1. 2022 〈訪彭明敏教授澄清幾件重要的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

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 16期（2022年 12月），頁 289-305。 

2. 2021 〈姚嘉文先生訪談錄〉（與許瑞浩、羅國儲合訪），陳儀深主編，《中壢

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1年 12月，頁 201-229。 

3. 2021 〈陳婉真女士訪談錄〉（與許瑞浩、陳世宏、陳昶安、羅國儲合訪），陳

儀深主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1年 12月，頁 231-

275。 



5 
 

4. 2021 〈周天瑞先生訪談錄〉（與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合訪），陳儀深主編，

《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1年 12月，頁 277-318。 

5. 2021 〈鄧維楨先生訪談錄〉（與許瑞浩、陳昶安合訪），陳儀深主編，《中壢

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1年 12月，頁 319-341。 

6. 2021 〈廖宏明先生訪談錄〉（與許瑞浩、羅國儲合訪），陳儀深主編，《中壢

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1年 12月，頁 415-425。 

7. 2020，〈對陳文成博士的回憶─黃界清先生訪問紀錄〉，林明洲、李百基編

輯，《記錄聲音的歷史：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11 期（2020 年 12 月），

頁 1-9。 

8. 2020，〈陳彥良先生訪問紀錄〉，林明洲、李百基編輯，《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11 期（2020 年 12 月），頁 11-27。 

9. 2020，〈陳永昌先生、陳淑美女士訪問紀錄〉，陳儀深、曹欽榮主編，《白

色記憶：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新北：國家人權

博物館，2020年 7月，頁 247-266。 

10. 2020，〈洪武雄先生訪問紀錄〉，陳儀深、曹欽榮主編，《白色記憶：政治

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

年 7月，頁 497-516。 

11. 2020，〈游進龍先生訪問紀錄〉，陳儀深、曹欽榮主編，《白色記憶：政治

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

年 7月，頁 569-583。 

12. 2020，〈楊福讓先生訪問紀錄〉，陳儀深、曹欽榮主編，《白色記憶：政治

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

年 7月，頁 585-595。 

13. 2020，〈施瑞雲女士訪問紀錄〉，陳儀深、曹欽榮主編，《白色記憶：政治

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

年 7月，頁 635-656。 

14. 2020 〈長期任職美國飛機公司的航空博士：陳立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 15 期（2020

年 3月），頁 197-227。 

15. 2020 〈在高雄事件中掌麥克風的長老教會牧師：冬聰凜先生訪問紀錄〉，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 15期（2020

年 3月），頁 229-248。 

16. 2020 〈陪張炎憲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楊宗昌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口述歷史》，第 15 期（2020 年 3

月），頁 249-272。 

17. 2019 〈回想歐洲臺獨同志們：徐雄彪先生訪問紀錄〉，林東璟、曾冠傑、周

維朋編輯，《記錄聲音的歷史：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10 期（2019 年 12

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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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9 〈以在日《台生報》為終身志業：連根藤先生訪問紀錄〉，林東璟、曾

冠傑、周維朋編輯，《記錄聲音的歷史：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10期（2019

年 12月），頁 37-62。 

19. 2018 〈蔡金鏗先生訪問紀錄〉，林東璟、曾冠傑、周維朋助編，《記錄聲音

的歷史：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9期（2018 年 12月），頁 47-78。 

20. 2017 〈鄭傑光先生訪問紀錄〉，林東璟、曾冠傑、周維朋助編，《記錄聲音

的歷史：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8期（2017 年 12月），頁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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