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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許雪姬 

摘 要 

日記資料陸續出土，成為臺灣史研究有別於官方史料的重要史料之一，是近

一、二十年的事。連續性、跨時代且長期性的日記，既是衝決斷代、結合兩個時

代重要而關鍵的史料；又能傳達有異於掌握治權者觀點的歷史敘述，為研究者所

不能忽視。臺灣日記研究的展開，雖有賴於記主家屬的諒解與承諾，也應歸功於

經過句讀、解讀、數位化、出版、召開研討會，最終完成日記知識庫的建置，這

一系列前置性作業。現今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建置的「臺灣日記知識庫」，

方便學術界同時檢索、利用多種日記，更幫助了上百位博、碩士生完成其論文。

近來日記的研究，不只限於研究日記的內容，而逐漸重視研究個人精神史與時代

氛圍，並經由不同記主針對某些政治事件的反應，來了解其認同。經由本文對臺

灣日記研究的介紹，可知臺灣史學界研究日記的過程、成果與現況，以及往後擴

充日記知識庫的內容、多召開研討會，加強與國外學者的交流，並增加日記研究

人數，是未來要邁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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