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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州檔案」： 

日治時期鶯歌庄行政文書之概要與史料價值∗ 

 玉置充子∗∗ 

摘 要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研究迄今因欠缺第一手史料，以致不易積極展開研究。地方

檔案與臺灣總督府檔案不同，如今倖存者鳳毛麟角。本文介紹的「臺北州檔案」是

一套目前保存較為完整的日治時期地方檔案，是一個包括地方基層社會多方面內容

的第一手史料，可供我們探討當時地方行政制度以及社會具體情況。 

臺灣總督府於大正 9 年（1920）實施地方制度改革，改原有的 12 廳為 5 州 3

廳，州下設置郡／市、街／庄，規定各級行政機關為地方公共團體，並容許具備有

限度的自治機能。庄為當時地方行政系統中最基層的單位。「臺北州檔案」為臺北

州海山郡鶯歌庄（今新北市鶯歌區與樹林區）役場自大正 10 年至昭和 20 年

（1921-1945）約 25 年間製作並保存的行政文書，雖稱作臺北州檔案，實為鶯歌庄

檔案。共有 187 冊、約 6,000 件文件，為截至目前，保存冊數最多而內容最為豐富

的街庄層次行政檔案，於 2009 年正式開放後，卻至今猶未被充分利用。 

本文嘗試整理並解讀這套珍貴史料，介紹其來歷、內容、年代分布、數量、保

存期限等概要，並討論當時庄治與地方社會教化等情況，最後指出其研究應用方

向，如社會教化政策、產業史、教育史、地方行政史等，說明該檔案對於日治時期

臺灣地方研究開展的可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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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期間，筆者曾獲中華民國外交部 2014 年度臺灣獎助金，自 2014 年 3 月至 12 月在臺灣進行

臺北州檔案研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筆者之駐點研究單位，而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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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臺灣日治時期的翻譯者與譯事活動」讀書會，曾就此議題做了相關報告。

在臺期間筆者承蒙有關單位與相關人士之協助與鼓勵，對此表示由衷地感謝。同時，筆者也要感謝

兩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與細心建議，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另，本研究亦係拓殖大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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