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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取径下的
淡新档案重整与分析 （上）

项　洁　洪一梅

（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台北１０６１７）

摘要：所谓数字人文取径，是将数字资源或数字工具的运用导入到一个人文学者完整的研究历程中，从问题

意识开始，包含搜集与取得材料、整理与组织材料，到分析与观察，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诠释，进一步产出

研究成果。本文便是从这样的方法论出发，陈述台湾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在淡新档案的重整与系统化工作 上，
以数字人文研究为系统导向，融入三个重要的系统概念：学科元素的深化、研究功能的延伸、研究 意 识 的 连 结；
采取多重脉络的关联结构，将档案组织的层级从 “案”细致化到 “件”，逐件进行全 文 的 人、时、地、物 与 客 家

相关词汇的标注，并在戴炎辉分类之外，针对客家研究的需要，建立客家事件主题架构。在这样的档案内容深化

后，运用ＤｏｃｕＳｋｙ的云端 资 料 库 模 式，建 置 “淡 新 档 案 客 家 研 究 数 字 分 析 系 统” （Ｄａｎｘｉ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ａｋｋ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ＡＳＨ），提供系统使用者与材料间互动探索 的 多 元 功 能，并 以 标 准 格 式ＤｏｃｕＸＭＬ让 使 用 者 完

整汇出需要的文本材料及加值信息，以衔接个人的议题研究，启动研究者个人化的数字人文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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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档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记录，由机关团体、个人

或家族，因组织业务功能或个人职能活动所产生或接

收的资料，是事件发生的原始记录，在时间中增长并

汇集，因而具备历时性价值而保存成为档案。档案的

整理包含了 “编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与 “描述 （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堪称档案学圭臬的 《荷兰手册》中，分

别就来源原则与全宗原则制订了档案编排与描述方

法，其目的在于维护档案的背景脉络，并达成对资料

实体与智能控制的信息组织。［１］

淡新档案典藏于台湾大学图书馆，是清乾隆五十

四年 （１７８９）［２］至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淡水厅、台

北府及新竹县的衙门公文书，是现存清代台湾省、

府、州、县厅署档案中最具规模且完整的，且为研究

彼时台湾行政、司法、经济、社会、农业等极有价值

之第一手资料，深具学术价值，弥足珍贵。淡新档案

的整理工作可溯及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的

典藏研究，往后于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间，由台湾大学法

学院戴炎辉教授开始正式整理这批档案，裱褙修补、
分类编号，并且将之更名为淡新档案。戴炎辉教授以

现代法学观点重整淡新档案，建立 “淡新档案分类

表”，先将档案分为行政、民事、刑事三大门，门之

下依序再分为类、款、案、件；此举不仅将淡新档案

分门别类，更使其便于利用。１９８６年戴炎辉教授将

淡新档案全数移交台大图书馆特藏组珍藏，并随即着

手淡新档案的出版计划［３］；与此同时，台大图书馆特

藏组亦逐步进行淡新档案电子化，以图书馆典藏管理

的准则著录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并搭配原件影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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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置数字典藏系统。［４］

数字人文中许多的概念发展与技术创新，使得档

案 的 整 理 除 保 有 原 来 维 护 档 案 背 景 脉 络 的 数 字 化 外，
在档案整理、组 织 与 系 统 化 上 都 有 了 突 破 性 的 发 展，
尤其可以针对使用者不同的需求做不同的脉络分析与

呈现。本文将从数字人文取径出发，论述台湾大学数

字人文研究中心在淡新档案的重整与系统化，所采行

的方法论、系统模式以及实践成效。
本文分为两部分 （上下两篇）。第一部分 （上篇）

除了说明淡新档案的重整外，也包括连瑞枝和陈丽华

两位教授针对淡新档案中的客家相关元素所做的 “淡

新档案客家 事 件 主 题 表”。第 二 部 分 （下 篇）则 着 重

于ＤＡＳＨ的系统设计与功能运用。

２　数字人文导向的系统方法论

近二十年来，随着数 字 科 技 的 发 展 与 变 迁， “数

字人文”成 为 人 文 研 究 环 境 中 一 个 新 兴 且 热 门 的 术

语。许多信息专 家 与 人 文 学 者 相 继 投 入 数 字 人 文 中，
跨 越 新 领 域 的 尝 试 为 学 术 场 域 带 来 新 的 体 验 与 冲 击。
此间，许多研 究 者 不 断 探 究 何 谓 “数 字 人 文”，纷 纷

由各自观点尝试定义数字人文，莫衷一是。譬如斯坦

福大学在其人文中心网站上，陈述了他们对数字人文

的看法：数字人文是电脑科学与人文学的结合，各式

各样的电脑工具得以让人文学者进行过去所不能的大

规模研究。数字人文不仅促进跨领域的协作，并开展

了学科与方法 论 上 的 论 述。［５］这 样 的 界 定，对 实 际 进

行研究的人文学者来说，仍然难以具体想象可能的数

字人文研究。
在２０１８年台湾 《数 位 典 藏 与 数 位 人 文》的 期 刊

发刊词上，我们倡议应在数字典藏的丰硕成果上，开

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新视野。许多学研机构以大量人力

全面地搜集数据并建置为数字典藏资料库，提供研究

者使用。从资源提供者的角度来说，供给了丰富的研

究材料，为研究 者 减 省 许 多 搜 集 整 理 的 时 间 和 气 力；
然而，对研究者而言，材料的搜集与资料库的设计并

非为特定研究者量身打造，这样的帮助事实上尚未进

入研究者真正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想象中的数字人文

研究，应是将数字资源或工具的协作导入到一个人文

学者整个的研究历程中，从问题意识开始，搜集与取

得材料、整理与组织材料、检索的功能、到资料的分

析与脉络观察，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诠释，进一

步产出研究成果。将数字人文从抽象的学术定义，转

为对人文研究历程，不论是方法上或工具上，数字协

作的拓展与延 伸。［６］我 们 在 这 里 强 调 数 字 人 文 的 本 质

就是跨领域合作的，而且这个合作不应是人文学者单

方向的提出需求，由信息专家来满足，或是信息专家

设计工具，由人文学者削足适履的去使用。而是一个

对等的、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有机体。我们用 “协

作”来表达这个观念。

图１　人文研究历程中数字资料库的系统转型

因应数字人文时代的开展，数字系统建构的方法

论也要随之改变，方能满足人文学者研究的需求。数

字时代与 以 前 最 大 的 差 别 在 于 取 得 研 究 资 源 不 再 困

难，人文研究者面对的不再是信息匮乏，而是难以驾

驭的大量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资料。在数字时代，高质

量的数字研 究 素 材 来 自 各 个 机 构 （如 图 书 馆、档 案

馆、博物馆、学术单位或业界）有系统建构的数字典

藏库。这些典藏库建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完整收集和

标准化整理将特定领域的资料有系统的数字化提供使

用 （见图１的 “数 位 典 藏 资 料 库”部 分）。它 们 在 资

料收集上以尽量完全为目标，功能上要考虑最大使用

社群的检索需求。这种 “最大公约数”的做法往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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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照顾到个别研究者的特殊需要。从资料面来说，检

索得到大量与特定研究议题不相关的资料对使用者而

言造成太多资料上的杂音；从工具面来说，一个可以

适应大多数使用者或素材的工具，对特定资料集或议

题的处理上往往反而碍手碍脚。换句话说，研究者在

使用一个资料库寻找资料时，往往是怀着问题意识而

来，为了怕错失重要的资料，研究者宁愿从资料库中

尽量收集可能相关的资料，然后依循问题意识梳理材

料，通过分类与分析的手段，探索材料间的脉络，藉

以获得线索乃至启发。在过去，数字典藏资料库在分

类、分析与呈现的阶段几乎无能为力，研究者只能依

赖传统的训练在取得材料后自力自强。因此，我们认

为，数字系统除了将大量搜集来的资料做标准化整理

并提供使用者取用外，应拓展系统功能，协助研究者

对材料进行分类与分析，并通过视觉化图像，直观地

呈现材料反映的现象，将系统可协作的范围延伸至分

析与观察的阶段。这样的延伸对研究者而言不仅是崭

新的体验，更能将问题意识与材料关联起来，在两者

的互 动 中 修 正 自 己 的 研 究，甚 至 带 来 新 的 研 究 启

发。［７］但无论是元 数 据 的 描 述 或 是 内 容 的 解 析，仍 是

以群体对象的典型为设定，对个别学科或专门议题的

研究者而言，总未能切中要害。事实上，多数的人文

研究在实作面都是独特的、个别化的，而典型的元数

据，对个别研究者而言，仅能协助资料检索，对于后

续的分类分析与观察助益不大，也因此，当我们在进

行系统建置的使用者调查时，使用者的学科背景、研

究旨趣及议题倾向都是我们关注的项目。

２０１８年，台湾 大 学 数 字 人 文 研 究 中 心 受 台 湾 客

家委员 会 客 家 文 化 发 展 中 心 （以 下 简 称 “客 发 中

心”）的委托，建构一个以淡新档案为主针对客家研

究需求的数字系统。系统建置目的是为提供客家研究

者使用，协助他们利用淡新档案进行客家文化的相关

研究。为了达 到 这 个 目 的，我 们 以 “数 字 人 文 导 向”

的概念来建置系统。这个策略分成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元素的深化：淡新档案的重整应走向

学科化、议题化，在 元 数 据 的 描 述 及 内 容 的 解 析 上，

深化客家文化相关知识及萃取客家文化相关元素。

其二，研究功能的延伸：系统除了提供检索与浏

览等基本功能外，要以 《淡新档案》中元数据及标记

（尤其是客家 元 素）为 基 础，提 供 各 种 后 分 类 与 人 机

间互动的资料分析，并且以直观的视觉化来辅助研究

观察。

其三，研究意识的连结：一个以研究为目的的系

统，应能连接至 个 别 的 研 究 议 题 与 问 题 意 识。因 此，

强调系统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操作、脉络的追踪，以

及个人化服务，让研究者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可以修正

原始的研究意向，亦可延伸或启发新的研究旨趣，让

个人研究的衔接与推进成为可能。

３　多重脉络的关联结构

档案整理 “以保持文件的历史关系和便于利用为

原则”［８］，更细地 说，档 案 组 织 的 三 大 原 则 是 立 基 于

尊重 档 案 来 源 的 理 念［９］：其 一，尊 重 档 案 来 源 原

则———维护档案的证据价值，并保存档案生命历程的

各项记录。其二，尊重全宗原则———将看似个别存在

的档案，纳入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不可

分割的有机体，以特定的方式使其聚集，以记录其形

成过程与联系。其三，尊重档案的原始顺序———强调

档 案 来 源 机 构 为 档 案 归 档 与 保 存 所 建 立 的 原 有 次 序，
以保持文书系列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淡新档案在台北帝国大学 （台湾大学前身）取得

时，似乎已经没有按照清代地方衙门用 “房”分类的

全宗面貌。戴 炎 辉 教 授 在１９４７年 整 理 时，以 “案”
为单 位，依 据 现 代 法 律 将 档 案 整 理 成１１６３案 （共

１９１５２件）［１０］，分 属 行 政、民 事、刑 事 三 大 门 （每 门

各有数类，每类又有 数 款）［１１］。所 以 淡 新 档 案 在 纸 本

的层次已经无法按照原生的脉络编排。戴炎辉教授的

分类固然给予研究者许多的便利，但并不是没有检讨

的空间［１２］，但 是 对 于 实 体 档 案 而 言，一 旦 分 类 固 定

了，就很难用别的方法重整。到了数字化时代，这个

局限终于可以被打破。从管理上来说，档案仍是唯一

的，但数字化档案可以呈现各种不同的脉络；从使用

上来说，传统档案的查检依靠的是档案编号，或是典

藏管理机关所提供的档案描述，这样的档案描述通常

偏重于管理的目的，也较局限于档案来源机构的原编

信息及详简程度，例如：编号、形 制、层 级 关 联、产

生信息等档案客观信息。但数字化档案可以依据特定

的使用对象与目的进行学术专业的编排、描述并建置

系统，在查检上 多 了 选 择，除 了 档 案 的 客 观 信 息 外，
更可深入档案的内容与细节，甚至超脱原生脉络的局

限。［１３］也就是说，数字化档 案 的 编 排 与 描 述 可 以 在 系

统性的方法论 上，不 违 背 传 统 档 案 组 织 的 理 论 原 则，

维系住档案的原生脉络，呈现出更多在内容细节中的

关联线索，并提供更多的使用弹性与研究的可能性。
我们曾提出 “多重脉络”的系统性方法论，它利

用数字系统的特性，让档案同时具备原生脉络，或是

典藏单位的档案编排脉络，甚至是学科观点的诠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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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彼此间不混 杂，却 可 以 观 察 不 同 脉 络 间 的 关 系，
并可通过档案的内容细节去串起可能的脉络线索，让

多重脉络彼此互动，提供研究者更多可延伸的观察视

角。［１４］我们在进行淡新档案 重 整 与 客 家 研 究 系 统 建 置

时，便是以 “多 重 脉 络”作 为 系 统 关 联 结 构 的 方 法

论，主要的 作 法 仍 是 建 基 在 数 字 化 档 案 的 编 排 与 描

述上。

３．１　利用档案多元层次的 特 性，将 淡 新 档 案

的处理层级细致化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作业中，囿于各种原因，对档

案的描述往往停止在 “案”的层级，不会对案中的每

一 “件”去做描述。但是因为数字化大大增加了利用

检索取得资料的便利，所以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

在 “件”的层次处理，才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化所能提

供的检索、后分类和多重脉络的便利。

淡新档案经重新整编后，共有１１６２案，计１９２４６
件［１５］。为了研究 的 分 析 需 求，我 们 对 每 一 “件”做

了以下的处理：原本在台大图书馆的努力下，淡新档

案已经 被 缮 打 成 全 文，也 建 了 元 数 据，如 标 题、摘

要、日期、相关人员与关键词等，在本计划中，我们

对每一件做 了 更 深 入 的 元 数 据 描 述，如 将 原 属 “案”

层次的元数据 （如案号、“成案时间”与戴炎辉分类）
或地理信息录入 “件”层次的元数据中。此外在元数

据中，也对客家相关主题做了处理。此外也针对每一

件档案的全文内容，进行七种词汇的标记，分别为人

名、地名、时间、客家身份、客家宗 教 文 化、客 家 社

会组织和客家特色名词。

３．２　以 “件”为单元，描述 详 细 且 兼 具 学 科

专业的元数据

每一件档案的 元 数 据 描 述，除 包 含 编 号、形 制、

层级关联、产生信息等档案客观信息外，也纳入研究

需要的相关学科专业信息。每个描述栏位皆需有明确

的定义及描述规范。以下特别说明与档案脉络相关的

栏位：

３．２．１　戴炎辉分类 （门／类／款）
淡新档案历经长时期的辗转留存与整理，其于清

领时期的原生脉络早已无法完整考证，现存淡新档案

的编排是由戴炎辉教授整件为案，以近代法律学的概

念建立 门、类、款 三 层 分 类 架 构，被 叫 作 戴 炎 辉 分

类。［１６］这个分类 架 构 是 传 统 的 树 状 编 排 方 式，每 一 件

档案只会归于一案，而每一案也仅会有一组分类 （门／
类／款）。戴炎辉分类为使用者提供一个明确的切入观

点，然而以近代法学观念诠释清代台湾衙门的运作自

有其局限 性［１７］，但 即 便 如 此，戴 炎 辉 分 类 仍 是 与 淡

新档案实体保存体系最为一致的编排架构，况且历经

出版与资料库建置，研究者也早已习惯依此分类进行

查找，因此，在新建系统中，每一件淡新档案的元数

据除了有所属案号外，也录有戴炎辉分类。系统以树

状结构呈现分类，通过这个结构，可以看出档案的戴

炎辉分类脉络。

淡新档案中案的命名也充分反映了戴炎辉分类的

架构。每一案由五个数目字组成：“第ｘｙｚｎｎ案”。其

中ｘ对 应 “门”的 层 级，ｙ对 应 “类”的 层 级，ｚ对

应 “款”的 层 级，而 两 位 数 的ｎｎ则 代 表 在ｘｙｚ结 构

中的第几案。譬如 第１６３０５案 就 是 行 政 门 （１）中 军

事类 （６）中城工款 （３）的第０５案。

３．２．２　客家事件 （Ｌ１／Ｌ２／Ｌ３）
既然建构新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客家研究者使

用并进行与淡新档案相关的客家文化研究，当然需要

在淡新档案与客家之间的关系做比较深入的分析。淡

新档案与客家 文 化 关 系 非 常 密 切。从 时 空 信 息 来 看，

淡新档案涉及的清代台湾地方治理范围，正是台湾北

部客家族群的主要生活空间，亦即现今的桃竹苗 （桃

园、新竹、苗栗）地区。从生活内涵 来 看，淡 新 档 案

潜藏很多客家的故事及客家先民生活的记录。从客家

研究的学科基础来看，淡新档案涉及的客家生活面向

有政治 （如：乡保、董事）、经济 （如：义仓、垦 户、

号记、土地纠纷）、社会 （如：族群）、文化 （如：民

俗、饮食）、宗教信仰 （如：尝、祀）、语文符号 （特

色词，如：伯公），正 攸 关 客 家 研 究 的 相 关 学 科，包

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与语言

学等。［１８］

因此，若以客家研究的观点，淡新档案中的客家

相关元素，尤其是人、事、时、地、物，成为研究 者

期待发掘并 掌 握 的 档 案 内 涵。其 中，我 们 认 为 “事”

在档案内文中并无相应词汇或文句，使用者难以通过

内文的检索寻得，再 则， “事 件”的 名 称 往 往 是 后 人

诠释后给定 的 （例 如 林 爽 文 事 件），而 在 事 件 发 生 时

所产生的文件 中，当 然 不 会 有 后 见 之 明 的 事 件 名 称。

要诠释 “客家事件”必得由客家研究的专家学者针对

档案的内容细细耙梳。参与系统建置的客家研究学者

认为，这不仅是辨识 “客家事件”的问题，事件所被

赋予的名称必须是领域内大家的共识，这为 “客家事

件”的描述带来相当的困难度。几经评估及试行作业

后，决定描述为 “客家事件”的主题分类，不给定事

件名称，而是将档案内涵中可能涉及的客家事件主题

予以分类。如此一来，避免了给定名称的狭隘性，多

重主题的做法也突破了单一线性编排的局限。每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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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可以涉及多个客家事件主题，同一案的档案也可

以有不同 的 关 联。客 家 事 件 主 题 也 采 三 层 的 树 状 结

构，每层 的 主 题 词 至 多 以 十 个 字 描 述，避 免 过 于 冗

长。使用者通过 “客家事件主题分类”来理解淡新档

案，是本系统提供的另一专业视角的档案脉络。依主

题分类动 态 聚 合 检 得 的 档 案，在 未 阅 览 档 案 内 容 之

前，已呈现些许的脉络线索，并可通过其他元数据栏

位的交互筛选，探索档案中的种种蛛丝马迹。
经过仔 细 地 件 件 耙 梳，我 们 发 现 淡 新 档 案 的

１９２４６件中有６８３２件 与 客 家 主 题 相 关，这 些 文 件 分

属于３７１案［１９］。我们 在 这 些 文 件 的 元 数 据 的 “客 家

事件主题”中著录它们所属的主题，而在 “案”层级

的客家主题则是那 “案”中所有 “件”的客家主题的

联集。客家主题分类和戴炎辉分类最大的不同在于后

者中每一案有一个唯一的分类，然而客家主题是对于

案件／文件的形 容，所 以 每 案 （或 件）可 以 同 时 拥 有

数个主题。我们所设计的客家主题在第一层有七个主

题，分别为亲属、宗教、族群关系、社 会 秩 序、产 业

活动、社会组织与行政事务。在下节中我们提供了完

整的 “客家事件主题”表与每个主题下的案／件数。
以第２２５１０案为例做说明。第２２５１０案中共有２２

件，在戴炎 辉 分 类 里 属 于 “民 事?田 房?争 界”，如 果

看每一件的客家事件主题，则丰富得多。以下列举本

案中的３件：

案号 第２２５１０案 ． 件号 ２２５１０＿００５

戴炎辉分类 民事?田房?争界

客家事件主题
族群关系／客原关系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

件号 ２２５１０＿００６

客家事件主题

社会秩序／土地／侵占

产业活动／茶业

族群关系／客家内部关系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

件号 ２２５１０＿００７

客家事件主题

社会秩序／土地／侵占

族群关系／客家内部关系

族群关系／客原关系

　　此三件同属一案，皆归于戴炎辉分类中的 “民事

?田房?争界”；第２２５１０＿００５件，有二组客家事件主题

分类词条：“族群关系／客原关系”“社会组织／拓垦组

织”；第２２５１０＿００６件则有四组：“社会秩序／土地／侵

占” “产 业 活 动／茶 业” “族 群 关 系／客 家 内 部 关 系”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第２２５１０＿００７件，则 有 三 组：
“社会秩序／土 地／侵 占” “族 群 关 系／客 家 内 部 关 系”
“族群关系／客原 关 系”，三 件 内 容 各 自 涉 及 多 重 的 客

家事件主题，当 我 们 在 “件”的 层 级 做 细 致 的 描 述，

即可发掘出件与件之间的主题关联，也可区别件与件

之间的主题差异。从主题的整体来看，大约可以猜到

本案与茶园的土地纠纷有关。

３．３　客家事件主题表

以下所列的三层架构的淡新档案客家事件主题表

系由本计划委托新竹交大连瑞枝教授与新竹清大陈丽

华教授设计并整理。与客家相关的案与件的元数据标

记亦由两位所带领的团队所完成。

淡新档案客家事件主题表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１／Ｌ２／Ｌ３ 案数 件数

亲属 ［－］ ［－］ 亲属／［－］／［－］ １　 ７５

亲属 女性 ［－］ 亲属／女性／［－］ ８　 １０５

亲属 婚姻 ［－］ 亲属／婚姻／［－］ ９　 １２３

亲属 婚姻 招赘 亲属／婚姻／招赘 １　 ２

亲属 婚姻 赘婚 亲属／婚姻／赘婚 ４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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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１／Ｌ２／Ｌ３ 案数 件数

亲属 财产 ［－］ 亲属／财产／［－］ １９　 ４０６

亲属 财产 土地 亲属／财产／土地 １　 １２

宗教 尝会 ［－］ 宗教／尝会／［－］ １２　 ５２

宗教 尝会 妈祖祀 宗教／尝会／妈祖祀 １　 １

宗教 尝会 福德祀 宗教／尝会／福德祀 ２　 ２

宗教 尝会 义民祀 宗教／尝会／义民祀 １　 １

宗教 庙宇 ［－］ 宗教／庙宇／［－］ ４　 １４

宗教 庙宇 三官庙 宗教／庙宇／三官庙 １　 ５

宗教 庙宇 天后宫 宗教／庙宇／天后宫 １　 ２

宗教 庙宇 有应公 宗教／庙宇／有应公 １　 １

宗教 庙宇 福德庙 宗教／庙宇／福德庙 １　 １４

宗教 庙宇 福德祠 宗教／庙宇／福德祠 １　 ５

宗教 庙宇 义民宫 宗教／庙宇／义民宫 １　 １

宗教 庙宇 义民爷 宗教／庙宇／义民爷 １　 ５

宗教 庙宇 褒忠亭 宗教／庙宇／褒忠亭 １　 １

宗教 庙宇 广泽尊王 宗教／庙宇／广泽尊王 １　 ３

宗教 神明会 ［－］ 宗教／神明会／［－］ ７　 １５

宗教 神明会 义民爷 宗教／神明会／义民爷 １　 ２

族群关系 ［－］ ［－］ 族群关系／［－］／［－］ １　 ７５

族群关系 女性 ［－］ 族群关系／女性／［－］ ２１　 ２２２

族群关系 客原关系 ［－］ 族群关系／客原关系／［－］ ５６　 ８５０

族群关系 客原关系 馘首 族群关系／客原关系／馘首 １６　 １０２

族群关系 客闽关系 ［－］ 族群关系／客闽关系／［－］ １０４　 １９３４

族群关系 客闽关系 女性 族群关系／客闽关系／女性 ３　 ５１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 ［－］ ４０　 ７０４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土地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土地 １　 １１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客语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客语 １　 １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馘首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馘首 ７　 ３３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蔡牵事件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蔡牵事件 １　 １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林爽文事件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林爽文事件 ２　 ２

族群关系 客闽原关系 戴潮春事件 族群关系／客闽原关系／戴潮春事件 ３　 ３

族群关系 客家内部关系 ［－］ 族群关系／客家内部关系／［－］ １１２　 ２１０２

族群关系 客家内部关系 女性 族群关系／客家内部关系／女性 １　 １１

族群关系 客家内部关系 吴阿来事件 族群关系／客家内部关系／吴阿来事件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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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１／Ｌ２／Ｌ３ 案数 件数

社会秩序 ［－］ ［－］ 社会秩序／［－］／［－］ ２　 ８３

社会秩序 人身 ［－］ 社会秩序／人身／［－］ ４　 ５４

社会秩序 人身 伤害 社会秩序／人身／伤害 ５４　 １１６６

社会秩序 人身 勒索 社会秩序／人身／勒索 １８　 １７５

社会秩序 人身 人口贩卖 社会秩序／人身／人口贩卖 １０　 １１５

社会秩序 人身 男女关系 社会秩序／人身／男女关系 １１　 １３２

社会秩序 土地 ［－］ 社会秩序／土地／［－］ １８　 ４７６

社会秩序 土地 侵占 社会秩序／土地／侵占 ５０　 １１９７

社会秩序 财物 ［－］ 社会秩序／财物／［－］ ３７　 ８３８

社会秩序 财物 侵占 社会秩序／财物／侵占 ２６　 ４０８

社会秩序 财物 强盗 社会秩序／财物／强盗 ５１　 １０３２

社会秩序 财物 窃盗 社会秩序／财物／窃盗 ２２　 ２１１

社会秩序 财物 赌博 社会秩序／财物／赌博 ７　 ９５

社会秩序 人口贩卖 ［－］ 社会秩序／人口贩卖／［－］ １　 １

产业活动 林业 ［－］ 产业活动／林业／［－］ １０　 ６９

产业活动 樟脑 ［－］ 产业活动／樟脑／ ［－］ ７　 ４９

产业活动 糖业 ［－］ 产业活动／糖业／［－］ １１　 ７６

产业活动 茶业 ［－］ 产业活动／茶业／［－］ ７　 ２６４

社会组织 尝会 ［－］ 社会组织／尝会／［－］ １３　 １２０

社会组织 拓垦组织 ［－］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 ８７　 １６９７

社会组织 拓垦组织 金广福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金广福 ５　 ４５

社会组织 拓垦组织 隘垦合约 社会组织／拓垦组织／隘垦合约 ４　 ５

社会组织 水利组织 ［－］ 社会组织／水利组织／［－］ １１　 １００

社会组织 义仓社仓 ［－］ 社会组织／义仓社仓／［－］ １　 １７

行政事务 人口 ［－］ 行政事务／人口／［－］ ２　 １０

行政事务 女性 ［－］ 行政事务／女性／［－］ ２　 １９

行政事务 文书 ［－］ 行政事务／文书／［－］ ７　 １８

行政事务 水利 ［－］ 行政事务／水利／［－］ ５　 １１０

行政事务 矿业 ［－］ 行政事务／矿业／［－］ ３　 ９８

行政事务 米谷 ［－］ 行政事务／米谷／［－］ ２　 １１

行政事务 米谷 稳定米价 行政事务／米谷／稳定米价 ４　 １６９

行政事务 隘务 ［－］ 行政事务／隘务／［－］ ４８　 ８６８

行政事务 隘务 裁隘 行政事务／隘务／裁隘 ２　 ９

行政事务 隘务 隘租 行政事务／隘务／隘租 ３　 ４３

行政事务 隘务 隘粮 行政事务／隘务／隘粮 １３　 １８９

行政事务 盐务 ［－］ 行政事务／盐务／［－］ １０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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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１／Ｌ２／Ｌ３ 案数 件数

行政事务 公共事务 ［－］ 行政事务／公共事务／［－］ ６　 ３４

行政事务 公共事务 堤防 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堤防 ３　 ２２

行政事务 公共事务 军需 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军需 ２　 ２７

行政事务 公共事务 铁路 行政事务／公共事务／铁路 ２　 ４５

行政事务 公共事务 台北建城 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台北建城 ６　 １４４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 ７０　 １６２４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官租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官租 ５　 ２６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屯租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屯租 １３　 １４２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水患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水患 １３　 １９６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社租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社租 ５　 ６２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隘租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隘租 １　 ４４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土地清丈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土地清丈 １　 ３１

行政事务 土地税务 土地清查 行政事务／土地税务／土地清查 １８　 ２２２

行政事务 地方示禁 ［－］ 行政事务／地方示禁／［－］ １４　 ７４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 ４６　 ７８９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土目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土目 １　 １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垦户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垦户 ６　 ４４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通事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通事 ６　 ３７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隘首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隘首 ８　 １４１

行政事务 地方菁英 港口争夺 行政事务／地方菁英／港口争夺 １　 １

行政事务 村落组织 ［－］ 行政事务／村落组织／［－］ ２５　 ３４１

行政事务 村落组织 联庄保甲 行政事务／村落组织／联庄保甲 ４　 ８

行政事务 海上事务 ［－］ 行政事务／海上事务／［－］ １　 ８

行政事务 海上事务 船只救护 行政事务／海上事务／船只救护 １　 １４

行政事务 军事治安 ［－］ 行政事务／军事治安／［－］ １０　 ７８

　　４　在档案的电子全文内容中萃取并标记

重要研究元素

　　提到数字化时，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影像扫描与

建置元数据，近年来将文字资料全文化也变成重要的

趋势。但对于某些领域，如历史研究，单有全文是不

够的。历史书写往往会提到时间、人物、地点，这些

信息如果能够萃取出来并标准化，对于建立与解读文

件间的关联性有莫大的助益。在台湾大学以前建好的

包含淡新 档 案 的 资 料 库 中 （ｈｔｔｐ：／／ｔｈｄｌ．ｎｔｕ．ｅｄｕ．ｔｗ
和ｈｔｔｐ：／／ｄｔｒａｐ．ｌｉｂ．ｎｔｕ．ｅｄｕ．ｔｗ），已 经 对 每 一 件 建

立了 “人名注解”“主要关系人及职称／身分”“关 键

词”“印 记 种 类”等 元 数 据，而 这 些 也 仍 然 保 留 在 新

系统的元数据中。在新系统中，我们进一步提取淡新

档案中的重要 标 签 词 汇，并 直 接 标 记 于 档 案 全 文 里，
并可通过 标 记 的 规 则 纳 入 权 威 控 制 与 权 威 参 照 的 功

能。我们强 调 两 者 的 不 同 在 于 元 数 据 是 对 文 件 的 形

容，而标记是对个别文字的动作，当然比较繁琐，但

用处也比较大。
为什么需要提取标签词汇，进行标记的目的又是

什么呢？对使用者来说，要了解档案的内容，最直接

的方式是 阅 读 内 文，但 大 量 的 档 案 需 逐 件 逐 字 的 阅

读，除了旷日费时外，更容易忽视掉一些线索，譬如

某个案件中的两个人名可能在另外一个案件中也共同

出现。因为淡新档案中出现的人大多是市井小民，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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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人名的关联十分容易发生。通过文内对人名词汇的

标记，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人名的共现来提醒使用者

的关注。除了人名的标记外，地名、时间、物品也可

以提供很多档案间的线索。譬如哪一个胥吏会特别专

注某种类型的案件，或特定类型的抢劫案件的地理分

布，等等。通过这些标签词汇，深埋在档案内文中的

历史情境与现象将逐一浮现。过往只能通过编排才能

追踪的档案脉络，藉由这些标签词汇的关联性，延伸

出更多的探索路径。对系统来说，所有的档案内容文

字就是一篇篇的组合符号，没有任何文意或语意，提

供给使用者的方式，仅是一种文字的比对结果；但事

实上，使用者想要的不仅是文字比对的结果，更期望

此结果 贴 近 他 心 中 构 思 的 脉 络，例 如：使 用 者 查 询

“太平”，他真正想查 的 是 地 名 “太 平”。因 此，系 统

必须在提供给 使 用 者 之 前 先 行 以 使 用 者 的 观 点 为 这

些档案内容 赋 予 意 义。提 取 标 签 词 汇 并 标 记 于 档 案

内容中，成为 预 先 标 识、意 义 化 档 案 内 容 的 系 统 性

方法。
除了典型的人、时、地、物的标签 词 汇 外，我 们

更以客家文化研 究 的 观 点，提 取 “客 家 身 分” “客 家

宗教文化”“客家社会组织”“客家特色词”等学科专

业元素［２０］。在 全 部１９２４６件 的 淡 新 档 案 中，我 们 总

共撷 取 了２５９５３个 人 名 词 汇、１３４５０个 时 间 词 汇、

４９７１个地 名 词 汇、３０４０个 客 家 身 份 词 汇、１５５个 客

家特色词、１０７个客家社会组织词汇、４８个客家宗教

与文化词汇，总标记数为４７８３１１。以第１７３３０＿００７件

为例 （如 图２），人 名 标 记 有３４个，地 名 标 记 有３８
个，时间标记 有２个，客 家 身 份 标 记 有１０个，客 家

社会组织标记 有７个，客 家 特 色 词 有２５个。当 我 们

为每一件都进行详尽的标签词汇标记，每个标记都将

串起档案间的词汇关联，成为使用者可用以追踪内容

的细致线索。

图２　第１７３３０＿００７件电子全文影像含标记

客家文化研究观点的元数据描述和客家元素的标

签词汇使得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将客家研究的概念在案

件中交互串联，为使用者提供案件与词汇交互间多重

脉络的研究线索。

注释与参考文献

［１］［９］薛理桂，王丽蕉．档案编排与描述：理论与实务［Ｍ］．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资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３５－４１．
［２］戴炎辉将淡新档案的起始年定为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戴炎辉，１９５３），Ｂｕｘｂａｕｍ指出１８１２年为戴炎辉分类中最早的刑

事案件，如果要连其他（行政、民事）也算在内，最早的案件应为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吴密察．清末台湾之“淡新档案”及其整理

［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２）：７８－８８．）。台湾大学图书馆特藏组网站上将淡新档案 起 始 年 设 为 乾 隆 四 十 一 年（１７７６），其

来源是一篇研讨会的论文（台湾文献资料合作发展研讨会议，“国 立 中 央”图 书 馆 台 湾 分 馆．“国 立”台 湾 大 学 图 书 馆 特 藏 介 绍

［Ｍ］．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特藏组，１９９１．），但这个时间如何而来则不可考。今从现存档案的起始成案年。

［３］台大图书馆淡新档案的出版计划于２０１０年结束，将内容完整出版为３６册。

［４］［１０］“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淡新档案简介［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ｐｅｃｃｏｌｌ．ｌｉｂ．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ｎｏｄｅ／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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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ｓｈｃ．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６］项洁．发刊词：从数位典藏到数位人文［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２０１８（１）：ｉ－ｖ．
［７］项洁，洪一梅．新世纪数 位 与 人 文 的 研 究 取 径———“国 立 台 湾 大 学 数 位 人 文 研 究 中 心”简 介［Ｊ］．汉 学 研 究 通 讯，２０１９

（１５０）：３２－３８．
［８］［１３］［１４］项洁，翁稷安．多重脉络———数位档案之问题 与 挑 战［Ｍ］．项 洁．数 位 人 文 要 义：寻 找 类 型 与 轨 迹，台 北：台 湾

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２：２５－６０．
［１１］［１６］戴炎辉．清代淡新档案整理序说［Ｊ］．台北文物，１９５３（２）．
［１２］［１７］吴密察．清末台湾之“淡新档案”及其整理［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２）：７８－８８．
［１５］在整理淡新档案的过程中，台大图书馆特藏 组 的 同 人 发 现 有 三 件 没 有 被 戴 炎 辉 归 类 到 的 文 件。在 本 系 统 中 我 们 将

每件当成一案，并以０开头处理（戴炎辉的三门的代号分别是１，２，３）。这三件收录在台大图书馆所刊《淡新档案》第三十六册

的最后。

［１８］张维安．思索台湾客家研究［Ｍ］．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５：１８－２５．
［１９］淡新档案绝大多数的案件都发生在客民的 生 活 区，所 以 严 格 来 说 几 乎 所 有 的 案 均 与 客 家 相 关。在 这 里 我 们 强 调 的

是客家事件主题，所以如果客家因素没有在案件主题中被凸显，则没有被算在内。

［２０］这项工作主要由新竹交通大学的连瑞枝教授与新竹清华大学的陈丽华教授与她们的团队负责，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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