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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THDL所見的「數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時代

 「數位史學」時代的來臨，帶給我們以前傳統
文獻研究所不能研究的新課題與新問題。



（一）清代台灣女性的家庭地位－
－以女性立鬮書為探討核心



1檢索方式

 大幅節省人力與時間，確定含有女性角色的鬮
書數量為2,634件。

 將立契人為女性的鬮書用人工的方式找出來，
接著使用「自訂文件集」功能進行儲存，結果
得到此類「女性鬮書」共有263件。

 繼續運用「自訂文件集」，可對儲存文件進行
縮小範圍的檢索，透過「後分類文件分佈」
的功能中選取「年代」選項，可見各朝的女性
鬮書數量分別為多少。



2研究發現

 具體而量化地呈現婦女地位的變遷脈絡，清代
台灣婦女地位應以乾隆、嘉慶年間最高。

 女性在分家的敏感時機，重視的是什麼，如母
親擔憂「兒婦難保無乖」、「誠恐兒輩子孫等
日繁生齒，兒輩妯娌咀唔」。

 透過「詞頻」中的「人名」來歸納，可以看到
「母舅」在分家時經常的出現；顯示出母親的
角色並未隨著嫁入夫家而與本家人群失去聯繫，
女性扮演著在本家與夫家溝通聯繫的角色。



（二）家族史的新視野──以清代彰化縣戴
潮春家族興起為例

 1重建戴神保的發跡過程;戴潮春父執輩戴松江
等人透過「戴大和」家號經營家族產業的運作
實態;戴潮春與兄長萬桂等人杜賣家產之特殊
過程。

 2結合GIS系統得以重現戴潮春家族田業之勢力
範圍，說明戴潮春事件能夠持續長時期、大規
模的進行抗官行動，應和戴姓家族具有龐大的
社會基礎和田租產業有關。



（三）通事眼中的「九品芝麻官」──以
乾隆年間彰化縣貓霧捒巡檢為例

 1從「明清檔案」可見，國家設置貓霧捒巡檢之過程，
可以觀察謹慎縝密的審查機制。

 2巡檢的特殊職能包括處理戶婚田土等案件，若依據
會典則例中記載巡檢「禁止擅受民詞」之行政屬性，
容易低估國家權力治理地方社會的可能性。

 3過去學人透過正史典籍形塑巡檢是「微員」之既定
形象，透過地方社會對於巡檢的諸多稱謂，進而取得
番民百姓對於「九品芝麻官」的「身份感覺」。



二、實用價值最高的THDL

就便利性而言－－

詮釋資料﹥全文資料﹥影像

就史料價值而言－－

影像﹥全文資料﹥詮釋資料

例如:買「菜」之誤，必須由使用者
運用「連結回報」功能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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