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66 

 

台灣史田野調查與研究 
 

 

 

∼溫振華 
 

 

 

 

 

 

 

 

 

 

 

 

 

 

 

 

 

 

 

 

 

 

 

 

 

 

 

◆1949 年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曾任中學教師、大學教師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兼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代表著作 

 ◎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 

 ◎淡水河流域變遷史 1998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 1986 

 ◎高雄縣平埔族史  高雄縣政府 1997 

 ◎高雄縣土地開墾史  高雄縣政府 1997 

 ◎大茅埔開發史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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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 課 大 綱 ● 

      一、前言：田野研究在台灣史研究之重要性 

        １．對歷史變遷可作較完整、較細緻的觀察。 

        ２．大眾歷史意義提升之重要基礎。 

      二、田野調查之進行 

        １．確定研究課題。 

        ２．閱讀既有研究資料，找尋相關線索。 

        ３．清楚的向訪查人表明身份與研究目的。 

        ４．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 

      三、民間地契蒐集 

        １．民間仍保留豐富的地契 

        ２．地契的類型。 

        ３．地契在台灣史研究之重要性。 

      四、家譜與鬮書國之應用 

        １．家族史重建之素材。 

        ２．小地名探討之線索。 

      五、街庄社會之觀察 

        １．寺廟是最好的切入點 

        ２．聯庄契字是觀察地緣社會之好素材。 

      六、語言資料蒐集之急迫性 

      七、傳統歌謠與遷徒觀察 

      八、自然生態變遷之調查：以河流魚類為例 

      九、產業生活變遷之觀察 

      十、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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