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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台灣府志》
     的纂修與綱目義例之比較

                                  

                  楊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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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領台二百多年，於台灣地區所纂修帶有地方志書性質者不在少

數，以官、私撰修成書者與清末的采訪冊合計，總數當在四十種以上。

地方志具有存史、資治與教化之諸功能，更為今日瞭解地方歷史、文化

的基本史料，因此對於清代台灣地方志書的研究，成為現今台灣史研究

上的重要課題。

清代台灣所纂修之府志計有蔣府志、高府志、周府志、劉府志、

范府志、余府志，六部台灣府志中蔣府志首開台灣府志纂修之先河，但

後人知者甚少；高府志採蔣府志為底本增補，為日後台灣修志之基本典

範；周府志本宋永清之重修志稿，然亦多沿用高府志者；劉府志徵引前

人著作以豐志書，一改前志之缺失；范府志以高府志、劉府志為底本，

整合前志體例，為體例、內容、義法俱佳的台灣府志典範；余府志以范

府志為底本增補，故完全繼承范府志之優點，其流通甚廣，以致後人多

知余府志而不知范府志。

在地方志書編纂上，因中央政府根據地區條件對於地方不同性質的

責任賦予，會造成地方官纂修方志時不同的綱目設定取向，中央對地方

的責任賦予往往成為地方官員首要完成的工作，故中央對地方的責任賦

予需求項目，也會如實反映在被視為地方治理指南的地方志書上，范府

志與廈門志之綱目設定與內容編纂取向即為一例。

關鍵詞：台灣府志、廈門志、纂修、綱目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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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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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台灣府志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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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毓英之《台灣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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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麒光，無錫人，康熙丙辰進士，二十三年，知縣事。⋯⋯在任

踰年，首創「台灣郡志」，綜其山川、風物、戶口、土田、阨

塞；未及終編，以憂去。三十五年，副使高拱乾因其稿纂而成

之。人知「台郡志」自拱乾始，而不知始於麒光也。

論曰：季文才富艷，首創「郡志稿」，以發全台之聾瞶，獎掖士

類，言者方於常觀察之風，偉矣！11

我皇上以方輿之廣超越百王，特命史臣大修一統志書，詔天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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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其郡縣之志，以資修葺。台灣草昧初并，無文獻之徵，郡守暨

陽蔣君經始其事鳳山楊令芳聲、諸羅季令麒光廣為搜討，閱三月

而蔣君董其成。分條晰目，一如他郡之例，余為之旁搜遠證，參

之見聞，覆之耆老，書成上之方伯，貢之史館，猗歟休哉！14

圖1、 蔣毓英纂《臺灣府志》封面、內文首頁（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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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寂寞於蠻煙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所登涉所至、耳目所及，

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魚、

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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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拱乾之《台灣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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矧台疆初闢，百度草創，遺編故老湮沒無聞；即欲成書而無徵不

信，又孰從而誌之？於是者二年。⋯⋯政事之餘，益得與父老

子弟諮詢採攬，凡山川之險易、水土之美惡、物產之有無、風氣

之異同、習俗之淳薄，遠自生番殊俗，下及閭閻纖悉，每聞見有

得，輙心識而手編之。溯始明季，台所自有；迄歸我朝，台以肇

造；綱舉目張，巨細必載。有功必錄、有美必書。公諸眾心，以

觀厥成，斯誌也，亦所以志也。25

康熙三十一年秋，歲在壬申，我上郡憲副高公，以閥閱名家、詞

壇鼓吹，特膺簡命，來巡海邦；⋯⋯爰於甲戌（三十三年）冬，

出其兩年來蒐採志草一帙，會守令，開志局，攬師儒，得明之士

四人，文學十人，共襄校讎；記日程功優以俸餘。是時體物攝郡

符，與聞是役。凡四閱月，而台灣新乘遂煥乎其有文章矣！明年

秋，太守靳公蒞任，公復出與相訂。既竣事請鑑定於司院，咸謂

得所未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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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既跽而受教，復授手編「台灣志」四卷。歸而伏讀一再過：其

蒐輯之周洽、辯駁之精審、採攬之博奧、註疏之詳明、環台數千

里之大而無外、方寸之小而無內，無不瞭如指掌、較若列眉既服

公之勤而用心之苦也，乃偕文武寅寮、文學父老，群請於公，俾

壽之梓。

今者，公總憲全浙，命駕有日。素與二三寅寮甫成緒餘，便欲措

諸經緯，懼且指為異物，恐終負公知遇也；惟謹守是編，以待後

之君子因勢利導，幾於化行俗美之盛，使知謙和簡易，非苟且姑

息之謂，而得免章甫適越之誚。是即善於讀公此志者矣。33

圖2、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封面、「修志姓氏」之首頁（成文出版社出
版，1983年，以下圖片皆同成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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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以其暇，遍討戶口、形勝與扼塞險易、規制之數，輯成是

編，俾令長吏令牧咸有所矜式；即欲務為苟且姑息而不可得

矣。35

蒙聖恩特用，分巡茲土；浮海駐節，甚懼其難也。目擊一方之凋

殘，利何以興？弊何以除？學校何以振？兵政何以肅？軍實何以

備？勤勤焉日進文武寮寀，求所以生遂安集之道。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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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元文之《重修台灣府志》

第歷年久遠，其間利弊之興革、祿秩之陞遷、廟學之興建、多士

之蔚起，與夫土田之墾闢幾何、生齒之繁殖幾何？戒不虞而移營

署、崇報功而隆祀典，事不盡一端，治不必一轍。際此物阜民康

之時，不為蒐輯而增修之，致令前有可傳、後無可徵，一切盛衰

得失之故 、興廢沿革之由，盡湮沒而莫稽也，不大可憾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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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庚寅，鳳邑宋令曾肩其事。而於政治之得失、生民之利病，闕

焉未詳，恐不足以垂久遠而備採擇。爰於壬辰之春，公餘之頃，

與郡邑博士弟子員搜討舊帙、諮訪新聞。山川形勢無異也，風土

疆域無異也；而人物之蔚興、祿秩之陞遷、土田之墾闢，月有異

而歲有殊。且其間之規制，或有因草創而為巍煥、增廟祀以隆報

功；煌煌鉅典，於今聿為明備。是用忘其固陋，修而輯之。其中

或因於昔、或創自今，有者仍之、闕者補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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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之沿革、戶口之多寡、制度之詳略、風俗之澆淳，考具乘

志，修於康熙乙亥，迄今四十餘年。45

蓋自康熙丙子之歲，至乾隆庚申之年，梨棗堙沉，簡編殊失，已

四十餘年矣。此日不為重修，將來奚由考據？46

圖3、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封面、「重修府志姓氏」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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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劉良璧之《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台灣居荒服之外，勝國始見傳聞⋯⋯軼事既已日多郡志於焉久

闕⋯⋯已四十餘年矣。此日不為重修，將來奚由考據？欣逢憲公

祖蒞台日久，百廢俱興。邦傑等被澤聞風，食和飲德。愧乏柱

史，發著述於名山；願採方言，收傳聞於故老。伏懇俯稽輿論，

據情轉詳。存治績於日新，攬遺文於未補⋯⋯披遺編於劫灰焚

後，備採風於蠹粉消餘。則文物不至無徵，聲教尤昭有象矣。所

有校讎工費，邦傑等共為樂輸。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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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郡守錢恪齋，以修志請於列憲。既蒙允行，乃歜日開館，延

郡之紳士耆碩，分彙纂輯。余以公暇，與諸君悉心商榷；凡紀載

事例詳而毋支、簡而無略，務為實錄以信今而傳後，就正於滿、

漢巡台察院。始事於庚申十月，竣事於辛酉五月。凡八閱月而

成，為卷二十。 50

圖4、劉良璧撰〈重修臺灣府志序〉首、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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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錢 洙撰〈重修臺灣郡志序〉首、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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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范咸之《重修台灣府志》



175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176

清
代
︽
台
灣
府
志
︾
的
纂
修
與
綱
目
義
例
之
比
較

「高志」草創，多失之略；至於「劉志」則加詳矣。「劉志」

二十卷，「星野」、「建置」、「山川」外，更有「疆域」；而

「物產」，即附「風俗」下似為不倫⋯⋯今合新、舊二志增損

之。

劉志大半摭拾「通志」。如「通志」首列「典謨」⋯⋯若邑郡志

自不必複載。舊志將御製至聖贊及表彰朱子上諭、「周易折衷」

等序並行纂述，此豈專為台地而設耶？⋯⋯故茲志不敢仍襲其

舊。

前志於台灣一邑，祇載寥寥數山；其羅漢門內外，概不之及⋯⋯

圖6、六十七、范 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封面、「重修府志姓氏」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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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志不載「海防」事宜，今特為增入。 60

台灣田賦自歸化後，累蒙列聖減則⋯⋯惟雜稅有沿鄭氏舊名者，

故徵餉水、陸異科，與內地迴別。

海外武備特重，凡分班遣戍之期、到里舟車之費，歷聖加恩優

恤，至為詳備。

「災祥」「附考」中頗載偽鄭遺事⋯⋯附錄其興亡之跡，以為台

地之緣起。61 

故所徵引較前志尤多。但志中所引，僅註書名；因特於「雜記」

中另列「雜著」一條，備載作者姓氏，方知為某人之書，亦並以

存海外之文章，令後來有據耳。62

是志於各條下，俱列附考，似於作志體例別創一奇；亦以海外初

闢之地，不得不互存以資參覈云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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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文儀之《續修台灣府志》

予以乾隆庚辰來守茲郡，詢省舊聞，得康熙間觀察高公所為志及

其後副使劉軍補葺之書，而患其未備；乃參覈新舊諸志，於簿書

餘晷，撏撦群籍、博訪故老暨身所經履山川夷隘之處、傳聞同異

之由，心維手識，薈萃成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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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余文儀撰〈續修臺灣府志序〉首、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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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余公以乾隆庚辰出守茲郡，往返八歷重洋，凡山川之險夷、

水土之美惡、物產之盈縮、風氣之異同、疆索之袤廣、習俗之

淳漓，遠自殊族番黎、下及民兵蔀屋，罔勿心識手定，勒為成

書。67 

壬午歲，道憲長白覺羅四公暨府憲古越余公皆以名賢清德久蒞海

圖8、 余文儀撰《續修臺灣府志》「續
修府志目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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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庶政具舉；因念府、縣志所係綦重，時侯官孝廉黃君掌教海

東書院俾典其事。不數月，「台灣府志」、「諸羅」、「彰化」

二縣志前後告成。68 

圖9、余文儀撰《續修臺灣府志》「續修姓氏」



182

清
代
︽
台
灣
府
志
︾
的
纂
修
與
綱
目
義
例
之
比
較

三、清代纂修《台灣府志》的綱目義例之比較

（一）蔣府志與高府志之比較

表一：蔣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之一 沿革、分野、氣候、風信、封隅、坊里

卷之二 敘山

卷之三 敘川（附海道潮汐）

卷之四 物產

卷之五 風俗（附土俗）

卷之六 歲時、規制、學校、廟宇（附養濟院）、市廛（附渡橋）

卷之七 戶口、田土、賦稅（付存留經費）、祀典

卷之八 官制、武衛

卷之九 人物（開拓勳臣、勝國遺裔、勳封遇難、縉紳流寓、節烈女貞）

卷之十 古蹟、災祥、兵亂、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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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高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一 封域志 星野、沿革、建置、疆界、形勝、山川（附海道）

卷二 規制志 城池、衙署、學校、社學、書院、學田、倉廒、坊里、保甲、
壇廟、橋樑、津渡、水利、坊表、市鎮、郵傳、扼塞、恤政

卷三 秩官志 官制、監司、郡守、郡丞、郡屬、縣令、縣屬、學官、名宦

卷四 武備志 水陸營制、道標營制、營障、歷官、燉台、教場

卷五 賦役志 戶口、田土、田賦、鹽餉、陸餉、水餉、雜稅、存留經費
（附）

卷六 典秩志 文廟、壇、廟、祠

卷七 風土志 漢人風俗、土番風俗、氣候、歲時、風信、潮汐、土產

卷八 人物志 進士、舉人、貢生、例監、武進士、武舉、流寓、貞節

卷九 外志 災祥（附兵亂）、寺觀（附宮廟）、古蹟、墳墓、雜記

卷十 藝文志 宸翰、奏議、公移、序、傳、記、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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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宮勒御製至聖先師贊、四賢贊，「郡志」列諸「藝文」，

似屬非體。

一、 人物、名宦，慮事遠年湮，因為立傳。若其人見在，則有待

焉。所謂百年之後是非乃定也。「郡志」濫及見任官，殊乖

義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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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府志與高府志之比較

三十一年副憲高公觀察是邦，廣搜博採，著為成書。凡山川、形

勢、風土、人物、戶口之所登、田賦之所入，大而官常建置，細

而草木昆蟲，與夫災祥節義、騷人逸士之類，靡不畢集。猗歟盛

矣！余守延日，披而攬之瞭如列眉。迨四十六年，謬叼簡命移守

斯土，以耳目所親歷，較夫前書所備載，纖毫不爽。然後嘆高公

搜採之精核、載筆之詳慎，其有裨於風教為不淺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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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周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一 封域志 星野、沿革、建置、疆界、形勝、山川（附海道）

卷二 規制志 城池、衙署（附公館）、學校、社學、書院、學田、倉廒、坊
里、保甲、壇廟、橋樑、津渡、水利、坊表、市鎮、郵傳、扼
塞、恤政

卷三 秩官志 官制、監司、郡守、郡丞、郡屬、縣令、縣屬、學官、名宦

卷四 武備志 水陸營制、道標營制、營障、歷官、燉臺、教場

卷五 賦役志 戶口、田土、田賦、鹽餉、陸餉、水餉、雜稅、存留經費
（附）

卷六 典秩志 文廟、壇、廟、祠、鄉飲大賓（附）

卷七 風土志 漢人風俗、土番風俗、氣候、歲時、風信、潮汐、土產

卷八 人物志 選舉、流寓、貞節

卷九 外志 災祥（附兵亂）、寺觀（附宮廟）、古蹟、墳墓、雜記

卷十 藝文志 宸翰、奏議、公移、序、傳、記、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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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劉府志與高府志之比較

表四：劉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首  聖謨

卷一  星野

卷二  建置沿革

卷三  山川

卷四  疆域 （形勝附）

卷五  城池 （坊里、街市、水利、橋樑附）

卷六  風俗 （歲時、氣候、土番風俗、物產附）

卷七  田賦 土田、租賦

卷八  戶役 （鹽課、陸餉、水餉、雜稅、存留經費、官莊、卹政附）

卷九  典禮 （祠祀附）

卷十  兵制

卷十一  學校 （書院、社學附）

卷十二  公署 （公館、倉廒、郵傳、較場附）

卷十三  職官一 文職

卷十四  職官二 武職

卷十五  名宦 （宦蹟附）

卷十六  選舉

卷十七  人物 （流寓、隱逸、孝義、列女附）

卷十八  古蹟 （井泉、宮室、寺觀、宅墓附）

卷十九  雜記 祥異、叢談、（外島附）

卷二十  藝文 奏疏、公移、文、序、傳、記、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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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二十卷，「星野」、「建置」、「山川」外，更有「疆



189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域」；而「物產」，即附「風俗」下似為不倫。

劉志大半摭拾「通志」。如「通志」首列「典謨」，蓋以全省首

奉諭旨，高文典冊宜弁冕簡端；若邑郡志自不必複載。舊志將御

製至聖贊及表彰朱子上諭、「周易折衷」等序並行纂述，此豈專

為台地而設耶？且四亞聖贊後，即繼以賜靖海將軍施琅碑文，尤

為失次；故茲志不敢仍襲其舊。77

（四）范府志與高府志、劉府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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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范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一  封域 星野、建置、山川、形勝

卷二  規制 城池、公署、倉庫、坊里、番社、街市、橋樑、水
利、海防、郵傳、養濟院、義塚

卷三  職官 官制、官秩、列傳

卷四  賦役（一） 田土、租賦

卷五  賦役（二） 戶口、鹽課、水餉、陸餉

卷六  賦役（三） 存留經費、養廉、官莊

卷七  典禮 慶賀、接詔、迎春、耕耤、祭社稷、救護、鄉飲酒、
鄉約、祠祀

卷八  學校 學宮、書院、社學、土番社學、學田

卷九  武備（一） 營制、營署、恤賞

卷十  武備（二） 官秩

卷十一  武備（三） 列傳、義民、船政

卷十二  人物 舉人、鄉貢、例貢、武進士、武舉、列傳、列女、流
寓

卷十三  風俗（一） 習尚、歲時、氣候、潮信、風信、占驗

卷十四  風俗（二） 番社習俗（一）

卷十五  風俗（三） 番社習俗（二）

卷十六  風俗（四） 番語、番曲、番俗通考

卷十七  物產（一） 五穀、蔬菜、貨幣、金石

卷十八  物產（二） 草木、鳥獸、蟲魚

卷十九  雜記 樓堞、園亭、寺廟、墳墓、災祥、雜著、叢談、外島

卷二十  藝文（一） 奏疏

卷二十一藝文（二） 露布、文移、書

卷二十二藝文（三） 序、記、祭文

卷二十三藝文（四） 賦、駢體、詩（一）

卷二十四藝文（五） 詩（二）

卷二十五 藝文（六） 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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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余府志之各卷綱目
卷一  封域 星野、建置、山川、形勝

卷二  規制 城池、公署、倉庫、坊里、番社、街市、橋樑、水
利、海防、郵傳、卹政、義塚

卷三  職官 官制、官秩、列傳

卷四  賦役（一） 田土、租賦

卷五  賦役（二） 戶口、鹽課、水餉、陸餉

卷六  賦役（三） 存留經費、養廉、官莊

卷七  典禮 慶賀、接詔、迎春、耕耤、祭社稷、救護、鄉飲酒、
鄉約、祠祀

卷八  學校 學宮、書院、社學、土番社學、學田

卷九  武備（一） 營制、營署、恤賞

卷十  武備（二） 官秩

卷十一  武備（三） 列傳、義民、船政

卷十二  人物 進士、舉人、鄉貢、例貢、武進士、武舉、列傳、列
女、流寓

卷十三  風俗（一） 習尚、歲時、氣候、潮信、風信、占驗

卷十四  風俗（二） 番社習俗（一）

卷十五  風俗（三） 番社習俗（二）

卷十六  風俗（四） 番語、番曲、番俗通考

卷十七  物產（一） 五穀、蔬菜、貨幣、金石

卷十八  物產（二） 草木、鳥獸、蟲魚

卷十九  雜記 樓堞、園亭、寺廟、墳墓、災祥、雜著、叢談、外島

卷二十  藝文（一） 奏疏

卷二十一 藝文（二） 露布、文移、書

卷二十二 藝文（三） 序、記、祭文

卷二十三 藝文（四） 賦、駢體、詩（一）

卷二十四 藝文（五） 詩（二）

卷二十五 藝文（六） 詩（三）

卷二十六 藝文（七） 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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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修台灣府志》與《廈門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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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廈門志之各卷綱目
卷一  圖載 廈門圖、御碑亭圖、萬壽宮圖、朝天宮圖、風神廟朝宗

宮圖、玉屏書院圖、紫陽書院圖

卷二  分域略 沿革、形勢、山川（附寺觀、古蹟、石刻）、都圖、街
市（附墟集）、塘埭、津澳、舖遞、城寨、官署、書
院、倉廒、祠廟、坊表、墳墓（附義塚、育英堂）

卷三  兵制考 歷代建制、職官裁設、兵額裁設、汛防、會哨、操演、
班兵、官俸、兵餉、優恤、馬匹、戰船、軍器

卷四  防海略 建置、汛口、汛地、礮臺、島嶼港澳（附潮信、風信、
占驗、臺澎海道考、南洋海道考、北洋海道考）

卷五  船政略 戰船、商船、漁船、小船、洋船、番船

卷六  臺運略 額數、配運、專運

卷七  關賦略 海關、戶口、田賦、鹽課、地稅、船稅、漁課、渡稅

卷八  番市略 東洋、東南洋、南洋、西南洋

卷九  藝文略 書目、疏、咨、論、議、書、記、序、誌銘、詩

卷十  職官表 明職官、國朝職官（一）、國朝職官（二）、歷代職官

卷十一  選舉表 宋選舉、明選舉、國朝選舉（附國朝封爵）

卷十二  列傳（上） 宦績、武功、忠烈、孝友

卷十三  列傳（下） 義行、文學、隱逸、寓賢、方技、方外

卷十四  列女傳

卷十五  風俗記 歲時、俗尚

卷十六  舊事志 紀兵、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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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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