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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係一書編纂之依循，其內容除可反映編輯者編書之目的、背景與所

收錄之範圍外，更說明著該書編輯時所使用之符號、呈現之資訊及遇到問題

時之處理方式等，可謂檔案文獻彙編書籍成書之圭臬。本文為避免不同時空

背景下檔案文獻差異而增加研究之變因，藉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相關科系近

二十年（2003-2022）畢業論文內容與中華民國政府大陸時期（1912-1949）歷

史相關者所引用文獻進行分析，從中篩選整理大陸所出版此時期檔案文獻資

料彙編書刊之「凡例」，並參酌相關文獻資料，以探討各典藏單位與編輯人

員對於此一時期檔案在進行彙編時所著重呈現資訊、內容與方式，從而作為

日後相關單位與研究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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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係人們生活實踐所產生，更為國家政策推行之媒介，其內容及相

關訊息不僅反映社會環境之脈絡，更體現產生當下之制度、程序與階層結

構。這樣的產生過程，使得每一份檔案都是獨特且唯一，也因此為了促進

檔案之長期保存，如何增進檔案使用之便利性及其保存壽命，從而滿足各

界檔案應用之需求，成為各典藏機構必須思考的重要議題。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過去檔案典藏機構發展各式替代原件使用之方

式，諸如複印、藍晒、彙編出版、數位化、翻攝為微縮片等，供使用者透

過多元管道與媒介使用檔案，從而防止直接接觸原件而造成不可逆之損

毀，並避免時空隔閡與科技落差所帶來的使用限制。其中，檔案文獻資料

的彙編出版在資訊科技未顯發達的時代，為各典藏機構所規劃進行，即便

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料庫成為各機構檔案應用的重要方式，仍有許多單

位持續地進行檔案彙編與出版的工作，諸如國史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等，

此方式受依賴及被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 

然而，觀察已出版之檔案資料彙編書刊，常可見彙編內容呈現或有參

差、或有不足，致使讀者摸不著頭緒，不了解彙編所收錄範圍為何、是否

全錄或有所刪減、檔案資料原典藏地點在哪、是否參雜其他單位檔案、如

何藉由彙編找到原件；此外，不同類型檔案之彙編，所著重之重點似乎亦

有所不同，到底進行檔案彙編應如何著手，在編排與加工細節上又該如何

處置？相關議題未見有人進行完整地闡述與研究。 

臺灣對於檔案彙編之論述多偏向實務操作，實際以彙編進行研究者相

對較少；為進一步了解彙編所呈現之資訊適合與否，本文以彙編書籍之「凡

例」為核心，藉由比較不同彙編凡例進行探討。凡例係一書編纂之依循，

其內容除可反映編輯者編書之目的、背景與所收錄之範圍外，更說明著該

書編輯時所使用之符號、呈現之資訊及遇到問題時之處理方式等，可謂檔

案文獻彙編書籍成書之圭臬；換言之，針對凡例進行探究，則可進一步深

入檔案彙編之規劃與方法。 

在彙編之擇選上，考量研究篇幅與規模，並為避免不同時空背景下檔

案文獻差異而增加研究之變因，有鑑中華民國政府大陸時期（1912-1949，

以下簡稱民國時期）檔案彙編書籍豐富，其中尤以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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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所編輯出版者占多數，此外，考量大陸在檔案編纂領域有較為完整且

系統性的論述與發展，也因此本文茲以文獻分析為核心，聚焦大陸所出版

民國時期檔案彙編，期藉此深入過去大陸在民國檔案彙編之經驗與成果。

此外，鑑於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於民國史研究之專擅，遂而針

對該校歷史相關科系近二十年（2003-2022）462 篇博、碩士畢業論文中，

與前揭時期相關之 85 篇論文引用文獻進行篩選與分析，並參酌各項文獻

論述，從而探討編輯單位與人員對此一時期檔案在進行彙編時，所著重呈

現資訊、內容與編輯方式，從而作為日後相關單位與研究之參考依據。 

 

 

所謂凡例，即「發凡起例」，發凡係著述之宗旨、大綱、概要，起例則

為著述之體例、格局、樣式及所遵循之規則條例，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

解 序》稱「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

即體現凡例之本意（浦君芝，2011）。凡例，又可稱之為「編例」、「例言」、

「編纂細則」、「編輯體例」、「編輯說明」、「出版說明」等，其內容或分散

於序言之中或獨立成文，教育部國語辭典定義凡例為「書首說明著書內容、

主旨與編輯體例的文字」（教育部，2023）；大陸學者韓寶華在其著作《檔

案文獻編纂學教程》稱「凡例是指在具體編纂某種或某類檔案文獻之前制

定的作為編纂工作中具體操作依據的條例性文字」，其作用在於「供讀者了

解編纂事項，更好地利用檔案文獻出版物」（韓寶華，1999，頁 106）。 

曹喜琛、劉耿生所編著《檔案文獻編纂學》指出凡例之作用在於「介

紹彙編內檔案史料的狀況和編者進行編輯加工的情況」，以達「幫助讀者順

利閱讀和利用彙編內的檔案史料」之目的（曹喜琛、劉耿生，1995，頁 416-

417），徐紹敏提出凡例為「編者向讀者介紹彙編內檔案文獻的狀況和編者

編輯加工的情況的地方」，其並稱檔案文獻彙編之凡例「有利於讀者順利閱

讀和利用彙編內檔案文獻，有利於讀者掌握彙編的體例原則和方法，有利

於讀者了解編者為彙編所付出的辛勤勞動」等幾項功能（徐紹敏，2001，

頁 315），則可知檔案彙編凡例之功能在於使使用者瞭解編者之想法概念

外，更可藉此瞭解彙編之緣由背景、機構、人員、收錄內容範圍、編排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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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及方式，從而作為日後相關人員作業之依循與參考。 
至於凡例之內容，據丁永奎、曹喜琛編著《檔案史料編纂學概要》所

稱，凡例內容包含「向讀者說明彙編內檔案史料的狀況」及「向讀者說明

在本彙編內編者所做的編輯加工和提供參考材料及查找工具的情況」兩個

部分，前者敘述檔案的收錄範圍，如來源、種類、完整程度、數量、時間

斷限、流傳情況，及本彙編的取材標準、刪節原則等，後者則包含彙編所

採用之編排體例、符號、補文、參考資料與工具、相關單位及作業人員，

並可酌述其他檔案史料備考之相關事項等（丁永奎、曹喜琛，1982，頁 146-

148）。徐紹敏則歸納凡例內容包括「指明彙編的讀者對象」、「說明彙編內

檔案文獻的狀況」、「說明檔案彙編採用的體例及材料排列方法」、「說明彙

編內檔案文獻加工原則和統一使用的加工符號」、「說明編者的分工協作情

況」等 5 項（徐紹敏，2001，頁 316-319）。故可得知檔案文獻資料彙編凡

例之內容應包含編纂之目的緣由（含目標客群）、收錄檔案內容與現況、編

纂之原則方法、人員機構及其他說明事項。 

 

許多凡例在撰述時多會開宗明義，於開頭說明編纂之目的與背景，有

些則進一步說明彙編出版之目標客群，及係透過了哪一方的許可、審查或

經費支助。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為例，該凡例係以文字段落

方式呈現，開頭即說明該彙編之成書原因、過程、目標客群與相關單位（山

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6，頁 1）： 

山東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建立最早的省份之一。從中國共產黨成立，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二十八年中，山東黨組織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在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偉大革命鬥爭中，英勇奮鬥、

前仆後繼，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

出了應有的貢獻。為了發揚革命傳統，總結歷史經驗，便於廣大史學工

作者和有關單位系統地研究這段歷史，經中共山東省委批准，由山東省

檔案館和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了《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

編》。 

此外，編纂之目的與緣由並非一定要置入於凡例之中，亦有許多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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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或將此部分併於序言之中、或獨立成文，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

編》於凡例前即有一獨立之〈說明〉，以說明該彙編之成書目的、收錄內容

及相關編輯人員，因此相關內容並不見於凡例之中，而該書凡例則僅說明

編纂之原則與方法。若該彙編在序言中並無明確說明此彙編成書之目的背

景，則應於凡例中說明。 

 

此部分主要在述說彙編收錄內容之來源、範圍、種類、數量、時間、

完整程度等。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所

編纂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為例，該彙編並沒有使用「凡

例」一詞，而係以「編輯說明」進行指稱；《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

編》首卷之「編輯說明」以條列方式呈現，內容即清楚說明此彙編所收錄

檔案之內容範圍與選擇原則（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

社會科學院編（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1988，頁 1）：  

一、本卷內容，主要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件、武裝佔

領東北各地和網羅漢奸拼湊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歷史檔案資料。其中包

括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政策、陰謀挑釁活動，和國聯的有關活動。同

時，還選編了與九一八事變有密切關係的天津事變、一二八上海事變和

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在中國關內各地進行挑釁活動的歷史資料。二、本

卷史料主要選自我國審判日本侵華戰犯、偽滿漢奸檔案和有關檔案部門

存藏的歷史檔案，但以我們館藏為主，並未做更廣泛的蒐集。國內外業

已公布的資料均未選用。 

明確說明檔案之內容訊息，有助於讀者在閱讀彙編時，得以清楚瞭解

相關資料之代表性及其隱含的限制，避免對於資料的不理解而產生歸納與

論證上的偏頗與謬誤。 

 

此部分係說明彙編時編纂之方法與原則，包括檔案之排列順序、體例、

符號、補文、參考資料與工具等。以廣東省檔案館所編纂之《民國時期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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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為例，該彙編之「編輯說明」以條列方式呈現，

內容說明此彙編編纂及排序之原則與方式，及其所使用之相關符號（王美

嘉、廣東省檔案館，1987，頁 2）： 

四、每屆會議錄編排以時間先後為序，全書按屆次並適當照顧文字

量分輯出版。五、本書保持原文的面貌和風格。為了讀者閱讀方便，編

者在文字上進行了如下加工：（1）對原件中部分無標點的正文進行斷句。

（2）原文殘缺處，用”X”號代；能判明的漏字，補上字後加黑體的”

【】”；錯別字仍保留，正字改加於後，用”〔〕”號標明；衍文，以”

〈〉”加於原文之上。（3）原文中說明，以”（）”標明；注釋，除個

別為原注外，均為編者所注，一律採用腳注。（4）原件書寫格式往往有

空格，均免去。（5）一些原件部分標題書”本府委員會”、”省府”，均

直改為”廣東省政府”，不再加注。同一屆政府委員會在同一年份召開的

會議，第一次會議保留年份，其餘的省略；某些會議時間沒有寫”年”、”

月”、”日”，則直接加上”年”、”月”、”日”字樣，亦不再加注。 

編纂之原則與方法為各類編纂書籍所重視，使讀者得以清楚瞭解書籍

中的各項加工與符號所代表意義，其目的一則呈現編輯者在處理文獻的公

正性，另一則係藉由各項符號，清楚說明檔案文本於編纂過程增刪、修正

部分，明辨文本與彙編之差異，避免讀者在閱讀彙編而對原文產生誤認。 

 

有關編纂人員、機構部分，主要說明進行彙編之相關人員、單位、機

構及其他相關說明事項，除表彰該人員、單位編纂之辛勞，更為日後相關

責任之依歸，諸如《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陝西部份）》所

稱，「此書由陝西省檔案館王自成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長遠提供了

部分檔案，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指揮學院金新果統稿並核實解決書中的問

題。特請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林森審稿，陝西省檔案管編研處郭汾珏、

唐銓第參與審稿」（陝西省檔案館，1994，頁 1-2），鉅細靡遺說明了每個參

與者之分工與貢獻，除作為表彰之外，更進一步說明了責任歸屬。此外，

關於編纂之人員機構及其他相關事項亦有部分彙編書刊係將其置入序言

之中或獨立成文，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為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中國大陸檔案彙編凡例探析──以民國時期檔案為例  

89 

館、雲南省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86，頁 1-2）： 
本書編者為方慶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顧金龍（雲南省檔案

館）和秦耕、魯鈞、趙萬吉（陝西省檔案館），並由方慶秋同志負責編

排定稿。此外，參加本書編輯工作的還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陳寶珠，

雲南省檔案館的李莊、陶玉英、姚存明、杜健、王志強。但由於編者水

平的限制，編輯工作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希讀者批評指正。本書在編輯

過程中，承檔案出版社的時元第和張寶貴等同志的鼓勵和大力協助，在

此一併致謝。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於凡例前額外獨立一則〈編輯說明〉，然此

〈編輯說明〉敘說著此彙編出版之目的緣由、收錄內容外，更於 後說明

編纂之人員、單位及謝詞。  

 

此外，許多凡例中則可見非上述內容隱含其中，通常為編輯者向讀者

說明此次彙編內容之相關訊息、參考資料，抑或期許與限制，例如希冀使

用者對於編輯中的錯誤能有所見諒與指正等，皆會在此處出現。以遼寧省

檔案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為例，其凡例以段落方式呈現，「由於編

者水平有限，書中舛誤之處亦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遼寧省檔案館，

1990，頁 3），即含括編輯者期待讀者對於此彙編之錯誤能有所見諒並指證

之相關說明。 

 

 

為進一步探究各項彙編書籍在進行檔案編纂凡例撰述方式，從而瞭解

檔案編纂所著重之內容與方式，本研究以大陸所出版民國時期檔案彙編為

核心，考量檔案內容、架構與格式的一致性，在彙編書刊的選擇上，以民

國時期政府、組織、團體之檔案文獻資料為核心，個人文書資料之選編、

彙編書刊，如中華書局於 1986 年所出版之《孫中山藏檔選編》等，則不在

選擇之列。此外，本文為避免「何謂彙編」、「何謂檔案」等定義上的問題

而造成研究目標選擇上的困擾，故在選擇上係以書刊標題中具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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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編」、「彙（匯）編」或「叢編」等文字者為選擇目標，其餘者，雖內

容涉及檔案資料亦不在本文收錄範圍。 

在做法上，因民國檔案資料彙編書刊之出版除兩岸檔案典藏機構外，

尚包含私人團體及個人等非官方之出版者，因此相關出版資訊不易取得且

難以完全涵蓋，故本文利用國家圖書館所建置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針對國立政治大學近二十年（2003-2022）歷史相關科系學位論

文 462 篇中，內容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歷史相關者所引用文獻進行檢索，

依據前述原則從中篩選出符合條件之檔案彙編書刊，從而作為本研究之標

的。國立政治大學近二十年歷史相關科系博、碩士生論文，內容與中華民

國遷臺前相關者計 85 篇，其中所引用文獻符合條件之檔案彙編類型書刊

（不含重印）且詳具凡例者計 14 種、200 冊，經整理後詳列如表 1 所示，

各項彙編內容大要詳表 2（註 1）： 

表 1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清單（依首輯年代排序）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首輯年代 輯數／冊數 出版社／編輯單位 

01 中 華 民 國 史 檔

案資料匯編 
1979 第 01 輯／1 冊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 
第 02 輯／1 冊 

第 03 輯／17 冊 

第 04 輯／2 冊 

第 05 輯／第 01 編／

25 冊 
第 05 輯／第 02 編／

27 冊 
第 05 輯／第 03 編／

18 冊 

02 陝 甘 寧 邊 區 政

府文件選編 
1986 14 輯／14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陝西省檔案館、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03 山 東 革 命 歷 史

檔案資料選編 
1986 24 冊 出版：山東人民出版社 

編輯：山東省檔案館、

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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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首輯年代 輯數／冊數 出版社／編輯單位 

04 西 安 事 變 檔 案

史料選編 

1986 1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雲南省檔案館、

陝西省檔案館 

05 國 民 黨 軍 追 堵

紅 軍 長 征 檔 案

史料選編 

1986 四川部份／1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四川省檔案館編 

1987 中央部分／上下 2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 

1987 雲南部份／1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雲南省檔案館編 

1991 湖南部份／1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 

1994 陝西部份／1 冊 出版：檔案出版社 

編輯：陝西省檔案館編 

06 民 國 時 期 廣 東

省 政 府 檔 案 史

料選編 

1987 11 冊 出版：廣東省檔案館 

編輯：王美嘉、廣東省

檔案館 

07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侵 華 檔 案 資 料

選編 

1988 20 冊 出版：中華書局 

編輯：中央檔案館、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

林省社會科學院 

08 天 津 商 會 檔 案

匯編 

1989 第 01 輯／1 冊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編輯：天津市檔案館、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

硏究所、天津市工商業

聯合會 

第 02 輯／1 冊 

第 03 輯／1 冊 

09 奉 系 軍 閥 檔 案

史料彙編 

1990 12 冊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

社、香港地平線出版社 

編輯：遼寧省檔案館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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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首輯年代 輯數／冊數 出版社／編輯單位 

09 奉 系 軍 閥 檔 案

史料彙編 

1990 12 冊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

社、香港地平線出版社 

編輯：遼寧省檔案館 

10 蘇 州 商 會 檔 案

叢編 

1991 第 01 輯／1 冊 出版：華中師範大學出

版社 

編輯：蘇州市檔案館、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

代史研究所 

第 02 輯／1 冊 

第 03 輯／2 冊 

第 04 輯／2 冊 

第 05 輯／2 冊 

第 06 輯／2 冊 

11 國 民 黨 政 府 政

治 制 度 檔 案 史

料選編 

1994 上下 2 冊 出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 

12 西 藏 亞 東 關 檔

案選編 

1996 上下 2 冊 出版：中國藏學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

心 

13 康 藏 糾 紛 檔 案

選編 

2000 1 冊 出版：中國藏學出版社 

編輯：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

心 

14 抗 戰 時 期 的 四

川 ── 檔 案 史

料匯編 

2014 上中下 3 冊 出版：重慶出版社 

編輯：四川省檔案局

（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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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項檔案彙編內容說明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內容大要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以前副館長王可風生前主持編輯的《中國

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1919—1949）初稿

為基礎，內容主要係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館藏為核心，彙集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民

國政府、廣州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南

京國民政府等重要檔案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所編輯

之《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主要針對

1937 年至 1950 年，陝甘寧邊區政府重要文

電，包括命令、指示、批示及批簽，反映民

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執

行情況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 本彙編主要以山東革命為核心，以山東省

檔案館及中央檔案館所存有山東黨組織建

立到抗日戰爭結束之相關檔案為主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陝西

省檔案館編著，書中主要內容有：（一）張、

楊發動西安事變的情況，並附有各方傳報

的資料；（二）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

事變的主張；（三）國民黨政府對西安事變

的處置；（四）陝甘寧善後問題政治解決經

過；（五）張學良的復權與國民黨五屆三中

全會關於西安事變的態度等資料 

05 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

史料選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組織編纂出版的《國民黨

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系列叢書，

包括中央、四川、雲南、湖南、陝西，以及

後來獨立出版的甘肅分冊，針對與國民黨

紅軍長征有關的中央、各省地縣檔案館相

應檔案進行收集與整理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

料選編 
本書所選史料為廣東省檔案館所藏 1925 至

1949 年間的檔案及資料，內容包括廣東省

政府委員會歷次會議錄、廣東省政府重要

工作報告、總結、汪偽廣東省政府會議錄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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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內容大要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

選編 

本書按專題分卷，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

偽滿和汪偽政權、東北歷次大慘案、偽滿警

憲法西斯統治、華北大掃蕩、日軍在各地暴

行、細菌戰、經濟掠奪等方面設有專卷，選

用檔案資料所反映的事實，絕大部分是發

生在 1931 至 1945 年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本書為天津檔案館所保存《天津商會檔案

全宗》，自 1913 年至 1950 年；《天津商會

檔案全宗》總卷數為 13,817 卷，主要內容

包括天津商會由官辦商務局—商務公所—

商務總會的演變過程；天津、北京等地商業

市場的興衰和舊式商業到新式商業的過

渡；天津民族工業的興起和天津公務分會

的建立；天津作為北方主要門戶過程等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 輯入 1895 年至 1933 年間奉係軍閥從產生、

形成、興盛到衰敗全部過程的主要檔案史

料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蘇州

市檔案館聯合編纂，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

等擔任主編，收錄 1905 年至 1937 年間蘇

州商會的檔案文獻，內容包含蘇州商會在

自身運作以及各種社會活動中的組織沿

革、工商業發展、商事勞資糾紛、社會公共

事業、財政稅捐、政治軍事活動等各類檔案

資料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

料選編 

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為核心進行選

編，針對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為題，擇選

714 件重要檔案編輯而成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本書所輯檔案文件，全部屬於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所藏中國海關（西藏亞東關）官方

檔案，其他資料一概未收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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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內容大要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本書所輯檔案均為民國中央政府、行政院、

蒙藏委員會、達賴喇嘛、西藏駐京辦事處、

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青海省政府、西藏

政務委員會、西康民眾團體、中央特派專員

唐柯三等在處理和交涉康藏糾紛事件中形

成的來往文電，自 1930 年 6 月至 1940 年

5 月。主要內容有報告大金、白利發生糾葛

經過情形文件；有關藏軍與川康邊防軍、青

海軍隊交戰情形文件；有關中央特派專員

唐柯三等赴康調解經過情形文電；川康邊

防總指揮部、青海省軍政當局代表分別與

藏方進行談判、交涉以及簽訂有關條約、辦

法方面文件等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

料匯編 

本書所收錄以四川省檔案館所藏檔案文獻

為主體，結合中央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

館、解放軍檔案管保存的有關四川的相關

檔案，從 1937 年 7 月抗戰全面爆發起，至

1949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止，個別事件作

適當的上溯或下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檔案文獻彙編書刊有些僅有零星數冊，有些則是浩瀚鉅著。數量

較少之彙編書刊凡例置入情形較無須討論，冊數較多的彙編書刊凡例則有

以下幾種情形；有些彙編書刊部分是首冊有凡例而分冊沒有，有些是首冊

與分冊凡例皆相同，有些是首冊、分冊各有屬於自己的凡例，更有一部分

則是前幾冊沒有，後幾冊才又補上凡例。為解決上述問題，觀察冊數較多

之檔案資料彙編後發現，即使首冊、分冊凡例不盡相同，然內容大同小異

者，則採取以首冊凡例作為研究對象，若有明顯差異者，則另行討論。 

 

 

本文比較《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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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國民黨軍追

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日本

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

彙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西

藏亞東關檔案選編》、《康藏糾紛檔案選編》、《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

料匯編》等 14 種、200 冊檔案彙編書刊所列凡例，探討上述凡例之體例及

內容，並藉由凡例中所規範事項，瞭解檔案彙編之刪錄原則、排序方式、

加工符號與原則等編纂原則與方法。 

 

檔案彙編凡例之體例可分為「段落」與「條列」兩式，或採兩者混合

使用。所謂「段落」係將所有凡例內容以文章方式敘述，逐段鋪陳，並無

特別分項標號，彷如撰寫文章的方式進行陳述，而「條列」的方式則為將

凡例內容利用標號分項陳述，至於兩者混和使用者，則為前段以段落方式

敘述彙編之背景與目的，而在編纂之方法與原則部分則採取條列陳述。在

此次探討的 14 類檔案文獻彙編書籍中，凡例採用「段落」方式呈現者，有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國民黨軍

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等 4

項，其餘者各項則採用「條列」方式呈現（表 3）。此外，從彙編的年代亦

可看出，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彙編書籍凡例採用「條列」方式呈現，

而捨棄「段落」方式呈現，此一現象或可推測段落式的凡例對於閱讀而言

較不如條列式來的適切，因而致使後期編輯人員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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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凡例體例比較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首輯年代 凡例 

體例 

備註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

匯編 

1979 條列 每冊首輯有凡例外，每一

分冊亦有凡例。凡例前均

有〈說明〉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

選編 

1986 段落 前 7 輯無凡例，自第 8 輯

方有凡例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

料選編 

1986 段落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

編 

1986 條列 凡例前有〈編輯說明〉 

05 國民黨軍追

堵紅軍長征

檔案史料選

編 

四川 1986 段落 凡例前有〈 編 輯出版說

明〉，或相同、或不同，然

凡例則各輯皆不相同 
中央 1987 條列 

雲南 1987 條列 

湖南 1991 條列 

陝西 1994 條列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

檔案史料選編 

1987 條列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

案資料選編 

1988 條列 凡例前有〈前言〉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1989 條列 凡例前有〈前言〉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

編 

1990 段落 凡例前有〈出版說明〉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1991 條列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

檔案史料選編 

1994 條列 凡例前有〈說明〉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1996 條列 凡例前有〈前言〉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2000 條列 凡例前有〈前言〉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

檔案史料匯編 

2014 條列 凡例前有〈總序〉、〈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資與檔案學刊  第 15 卷第 2 期（2023 年 12 月） 

98 

 

關於凡例的內容部分，依據第二節之論述，將凡例分作「編纂之目的

緣由」、「收錄之檔案內容」、「編纂之原則方法」、「編纂之人員機構」及「其

他說明事項」等五個部分檢視 14 種檔案資料彙編書籍凡例；整理後發現，

多數彙編凡例皆具有「收錄之檔案內容」、「編纂之原則方法」等部分，而

「編纂之目的緣由」、「編纂之人員機構」及「其他說明事項」等部分常會

為書籍其他部分所取代而不收錄於其中（表 4）。此外，仔細觀察會發現除

段落式呈現的凡例外，多數檔案文獻彙編書籍會利用其他部分來取代凡例

內容，而使凡例專注於「編纂之原則方法」這個部分，因此可以推論，彙

編凡例的內容趨於清楚說明收錄內容、編輯的原則及方式，編輯者普遍不

期待利用凡例來傳播其他訊息。 

表 4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凡例內容比較 

序

號 
彙編書籍名稱 目的 

緣由 
收錄 
內容 

編纂 
方法 

人員 
機構 

說明 
事項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

料匯編 
▲：說明 ▲：說明 ○ Ｘ ▲：說明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

件選編 
○ ○ ○ ○ ○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

資料選編 
○ ○ ○ ○ ○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

選編 
▲：編輯

說明 
▲：編輯

說明 
○ ▲：編輯

說明 
▲：編輯

說明 

05 國民黨軍追

堵紅軍長征

檔案史料選

編 

四川 ▲：編輯

出版說明

▲：編輯

出版說明

○ ○ ▲：編輯

出版說明 
中央 ▲：編輯

出版說明

○ ○ ○ ▲：編輯

出版說明 
雲南 ▲：編輯

出版說明

○ ○ ○ ▲：編輯

出版說明 
湖南 ▲：編輯

出版說明

○ ○ ○ ▲：編輯

出版說明 
陝西 ▲：編輯

出版說明

○ ○ ○ ○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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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

號 

彙編書籍名稱 目的 

緣由 

收錄 

內容 

編纂 

方法 

人員 

機構 

說明 

事項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

府檔案史料選編 

○ ○ ○ Ｘ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

檔案資料選編 

▲：前言 ○ ○ ▲：前言 ○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前言 ○ ○ ▲：序 ▲：前言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

彙編 

▲：出版

說明 

○ ○ ○ Ｘ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序 Ｘ ○ Ｘ Ｘ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

度檔案史料選編 

▲：說明 ○ ○ ▲：說明 ▲：說明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

編 

▲：前言 ○ ○ ▲：前言 ○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前言 ○ ○ ▲：前言 ○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 

──檔案史料匯編 

▲：序 ○ ○ ▲：獨立

列清單 

Ｘ 

符號說明 ○：有 / Ｘ：沒有 / ▲：在其它地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觀察可以瞭解，編輯人員對於「凡例」的認知，在於說明收錄

之檔案內容、編纂之原則方法，多過於編纂之目的緣由、編纂之人員機構

等其他事項，但事實上，並非沒有列入凡例之中的項目就不重要。觀察後

發現，許多檔案文獻彙編書刊會在凡例前增設「說明」或「出版說明」，而

將非「編纂之原則方法」的部分置入這個部分，讓凡例僅只說明編輯時的

方法與原則，部分彙編書刊則是將這部分置入「前言」、「序」或書籍其他

位置，其目的與「說明」或「出版說明」等相同。 

 

從上述比較可以發現，多數編輯者著重編纂時之原則與方法部分的陳

述，而各彙編對於編纂時的原則與方法又各有異同。整理各彙編編纂的原

則與方法，可以發現，大抵而言，其內容包括「刪錄原則」、「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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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方式」、「分題原則」、「標點方式」、「使用語言（繁簡體字）」、「加工

符號與原則」、「機構與人員名稱格式」、「時間格式」、「注釋內容與方式」

等（表 5），其中又以「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三者

為各彙編凡例所重視，故以下針對三者進行比較與整理。 

表 5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凡例所列編纂原則與方式內容比較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凡例所列編纂原則與方式內容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分題原則、標點方式、

使用語言（繁簡體字）、加工符號與原則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

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分類項目、加工符號與

原則、注釋內容與方式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分類方式、分題原則、

標點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注釋內容與方式 

05 國民黨軍追堵紅

軍長征檔案史料

選編 

四川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標題制定方式、標點方

式、加工符號與原則 

中央 排版、標題、排序、損壞或字跡不清、錯別字、

衍文、漏字、待考察字 

雲南 漏字、錯別字、衍文、殘缺字、專有名詞考證 

湖南 標點、標題、錯別字、漏字、殘缺及無法辨識 

陝西 排版、標題、排序、損壞或字跡不清、錯別字、

衍文、漏字、待考察字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

史料選編 
排序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時間格式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

料選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標題

制定方式、時間格式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分類方式、機構與人員

名稱格式、時間格式、使用語言（繁簡體字）、

加工符號與原則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 排序方式、標題制定方式、時間格式、注釋內

容與方式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分類方式、標題制定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

機構與人員名稱格式、時間格式 

（續下表） 



中國大陸檔案彙編凡例探析──以民國時期檔案為例  

101 

（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凡例所列編纂原則與方式內容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

史料選編 

刪錄原則、標題制定方式、加工符號與原則、

注釋內容與方式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時間格式、編號、專有

名詞對應、加工符號與原則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刪錄原則、排序方式、標題制定方式、標點方

式、加工符號與原則、注釋內容與方式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

史料匯編 

排序方式、時間格式、標題制定方式、使用語

言（繁簡體字）、加工符號與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所謂刪錄原則，即該彙編在進行編輯時所採取檔案資料收錄與刪節之

原則。觀察後發現，大部分編輯者均會維持檔案原貌進行著錄，對於檔案

內所使用文辭不加修改，如《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在〈編

輯出版說明〉即稱「為了向讀者提供比較完整、系統、全面的材料，保持

這些檔案史料的原貌，對原文中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紅軍的汙衊、毀

謗、謊報軍情戰果等不實之詞，未加刪改，全文照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1987，頁 1）（詳表 6）。然而，許多彙編書刊亦提出，若出現「內容重

複」及「與主題無關」部分則會「略加刪節」，對於編輯者而言，書刊篇幅

有限，過多的重複與無關資料的確會造成成本上的壓力，因此許多彙編書

刊會採取刪節的措施，然為了使用者不明白此處有遭到刪節，因此部分彙

編書刊則會採取如「以『上刪』、『下刪』字樣注明」或「用『……』號標

示」等方式告知使用者此處係經過刪節。此外，有些彙編書刊所採用的刪

錄原則則會令人產生質疑，如以「不宜公布」及「史料價值不大」作為刪

節之理由，難免會令使用者好奇什麼樣的資料是「不宜公布」，而什麼樣的

資料又是「史料價值不大」，這些部分都是值得編輯者在進行檔案文獻彙編

時詳細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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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凡例刪錄原則比較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刪錄原則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

料匯編 
一、本匯編所選資料，為保存原貌，一般原文照錄。其

中間有內容重複及與主題無關部分，則略加刪節。原有

對人民對革命的誣衊之詞，不予改動。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

件選編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收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

至一九五○年元月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名義形成的重要

文電。除少數不宜公布和史料價值不大的文電未選入

外，盡量做到系統、完整。所選材料都是全文收錄，只

是對某些附件根據需要進行了節錄。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

資料選編 
為了如實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本書所選檔案資料一

般是全文發表。因此，對於一些由於歷史條件限制而出

現的不甚通順的語句，只要讀者能基本明瞭其意，則未

加改動。有的文件需酌加刪節時，均以「上刪」、「下

刪」字樣注明。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

選編 
一、本書選輯的檔案資料，為保存其原貌，一般均按原

文照錄。少數文件因篇幅過長或內容過多重複者，則酌

加刪節。 

05 國民黨軍追堵紅軍

長征檔案史料選編

（各輯內容雷同）

編輯出版說明：為了向讀者提供比較完整、系統、全面

的材料，保持這些檔案史料的原貌，對原文中顛倒是

非、混淆黑白，對紅軍的誣衊、誹謗和謊報軍情、戰果

等不實之詞，未加刪改，全文照錄。請讀者注意將各種

材料加以去粗取菁，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

思索，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利用。 
凡例：一、為保持檔案文件原貌，一般按原文照錄，但

對個別文件內容重覆或與主題無關的部分，則酌加刪

節。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

府檔案史料選編 
無說明。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

檔案資料選編 
三、本卷是按專題進行選編的。凡供述資料均係節錄有

關部分，故在標題上未註明節錄或摘錄字樣。為保持檔

案資料原貌，對選用的函電文件和成段資料，絕大部分

未做刪節；少數刪節之處，均註明「上略」、「中略」、

「下略」。譯文不通或生澀難懂者，均對照原文進行必

要的校改；還有一部分，係編者按日文原件翻譯者。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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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刪錄原則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三、本書為保持檔案原貌，收錄文獻均全文照錄，重覆

部分予以節略。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

彙編 

僅稱「由於奉系檔案史料數量浩繁，編者進行整理、鑑

別、篩選工作」，其餘未進行說明。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無說明。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

度檔案史料選編 

三、為保持歷史原貌，對所選各件中原係國民黨政府對

中共及其領導的軍、政組織以及人民革命活動所採用

的貶意稱謂和誣衊之詞，一仍其舊，未做更動。 

五、所選各件基本全件照錄，選自史料書籍的一些材

料，只節錄了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段落，無關者從略。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

編 

三、本書所輯檔案文件，原則上全文照錄照譯。個別文

件內所引前已收錄文件者，用刪節號，並註明所刪節者

為某文件或某文件中之某一段落，以免重複而省篇幅。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三、本《選編》所輯史料，原則上全文照錄，個別文件

中與本《選編》主題無關者作省略處理，用「……」號

標示。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 

──檔案史料匯編 

三、未保持文章的整體性、連續性，所輯檔案一般均原

文照錄，個別與主題明顯無關部分，酌予刪節，並加注

說明。說明採用腳注形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彙編所使用的排序方式，在此次觀察中發現，大部分檔案文獻彙編之

內容不論以何種方式分類，各類別內的文件絕大部分係依據時間為序，而

時間不明者或依據「按收文時間排列」，或以「日期不明者排於月末，月份

不明者排於年末」方式排列，並加注說明，未見其他類型的排序方式（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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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凡例所列排序方式比較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排序方式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

編 
本彙編所選資料，按類項並依形成時間先後順

序排列。凡屬綜合性或追述性的資料，按其內

容，酌加調整。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

編 
按年代結合史料的多少進行分輯，各輯史料以

日期為序排列。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

選編 
文件編排以時間先後為序，文件日期不明者排

於月末，月份不明者排於年末，分若干輯出版。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本書選輯的檔案資料，按問題分類排序，並以

文件形成的時間先後為序。 

05 國民黨軍追堵紅

軍長征檔案史料

選編 

四川 本書所選檔案資料排列，一般按歷史事件的先

後為序，但有些綜合性的檔案文件，則按其反

映的歷史事件的 早日期排列。 

中央 同四川。 

雲南 無。 

湖南 無。 

陝西 同四川。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

案史料選編 
每屆會議錄編排以時間先後為序，全書按屆次

並適當照顧文字量分輯出版。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

資料選編 
在編排上，凡屬綜合性資料均放在各該專題之

首或突出位置。每一專題，不管資料形式如何，

一般地按時間順序排列。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按照檔案文獻內容，本書分為十一類，類別內

設若干子目，子目下劃分專題，專題內文件均

按時間順序編排。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 本書檔案文件排列以時間為秩序，凡往復函電

則集中合為一題；時間接近的是鑑，問題則集

中為一文件組，並在總文件序號內標明分號，

以便檢索閱讀。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無說明。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

案史料選編 
無說明。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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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排序方式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本書所輯檔案文件，按時間順序排列。有些檔

案文件無形成日期而僅有收文日期，則出注說

明。漢文檔案文件，除保留清代紀元與陰曆外，

附加公元年月日。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本選編所輯史料，一律按檔案文件形成時間順

序排列，個別時間不清者，按收文時間排列，

並加注說明。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檔

案史料匯編 

本書共三冊，分為五章。每一類的檔案大體按

時間排列，時間以公元紀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編纂之加工符號與原則，係指檔案文獻編纂人員在進行檔案彙編之排

版與編輯時，所採取補文、衍文、說明或增刪之相關作法原則與使用之符

號。經整理後，可歸納檔案文獻彙編在進行編輯時需要處理的內容包括字

句刪節、錯別字改正、缺漏字補漏、殘缺難辨字標示（字跡不清、缺漏、

殘缺）、疑問字標示（文字待考或存疑）、注釋（原文注釋、編者注釋、其

他說明）及衍文等，詳見表 8。 

表 8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加工內容比較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加工內容 

0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缺漏損壞或字跡不清者、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

勘以及其他簡單注釋、增補字、刪節 

02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錯別字、缺漏字、衍文或顛倒字、殘缺汙損及

脫落字句可考證者、不能辨明的字、不能辨明

的字超過 5 個字者、有疑問的字句、編者修改

或重擬標題、標點和分段不正確、電報代日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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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號 彙編書籍名稱 加工內容 

03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

編 
刪節、錯別字和不規範的標點符號、衍文、疑

似錯別字、漏字、殘缺字可辨識字數者、殘缺

字不可辨識字數者、殘缺字能辨識者、疑問字、

文件無標或標題不確切者、代號和暗語 

04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殘缺或字跡不清者、錯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

簡單的注釋、較長的注釋、刪節、增補字、待

考字 

05 國民黨軍追堵紅

軍長征檔案史料

選編 

四川 損壞或字跡不清者、錯別字和衍文的校勘、漏

字、待考字 

中央 損壞或字跡不清者、錯別字和衍文、漏字、待

考字 

雲南 漏字、錯別字、衍文、殘缺字、專有名詞注釋 

湖南 錯別字、漏字、殘缺以及無法辨識、刪節 

陝西 損壞或字跡不清者、錯別字和衍文、漏字、待

考字 

06 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

史料選編 
無標點進行斷句、原文殘缺、漏字、錯別字、

註釋、空格、縮寫還原、時間格式 

0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

料選編 
內容訛誤、漏字、註釋、錯別字、殘缺或模糊

難辨的字 

08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一般錯別字、較重要的改正字、編者加字加語、

殘缺字、衍文、原文中的注釋保留 

09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 本書檔案文件均保持原貌影印，未加任何人為

更改。凡文件必須做注者，則將注釋附於該文

之末。可注可不注者概不注釋，惟由讀者辨析 

10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 文件原注和說明、編者注、能辨明之錯漏字、

殘缺或難以辨認的文字、能判斷之殘缺或難以

辨認的文字 

11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

史料選編 
錯別字、遺漏字、疑衍字與明顯之衍字、原件

殘缺處和無法辨識者、注釋 

12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譯名、錯別字、殘缺和辨識不清文字、漏字、

衍文 

13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刪節、錯別字、遺漏字、殘缺和辨識不清文字、

衍文、注釋 

14 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

史料匯編 
錯別字、漏字、刪節、脫落污損殘缺或模糊難

辨的字、如左如右改為如左（下）如右（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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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編輯所進行加工時所使用之符號，各彙編或有異同，其中，對

於殘缺難辨字的標示，所有彙編書刊都使用「□」符號作為標示，而對於

字句之刪節則亦多數採用「……」來進行標示。此外，錯別字、缺漏字、

衍文之補正及相關之說明或注釋則使用「〔 〕」、「【 】」、「〈 〉」等不同類型

之括號來指稱，其中注釋部分較為複雜，由注釋長短可區分為簡單注釋及

較長之注釋，前者可使用括號進行標注，後者則加用數字標號進行標注，

而由注釋之來源則可區分為原著注釋與編者注釋二者，則利用不同括號進

行區分（表 9）。 

而在疑問字標示部分，全都採用「（？）」進行標示，但可發現，許多

彙編並不在意疑問字的標示，推測或為編輯者覺得可由使用者自行判斷而

不多加標示。此外，觀察後可以發現，部分彙編有直接改正的情形，然大

部分彙編並不採用這樣的方式進行修改，可推論彙編之編輯者期待修改仍

須標注清楚，以避免使用者在閱讀上產生不必要的困擾。 

表 9 

檔案彙編類型書刊加工符號比較 

序

號 
彙編書籍 

名稱 
字句刪節 錯別字

勘正 
缺漏字 
補正

殘缺難辨

字標示

疑問字

標示

衍文

勘正

注釋 

01 中 華 民 國 史

檔 案 資 料 匯

編 

…… 〔 〕 【 】 □ 無 〔 〕 〔 〕 

02 陝 甘 寧 邊 區

政 府 文 件 選

編 

…… 〔 〕 〈 〉 □ （？） 直接

改正

（ ）；

標題修改

用※ 

03 山 東 革 命 歷

史 檔 案 資 料

選編 

（上刪）、

（下刪）

直接改

正；疑錯

字用

〔 〕 

〈 〉 □；不能

判定字數

者，用（上

缺）、（下

缺） 

（？） 刪除

衍文

標題修改

用＊ 

04 西 安 事 變 檔

案史料選編 
…… 〔 〕 【 】 □ 無 〔 〕 簡單的注

釋 用

〔 〕；較

長的注釋

用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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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

號 
彙編書籍 

名稱 
字句刪節 錯別字

勘正 
缺漏字 
補正

殘缺難辨

字標示

疑問字

標示

衍文

勘正

注釋 

05 國民黨

軍追堵

紅軍長

征檔案

史料選

編 

四川 無 〔 〕 [ ] □ 〔？〕 〔 〕  

中央 無 〔 〕 [ ] □ 無 〔 〕 （ ） 

雲南 無 〔 〕 〈 〉 □ 無 〔 〕  

湖南 省略號 〈 〉 〔 〕 □ 無 無 無 

陝西 無 〔 〕 [ ] □ （︿） 〔 〕 （ ） 

06 民 國 時 期 廣

東 省 政 府 檔

案史料選編 

無 〔 〕 【 】 Ｘ 無 〈 〉 （ ） 

07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侵 華 檔 案

資料選編 

（上略）、

（中略）、

（下略）

〔 〕，字

數多則採

註釋 

〈 〉 □，缺字

較多則採

取（前缺）

或（下缺）

〔？〕 無 [ ] 

08 天 津 商 會 檔

案匯編 

無 一般錯別

字直接改

正；重要

改正字用

〈 〉 

無 □ 無 〔 〕 編者說明

用（ ）；

原著說明

用[ ] 

09 奉 系 軍 閥 檔

案史料彙編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文末 

注釋 

10 蘇 州 商 會 檔

案叢編 

無 [ ] [ ] □；能判

斷者，填

入□中 

無 無 原著說明

（ ）；編

者 說 明

 

11 國 民 黨 政 府

政 治 制 度 檔

案史料選編 

無 〔 〕 【 】 □ 無 〔 〕  

12 西 藏 亞 東 關

檔案選編 

刪節號 〔 〕 〈 〉 □ 無 [ ] 無 

13 康 藏 糾 紛 檔

案選編 

…… 〔 〕 〈 〉 □ 無 [ ]  

14 抗 戰 時 期 的

四 川 ── 檔

案史料匯編 

…… 〔 〕 [ ] □ 無 無 腳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大陸檔案彙編凡例探析──以民國時期檔案為例  

109 

 

根據本研究擇選彙編書籍所涉編輯單位，茲可區分為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以及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大專校院研究單位兩部分，二者在檔案彙

編凡例的內容與撰寫上，可以發現編輯者／單位有經驗與習慣相互繼承的

情形。 

前者包括《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國

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康藏糾

紛檔案選編》等，皆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獨立或兼與其他單位所編輯，

後者則有陝西省檔案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山東省檔案館《山東

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廣東省檔案館《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

編》、天津市檔案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遼寧省檔案館《奉系軍閥檔案

史料彙編》、蘇州市檔案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四川省檔案局（館）《抗

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等，或為獨立編輯，或為與其他學術單

位共同編輯。 
從體例上來看，以條列或段落呈現，二者並無明顯差異；從凡例的內

容來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及彙編，在凡例前多會有「前言」或「編

輯說明」，以隱含彙編之目的緣由、人員機構及其他說明事項，凡例則專注

說明收錄內容、編纂方法；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大專校院研究單位所編輯

之彙編書籍，部分凡例前設有「序」、「前言」用以說明彙編之目的緣由，

諸如《天津商會檔案匯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蘇州商會檔案叢

編》、《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然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

彙編較為不同的，則在於收錄內容、編纂方法、人員機構、說明事項多置

於凡例中。換言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凡例功能集中於收錄內容、

編纂方法，其他訊息則由彙編中不同部分隱含，而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大

專校院研究單位所編輯之彙編書籍凡例，內容則含括較為廣泛。 
另，有關編纂原則與方法，二者在刪錄原則、排序方式、加工符號與

原則並沒有太明顯的差異，即便同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彙編，彼此

間亦會有所差異，較為特殊的地方，則在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彙編

在相關內容上的描述較為詳細，以及「衍文」的處理。所謂「衍文」，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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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抄寫所產生訛誤多餘的字句，這種錯誤情形在彙編時尤其常見。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涉彙編皆會注意到衍文的處理，而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

大專校院研究單位所編輯之彙編書籍，僅部分彙編如《陝甘寧邊區政府文

件選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三者提及

處理衍文的方式。 

 

 

檔案資料的編纂並非一蹴可幾，其多為具延續性地長久規劃，有一定

的規模，因此在編纂的過程總會歷經各式不同背景的編纂人員，致使整個

編纂工作不僅僅只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需要一群人不斷的溝通、磨合與

協調，以使不同背景、不同想法、不同習慣的編纂人員能夠完成相同概念

的選擇、編排與描述工作。此外，使用者在使用典藏單位所編纂的檔案彙

編時，亦會質疑此彙編內容所使用檔案的選擇範圍與來源為何？是全錄還

是部份採錄？其依據為何？內容文字及符號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因此，這

類出版品多於其規劃的過程即擬定具體編輯規範，以作為編纂人員進行編

纂工作之依循，這樣的編輯規範在日後出版時，更修改成為使用者利用參

考之依據，而成為該彙編書籍之凡例。 

凡例作為編輯人員與編輯人員及編輯人員與使用者彼此間溝通的橋

樑，其內容資訊更確保彙編書籍的品質，本文為深入瞭解檔案彙編類型書

刊凡例之內容及該類書籍在編輯上之方式與原則，即藉由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相關科系近二十年畢業論文內容與民國時期歷史相關者引用文獻中，篩

選大陸所出版檔案彙編書刊，並分析其「凡例」內容且與相關學者文獻提

出看法進行比較，從而做為日後相關研究與編輯之參考。根據本文分析後

結果，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近年越來越多檔案彙編凡例係以條列方式呈現，傳統段落方式之凡例

體例已越來越少單位使用，推論條列式的凡例在內容說明上較為明確，而

段落方式的凡例則在文字陳述上較為繁瑣且不易清楚瞭解文意，而造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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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上的困擾，因而逐漸鮮少為編輯人員所使用。 

 

 

整理專家學者所提出之看法與文獻，可整理出檔案彙編凡例內容應包

含「關於編纂之目的緣由」、「關於收錄之檔案內容」、「關於編纂之原則方

法」、「關於編纂之人員機構」及「其他說明事項」等項目，然分析後發現，

實際出版之檔案彙編所列凡例係以編纂之原則方法為重，其餘部分則由書

籍中其他部分所取代，如前言或序言等，彙編收錄檔案內容及編纂之方法

與原則，成為凡例較為關注的內容。 

 

透過觀察可以發現，檔案文獻彙編之凡例期待呈現編纂之方法與原則，

其中又以編纂中檔案內容之刪錄之原則、排序之方式及加工符號之使用為

重點。在刪錄原則部分，大部分編輯者均會維持檔案原貌進行著錄，對於

檔案內所使用文辭則不加修改。而排序方式則以時間為序為各彙編所使用。

加工內容經整理歸納後，包含字句刪節、錯別字勘正、缺漏字補正、殘缺

難辨字標示、疑問字標示、衍文勘正、注釋等，其所使用符號可發現多數

檔案彙編會使用「□」符號來指稱殘缺難辨字的標示，而其它者則利用

「〔 〕」、「【 】」、「〈 〉」等各式括弧做來標示。事實上，檔案彙編所使用符

號相當混亂，各家皆有其所使用之標準，在臺灣亦屢見不鮮，雖只要在凡

例說明詳細，內容標示得宜，使用者仍可按圖索驥，理解各項符號所代表

意義。然不同典藏單位各按其喜好使用符號，對於使用者而言仍造成辨識

上的混淆，因此筆者建議，相關單位如教育部，應制定符號使用標準，以

利典藏單位統一檔案之彙編，並增進使用者閱讀彙編之便利性。 

 

透過編輯單位的角度觀察檔案彙編凡例，可以發現相同編輯單位之彙

編書籍，其凡例會因編輯者的經驗與習慣而有相互繼承的情形。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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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之檔案彙編書籍，其編輯者可區分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相關者，以

及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大專校院研究單位所編輯者，從分析的結果來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編輯者，即便與其他單位合作，所形成凡例在內容

上有明顯的趨性，而各地方省市檔案館與大專校院研究單位所編輯之彙編

書籍凡例則較為分散，雖在凡例內容上隱含了相關的訊息，但在內容的撰

述、凡例的著重，以及細節的要求，仍有所差異。 

本文僅針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相關科系近二十年畢業論文內容與中

華民國政府大陸時期相關論文引用文獻中，大陸所出版檔案彙編書刊凡例

進行比較，然後續研究可擴大研究範圍並利用深入訪談或焦點團體等方式

針對各典藏單位負責編纂之人員或彙編之使用者進行探究，以進一步瞭解

在進行檔案編纂時應注意哪些細節與方向，利於各相關典藏單位未來進行

編修之參考，故將相關想法茲述如下。 

透過此次整理，發現許多檔案文獻彙編在凡例撰寫上的問題，例如凡

例資訊的更動頻繁，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為例，其在前 7 輯無

凡例，自第 8 輯方有增列，但此 8 輯凡例雖內容大同小異，但許多資訊卻

是一改再改，例如第 8 輯凡例稱該書共 15 輯，第 9 輯凡例則改稱為 13 輯，

第 10 輯凡例又改回 15 輯，第 11、12 輯凡例改為 14 輯，第 13 輯凡例改

成 15 輯，第 14 輯凡例方確定為 14 輯，如此一改再改也讓使用者摸不著

頭緒，故未來可藉由與使用者接觸，進一步探討凡例訂定之原則，如穩定

性、簡潔明瞭等。此外，觀察此次所進行分析之檔案文獻彙編書刊，在整

體內容之編排上，或以主題分類、或以類別分類、或以時間分類，而在文

件上則皆以時間為序，這樣的情形與實際檔案管理方式並不相符，未見彙

編以檔案之層級方式呈現，這樣的情形並未將檔案產生之脈絡涵蓋於彙編

之中，實在可惜，未來亦可再進一步探討為何各典藏單位並不以此方式進

行彙編之原因。再者，此次所觀察的彙編書刊皆以文字排版而無以書影呈

現者，比較臺灣所出版幾本附書影之檔案文獻彙編書刊，發現這類型書刊

多以選編形式出版，並附案卷相關資訊及檔案尺寸資訊，與此次所觀察幾

本所呈現的方式有所差異，這亦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部分。 

 

（接受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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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少部分書籍如《國家圖書館藏民國稅收稅務檔案史料匯編》雖為研究範疇，

然未具凡例則剔除不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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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abi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s by examining the 

editorial notes of different compila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investigating the editor's purpose, background, and scope of each publication, as 

well as the employed editing symbols, presented inform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pproaches,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guideline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To ensure consistency across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graduation thes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ver a 20-year period (2003-2022).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cited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during the mainland period (1912-1949). From this analysis, 

archival documents published in China during this specific period are filtered, 

compiled, and reviewed. The study also scrutinize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s, and 

methodologies employed by various archival collections and editors in compiling 

records from this period, providing a valuable scholarly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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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Editorial Notes” within compilation books and 

explores variations in such note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Editorial 

Notes” serv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ompiling a book. Their content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mpiler's intentions, background, and the scope of materials 

included, but also delineates the symbols employe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and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encountered challenges during the 

editorial process. These note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al frame for the 

creation of archival compilation 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an exploration of 

“Editorial Notes” enabl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nning and 

methodologies underlying archival compilation. Taiwan's discourse on archival 

compilation predominantly leans toward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resulting in 

relatively fewer researchers engaging in studies based on actual compilation 

processes. Consequently, this research seeks to address the previous gaps in 

related studies b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is underrepresented aspect. 

The term “Editorial Notes,” often encompasses both the “Preface” and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face” entails the purpose, outline, and summary of the 

composition, while the “Introduction” outlines the structure, pattern, style, and 

rules followed in the writing. The content of Editorial Notes includes the 

rationale for compilation (including target audience), the current state and 

contents of the archived document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of 

compilation,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s involved, and other explanatory matters. 

The purpose is to “explain the statu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ntained in the 

compilation to readers,” including describing the scope of archival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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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sources, types, completeness, quantity, time limits, transmission status, 

as well as the compilation's criteria for material selection and principles of 

omission. Additionally, it serves to “inform readers about the editorial 

processing undertaken by the compilers within this compilation, along with the 

provis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search tools.” This covers the compilation's 

formatting style, symbols, supplemental documents,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tools, relevant units and personnel, and can also touch upon other relevant 

aspects of archival documentation. 

In selecting research subjects, careful considera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nd the desire to maintain research consistency.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varying archival documents across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s, the study concentrates on an abundant col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eriod is 

chosen due to the availability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reatises on 

archival compilations, especially within Mainland China. Notably, Mainland 

China boasts a more comprehensive discours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in 

the field of archival codificat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exclusively examines 

archival compilation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s its central approach. The intention is to glean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s and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Mainland 

China's archival compilation endeavors. 

Furthermore, give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CU)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citations from relevant sources in 85 out of the 462 doctoral and master's 

theses from history-related departments at NCCU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2003-2022). These theses pertained to the aforementioned historical period. 

Through meticulous screening and analysis of these references, along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pertinen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mphasis placed by editorial units and personnel on the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editing methods during the archival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from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This endeavor aims to serve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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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point for future endeavors and research within related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prefaces of 14 different compilations 

encompassing a total of 200 volumes, including “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Archival Papers on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Shandong Revolution (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Xi'an Incident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Military (國

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民國時期廣東

省 政 府 檔 案 史 料 選 編 ),” “Selected Documents of Japanes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in China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 “Compilation of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 Archives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 ),”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Warlord Archives of the Fengtian Clique (奉系軍閥檔

案史料彙編),” “Collected Archives of Suzhou Chamber of Commerce (蘇州商

會檔案叢編),”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 “Selected 

Documents of Tibet-Asia Relations ( 西 藏 亞 東 關 檔 案 選 編 ),”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Kang-Tibet Dispute (康藏糾紛檔案選編),” and “Archival 

Compilation of Sichuan during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ra (抗戰時期的

四川──檔案史料匯編).”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aforementioned prefaces. Additionally, by 

analyzing the stipulated elements within these prefaces, it seeks to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of archival compilation, including deletion 

criteria, sorting methods, processing symbol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In summary, the study yields several conclusions. (1)The trend of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is to use a list format. (2)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ontents of archival compendiums proposed by 

scholars and the actual publication of such compendiums. (3)Archival 

compendiums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eletion principle,” “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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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processing symbols and principles.” (4)Archival compendiums 

will be inherited from each 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habits 

of the editors. 

Due to space constraints, there are several related issues that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For instance, the frequent alterations in preface information can lead 

to confusion among users. Therefore, factors such as stability and clarity can be 

investigated through user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in observing the analyzed 

archival compilation volum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ir overall content 

arrangement is categorized by themes, categories, or time, with documents 

ordered chronologically. This approach doesn't align with actual archiva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doesn't present compilations in a hierarchical manner, 

thereby failing to encompass the contextual progression of documents within 

the compilation. This omission is regrettable, and future research could delve 

into the reasons why archival institutions do not adopt hierarchical compilation 

methods. 

Moreover, the compilation volumes under observation primarily feature 

textual formatting and lack visual representations. In comparison, several 

archival compilation volumes published in Taiwan include visual reproductions 

alongside selected materials, often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 case 

files and file dimensions. These volumes differ from the observed formats in 

this study. This aspect could also be explored further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dequac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in compilations.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scrutinizing the editorial notes found in compiled 

book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compilation examples. 

Editorial notes are foundational components of compiled compilations,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compilation's purpose, context, and scope. These notes also 

reveal the symbols employed 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nd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to address encountered challenges. 
 

 



Journal of InfoLib and Archives 15:2 (Dec. 2023) 

120 

Romanized & Translated References for Original Text 

丁永奎、曹喜琛（1982）。檔案史料編纂學概要。北京市：檔案出版社。【Ding, 

Yong-Kui, & Cao, Xi-Chen (1982). Dang an shi liao bian zuan xue gai yao.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1986）。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

料選編。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Shandong Provincial Archives, &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ds.) (1986).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Shandong revolution.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1988）。日本帝國

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市：中華書局。【The State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s.) (1988). Selected 

documents of Japanes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in China.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1996）。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

北京市：中國藏學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Eds.) (1996). Selected documents of Tibet-

Asia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2000）。康藏糾紛檔案選編。北

京市：中國藏學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Eds.) (2000).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Kang-Tibet 

dispute.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1991）。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

史料選編（湖南部份）。北京市：檔案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 Hunan Province Archives (Eds.) (1991).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military 

(Hunan bu fe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1986）。西安事變檔

案史料選編。北京市：檔案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Yunnan Provincial Archives, & 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Eds.) 

(1986).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Xi'an Incident.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Editorial Notes on Compilations of  
Republican Era Archive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121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79）。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市：江蘇古

籍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1979).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archival papers on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87）。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

部分）。北京市：檔案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1987) .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military (Zhong yang bu fe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4）。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合肥

市：安徽教育出版社。【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1994) .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Hefei: Anhui Publishing Group. (in Chinese)】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編）

（1989）。天津商會檔案匯編。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s, History Departmen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Tianji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Eds.) (1989). Compilation of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 archive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王美嘉、廣東省檔案館（編）（1987）。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廣州

市：廣東省檔案館。【 Wang, Mei-Jia, & Guangdong Provincial Archives 

(Eds.) (1987).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ial 

Archives. (in Chinese)】 

四川省檔案局（館）（編）（2014）。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重慶

市：重慶出版社。【Sichuan Provincial Archives (Ed) (2014). Archival 

compilation of Sichuan during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r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四川省檔案館（編）（1986）。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

份）。北京市：檔案出版社。【Sichuan Provincial Archives (Ed) (1986).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Journal of InfoLib and Archives 15:2 (Dec. 2023) 

122 

Kuomintang military (Sichuan bu fe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徐紹敏（2001）。檔案文獻編纂學。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Xu, Shao-Min 

(2001). Dang an wen xian bian zuan xu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浦君芝（2011）。充分發揮《凡例》作用提高志書編纂質量。江蘇地方志，1，39-

41。【Pu, Jun-Zhi (2011). Chong fen fa hui “fan li” zuo yong ti gao zhi shu bian 

zuan zhi liang. Jiang Su Di Fang Zhi, 1, 39-41. (in Chinese)】 

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1986）。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北

京市：檔案出版社。【Shannxi Provinical Archives, &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1986).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陝西省檔案館（編）（1994）。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陝西部

份）。北京市：檔案出版社。【Shaanxi Provincial Archives (Ed) (1994).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military (Shaanxi bu fe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教育部（2023）。凡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自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4842&word=凡例【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3). Fan li.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4842&word=凡例 (in 

Chinese)】 

曹喜琛、劉耿生（1995）。檔案文獻編纂學。北京市：檔案出版社。【Cao, Xi-

Chen, & Liu, Geng-Sheng (1995). Dang an wen xian bian zuan xue.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雲南省檔案館（編）（1987）。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雲南部

份）。北京市：檔案出版社。【Yunnan Provincial Archives (Ed) (1987).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pursuit and blockade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military (Yunnan bu fen).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in 

Chinese)】 

遼寧省檔案館（編）（1990）。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

社、香港：地平線出版社。【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Ed) (1990).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Editorial Notes on Compilations of  
Republican Era Archive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123 

Selecte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warlord archives of the Fengtian clique. Nanjing: 

Jiangsu Guji Publication & Hong Kong: Di Ping Xian Chu Ban She. (in 

Chinese)】 

韓寶華（1999）。檔案文獻編纂學教程。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Han, 

Bao-Hua (1999). Dang an wen xian bian zuan xue jiao c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蘇州市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1991）。蘇州商會檔案叢

編。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Suzhou Municipal Archives, &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s.) 

(1991). Collected archives of Suzhou Chamber of Commerce.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