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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建置背景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於民國 101 年成立至今，在客家文化的研究、推廣與保

存上均發揮了極為重要的角色。為強化對客家文化研究者的服務，擬以《淡新檔案》為主要文本，

建立符合客家研究需求的整合性研究系統，擴充與客家研究密切相關的資訊服務平台。

由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所典藏之《淡新檔案》，是清乾隆 41 年（1776）至光緒 21 年

（1895）淡水廳、臺北府與新竹縣的行政與司法檔案，是研究臺灣法制史、地方行政史、社會經

濟史的珍貴史料，深具學術價值。

由於《淡新檔案》所包含的範圍，在清領時代正是客家族群的主要生活空間，所以這些檔案

的內容也同時反映了客家先民的日常生活樣貌，成為客家文化生活研究的珍貴一手史料。

因此，為發掘檔案中潛藏的客家故事，重現客家先民的生活點滴，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請臺

灣大學數位人文研究中心團隊以資訊技術從檔案中提取相關資源，結合客家研究學者之專業觀點，

建置服務社會大眾之客家研究資源，是謂「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與數位分析系統」。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

詮釋資料提取 客家元素

二、系統特色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

• 以數位方式呈現《淡新檔案》並提供高效能檢索與後分類分析

• 經專家學者提取客家相關元素有助於使用者深入探尋客家文化

• 電子全文與檔案影像並列顯示有利重現《淡新檔案》原始面貌

淡新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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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首頁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5

使用說明

使用者回饋

進入系統

版權聲明與DOI

三、系統首頁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6

1.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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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首頁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7

填寫完畢後點選「送出」
系統管理單位會儘速回覆您

2.使用者回饋

三、系統首頁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8

3.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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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首頁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9

4.版權聲明與DOI

四、系統操作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0

功能區–
查詢檢索

結果區–
後分類

功能區–
數位工具

結果區–
檔案內容與
影像

系統頁面版型介紹
功能區；結果區

功能區–
模式切換
與輸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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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1

點選「查詢模式」，結果區顯示為檔案全文與影像。

（一）查詢模式

四、系統操作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2

（一）查詢模式：1.查詢檢索

四、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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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3

(1)metdata與全文查詢：在輸入欄
中輸入欲查詢的詞彙並按下「縮
小範圍」，即可在系統的
metadata（詮釋資料）與全文中
進行查詢。

(2)如欲在前一查詢結果中進行其
他查詢，則於輸入欄中輸入欲查
詢的詞彙並按下「縮小範圍」，
即可再次限縮查詢範圍。

(3)如欲捨棄現有查詢結果並進行
其他詞彙的查詢，則於輸入欄中
輸入欲查詢的詞彙並按下「重新
查詢」，即可進行新的查詢動作。

1.查詢檢索

(1) (2) (3)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4

(4)檢索可採用「布林邏輯」檢索，
如欲檢索包含「竹北」與「金
廣福」兩詞彙的檔案，可輸入
「金廣福 +竹北」；如欲檢索不
包含「竹北」詞彙的「金廣福」
相關檔案，則輸入「金廣福 not
竹北」；反之，如欲檢索不包
含「金廣福」詞彙的「竹北」
相關檔案，則輸入「竹北 not金
廣福」。

如欲檢索包含「金廣福」或
「竹北」兩詞彙的檔案，則輸
入「金廣福 or竹北」即可。

1.查詢檢索

(1) (2) (3)

金廣福
not
竹北

竹北
not

金廣福

金廣福
+

竹北

金廣福 or竹北

布
林
邏
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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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5

(5)任何時間按下「回全庫」即可

回到系統初始的頁面。

(6)按下「上一步」則可回到前一

次的查詢結果。

(7)「下一篇」可在結果區–檔案內

容與影像顯示下一件。

(8)「下個詞」僅在有輸入檢索詞

彙時出現，可在結果區–檔案內

容與影像–全文中依序將檢索詞

彙凸顯。

1.查詢檢索

(5) (6) (7) (8)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6

1.查詢檢索 (操作範例演示：縮小範圍 重新查詢)

查詢：
金廣福

查詢：
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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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7

1.查詢檢索(操作範例演示：回全庫 上一步)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8

1.查詢檢索(操作範例演示：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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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19

1.查詢檢索(操作範例演示：下個詞：以查詢「竹北」為例)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0

（一）查詢模式：2.檔案內容與影像

四、系統操作

全
文
與
影
像

功
能
鍵



2020/2/12

11

2.檔案內容與影像：全文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1

人物標記

地名標記

時間標記

檔案電子全文預設三類詞彙標記：「人名」、「地名」與「時

間」，並分別以不同顏色顯示。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2

點選縮圖，可以開啟大圖，點選大圖可以再放大顯示。

2.檔案內容與影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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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3

「詮釋資料」開啟與關閉

點選「詮釋資料」可開啟或關

閉每件檔案的詮釋資料表。藉

由詮釋資料的呈現讓使用者更

加瞭解該件檔案。

2.檔案內容與影像：功能鍵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4

「客家標記」開啟與關閉 點選「客家標記」可開啟或關

閉每件檔案中與客家相關的人

物、組織、宗教文化與客家特

色詞彙的標記顯示。如

透過客家詞彙的標記，

更能提取出《淡新檔案》

中與客家文化相關的資

訊。

2.檔案內容與影像：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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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5

「詳簡瀏覽」開啟與關閉

檔案有時篇幅過大，點選「詳簡瀏

覽」可將檔案簡要顯示，以利快速

瀏覽。請注意，開啟簡要閱讀時，

標記詞彙將會隱藏。

2.檔案內容與影像：功能鍵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6

「段落顯示」開啟與關閉

檔案於繕打時保留了大部分原有檔

案撰寫的格式與換行，點選「段落

顯示」可將文句換行予以顯示，更

有利於圖文對讀。

2.檔案內容與影像：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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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7

1.詮釋資料後分類

點選「詮釋資料後分類」可開啟詮釋資料後分類的顯示模式

（二）後分類模式

四、系統操作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8

1.1 本系統提供了「案號」、「成文日期_中曆」、「成文日期_西曆」、

「西元年」、「內容主題_門」、「內容主題_類」、「內容主題_

款」、「戴炎輝分類」、「作品類型」、「媒體類型」、「內容地

點_庄」、「內容地點_保」、「內容地點_縣」以及「內容地點」

等14項詮釋資料後分類選項。

1.2 使用者從下拉式選單中選取欲篩選的詮釋資料類別後，就類別內的詮

釋資料進行第一階段的篩選。如：在「內容地點_縣」中選擇「新竹

縣」則可將屬於新竹縣的2,783件淡新檔案篩選出來。

1.3之後，使用者可再由下拉式選單中，選取「西元年」，然後在西元年

中勾選欲分析的年份，並按「過濾」，即可進行第二階段的篩選。

1.詮釋資料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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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29

1.4 在詮釋資料後分類區中，使用者也可以點選時間

軸按鈕 以顯示時間軸（如右上圖）。

1.5 在時間軸中，可以點選圖中詮釋資料名稱或

「.all」以啟閉該項數據（如右下圖）。

1.詮釋資料後分類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0

1.6 在詮釋資料後分類中，使用者也可以點選圓

餅圖按鈕 以顯示檢索結果下的後分類比

例分析圖。如：西元年。

1.詮釋資料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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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1

1.詮釋資料後分類(操作範例演示：內容地點_縣新竹縣過濾)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2

1.詮釋資料後分類(操作範例演示：內容地點_縣新竹縣過濾西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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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3

2.標記詞彙後分類

點選「標記詞彙後分類」可開啟標記詞彙後分類的顯示模式

（二）後分類模式

四、系統操作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4

2.1 本系統提供了「客家身分」、「客家宗教文化」、「客家社會組織」、

「關鍵詞」、「人名」、「地名」、「時間」、「客家特色詞」以

及「客家事件」等9項標記詞彙後分類選項

2.2 使用者從下拉式選單中選取欲篩選的標記詞彙類別後，就類別內的標

記詞彙進行第一階段的篩選。如：在「客家身分」中選擇「黃南

球」、「姜紹基」等具客家身份的人物標記詞彙，則可將包含上述

人物的 267件淡新檔案篩選出來。

2.3之後，使用者可再由下拉式選單中，選取其他有興趣的詞彙類別，甚

至是點選「詮釋資料後分類」功能，進行交叉篩選，找出更符合研

究意義的檔案。

2.標記詞彙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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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5

2.4 在標記詞彙後分類區中，使用者也可以點選文字

雲按鈕 以顯示文字雲。

2.5 在文字雲中，使用者可以點選某詞彙直接進入包

含該詞彙的檔案文件。

2.標記詞彙後分類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6

2.6 在標記詞彙後分類區中，使用者也可以點選詞頻

統計按鈕 以顯示詞彙出現數目。

以右下圖中「林逢春」為例，右方數字表示林逢

春一詞，出現在目前的檢索結果中，共 22 件檔

案內；而這 22 件檔案總共提及林逢春 71 次。

2.標記詞彙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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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7

2.標記詞彙後分類(操作範例演示：客家身分黃南球or姜紹基過濾)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8

2.標記詞彙後分類(操作範例演示：客家身分黃南球or姜紹基過濾)

頁面依序移動至結果區全
文中有該標記詞彙[黃南球]
處，並變換顏色以突顯。

點選重新整理
可更換文字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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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39

1.前後綴詞 「前後綴詞」工具是利用詞彙的相

同文字，以前、後、中綴等方式

在檔案中提取詞彙。例如：我們

欲找尋檔案中的客家「嘗會」，

我們可以利用「嘗」為關鍵詞彙，

並前綴2-3字，則可找出包括

「蒸嘗」、「廣和嘗」或「法主

公嘗」等詞彙。

（三）數位工具

四、系統操作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0

1.前後綴詞(操作範例演示：前綴4–嘗–無後綴，額外強調詞彙–佃租)

點選顯示：

蒸嘗，6件

選擇文
件顯示
長度：

選擇探勘過程的排除條件

連結回檢索頁的
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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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1

1.前後綴詞(操作範例演示：前綴曰：「–中綴20字–後綴」，額外強調詞彙–印)

找出淡新檔案中的
印記印文，如：
「新竹縣印」

可匯出
所有含
綴詞彙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2

（三）數位工具

四、系統操作

2.分類樹 分類樹有二：「戴炎輝分類」

與「客家事件分類」。

使用者可由功能區–數位工具

中點選分類樹，由此鳥瞰整個

《淡新檔案》中的分類情況。

使用者可由結果區–後分類中

點選 ，由此觀察查詢結果

的分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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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3

2.分類樹

「戴炎輝分類」 「客家事件分類」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4

2.分類樹(操作範例演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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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5

2.分類樹(操作範例演示： )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6

（四）輸出功能
四、系統操作

點選「 列印頁面」可匯出當前檢索結果的htm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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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7

（四）輸出功能
四、系統操作

點選「 下載」可匯出當前檢索結果的xml格式(單次下載上限為

500件)；下載後的xml檔可於 進行建庫

五、範例演示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數位分析系統使用說明 48

•為便於使用者更加理解如何使用本系統，我們將以三個
案例進行演示

•透過對實際案例的查找，說明如何在19,246件檔案中找
尋有意義的研究議題，以及與客家先民在《淡新檔案》
中的身影

•案例：
• 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 山林資源的競爭
• 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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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事件梗概：
清政府於光緒年間採行「撤隘政策」。但撤隘

將使墾戶之利益受損，且墾戶又必須向政府繳稅，因
此，部分墾戶煽動賽夏族原住民「出草」，企圖營造
地方不靖，不能輕易撤隘的民情，但也因此造成客家
族群與原住民之間的緊張關係。

為了弭平爭端，姜家老太太姜胡氏出面，購置
多筆土地贈送給原住民，以化解仇恨，傳為佳話。

49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一般使用者進入系統後通常以「metadata與全文檢索」方式使用資料庫
，我們在此以「金廣福」進行檢索詞彙

50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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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從「金廣福」的檢索結果中，我們再透過「客家事件」分類樹，查出「族群關係」
中的「女性」有 4 件。

51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點選「標記詞彙後分類」在「客家身分」的標記詞彙下，找到姜胡氏在
此三件檔案中出現了11次

52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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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細讀檢索結果中的 17330 案 07 件得知姜紹基之母姜胡氏向金
廣福買了大坪、長坪、九芎坪等地歸還原住民，使「各化番從
此衣食有餘，漸興禮義」。
勾選 17330 案，再點選「新查
詢」，則可閱讀 17330 全案，得
知整件事情的來龍去脈。也得以理
解，清政府在岑毓英主政下的撤隘
政策所導致國家權力與地方利益間
的糾葛。

53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例如：
金廣福代表表示：要裁撤隘丁，將隘租繳給國家雖然沒有問題，但是現
在還是有許多「生番常越界殺人」為了避免爭端，能否一切照舊，「毋
許變更致開禍端」此段反映出金廣福希望維持撤隘前的利益。
(17330_002)

但經官府調查，金廣福隘首何陳完私出洋銀二十元，教唆賽夏族土目夏
流明出草渡壢口一帶殺人，營造爭端。（17330_003）

檔案直指這些墾戶「內佔番地，視為自有之產」又不願意向政府繳稅，
「形同化外」（17330_007）

54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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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可見事實的真相是，墾戶一方面煽動「化番出草」以保有原住民「未歸
化」之形象藉此說服政府暫緩撤隘；另一方面則以此希望保有墾戶原有
的免稅土地持有權。而其結果造成墾戶與「化番」間的緊張關係。

為弭平爭端，姜家老太太出面，購買土地贈於化番，藉此使墾戶與「化
番」間衝突減緩。遂因此而有「姜胡氏慨然捐買田畝，價洋二千三百餘
元，合銀一千六百餘兩，實屬急公好義」之美譽。（17330_014）

此事件反映出國家權力進入地方社會時，地方帶來的衝擊及反應。

55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56

全文檢索

金廣福

客家事件
分類樹檢索

族群關係–女性

標記詞彙後分類

客家身分

姜胡氏

全庫重新過濾

17330案

演示案例一：急公好義的姜家老太太
簡要顯示上述使用流程如下：



2020/2/12

29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事件梗概：
清政府之所以採取撤隘，其目的其實是看到龐
大的山林資源。而且不單只是地上的林業（如
樟腦、木材），甚至地下的礦產也是政府亟欲
取得的。本案例將圍繞在今日苗栗公館出磺坑
一帶的石油資源上。案主邱大滿把持油田與政
府抗爭，甚至阻撓官員陪同外國機師前來探勘，
衝突甚鉅，最後國家強勢介入將油田收歸國有
商辦，結束爭端。

1921年臺灣堡圖 57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從客家事件分類樹開始，在「行政事務」下的
「礦業」開始進行文本探勘。在屬於礦業的
109 件文本中，透過「客家身分」標記詞彙的
文字雲，發現「邱大滿」在當中出現多次。

58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2020/2/12

30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邱大滿出現在 36 件檔案中，共出現了114
次。在這些檔案中，使用者可得知邱大滿
在出磺坑看守油田，但因此也把持著油田
的開採，甚至成為政府眼中的「土棍」。

在 14408_033 中，政府擬會同礦師前往礦
區探勘，卻遭到邱大滿「糾眾阻撓」。因
此將邱大滿傳提到案。

59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官員傳提邱大滿到案，要求說明其為何擁
有石油開採權。而邱大滿稱，此地繼承自
其父（14408_056稱是其舅）邱士詔，自己
開油井則是「奉官諭帖而開」。官員令其
繳納相關證明，卻只繳出了契書一張（如
右圖14408_038）。

官府對邱大滿以墾契充數很不滿意，而且
又 率 眾 滋 擾 ， 於 是 將 他 關 押 起 來
（14408_037）

《淡新檔案》14408_038
60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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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其後，邱大滿的餘黨不服官府將油井收歸國有
商辦，於是夥同「生番」攻打油井，被官府稱
為土匪。亂平之後，邱大滿否認糾眾抗爭，稱
自己沒有從油井獲得什麼利益，也沒有勾結生
番滋事，現在官府若要收回國有商辦，他願意
順從「總求恩典就是。」(14408_050)

最後邱大滿由黃南球、姜紹基聯名作保，才得
出獄（14408_057）

《淡新檔案》14408_057
61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由本案可以看出：
1. 客家先民的產業經濟並非僅有農業，也

包括了前工業化時期的礦產（如石油）
的開採；

2. 邱大滿代表的是地方勢力把持礦產開採，
與國家力量發生衝突；

3. 國家亟欲取得山林礦產的開採權力，因
此透過撤隘、化番等政策，希望藉由
「王化」的過程，將國家的掌控權力，
深入地方。

《淡新檔案》中所繪製的油井
11714_010 62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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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63

客家事件分類樹

行政事務

礦業

標記詞彙後分類

客家身分

邱大滿

文字雲

邱大滿

簡要顯示上述使用流程如下：

演示案例二：山林資源的競爭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演示案例三：
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事件梗概：
撤隘之後，政府仍須派人把守隘口，以防「生番」
入侵。但隘口收歸國有，隘丁隘首也成為政府出
資聘請的「地方武力」，當中也有不少人是「化
番」，此表示化番政策漸次收效。而當中，「薙
髮」就是「生蕃」成為「化番」的表徵之一，也
是象徵國家統治的權力延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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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由系統中的「客家特色詞」標記詞彙進行觀察，
發現「隘首」與「隘丁」皆出現多次，顯示此
兩詞彙在《淡新檔案》中應該有其特殊意義。
因此，透過篩選，將包含兩詞彙的文件過濾出
來，取得 684 件。

65

演示案例三：
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以時間軸功能
呈現，發現
1886年為文件
數最高的一年
（61）件。

66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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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在 1886 年的 61 件中，從案號的metadata
後分類裡發現17329案最多（35件，57.38%）
勾選該案並按「新查詢」進入全案。

67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返回「客家特色詞」標記詞彙，在文字雲中，我們發現了一個特別的
詞彙「剃頭」

68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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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69

點選「剃頭」，直接過濾出包含「剃頭」的文件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在此文件中，我們看到官府為了加速生番接受國家統治，遂雇剃頭
匠隨同通事進入番社，要求土目、化番前來剃髮。根據報告人的說
法，歷次的剃髮活動都有人「跪求酒食、銀錢等物」還有能說客語
的人，讓報告人趁機「宣布德威，無不恬服。」藉此機會，官府不
但打算由通事進社從番社孩童中挑選伶俐的孩子教授語言，然後再
每月帶這些孩童到官府學習禮儀，未來也打算開設私塾，作為化番
工作目標。（17329_079）

70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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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71

標記詞彙後分類

客家特色詞

隘丁、隘首

時間軸觀察

Metadata後分類

西元年

1886年

Metadata圓餅圖

17329案

標記詞彙後分類

客家特色詞

剃頭

演示案例三：清代國家統治象徵：薙髮

簡要顯示上述使用流程如下：

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使用說明 7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版權所有

臺灣大學數位人文研究中心建置開發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聯絡電話：037-985558轉分機323；電子郵件信箱：thcc9157@mailhakka.gov.tw

臺灣大學數位人文研究中心

聯絡電話：02-33669847；電子郵件：digital@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