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總著作目錄 

1. 博士學位論文 
 

Shiu, Wentang（1990）”Les organisations politiques d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entre-deux- guerres” 458p, Université de Paris-Diderot VII, Etudes 

de l’extrême-Orient, thèse de doctorat (nouveau régime) 

2. 專書 
 

許文堂，2021年12月，《理想與幻滅--中華民國外交史的1960年代》，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主編之專書（論文集） 

許文堂（2021），《中國大外宣與資訊滲透》。台北市：台灣教授協會，2021
年11月，188頁。 

許文堂（2017），《軍事佔領下的台灣》。台北市：台灣教授協會，2017年2
月，497頁。 

許文堂、陳儀深（2016），《傳承與超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16年6
月，396頁。 

許文堂（2015），《七十年代東亞風雲：台灣與琉球、釣魚台、南海諸島的歸
屬問題》。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5年6月，313頁。 

張炎憲、許文堂（2014），《從當代問題探討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台北：台
灣教授協會，2014年12月，426頁。 

張炎憲、許文堂（2012），《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台北：台灣教授協
會，413頁。 

許文堂（2001），《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
研究計畫，251頁。 

 

4. 期刊論文 

許文堂，2021年12月，〈蠻娘傳奇與越南佛教傳入初期與其本土化的過程〉，
《臺灣宗教研究》，第20卷第2期，80-106。 

許文堂，2021年6月，〈君在何方？———太平洋終戰時期臺籍日本軍人軍屬
的分布〉，《臺灣風物》，第71卷第2期，頁25-74。 

許文堂（2016），〈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央研究院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期62 (2016年6月），頁5-32。 



 2 

許文堂（2012），〈越南宗教的政治參與：以佛教為中心〉，暨南國際大學東
南亞研究中心《台灣東南亞學刊》，卷9期2 (2012年10月），頁57-108。 

許文堂（2011），〈越南華人在戰爭期間的損失（1941-1947）〉，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台灣東南亞學刊》，卷8期1 (2011年4月），頁3-26。 

許文堂（2010），〈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神話〉，澳洲國立大學坎培拉校
區亞太學院(A.N.U. Canberra)《南方華裔研究雑志》，第四卷（2010年12月），
頁163-175。 

Shiu, Wen-Tang（2010），”Inquiry into the material losses of Chinese in Vietnam 
during the war time, 1941-1947”,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Langua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4 (2010 Dec.), pp.117-128.  

Shiu, Wen-Tang（2009），“The Chi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post World War II”, 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期
45 (2009年9月），頁153-203。 

許文堂（2009），〈越南詩人阮攸的生平與作品〉，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期44 （2009年6月），頁258-269。 

許文堂（2008），〈越南宗教的政治參與：以高台教、和好教為中心〉，暨南
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學刊》，卷5期1 （2008年4月），頁3-30。 

Shiu, Wen-Tang（2007）“The Chinese Diaspora in Vietnam and Taiwanese 
Business”, in 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期37（2007
年9月）頁100-129。 

許文堂（2006），〈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學與集體記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卷13期1（2006年6月），頁1-50。 

許文堂（2004），〈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4，頁63-101。 

許文堂（2004），〈國際合作、和平共榮-----台越關係的發展〉，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期24，頁132-141。 

許文堂（2002），〈范慎遹《如清日程》題解〉，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亞太研究通訊》，期18，頁24-27。 

許文堂（2000），〈十九世紀清越外交關係之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期34，頁271-321。 

許文堂（1998），〈關於越南華人人口數量的歷史考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東南亞季刊》，卷3，期3，頁67-82。 

許文堂（1996），〈中法實業銀行的政治與人事糾葛（1913-1925）〉，中國
歷史學會編《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28，頁307-332。 

許文堂（1994），〈向警予與中共早期婦女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頁65-80。  



 3 

許文堂（1992），〈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與沒落，1924-1930〉，《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1，頁473-490。 

5. 專書（論文集）之一章 

 
許文堂，2021年10月，〈戰爭與和平中的變與不變--《舊金山對日和約》中的

領土問題〉，李宇平編，《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頁181-232，新
北市：稻鄉出版社。 

許文堂，2021年5月，〈二戰後台灣的國際地位與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國際視角
---以英美兩國檔案與輿論為中心〉，陳儀深、薛化元編，《二二八事件真相
與轉型正義報告稿》，頁55-99，新北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許文堂（2019），〈越南民間信仰中女神「混育」現象的探討 (The Phenomenon 
of Sycretization in Vietnamese Goddess Belief)〉，收入林長寬主編，《探索東
南亞宗教文化之多元性：交流、在地化、融合與衝突》。台南市﹕成功大學
文學院多元文化中心出版，2019，頁355-372。 

許文堂（2018），〈第二次大戰前日本與法國對法屬印度支那的交涉〉，收入
黃自進、潘光哲編，《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新北市﹕稻香出版社，2018，
下冊，頁91-121。 

Wen-tang, Shiu（2017）, “Negotiations over French Indochina between France and 
Jap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p.37-53, in Masaya Shiraishi, Nguyen 
Van Khanh, Bruce Lockhart edit. Vietnam-Indochina-Jap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333p. 

許文堂（2017），〈軍事佔領下的美國對台軍援〉，收於許文堂編，《軍事佔
領下的台灣（1945-1952）》。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7.2，頁451-494。 

許文堂（2016），〈自己國家自己救：「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承先啟後的時代
意義〉，許文堂，陳儀深，《傳承與超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16
年6月，頁61-103。 

許文堂（2015），〈南沙與西沙的主權爭議：他者的觀點〉，許文堂，《七O
年代東亞風雲：台灣與琉球、釣魚台、南海諸島的歸屬問題》。台北市：台
灣教授協會，2015年6月，頁171-217。 

許文堂（2015），〈A Survey of Researchers and Archives on the Vietnamese Studies 
in Taiwan〉, in Masaya Shiraishi (白石昌也) Edit. Indochina, Thailand, Japan 
and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I: Over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lated 
Documen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okyo: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2015) pp.93-99. 

許文堂（2014），〈越南華人公民地位的變遷〉，陳鴻瑜，《海外華人之公民
地位與人權》。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14年7月，頁147-171。 

許文堂（2014），〈台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越、中經貿關係〉，李宇平，《中



 4 

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年6月，頁513-542。 

許文堂（2013），〈台灣與越南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分析〉，施正鋒，《崛起中
的越南》。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13年12月，頁1-46。 

許文堂（2013），〈乾隆時期的清暹關係〉，潘光哲編，《近代中國的政治與
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10月，頁13-39。 

許文堂（2012），〈台灣法律地位與台灣人國籍的再思考〉，張炎憲、許文堂
編，《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台北：台灣教授協會，頁90-131。 

許文堂（2010），〈1949年中國變動之際外交官員的認同抉擇---以駐法國使領
人員叛國附逆案為中心〉，台灣教授協會，《戰後台灣國際處境》，台北：
台灣教授協會/前衛出版社，頁52-86。 

許文堂（2009），〈澎湖山東煙台聯中師生冤案始末〉，張炎憲、陳美蓉編，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頁58-82。 

許文堂（2009），〈從法、美、中三國外交檔案看二次大戰後盟軍接收法屬印
度支那〉，《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台北：財團法人228紀念基金會，
頁755-805。  

許文堂（2008），〈建交與斷交----1964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戰
後檔案與歷史研究》，台北：國史館，頁159-200。 

許文堂、張書銘（2006），〈我國婚姻移民現象與政府政策：以越南新娘為觀
察對象〉，夏誠華，《新世紀移民的變遷》，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
中心，頁141-174。 

許文堂（2005），〈第二次大戰前期的中法外交〉，李宏圖編，《法國史研究
的新視野》，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286-306。 

許文堂（2003），〈台灣與越南關係十年來的回顧〉，蕭新煌，《台灣與東南
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17-161。 

許文堂（2000），〈越南的經濟改革與政治轉型〉，蕭新煌，《東南亞的變貌》，
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計畫，頁589-613。 

許文堂（1997），〈孫中山在法國的革命活動和黨務組織〉，陳三井，《華僑
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論文集》，台北：國史館，頁571-588。 

許文堂（1996），〈中法實業銀行歇業風潮──政治層面的考察〉，樓均信等
編，《中法關係史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頁242-262。 

許文堂（1993），〈李煜瀛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75-198。 

許文堂（1992），〈鄭彥棻傳〉，李雲漢，《中華民國名人傳》，台北：近代
中國出版社，冊12，頁377-393。 



 5 

6. 學術會議論文 
 

許文堂，2020年10月，〈君在何方?大東亞戰爭末期台籍日本軍人軍屬的分佈〉，
共27頁，發表於「第十屆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學術研討會，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0-10-24。 

許文堂，2020年8月，〈2020總統大選後的台灣主權發展〉，共23-38頁，發表
於2020大選後的台灣走向與自由民主人權之發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現代
學術研究基金會，2020-08-29。 

Wen-Tang, Shiu, Jan. 2020, “Vietnamese Buddhism: The Early Stage of Its 
Importation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 41 p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Asia Future Conference, Manille, Philippines: One Asia Foundation, 2020-01-8 
~ 2020-01-12.  

許文堂（2019），〈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以英美兩國檔案與輿論為中心〉，
共25頁，發表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
二二八紀念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07-27-28。 

許文堂（2018），〈越南佛教傳入初期與其本土化的過程〉，共24頁，發表於
陳仁宗和越南竹林安子禪派——思想與文化特色」國際學術研討會，越南國
家大學河內社會科學大學陳仁宗研究院與越南佛學院，2018-12-05-08。 

許文堂（2018），〈1950年代中國的「革命外交」〉，共20頁，發表於「東亞
冷戰史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8-11-19-20。 

許文堂（2018），〈越南民間信仰中的替代現象探討〉，共15頁，發表於「東
南亞多元文化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故宮博物院、成功大學文學院，
2018-06-08-10。 

許文堂（2018），〈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人的復員之考察〉，共37頁，2017
年度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招
聘期間2018年1月11日～3月11日。 

許文堂（2017），〈戰爭與和平中的變與不變---舊金山和約中的領土問題〉，
共23頁，發表於「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7-11-16 ~ 2017-11-17。 

許文堂（2017），〈從吉田茂書簡看1964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斷交危機〉，共
25頁，發表於第九屆台日「走在歷史關鍵上的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市: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歷史學會/日本台灣史研究會/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史研究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17-08-26 ~ 2017-08-27。 

許文堂（2017），〈探索孫逸仙在越南的革命活動〉，共31頁，發表於越南革
命與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會，Hanoi, Vietnam：VUN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National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2017-06-27。 

許文堂（2017），〈軍事占領或戰爭的經濟掠奪模式〉，共19頁，發表於「戰
後處理與台灣」學術研討會，國家二二八紀念館：台灣教授協會、財團法人



 6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04-29。 

許文堂（2015），〈東亞宗藩關係下政權轉移的理論與實際 ---以乾隆時期征
安南之役為例〉，共13頁，發表於「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變遷與原理」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10-13 ~ 2015-10-14。 

許文堂（2015），〈軍事佔領下的美國對台軍援，1945~1952〉，共16頁，發
表於軍事佔領下的台灣(1945-1952) —張炎憲教授逝世週年紀念學術研討
會，台北市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台灣教授協會，
2015-10-03 ~ 2015-10-04。 

Shiu, Wen-Tang, (2015), “Negotiations over French Indochina between France and 
Japa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20 pag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ietnam-Indochina-Japan’s rel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ocument and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Hanoi: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USSH) and Graduate 
School and Institutes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2015-09-18 ~ 
2015-09-19.  

許文堂（2015），〈法屬印度支那的形成與東方朝貢體系之碰撞〉，共21頁，
發表於「帝國的形成、發展與擴張－「關係性」・「同時性」・「異質性」
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大學人文學院：台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首爾
大學日本研究所、神戶大學法學部，2015-05-29 ~ 2015-05-30。 

Shiu, Wen-Tang, (2014), “Reexamination 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Vietnam during 1907-1908”, 23 pag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Society, and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Vietnam”,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RCHSS, Academia Sinica, 2014-10-30.  

許文堂（2014），〈自己國家自己救----「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承先啟後的時
代意義〉，共16頁，發表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五十周年紀念學術研
討會，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台灣教授協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2014-09-13。 

許文堂（2013），〈台灣與越南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分析〉，共30頁，發表於崛
起中的越南，國立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13-10-05。 

許文堂（2013），〈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共20頁，發表
於越南的文化與社會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2013-09-27。 

許文堂（2013），〈竹林禪派源流與北江永嚴寺歷史及其文化意涵---兼論以宗
教旅遊作為文化保存策略〉，越南國立河內大學人文社會大學、北江省博物
館，「北江永嚴寺開發保存木刻版之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08-15。 

許文堂（2013），〈越南華人公民地位的變遷〉，華僑協會總會、國父紀念館，
「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07-26-27。 

許文堂（2013），〈台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越南之雙邊關係〉，國立高雄大學



 7 

東亞語文系，「第二屆東亞語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越南區域研究之重要
性」，2013-04-26。 

許文堂（2012），〈乾隆時期的清-暹關係〉，第四屆國際漢學研討會，中央
研究院，2012-6-21-22。 

許文堂（2011），〈台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越、中經貿關係〉，「中國與周邊
國家的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11-24-25。 

許文堂（2011），〈台灣法律地位與台灣人國籍的再思考〉，「台灣地位與中
華民國體制」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11-10-22-23。 

許文堂（2011），〈會安的歷史變遷〉，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1-9-23。 

Shiu, Wen-Tang.（2010），”Inquiry into the material losses of Chinese in Vietnam 
during the war time, 1941-1947”,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ietnam, China 
and Chinese in Vietnam: New Research on Chinese in Vietnam, Past and 
Present”, held in Canberra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8th 
-29th July, 2010. 

許文堂（2010），〈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神話〉，「2010年台灣的東南亞
區域研究」研討會，台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計畫、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合辦，2010-04-30-05-01。 

許文堂（2009），〈1949年中國變動之際外交官員的認同抉擇---以駐法國使領
人員叛國附逆案為中心〉，「中華民國流亡台灣六十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
學術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2009-10-24-25。  

許文堂（2009），〈澎湖山東煙台聯中師生冤案始末〉，「戒嚴時期白色恐怖
與轉型正義」研討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2009-05-16。  

許文堂（2009），〈越南的宗教政策與宗教自由〉，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
成果發表會，2009-09-11。  

Shiu, Wen-Tang.（2008），“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or Autonomy---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post World War II”, Colloque IRSEA-CAPAS 
Conference, at Cassis, France, 2-4 Oct. 2008.   

許文堂（2008），〈越南宗教的政治參與：以天主教為中心〉，中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2008-07-25。  

許文堂（2008），〈從外交檔案看二次大戰後盟軍接收法屬印度支那〉，「二
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61週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228紀念基金會，2008-02-23-24。  

許文堂（2007），〈建交與斷交〉，「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討論會」，台北：
國史館，2007-11-29-30。  

許文堂（2007），〈越南宗教的政治參與：以高台教、和好教為中心〉，中央



 8 

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2007-07-20。  

許文堂（2007），〈越南華人與台資企業〉，「2007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研討會，高雄：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實踐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合辦，2007-04-26-27。 

Shiu, Wen-Tang（2006）“The Chinese Diaspora in Vietnam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Conference on “Taiwan-Vietnam Economic & Cultural Relations 
und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and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ASS), 
18-19 December, 2006, Taipei.  

Shiu, Wen-Tang（2006）“La diaspora chinoise du Viet-Nam et ses liens perdus ?”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Chinois du Vietnam: Lorsque le passé et le 
présent se mêlent”,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et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 Sud-Est Asiatiqu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les 20-21 octobre 2006, à 
Aix-en-Provence, France.  

許文堂、張書銘（2005），〈我國婚姻移民現象與政府政策：以越南新娘為觀
察對象〉，「新世紀移民」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玄奘大學、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合辦，2005-12-1-2。 

許文堂（2005），〈越南的高台教：一個混育宗教的探析〉，「2005年台灣的
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5-04-28-29。 

許文堂（2004），〈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
《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研討會》，淡水：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
2004-10-29-30。 

Shiu, Wen-tang（2000）"Taiwanese Investment in Vietnam since the "Doi Moi" 
polic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IAHA）,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held on the 
27th-31st July 2000. 

許文堂（2000），〈台商在越南的投資〉，「200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淡江大學東南亞所合辦，
2000-05-11-12。 

Shiu, Wen-tang（1998） ”The Economic Reform Policies of Vietnam── A 
Retrospective view,”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urrent 
Vietnam Studies,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held on 
the 18-19 June 1998. 

7. 他類論文 

 
許文堂，2016年9月，〈矗立在沖繩平和期念公園的台灣之塔〉，《民主視野》，

2016 Autumn no.15，頁83-89。 



 9 

許文堂，2016年3月，〈制衡中國，台灣必須聯合美日，促成東亞同盟〉，《民
主視野》，2016 Spring no.13，頁78-83。 

許文堂（2014），〈1949年的中國因素〉，《福爾摩沙，1949》，頁7-13。 

許文堂（2000），〈關於沙巴、沙勞越華人的筆記〉，《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期11，頁16-18。 

許文堂，王俊中（1998），〈台灣近三十年 (1969-1997) 期刊中「越南相關論
文」的初步分析〉，《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期6，頁2-16。 

許文堂（1998），〈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近代中國史研究
通訊》，期25，頁120-129。 

許文堂（1997），〈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期3，頁78-89。 

許文堂（1992），〈畢仰高 (Lucien Bianco)〉，《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3，頁66-71。 

許文堂（1991），〈紀業馬 (Jacques Guillermaz)〉，《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期12，頁56-59。 

8. 研究報告（包括委託研究報告、田野報告、調查報告） 
 

許文堂（1994），〈越南華人社團及其文化活動〉，朱浤源主持《東南亞華人
社團及其文化活動之研究》，頁255-28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研究
報告。 

9. 資料彙編（含口述歷史） 
 
許文堂（2020），《金美齡女士訪問紀錄》，《臺灣風物》，第70卷第3期，

頁183-219。 

許文堂、沈懷玉（2016），《外交生涯一甲子---陳雄飛先生訪問紀錄》，1466
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12月。 

許文堂、劉恆妏（2013），《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七輯，192頁，台北：
司法院。 

許文堂（2012），《澎湖煙台聯中學生冤獄案口述歷史》，243頁。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陳儀深、許文堂、曹欽榮（2011），《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
述歷史第一輯，407頁。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1。 

王泰升、陳儀深、許文堂、潘光哲、劉恆妏（2010），《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五輯，406頁，台北：司法院。 

張文隆、陳儀深、許文堂（2008），《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428頁，台
北：國史館。 



 10 

王泰升、陳儀深、許文堂、潘光哲、劉恆妏（2008），《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四輯，222頁，台北：司法院。 

許文堂（2007），《權力無私---黃石城先生訪問記錄》，510頁，台北：遠流
出版社。 

王泰升、陳儀深、許文堂、潘光哲、劉恆妏（2007），《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三輯，266頁，台北：司法院。 

王泰升、陳儀深、許文堂、潘光哲、劉恆妏（2006），《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二輯，252頁，台北：司法院。 

許文堂（2004），《大基隆古文書選輯》，XXIV+179頁，基隆：基隆市立文
化中心。 

陳儀深、黃克武、游鑑明、許文堂、潘光哲、沈懷玉（2004），《郭廷以先生
門生故舊憶往錄》，614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文堂，謝奇懿（2001），《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558頁，中央研
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許文堂、沈懷玉（1999）〈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期9，頁
150-18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呂芳上、黃克武、許雪姬、陳儀深、許文堂、沈懷玉（1999），《戒嚴時期臺
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三輯，1433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0. 學術書評 
 
許文堂（2019），〈赤子之心 莊生之學〉，姚榮松等編，《臺灣文化之進路

文集》，（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9），頁322-324。 

Shiu, Wen-Tang.（2001）“Préface” in Christophe Rouil,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Les Editions du Pigeonnier, pp. 5-10.  

許文堂（1994），〈評介Key Ray Chong著 « Cannibalism in China »〉，《近代
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7，頁104-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