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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特種資料典藏概況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黃文德（Huang Wen-de）*1

 * 作者為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

前　言

漢學研究中心在 1988 年編印《臺灣地區漢學資源

選介》，列舉當時國內重要學術資源典藏機構，包括國

史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2003 年以後改隸更名為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國

立中央圖書（1996 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2013 年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法務部調查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2 年改隸國史館並更名為臺灣文獻館）。30 年之

間，十大典藏單位隨著數位化、資料開放以及政治變遷，

對於學術界的影響力各有千秋。其中法務部調查局圖書

室屬於行政機關，雖無專責閱覽服務單位，卻能影響學

者的研究成果與史料引用，較為特殊。

國家圖書館職司國家文獻典藏，2011 年開始與法務

部調查局建立學術資源合作關係，就該局典藏藝文類書

籍進行數位化合作。2014 年 11 月 12 日雙方簽署協議，

就抗戰前後之出版品，特別是查禁書刊，包括民國初年

文藝名家之著作，包括魯迅、茅盾、巴金、老舍、鄭振

鐸、沈從文、郭沫若、王度盧、張恨水、吳祖光、李健吾、

丁玲、蕭紅、冰心等，進行學術合作。另外，較為特殊

的還有近百種戲劇及文學等類圖書來自於中國共產黨控

制之區域與附隨出版機構，包括新華書店、冀魯豫書店、

新四軍、邊區政府、文工團、各地工作隊等公開或內部

出版之文獻、珍稀圖書，以上合計 655 冊。除了這些藝

文資料外，法務部調查局尚有不少豐富典藏值得學者利

用。為使各界能瞭解該局特種資料典藏薈萃，本文即以

《選介》一文為基礎略述其大概，以饗海內外研究者。

一、資料典藏沿革

本文所描述法務部調查局特種資料目前典藏於新北

市新店區中生路 40 號兩岸情勢研析處。就歷史而言，

法務部調查局其前身可追溯到 1927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

組織部黨務調查科、訓政時期 1935 年黨務調查科更名

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1937 年，該

處由黨部組織併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

處。1938 年國民政府以第一局為基礎，成立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一般俗稱的「中統

局」。1947 年改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黨

員通訊局。1949 年 4 月改制為「內政部調查局」，同

年 12 月隨中樞遷臺北。1956 年 6 月 1 日改隸司法行政

部。1980 年 8 月 1 日又改制為法務部調查局迄今。依

據 1956 年 4 月 10 日頒布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組織條

例」，該局掌理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利益之調

查、保防事項。另該局基於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

益及保障民眾福祉為目的，依法進行有關國家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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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之蒐集、鑑研、整編與運用，因此才會典藏豐富的

歷史資料。

就特種資料有組織的典藏形成之過程，曾經來臺訪

問的大陸歷史學者高華教授推論，應可上溯至 1930 年

代中統局在南京道署街局本部「瞻園」（今南京瞻園路

132 號）訓練股所設的圖書室，當時主要收藏被中統破

獲的中共地下機關文件與宣傳品。2 這批文獻隨著抗戰爆

發移往重慶，1945 年以後又隨政府復員返回南京，但真

正開始整理這批資料，則要等到 1952 年後。根據 1988

年該局張起厚專員研究，約可分為 2 階段：3

（一）草創保管時期

1948 年 10 月徐蚌會戰開始，該局即將歷年來所蒐

集之共黨原始資料，彙裝 56 大箱，隨中央政府由南京

運往廣州疏散。翌年夏，戰局逆轉，又轉運來臺，資料

暫存局臺北市之局本部（今環河南路一段 77 號），後

遷三重菜寮里，此一時期僅進行典藏保管工作。

（二）設室整理時期

1952 年時任局長季源溥（1906-1979）鑒於此批資

料皆為同袍多年來蒐集所得，故特於新店青潭大崎腳幹

部訓練所設專室，聘請國內檔案專家並調派調查局共黨

研究人員，負責整編與研究，翌年正式成立「薈盧資料

室」或稱「青潭資料室」。1970 年該室自青潭遷至位於

今日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之局本部大樓，並改稱

「調查局資料室」。

1992 年，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改制之後，將原所轄

新店青溪園區，即今新店中生路 40 號營舍撥交調查局

後，該局便將所轄特種資料，其中包括著名的「汪兆銘

史料」4於 1997年移存到此處，目前屬兩岸情勢研析處

管理。

2 高華，〈臺北所藏大陸 20 世紀 50-60 年代資料過眼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2 (2007.3): 118- 121。

3 張起厚，〈法務部調查局特總資料簡介〉，《臺灣地區漢學資源選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8），頁 235。

4  「汪兆銘史料」已於 2005 年移轉國史館典藏，經數位化整編作業，文件史料共編為 59 卷，建置 3,459 筆目錄資料；照片史料共

編為 30 卷，建置 987 筆目錄資料。

二、文獻取得來源

在 1979 年中共宣布改革開放以前，一般學者要取

得中共研究資料殊為不易，除非透過文化交流、留學生

長期駐點。即使是大陸本地學者在當時也難獲得閱覽中

共歷史研究參考資料。因此，調查局在 1980 年代開始

允許國內外學者利用典藏，很快就受到重視，使其與

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等近現代史料典藏機

構齊名。如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其博士論文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6-1945ˮ，以及 1990 年出版的《延安的陰影》

所引用資料，不少是來自調查局蒐藏。簡略而言，調查

局笈藏有關中共研究之特種資料，就資料蒐集來源主要

有四：

1.		自 1927 年到 1949 年期間，從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

員會調查科時期到中統局時期同中共鬥爭、戰鬥所獲

得之中共組織原始文件及各類宣傳品、報刊。

2.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 至 1976 年），因大陸官方政

治運動、文件管制鬆散而流往港澳地區，為調查局所

採訪購得。

3.		1949 年以後至 1990 年代與臺灣各大國安、情報、軍

情單位交換之情報資料以及偵查在臺共諜活動情資與

政府官書，即屬於灰色文獻（gray	 literature）等

類型。

4.		1930 年代至 1960 年代經由執行書刊雜誌管制、查禁

所取得。

在 1990 年代以前，第 1 類來源資料無論是數量、

多樣性與內容重要性最為豐富，當中不少為海內外孤

本。稀世文件包括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撰寫、北朝鮮勞

動黨中央本部宣傳煽動部編印之《北朝鮮民主朝鮮自主

獨立之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父親習仲勳擔任政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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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名肅清國民黨的公告，皆可說是戰火下的特種倖存孤

本。5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第2類來源快速增長，

特別是圖書與中共官方出版品，即使近年來隨著大陸資

料公開，以及網路資訊的發展，當代中共公開活動資料

俯拾皆可獲得部分，但因網路資訊真假難辨，故其影響

性與代表性仍值得重視。至於第 3 類來源，因多屬出版、

刊印但無公開發行之灰色文獻，學界不易獲得。這類文

獻因時代與隸屬政府體制因素，部分觀點雖有濃厚的意

識形態與黨國體制色彩，但無損於其作為研究之價值。

三、文獻種類與整理

調查局典藏特種資料文獻包括大陸書報刊資料，目

前有圖書 9 萬餘冊，報紙 22 種，期刊 74 種，總計約

30 萬份（冊）。

就形制種類而言，包含布告、文件、卷宗、小冊、

書籍、照片、期刊與雜誌等，其主要製作方式除了油印、

鉛印、刻鋼板刷油墨印刷輸出，另外也不乏手繪。就資

料內容分類，約可分為下列 14 種：6

	1.	中國國民黨各種書刊資料。

	2.	30 年代左翼文人作品資料。

	3.	中共現狀及其成長資料。

	4.	中共中央歷屆大會及各種機密文件。

	5.	中共各級組織機關雜誌及報刊。

	6.	中共控制江西時期各種法令規章資料。

	7.	中共邊區政府之各種重要文件。

	8.	中共集權統治資料。

	9.	中共實物資料（包括蘇區和邊區政府之布告）。

10. 中共人物調查資料。

11. 中共與第三國際及蘇俄勾結資料。

12. 調查局歷年編印之中共研究書刊出版品。

5  張宏業，「調查局存封不能解密的國共密件」，《聯合報》2017 年 9 月 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678016（存取日

期 2018/8/30）。

6 張起厚，〈法務部調查局特總資料簡介〉，《臺灣地區漢學資源選介》，頁 236。

7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特務組，〈共黨互濟會之調查〉，《展望與探索》8:9 (2010): 123-135。

8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黨員通訊局綏遠室編擬，〈兩年來共匪在綏蒙地區活動概況 二〉，《展望與探索》9:9 (2011): 

102-111。

9 李家撰文，〈人間四月天，春滿青溪香滿園〉，2007 年 4 月號。https://www.mjib.gov.tw（存取日期 2018/7/30）。

13. 臺灣各大學研究所共黨問題研究博碩士論文。

14. 文革時期之紅衛兵出版品。

有關調查局笈藏資料之指南，目前僅有張起厚於

1991 年編寫之《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1919-

1949）》、高華，〈臺北所藏大陸 20 世紀 50-60 年代

資料過眼錄〉。另外，調查局刊物如《展望與探索》曾

以固定專欄介紹早期中共組織重要史料譬如 1931 年「中

國革命互濟會調查報告」、71948 年「兩年來共匪在綏

蒙地區活動概況」8。而幾位曾在資料室服務之調查局人

員偶爾也在《清流月刊》發表簡短的史料介紹，如 2007

年 4 月號，也曾登載署名李家撰文，〈人間四月天，春

滿青溪香滿園〉，9 然而，外界仍難以掌握全貌。

國家圖書館基於學術資源開放與共享，提高調查局

資料的利用價值，因此在 2014 年與調查局合作，獲該

局汪忠一局長支持，就最富特色之「30 年代左翼文人作

品」、「中共各級組織機關雜誌及報刊」、以及「紅衛

兵出版品」等進行討論。最後，在第一階段取得調查局

捐贈文藝類 655 種圖書，並於翌年完成數位化。（部分

書單請見表 1）這些書籍一方面豐富館藏 1930 至 1949

年藝文類圖書，如黎炎光編，北平東方書店 1930 年印

製之《轉變後的魯迅》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另一方面，

因戰後國共對峙，中共早期出版品流通在大陸與臺灣都

曾受到嚴格限制，因屬罕見，目前已是國際各大圖書館

進行中國研究爭取典藏史料的目標，譬如捷克科學院魯

迅圖書館就有紅衛兵出版品。而調查局本次捐贈書單

中，至少有數十種圖書來自於中共內部與統治區域出版

之圖書，如中共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二隊編

《華靈廟》、東北民主聯軍遼東軍區政治部編《何止萬

千》；中共晉察冀邊區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大連大眾

書店出版之《窮人樂》劇本，即使在大陸亦難得一見。

另外，還有不少書籍卷端有作者或翻譯者書寫題記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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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痕跡。目前這些捐贈圖書文獻都已完成數位化，上載

於國家圖書館「華文電子書」資料庫 http://taiwanebook.

ncl.edu.tw。

表 1：調查局捐贈國家圖書館藝文類圖書舉例

題名 作者 出版 出版年 
( 依原書著錄 )

理論與批評 林伯修譯 上海前夜書店
1929 年 11 月 1 日
初版

俄國人物 西蒙諾夫 外國文書籍出版社 1924 年。莫斯科

革命歌集 鄂東行委青秘處 1930 年

我們要報仇 王於耕 新四軍政治部
1938 年 12 月 29
日出版

生路
章泯著；新演劇
社主編

新演劇社 1938 年 5 月初版

蘇區的文藝 丁玲 上海南華出版社 1938 年初版

蘇聯詩壇逸話 　 上海雜誌公司 1936 年 6 月初版

挺進歌選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政治部

1940 年 12 月

自由的旗 覃子豪 詩時代社
1940 年 6 月 15 日
再版

打鬼子去 　 　 1941 年出版

淮北莊稼話 王化東、陳建平 淮北大眾社 1944 年 4 月出版

戰後蘇聯文學
之路

日丹諾夫等著；
葆荃 • 水夫合
譯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7 年

我們的勝利軍

太行軍區警衛
團一連等著作；
華北新華書店
編輯部編

華北新華書店 1947 年 7 月出版

蠢豬拖槍
新四軍第五師
政治部編

　
1942 年 2 月 15 日
出版

紅五月教材及
其他

王博習遺著 晉東南文協華北書店 1942 年 11 月出版

血屍案 袁靜、孔厥 晉察冀新華書店 1948 年 2 月出版

文藝工作
新四軍四師政
治部 編 新四軍四師政治部

1943 年 5 月 15 日
出版

豐衣足食 紀明等
邊區文協大眾化工作
委員會

1943 年出版

大眾小調 八專署大眾文工團 年代不詳

新年文娛材料
之三

田吶、徐克
遼東遼南軍區文藝工
作團

年代不詳

新小放牛 張自力編
華東民主聯軍總政治
部

年代不詳

五虎村大戰
膠東軍區武裝
部編

膠東軍區武裝部 年代不詳

文藝歌聲 沙梅等 　 年代不詳

時事傳 (2)
韓起祥、王宗元
合編；邊區文協
說書組編

　 年代不詳

國際歌 共產國際編 　 年代不詳

時事問題活葉
文選

周恩來 　 年代不詳

題名 作者 出版 出版年 
( 依原書著錄 )

東村事件 丁玲 綠葉書屋 年代不詳

戰鬥在太行山
上

　 聯防軍政治部 年代不詳

大家唱 人民畫報社編 蘇中二分區新華書店 年代不詳

調查局職司中共資料蒐集，早期出版《共黨問題研

究》，於國際學界聞名遐邇。由於肩負敵情調查與提供

政策建議，因此典藏不少是因為事件或者配合中央政府

政務規劃需求所進行徵購、採訪與情報蒐集，故典藏主

題性十分明顯。如研究者探索 1951 年抗美援朝主題圖

書，即可快速掌握資料脈絡。（參見表 2）

表 2：調查局典藏 1951 年抗美援朝主題圖書舉例

題名 作者 出版 出版年

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運動的報告

彭真 人民出版社 1951

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
總會宣傳部

1954

為祖國而戰為朝鮮人民
而戰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
和平反對美國侵略
委員會

人民出版社 1951

關於反美愛國運動的宣
傳提綱

共黨臺灣省委 1951

抗美援朝專刊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
和平反對美國侵略
委員會

1951

怎樣在農村中展開抗美
援朝運動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
和平反對美國侵略
委員會

人民出版社 1951

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
和平反對美國侵略
委員會

人民出版社 1951

伴隨各類資料之後，調查局研究人員往往就開始編

纂產生專題報告文件。譬如韓戰爆發後調查局編印《中

共援韓部隊何以很少投降》，內容提到：韓戰表面上是

聯合國對侵略者的戰爭，但因在戰場上的部隊絕大數仍

為美軍，因此中共部隊以為是對美軍作戰而非聯軍。過

去中共在大陸「勝利」時，仍有部隊向國軍投降，何以

在韓戰失敗時反而很少投降，主要原因有六：1. 中國固

有民族氣節很高，抗戰時中國軍隊很少向日軍投降；2.中

國近百年受外國壓迫，中日戰爭之時，美國民間仍以戰

略物資提供日本；3. 戰後在華美軍軍紀敗壞，這些事實

使中國人民不滿，甚至仇恨美國。中共部隊亦然；4. 中

共近年來的反美宣傳，反帝教育深入民心，更使中共部

隊不願向外國軍隊投降；5. 中共部隊多係土改、反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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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中徵集而來，他們與當地的地主、富農、中農，紳

豪已結下不解之仇。為了害怕報復，保護勝利的果實，

不得不跟中共走，而聯軍又未替他們開闢生路，使他們

自然不願輕易投降；6. 保家衛國是中國人民強烈的民族

意識，當美軍有意渡過鴨綠江進攻東北時，這容易就被

中共作為激發士氣之宣傳。最後，中共軍隊多控制在政

委手中。因此，調查局建議：聯合國軍隊應有中華民國

軍隊參加，使中共部隊了解其參戰是與聯合國作對，不

是對美軍作戰，美軍更非對侵略者。另外，美國應儘速

援助中國政府反攻大陸，才是最根本之道。又如 1954

年調查局編印之《越南停火後的東南亞局勢概論》，其

中調查局評估認為：1. 所謂「可倫坡集團」，包括緬甸、

印度、錫蘭、印尼、巴基斯坦等五個參與 1954 年「可

倫坡會議」（Colombo Conference）的國家，自詡代表中

立，可能為中共所利用。如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因喀什

米爾問題尚未解決。故中共一方面拉攏印度，另一方面

又由緬甸著手，將中立國擴大到高棉與寮國；2. 美國在

東南亞地區的經營不脫「圍堵」與「報復」的窠臼，甚

至「報復」的決心亦未具備；3. 美國對金門與大陳並無

協防意願，不但怕打局部戰爭，也怕捲入全面戰爭。類

似的觀點，後來也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宣

傳週報》所引用。這些文獻立場分析多，訴諸於事實，

以取得客觀研判，值得注意。

由於調查局早局發行小冊，封面加註「閱後請立即

銷毀」之類似字樣，流通不多，因此一般研究機構難以

獲得當時情治機關之分析。故除了得自於中共之特種資

料，另外調查局從 1952 年以後開始進行各類中共統計

與情報編印，提供相關機關之各類情報分析小冊，甚至

是廣泛徵集其他機關編印的小冊等灰色文獻，都值得重

視。

在研究調查局早期未公開發行資料最為有趣的地方

是，研究者往往可以發現該局研究報告與國家安全會

議、國家安全局情報研判委員會、外交部檔案、國民黨

《宣傳週報》與後來公開出版的《匪情研究》、《匪情

10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11(2000): 79。

11 「關於『華文電子書』資料庫」，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about/about-us （存取日期 2018/8/20）。

月報》、《共黨問題研究》、《中央月刊》在部分觀點

與情報描述上都有不少類似的地方，這也形成學者批判：

「其結果是大家的注意力相似，研究的結果雷同性極

高」、「在反共的氣氛要求政治正確的情勢下，大家的

研究的水平沒有提高，研究只是在重複從事低效益的體

力勞動而已。」10 另一方面，從觀點的流轉，也可一窺

資料文獻之間緊密的譜系關聯性與流通方式。

四、申請閱覽利用方式

近年來兩岸關係轉變，而調查局之組織任務已有所

轉變，1949 年以前之早期特種文獻在學術研究上之用

途，已高於其對鞏固國家安全之價值。因此，過去神秘

的情治機關資料，除了基於國家安全考量，該局圖書資

料內部業務使用範圍，則僅供業務相關人員利用以外，

早在 1980 年代就已對外開放部分中共原始書刊與文件。

一般本國籍學者只要透法務部調查局為民服務窗口聯

繫，並經政府機關或學術推薦，出具公函就可以在審核

閱覽資格後利用。至於外國學者則必須另經調查局國際

相關單位審核。惟因該局資料採閉架式存放，須由接待

人員協助調閱所需書、報刊資料資料，建議使用者可至

該局網頁 https://www.mjib.gov.tw/，點選調查局首頁 > 

工作重點 > 科技鑑識與研訓 > 兩岸情勢研究。以電郵或

電話聯繫所需資料之典藏狀況。

最後，國家圖書館 2015 年啟動了全國性的「臺灣

文獻合作數位化計畫」，廣邀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公共

圖書館、政府機關、研究機構等加入合作數位化計畫，

建置「華文電子書」資料庫 http://taiwanebook.ncl.edu.

tw。已陸續將調查局圖書藝文類圖書文獻納入，未來期

望以數位形式供全球讀者利用，成為國際上臺灣研究之

重要資源，以推廣海外臺灣研究、促進學術外交，進而

發揮臺灣研究的學術影響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