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通史序」有關史事研究

林銀木木木

 0、前言

 「台灣通史序」一文，筆力過健，百讀不厭;而所揭藥之民族大義，更發人深省。

 惜文中所涉史事，課本汪釋不盡詳備，難以窺探台灣歷史之梗概，殊感遺憾^今天我們

 不是生於斯，便是長於斯，人人都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豈能對台灣史事有所不知?

 故筆者不揣謗陋，將文中有關史事十則，略作補述，俾使教學參考:

一丫荷人召乙之

 明天啟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年)，荷人派艦隊佔領了今天的台南市，在安平建「熱

 闖遮城」(今安平古堡在此加在赤嵌建「普羅民遮城」(今赤嵌樓在此)，以這兩座城

 為根據地，統治台灣三十八年，直到鄭成功奪回台滔為止。

 當時台織住民，以平埔族和高山族佔多數，中國移民居次，大約有十多萬人，而荷

 爾人只有二千八百多人。

 荷人對台濺的統治和經營，完全由東印度公司經手，其目的在執行貿易的獨佔政策。

 中國移民在東印度公司的支配下。從事台灣南部的土地開墾，為該公司帶來了極大

 的財富。東印度公司不但獨佔了台灣砂糖和米的輸出而獲得巨利，同時他們更勾結走私

 船和海盜船，收賢中國大陸的生絲和瓷器，運^^哇，每年獲得純利三、四十萬荷幣之

 多。今天C —九八一年)據世界銀行以一九七八年資料剛出版的報告顯示，各國經濟排

 名，荷蘭高居第八，可謂其來有自^

 荷蘭人在台灣開發農業，主要依賴中國人。當初島上沒有牛，也沒有馬，後來鄭芝

 龍運來一批牛，但為數很少。荷人就從印度買進一二二頭牛，在新港、蕭瓏各地開墾耕

 作。從此，中國移民有了足夠的畜力，而平埔族也開始學習使用。馬也經荷人之手輸入

 台灣，但不是用來耕田，只供官吏和軍隊使用。

 教化方面，荷人用羅馬字拼成蕃語，派教士傳佈教義，並興辦學校;至西元一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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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平埔族已有八成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其中四成對教義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中國移民文化程度較高，所以對荷人輸入的羅馬字和耕牛，並不感到驚訝。雖然如

 此，中國移民卻從荷人進步的建築技術學了很多東西。到今天台灣民間蓋房子，把磚瓦

 固定在牆上的時候，還有人使用一種釘鐵釘的刀法，這就是跟荷人學來的技術。還有荷

 人所燒的瓦很受重視，據說從前的文人墨客，有人把它當硯台來使用。現在台灣南部各

 地，仍然有被稱為「紅毛井」的大水井。很受地方人士的愛護，這也是當年荷人所開鑿

 的。

 不過，荷人在台灣以重稅殘酷榨取中國移民的血汗，迫使移民於西元一六五二年，

 公推自稱「日本甲螺」的郭懷一揭竿而起。雖然沒有成功，但最後終於從福建迎接鄭成

 功來驅逐荷人，完成克復台灣的使命。

^^ X^ X^

 今天荷人的菲力浦電器，在台滔頗享盛名，我國還向荷人訂購了兩艘潛水艇，荷人

 與我國的關係甚為密叨。殊不知幾百年前，它竟是進佔台灣的「不速之客」，但終究只

 是「過客」而已。

 二。鄭氏作之

 永曆十六年(西元一六六二年)，鄭成功在台灣人民的協助下，迫使荷人投降。荷

 人總督領著殘兵敗將退回巴達維亞，從此開始鄭氏三代二十三年的台灣統治。

 鄭成功一到台灣就定下屯田制度，發給士兵農具，開墾荒地，但不到半年，鄭成功

 就病逝了。到了鄭經一代，屯田開墾更有進展，成立了四十多個屯田區。又起用股肪之

 臣陳永華，獎勵民間種蔗，製糖、製臨、燒磚等業。其中製塭業的成果最為可觀，也把

 舊式的煎塭法改良成今天的曬臨法。

 在荷人統治時期的台灣，耕田全啡王田，不許土地私有，鄭氏時代才開始土地私有

 的先例。從此，人民有積蓄農業資本的希望，刺激了他們生產的意念，這對台灣農業生

 產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當時出現了一種「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的盛況，因此軍備更

 加充實。而平時還屢次宣撫平埔族，讓他們的子弟入鄉墊讀書，而且免除他們的搖役，

 以收教化之效。除此，開闢道路，發展交通，也促進了島上各方面之交流。

 鄭經又把明朝的法制和官制移用台灣，奠定了今天台南市的基礎。他採納重臣陳永

 華的建議，興建了今天仍保留在台南市的孔廟和武廟。學校和科舉制度也漸趣完備，台

 灣的教育與文化突飛猛進。鄭經也關心宗教，而建立了所謂七寺八廟，現在台南市東門

 附近的彌陀寺，"就是其中碩果僅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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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經雖然頗有建樹，可是此時清廷把大陸沿海住民遷到內地，對台灣實行經濟封鎖

 。另一方面日本的鎖國政策又一天天嚴厲起來，再加上荷人對鄭氏抱有宿仇，屢次採取

 報復行動，因而使鄭氏商船的海上貿易逐漸陷入窘境。在這種情勢下，抗清的實力漸漸

 喪失，加上鄭氏內部紛爭不已，至明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F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

 )，鄭克壞竟親自渡海向清廷投降，明朝正朔因此斷絕，台灣終於被劃歸清朝版圖。

^^ X^ X^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陸變色，政府遷台，據守金馬做為反共跳板，並控制

 台灣海峽，以便對外擴展經濟貿易，實為明智之舉。

 三．、清代營之

 康熙二^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四月，台灣收歸清朝版圖，從此到光緒二^一年

 (西元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一共統治達二百一^二年之久。

 清廷統治台灣的前二百年，除了欽差大臣沈葆櫃在台灣督辦軍務時(西元一八七四

 年)，設置了許多縣治和城郭，以及興建幾處砲台外，幾乎乏善可陳。最後幾年在劉銘

 傳的慘淡經營下，才煥然--新。使台灣走向了現代化。

 清廷接收台灣之初，群臣以台灣孤懸海外，易成賊顱，又嫌「有山則蔓草頑鑿，

 有水則洪濤鹵侵」，主張扼守澎湖，令台灣移民返回原籍。幸有施琅上疏反對，清廷才

 決定保留台灣。清廷當時之輕視台灣，可見一斑。難怪統治台灣之始，只採取消極政策

 ，進展緩慢。

 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起。劉銘傳奉詔任台灣巡撫，隨部逐步擴

 張軍備，採購槍械，修復砲台，創辦軍械機器局，生產小型軍械與彈藥。又在基隆與新

 竹間舖設鐵軌，在台北與頭圍間修築橫貫道路，因而使台灣的防備面目一新。當時台灣

 的海運，是由英國的道格拉斯輪船公司獨佔。劉銘傳為了和他們對抗，就從德國購輪船

 ，試航台灣與香港、南洋及大陸各省間的航線，並組織商務局與航運公司。另外還裝置

 淡水至福建閩江口之海底電線，也創辦電信事業，試行郵政制度。同時更徹底實行硫黃

 、樟腦的專賣，也獎勵礦業和茶葉。西式學校與西式醫院也漸漸設立，對原住民的教化

 和山地開發也齊頭並進。

 除此，劉銘傳建設台北市也功不可沒。當時台北城內的初步都市計劃，．知府陳星聚

 已進行一部份，而劉銘傳更使它發展為近代化。首先開鑿新式公共水井，供給城內住民

 清潔用水。又在繁華區的西門內外，點用瓦斯燈，以改善市容，後來在城內裝設電燈，

 市容更加壯麗起來。光緒十六年。當日本駐福州領事考察台灣的時候乙盛讚台北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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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劉銘傳建設台灣的功績甚鉅，其排除萬難，不屈不撓的精神，令人景仰。今天台北

 市內有銘傳國小，近郊又有銘傳商專;基隆火車站前，還立著劉銘傳的紀念碑，這都是

 紀念這位偉大的先覺的。可惜他在任六年，不堪亂民所擾，終於辭官返回大陸。

 不久，劉銘傳建設台灣的成果，部激起列強攫取之慾望。光緒二-^^一年(西元一八

 九五年)，也就是劉銘傳去世的前一年，台灣於馬關條約中割予日本，劉氏多年經營的

 成果，竟如此拱手讓人……。

^^ X^ XX

 今天台灣各方面的建設，正繼續進展中。十大建設的成果，有目共睹，^二項建設

 也帶我們走向新境界。台北市的建設更為可觀，高樓林立，工商發達，高架橋的捷運系

 統正展現在歐人面前，而地下鐵路部將動工。當我們享受這些成果時，應時時體念台灣

 開發的滄桑史，效法先賢精神，為台灣的未來開創新機運^

 四"終於割讓

 台灣通史，起自階代，終於割讓。

 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由於朝鮮東學黨之亂，清廷出兵援助，因而引起

 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慘敗，終於訂了出賣台灣的「馬關條約」，中國將台灣全島及所附

 屬各島嶼之開發權，及其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公有物品，永遠讓予日本，使台

 灣同胞身受五十年的亡國之痛，直到西元一九四五年台襪光復為止。

 對於台灣割讓，當時反對者很多。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反對運動，得到在京各

 省舉人一致共鳴。重臣翁同穌也不讚成割地，以南洋大臣張之洞為首的各省長也反對。

 而清廷以「彈丸之地，何足吝惜^」竟慷慨割之，致使負責簽約的李鴻章等人，頓時被

 國人指為賣國賊，群情譁然。

 而英、美、德、法各國為了自己利益，也不滿台灣割讓。台潑人民更是激動，群起

 反對;因為中法戰爭時，官民合作，好不容易才打退法軍，如今卻一槍不放就被交給日

 木，豈能甘心?因此，台灣島上戰雲密佈，但清廷依然履行條約。台灣人民只好自力抵，

 抗。乃有「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政權出現，擁立台灣巡撫唐景燃為大總統。日後更有劉

 永福、羅福星等抗日英雄，名留青史。

 五-。英人之^支

 道光十八年(西元一八三八年)，詔禁鴉片煙之入台灣口岸，犯者按律治罪。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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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督粵，奉詔嚴禁鴉片。英商不從，販毒如故，林則徐執英商買辦治罪，盡搜所

 藏鴉片，付之一炬，遂啟中英戰端，此為英帝國主義以武力侵略中國之始。其戰爭範圍

 ，由廣東而波及沿海重要商埠。

 道光二^t^一年(西元一八四一年)七月，英艦駛進雞籠(基隆)，向三沙灣開砲。

 該地守軍亦還砲應戰，擊中英艦，折其桅，該艦倉皇逃逸，竟觸礁船破，英艦官兵紛紛

 落水，七十餘人搶小艇逃去，留印度兵二^四名於破艦上，為我軍所俘。九月，英艦再

 度來犯，又為我軍擊退。翌年正月，英艦三艘復政大安港(台中大安溪P )，見我有備

 ，知不可敵，不戰而走。其中一艘又於倉皇中觸礁擱淺，被我軍俘獲英、印兵五十七人

 ，從此英艦不敢再窺台灣。

 擴台灣守將道姚瑩致劉韻珂書云:「雞籠之破夷舟，雖似衝礁;大安之破夷船，雖

 擱淺。然台中環甲之士，不懈於登河;好義之民，威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末失機宜

 。夷舟前後五犯台洋，草嶼卒得保守嚴體，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

 士民之力。」由此函可知當時軍民合作抗英之英勇表現。

二二

美船之役

 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三月九日，美船挪威號(Rover)自汕頭開往牛莊，中

 途遇颱風迷失方向，漂至台灣南端七星岩，觸礁沈沒。船長亨特夫婦，及水手等同上小

 艇，在鬼仔舟登陸，不幸遭土番狙擊，全被殺戮。惟有一華人水手逃避山中，晝伏夜行

 ，得以逃脫而述諸英領事。英領事命泊於安平之英艦至該地，擬救餘生者，但遭土番擊

 退。四月，夏門美國領事李善得^C，W．Le Gendre  )，坐美艦來此，亦遭土番政鑿，

 無功而還。最後只好向中國地方官交涉，閩浙總督竟答以「土番之地不隸申國版圖，難

 用兵究辦。」於是美國水師提督，奉命率兩艘軍艦來討生番。六月十九日，一百八十一

 名陸戰隊健兒又從鬼仔舟登陸，先由艦上砲盤山地，然後進軍，儼然如登陸諾曼第一般

 。此時土番散伏於巖墾蒼莽中，飛標擲石，放射毒矢。而山路崎嶇險阻，擁有新武器新

 戰略之美軍，毫無用武之地，竟至進退維谷，副艦長不幸中矢陣亡，美軍大敗而逃。

 此時，美國公使乃一再向清廷交涉，仍無結果。李善得乃偕通事六人與土番酋長直

 接交涉。談判結果，酋長允以保護外國漂流船生命財產之安全，並送還船長夫婦之頭鹿

 ，及劫奪之物品，並約定此後如有漂流船需要供給，應先揭紅旗由水手送至海岸，如刁

 見岸上紅旗，不許登陸。李善得自知不能再討便宜，只爭得面子，此事亦不了了之。

 七。法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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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年)由於安南發生政變，而惹起中、法間的局部衝突。

 當時李鴻章極力主和，就在光緒十年四月，與法國訂立「天津條約」。但清廷的主戰派堅

 決反對，後來果然因為諒山撤兵之事再啟戰端。於是法國政府以清廷違約為藉口，要求

 中國賠償軍費一千萬磅，並且泱以佔領台灣的基隆為擔保，中法戰爭因此揭開。清廷詔

 劉銘傳，加巡撫銜，督台軍務，增建砲台，駐守軍隊。

 六月一日，法艦攻基隆、滬尾。六月十四日，攻入基隆，毀砲台，並致書我方守將

 提督，限時投降。被拒後，乃從大沙灣登陸，為我軍擊退。於是封鎖海岸，但沒結果。

 八月十三日，法軍水師提督孤拔率艦，又進攻海岸砲台，打了七日，被我軍擊退。九月

 十五日，法軍再政基隆，佔領海港，我軍退守險要之地。十月八日，法艦估滬尾。光緒

 十一年正月廿八日，法艦砲攻獅球嶺，我軍退守六堵及暖暖街。法軍征戰多日，常罹疾

 病，無獲而退。二月十三日，孤拔率艦攻下澎湖，法軍在澎湖罹疾病死者日多，勢難久

 守。五月，中法天津條約結成，六月，法軍撤兵，孤拔於和議後，憤死澎湖，並葬於該

 地。

 入。、朱一貴之役

 朱寸貴，原籍福建漳州長泰人。傳說他是鄭成功的部將，鄭降後，隱居於鳳山羅漢

 ̂ (今高雄縣內門鄉)，專以養鴨為業。他為人豪爽好客，往來之人多故國遺民，於是

 他秘密連絡同志，準備反清復明的革命大業。'

 清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三月，鳳山縣的知縣出缺，知府王珍就派他兒子

 去代理。王珍的兒子橫徵暴斂，誅求無已，亂捕天地會會員和私伐山林的人二百多名，

 並一律處死，引起公憤。

 朱一貴乃聯合志士五十二人，在鳳山羅漢門起義，以「大元帥朱」的軍旗為號召。

 同年四月十九日攻佔岡山，擄獲清軍大批武器，明朝遺民都聞風響應，知縣王珍等坐船

 逃往澎湖。朱一貴自起兵日起，僅七天功夫就佔領了全台灣，被擁為「中興王」，因他

 養鴨為業，老百姓都叫他「鴨母王」。

 朱一貴部位那天，頭戴「通天冠」，身穿黃袍，腰紮玉帶，祭告天地及延平郡王，

 然後論功行賞，大封公侯，儼然一個獨立國的姿態。後因與杜君英爭權而發生內訌，終

 於被清兵所敗。四月二十日，台灣府城失守，朱一貴被俘處死，王朝成立沒幾天就崩潰

 了。．

 朱一貴的革命，雖如晏花一現，可是卻對日後革命有不少影響。現在台灣南部還有

 一種傳說，謂當年「鴨母王」朱一貴養鴨的時候，手拿一支丈多長的竹竿，指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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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隻鴨子就跟他走向何方，附近百姓說他是「損龍天子」，這也是他能發動民族革命

 的因素之一。

 九、林爽文之役

 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人。來台後住在彰化大里庄，由於善於經營農業而致大富。

 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林爽文加入了天地會，此為反清復明的地下組

 織，因勢力龐大，清廷不敢貿然打草騰蛇。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知府孫景隧突然大澹下令逮捕天地會黨人。結果人心惶惶，都

 到林爽文家避難，並勸他趁機發動革命，但他認為時機尚未成熟。"

 同年十一月上旬，孫景隧又大事清剿，並放火燒黨人房屋，並緝捕林爽文，致使幾

 百個無家可歸的婦女孺予在路上哭號。林爽文忍無可忍，就在十一月廿七日發雞，政下

 彰化縣城，殺死知府孫景隧祭天。後來蕊人又攻下淡水，殺死巡撫張芝聲。

 此時革命軍一致擁護林爽文為盟主，他頭戴黃櫻金龍帽，身著麟袍玉帶，高高在上

 ，坐在革命軍的司令台上，全民大喊「萬歲!」

 不久，林爽文又攻陷諸羅，殺死知縣董啟延等。待攻下鳳山後，自稱「南路輔國大

 元帥」，準備與同鄉莊大田聯合進攻台灣府城。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清廷因調兵遣將，仍無功而退，乃調用川、湘、黔、粵四省兵

 ，抵達鹿港增援，才將林爽文打敗。林爽文逃入阿里山，乾隆五十三年一月四日，竟囑

 其友人綁他領賞，旋被處死。

 林爽文反清復明的革命事業，歷時達三年之久，規模之大遍及全台灣，清廷動用大

 陸四省兵率才算平定，這是清朝統治台灣二百一-F二年中最大的一次革命。

 十、美麗之島一^^-福爾摩沙

 自古台灣的名稱，異說甚多，如「東鯤」、「夷洲」、「流求」、「東番」……等

 ，其中牽強附會在所難免。而「台涵」一名，明代已有之，到了清朝設台灣府，始正式

 採用「台灣」之名。

 連雅堂的「台灣通史」謂:「或曰台灣原名『埋冤J (閩南語音與口台灣』同)，

 為漳泉人所號。明代漳泉人入台者，每為天氣所害，居者輒病死，不得歸，．故以埋冤名

 之，志慘也。其後以埋冤為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說云。」

 至於「美麗之島」這名稱何由而來?原來是這樣的:自從哥倫布發現新航路"饞，西

 方各國爭奪海上霸權，荷爾人奪取了爪哇，西班牙人佔領呂宋，葡萄牙人租借了澳門。

 ，一;2^^ u



 其中的葡萄牙人，是十六世紀的海上霸王，他們為了做生意和傳教，經常往來中國

 、日木、南洋之間。

 當他們經過台灣東部的太平洋時，遠望台灣島，看到山林蔚然，鬱乎蒼蒼，海邊帆

 影搖咀，陸上人跡點點，宛如一塊海上翡翠。當時台灣火山尚稱活躍，故夜間航行時，

 看到活火山成為天然燈光，照耀著高室重嶺，以及山川豁谷，蔚為奇觀。他們驚異之餘

 ，不禁用葡語大呼:「福爾摩沙(Formosa  )   !」意部「美麗之島」。從此「福爾摩沙

 」在地理學上，成為台灣的歐文名稱。

 後來，法國一個地理學者說:「在世界各大洋上，能稱得上『福爾摩沙』的島嶼，

 除台灣之外，我尚未看過。」他更說:「台涵確實美麗，尤其是台灣的東海岸更是美麗

 無此^」

 總之，西方人看台灣的形態，如同一條甘藹，他們認為台潑之地甜如蜜，他們肯定

 台灣的錢，必定淹過腳目。從此，對台灣則虎視耽耽……。

XX XX X^

 以上補述十則，均參考有關台灣之史書，然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斷正是

 幸!

 附:參考書目

 一、台灣通史(連橫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二、台灣叢談(台灣史蹟研究會彙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三、台灣歷史百講(馮作民著，青文出版社印行)。

 四、台灣的歷史與民俗(林衡道著，青文出版社印行)。

 五、台灣舊事譚(林東辰著，大舞台書苑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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