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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課程概述

本課程最早由本曹永和老師講授，課程重點是探討臺灣史與東

亞海域的關係，類似傳統史學中的對外關係史或交通史。課程

係針對研究所同學的學習而設計，將以各個專題討論的方式，

著重每個專題的研究史、重要著作介紹，並要求同學撰寫研究

回顧、閱讀心得等，共同討論。

課程目標
使同學能了解此一領域的相關史料、研究史、研究成果及研究法

等。

課程要求 上課聽講、討論與報告寫作

參考書目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近代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社科所552.2 3114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的東方)，2001。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聯經，2005

評量方式
學期成績：平常分數佔 30％、期中報告績佔 30％、期末報告成

績佔 40％。

上學期



第一周、導論(一)

台灣史的研究現況及思考

吳密察，〈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當代》100，頁78-97

曹永和，〈台灣島史研究的另一途徑──「台灣島史」概念〉，《台灣史田野研究

通訊》15，1990/6，頁7-9。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1，1985）。

翁佳音〈臺灣近代史初期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49：1，1998）。

第二周、導論(二)

台灣史的研究走向

第三周、東亞及東亞海域 念的討論概 (一)

東亞世界、環太平洋文化圈、東亞海域史、東南亞史等概念的討論

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Rowman & Littleield,

2002.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 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 近代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社科所552.2 3114

濱下武志，〈檢討東亞地域之歷史動力的諸課題─宗主權型、主權型、網絡型統治

的競合〉，許介麟主編，《中國與東亞─21世紀的課題》，台北：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

究中心，1998。

川勝平太，《文明 海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 1998。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白銀資

本：重視經濟全球化的東方)，2001。

第四周、東亞及東亞海域 念的討論概 (二)

東亞世界、環太平洋文化圈、東亞海域史、東南亞史等概念的討論

第五周、東亞海域 究史簡介研

本課程討論的課題：港市、商業組織、貿易物品、路線與船隻、貨幣信用、國家政

策與角色、貿易圈等。

李毓中，〈西班牙與台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文獻》

(52(3)，2001/9，頁357-371。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有關台灣史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

(19(3)，2000/8，頁362-371。



第六周、專題討論：港市 究研 (一)

港市的研究(形成、發展、沒落，以及在區域內的重要性)，如澳門、香港、大員、北

港、雞籠、淡水、馬尼拉、麻六甲等。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第七周、專題討論：港市 究研 (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聯經，2005

陳宗仁，〈西班牙統治時期雞籠堡壘的興築與毀棄〉，《台灣文獻》54:3期，頁

17-39。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

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台灣西南海域貿

易情勢的變遷〉，刊於《漢學研究》21:2，頁249-278。

Heyns,Pol，〈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人在大員一帶的經濟關係(1625-1640)〉，

《漢學研究》，89.06。

陳宗仁，〈略論晚清臺北與上海的關係：以國家圖書館藏基隆海市圖為例〉，臺

北市文化局主辦，「第二屆臺北學學術研討會」。

包樂史、吳鳳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

包樂史、吳鳳斌著，《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2)

李金明，《漳州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包樂史著，庄國土等譯，《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7。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

Boxer, C.R., “Macao as a Religious and Commercial Entrepot in the 

16ty and 17th centuries.”.Acta Asiatca 26 (1974), pp. 64-90.

生田滋，〈東南貿易港形態機能─十七世紀初頭中

心〉，收入《世界歷史13 南世界展開》(東京：筑摩書房，

1979)，頁 255-270。

Santamaria, Alberto, “The Chinese Parian.” In Felix, Alfonso Jr. 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p.67-118.

第八周、專題討論：港市 究研 (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九周、專題討論：商業組織(一)

商業組織如VOC、East India Company或鄭成功集團、海商集團等的組織、運作、

利潤、郊商。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田中則雄，〈強制栽培制度〉，收入《世界 歷史 13 南 世界 展開》  (東京：

筑摩書房，1979)，頁256-258。

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 上編》(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

員會，1988。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台灣的貿易與原住民〉，刊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台灣商業

傳統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45-80。

翁佳音，〈十七世紀東亞大海商亨萬(Hambuan)事蹟初考〉，《故宮學術季刊》

94.06

Blussé,  Leonard,  “Minnan-jen  of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 in Vermeer, E.B.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New York: Brill, 1990), pp. 245-264.

林偉盛，〈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1635-166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89.06

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

(16(2)，1998/12，頁 29-59。

鄭瑞明，〈台灣明鄭與東南亞之貿易關係初探─發展東南亞貿易之動機、實務及外商之

前來〉，師大歷史學報。

Blussé, Leonard,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 

(1996), pp. 51-76.

卓克華，《清代的商戰集團》，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

第十周、專題討論：商業組織(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一周、專題討論：商業組織(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二周、專題討論：商業組織(四)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三周、專題討論：商業組織(五)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四周、專題討論：貿易物品(一)

商品如絲、茶、米、鹿皮、硫磺等的產銷、興衰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貿易，1622-1662〉，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1998，未刊。



林偉盛，〈荷據時期臺灣的國際貿易──以生絲貿易為主〉，《國史館學術集刊》

94.03 

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台灣島史：

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0年 10月，頁 1-19。

金武正紀，〈舶載陶瓷器 琉球 海外貿易─中國陶磁器 中心 〉，收入   

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編集，《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四)》(那霸：

編者刊行，1993，頁 339-364。

知念勇，〈中國交易 沖繩出土 中國陶瓷〉，收入沖繩縣立博物館編集，《沖繩出土 

中國陶磁  -H.氏調查收集資料》(那霸：編集者刊行，1983)，下冊，

沖繩本島編，頁 115-116。

第十五周、專題討論：貿易物品(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六周、專題討論：貿易物品(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八周、專題討論：貿易路線與船隻(一)

航線的形成與轉移、天候影響

船隻的研究(包含航行技術、造船技術、船上人員分工、船載量)，如中國帆船的建

造、經營、內部運作。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Armando  e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  Cortesao,  ed.,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7.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江樹生翻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台北：

漢聲出版社，1997。

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明鄭商船之研究〉，《史聯》7。



下學期

第一周、專題討論：貿易路線與船隻(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二周、專題討論：貿易路線與船隻(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三周、專題討論：貨幣信用(一)

貨幣信用如貴金屬供應源、金銀比價，資本來源、運用與去向，僑匯的寄送等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Atwell, William S., “Notes on Silver, Foreign Trade, 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Ching-

shih Wen-ti 3:7 (1977/10), pp. 1-33.

Boxer, C.R., “Plata es Sangre: 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 1551-1700.” Philippine Studies 18:3 (1970/9), pp. 457-478.

Garner, Richard L., “Long-Tern Silver Mining Trends in Spanish Ame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u and Mexic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4 (1988/10), pp.898-

935.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1972)，收有多篇有關西班牙

白銀流向的研究。

第四周、專題討論：貨幣信用(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五周、專題討論：貨幣信用(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六周、專題討論：國家政策與角色(一)

國家貿易政策，如中國的海禁、十三行制、日本的鎖國、呂宋的排華等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Pearson, M.N., “Merchants and States,” in Tracy, James D.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1-116.

鄭有國，《中國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陳尚勝，《懷夷與抑商：明代海洋力量興衰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7。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0。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

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台灣 (1565-1642)，收

入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台北：

樂學書局，2001)，頁 31-61。

Borao, José E., “Fleets, Relief Ships and Trad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inas, 1626-1642.” Maritime History of 

East Asi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Yung-ho Ts'ao, pp. 1-29.

Dyke, Paul A. van, “How and wh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ecame 

Competitive in Intra-Asian trade in East Asia in the 1630s.” 

Itinerario 21:3 (1997), pp. 41-56.中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30年代東

亞的亞洲區間貿易中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原因與經過〉，暨南史學89.06

陳宗仁，〈Lamang地名考釋：兼論1622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東亞政策的轉

變〉，《台大歷史學報》35期，頁283-108。

陳宗仁，〈十七世紀中西(班牙)交通史的轉折──雞籠據點的經營與菲律賓總督

中國政策的挫敗(1626-1642)〉，收入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編，《天主教輔

仁大學歷史學系成立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編者自刊，2003) 頁

253-288。

陳宗仁，〈略論晚明月港的開禁問題：兼論通商舶、徵商稅與福建軍情轉變之關

係〉，發表於第十屆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宗仁，〈西班牙文獻中的福建政局(1626-1642)──官員、海盜及海外敵國的

對抗與合作〉，《帝國相接界：西班牙時期台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臺南：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6)，頁323-338。

第七周、專題討論：國家政策與角色(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八周、專題討論：國家政策與角色(三)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九周、專題討論：國家政策與角色(四)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周、專題討論：國家政策與角色(五)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第十一周、專題討論：貿易圈的形成與轉移(一)

雙邊關係：閩南與呂宋、長崎與澳門，如較大的貿易圈：環中國海域、蘇錄海域

或整個東亞海域的關係

研究史、史料與成果簡介

曹永和，〈環 海域交流史 台灣 日本〉，箭內健次編，《鎖國日本 國際   

交流》(上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 613-639(鍾淑敏等譯，〈環中國海域交

流史上的台灣和日本〉，《台灣風物》(41(1)，1991/3，頁 17-43。

Parker, Geoffrey and Smith,Lesley,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s’ao  Yung-ho,  “Taiwan  as  an  Entrepôt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inerario 21:3, pp.94-114.(中譯文見曹永和著，陳宗仁、陳俐甫合譯，〈十七世紀作

為東亞轉運站的台灣〉，《台灣風物》(48(3，1998/9，頁 91-116).

葉振輝，《清代台灣之開埠》，台北：標準出版社，1985。

第十二周、專題討論：貿易圈的形成與轉移(二)

文獻與重要論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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