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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堡外城牆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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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堡與大員市鎮 (1640年代)

殘留至今的外城牆

外城牆 稜堡
稜堡

稜堡

絞刑臺
大員市鎮

官邸

商館

• 此圖朝下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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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街即華爾街

• 沿著熱蘭遮堡東面城牆的一條街,今天名為古堡街, 當時

則稱為 Wall street (雲海龍吟, 2009)

• 今天紐約的曼哈頓也有一條街道名為Wall street (華爾街),

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 兩條 Wall Street 都是荷蘭人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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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員及附近地區 (1652)

北方沙洲

鹿耳門

北線尾嶼

熱蘭遮堡

大員市街

南方港道

一鯤身

二鯤身

七鯤身

赤崁

普羅民遮堡壘

普羅民遮市街

從成大到熱蘭遮堡,大約6.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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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東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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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東印度公司

• 聯合東印度公司 (VOC) 創立於1602年, 總部在阿姆斯特

丹, 目的是要開發東印度地區的貿易機會

• 1619年, VOC 占領爪哇的巴達維亞 (今印尼的雅加達)

• 1624年8月,在明朝政府的要求下, 荷蘭人退出澎湖,前來

大員建立貿易商館

• 17世紀的通訊:大員— 巴達維亞— 阿姆斯特丹

日誌與書信集: DZ1 (2000), DM1 (2007), 程紹剛 (2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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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一帶

• 荷蘭人設立商館初期, 與荷蘭人互動較多的原住民是新

港, 蕭亽, 目加溜灣, 與麻豆社, 為方便說明,以上4社所在

的位置稱為 「西拉雅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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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原住民

荷蘭人的記錄:

• 鹿很多

• 原住民與漢人及日本人交易, 鹿皮出口到日本, 鹿脯出口

到福建

• 分工:女生負責耕種, 採集與捕魚, 男生負責打獵與打仗

• 原住民之間爭戰不休,能從戰爭中帶回敵人頭顱者是社內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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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ius (1628): 強制墮胎制度

• Candidius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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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 (1797): abortion

• Malthus (1826), 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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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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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的解釋

• 馬爾薩斯:台灣原住民的人口過多, 食物不足

• Shepherd (1995)不同意:

西拉雅族原住民身材高大, 表示健康情況良好, 應該沒有

糧食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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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柏的解釋

• 原住民男女分工:女生負責耕種, 採集與捕魚, 男生負責打

獵與打仗

• 男生: 年齡階級 (age group)制度

• 第1個階級 (大約17–40歲) 的男生負責作戰與狩獵,

第2個階級 (40歲之後) 與妻子同住,協助耕種

• Shepherd (1995, 頁33–34): 男子如果已有小孩,上戰場會

有後顧之憂,因而影響其作戰表現

• 羅馬帝國在第1與第2世紀也有類似的管制, 禁止軍人結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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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 .

• 除了西拉雅地區之外,台灣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也有年齡階

級的制度,例如, 東部的阿美族與卑南族,但他們並無強制

墮胎制度

• Shepherd (1995,頁66)猜測: 「可能是因為西拉雅地區的衝

突較激烈」

“perhaps intense warfare leading to severe age grade

discipline, religious radicalism demanding abortion for

headhunters’ wives”

• 為何西拉雅地區的衝突較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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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產貿易與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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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的河狸毛皮貿易

• 17世紀初, 法國商人前往魁北克地區 (Quebec),向當地的

印第安人購買河狸毛皮 (beaver fur)

• 河狸毛皮是保暖衣服與帽子的材料

• 魁北克的河狸毛皮出口後, 毛皮的價格上升, 捕獵的利益

上升,原住民的利益衝突也上升

• 如何解決利益衝突?

• Leacock (1954):印第安人劃分土地並指定為私有地,各人

都在自己的土地上捕獵河狸,利益衝突的問題獲得解決

• 建立土地產權制度可以減少利益衝突, 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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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鹿脯皮角貿易

• 台灣鹿脯皮角何時出口?

可能是在16世紀晚期, 鹿脯出口到福建, 鹿皮出口到日本

• 鹿脯皮角出口使價格上升,利益衝突也上升

• 大員是台灣鹿脯皮角出口的主要地點,也因此西拉雅一帶

成為利益衝突的中心

• 西拉雅一帶,平均每社人口最多 (狩獵為勞力密集產業)

3. 鹿產貿易與利益衝突 19 / 34



西拉雅強制墮胎

• 但是, 鹿會到處遊走, 即使建立私有土地產權制度,也無法

化解捕獵的利益衝突

• 結論: 西拉雅原住民發展出強制墮胎制度,原因可能是這

地區是鹿脯皮角出口的主要地區,利益衝突激烈, 而且無

法以土地產權制度化解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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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館到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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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社事件

• 荷蘭人於1624年建立商館之前,台灣的鹿產與出口是由

原住民, 漢人, 日本人合作創造出來的

• 1624年, 荷蘭人加入後, 引發不滿

• 1629/6/13: 荷蘭人前往麻豆社搜捕漢人海盜

• 回程渡河時,原住民發動突擊, 殺死所有荷蘭人, 僅有一名

漢人翻譯與黑人奴隸逃走

• 第4任台灣長官普特曼斯 (Putmans) 於1629/6/21上任, 想

要展開報復行動,但武力不足,先攻打戰力較小的目加溜

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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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溜灣社和約

• 目加溜灣原住民被打敗, 與麻豆社人前來求和:

• 歸還被謀殺的荷蘭人的頭顱與骨頭,

• 歸還荷蘭人的武器,

• 每年進貢。

• 原住民與荷蘭人第一個和約,但原住民後來並未遵守

• 1635/11/23, 荷蘭人出兵攻打麻豆社,原住民戰敗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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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社和約 (1635/12/18)

• That all the relics which they still possessed, be it of beads or garments,
should be restored to us.

• That they were to pay a certain contribution in pigs and paddy.

• That every second year they should bring two pigs to the Castle on the
anniversary day of the murder.

• That they should give u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ir country, and as a
symbol thereof place at the feet of the Governor some little pinang and
cocoa trees, planted in the earthen vessels in the soil of their country.

• That they should promise never again to turn their arms against us.

• That they should no longer molest the Chinese.

• That, in case we had to wage war against other villages, they should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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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

• 麻豆社和約是 VOC在台灣殖民統治的起點

• 原住民歸順東印度公司,土地也變成東印度公司所有

• 但原住民保有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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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禁止墮胎

• 荷蘭人在1630年代中期建立殖民統治政權後, 即禁止強

制墮胎,並由傳教活動改變西拉雅族夫妻分居的制度

• 但是,以上的政策並未減輕捕鹿的利益衝突

• 荷蘭人建立殖民統治政權後, 即獨占鹿皮出口

• 為了提高出口, 引入中國人來台灣捕鹿 (最晚在1637年),

原住民與漢人的利益衝突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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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耗竭到資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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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鹿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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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中國獵人前來台灣, 1638與1639年鹿皮出口增加,但是1640年,
鹿皮出口劇減

• 原因: 漢人是挖陷阱捕鹿, 造成鹿資源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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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保育

• 荷蘭人很快改變政策, 禁止中國獵人捕鹿, 後來也管制原

住民捕獵的期間

• 改變政策之後, 鹿皮出口回升,但原住民捕鹿的利益衝突

仍然存在

• 1650年, 西拉雅一帶劃分獵場,但效果如何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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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獵場分區 (1650年)

1

2

3

二林

虎尾壠 (崙背)

他里霧 (斗南)

諸羅山 (嘉義)

哆囉嘓

麻豆

新港 (新市)

蕭壠 (佳里)

大員 (安平)

目加溜灣 (灣裡)

大武壠 (玉井)

大目降 (新化)

1730 年代, 台灣已無鹿皮出

口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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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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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亽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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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書 (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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