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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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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員: 滄海桑田

北方沙洲

鹿耳門

北線尾嶼

熱蘭遮城堡

熱蘭遮市街

南方港道

一鯤身

二鯤身

七鯤身

普羅民遮堡壘

普羅民遮市街

• 古地圖為1652年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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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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圖朝下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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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堡外城牆遺跡

1. 大員 6 / 22



從貿易商館到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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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社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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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6/21上任, 展開

報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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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溜灣社和約

• 目加溜灣社和約 (1629年11月底)

• 他們必須歸還被他們謀殺時, 奪去的我方人員的所有

頭顱和骸骨。

• . . .

• 原住民第一個有紀錄可查的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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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社和約 (1635/12/18)

荷蘭統治下,土地產權制度的起源:

• 我們 Tavoris, Tuncksuy, Tilulogh,和 Tidaros以整個麻豆地區的名義保

證,在全社收集根據我們的傳統作為裝飾品佩帶的被殺的荷人頭顱

及其他身骨,在新港交給牧師朱諾斯 (Junius), 我們所有的銃槍,其他
武器和衣物也包括在內。

• 我們帶來椰子和檳榔樹栽種,以示我們將所有的一切獻給荷蘭聯省

共和國的執政官, 包括我們的祖先流傳下來和我們現在麻豆社以及

平原地帶的管轄區的所有財產, 東至高山, 西至大海,南北至我們的轄

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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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王 (Quataong) 社和約 (1645/4)

大肚王社原先已有稅收制度:

• 承認該領主以往之權限,但以往諸村落向住民徵收之稅項,今後改由

公司收取,且不承認領主之世襲。

• 管理處死罪之權力,對人身、生命等之處罰行為, 要與政務員聯繫,交
由大員長官處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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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事件

• 小琉球事件 (1636年4–5月)

2. 從貿易商館到殖民統治 12 / 22



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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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明珠

中村孝志 (1997):

“1662年鄭成功之奪取臺灣, 對於東印度公司來說,

就正如喪失掌中明珠般的大打擊。”

• 中村孝志的結論是直接取用 VOC 帳簿上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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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的財政收入與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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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盈虧

財政收入

• 1646年以後的財政盈餘主要來自 「貿易毛利潤」,但「內地諸稅」也增

加不少

• 貿易毛利潤: 轉口貿易的利潤

• 內地諸稅: 殖民地本身生產活動之收入 (糖, 鹿, 稻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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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的會計制度

• VOC 的貿易毛利潤僅登錄於商品銷售點的商館的帳簿上

• 例如,在台灣買入絲, 運往日本出售, 貿易毛利潤登錄在

VOC在日本的商館上 (大員商館的會計帳上共無記錄)

• 那麼, 1646年後半貿易毛利潤之增加,主要是哪項商品?

— 胡椒

• 台灣的胡椒貿易的利潤為何增加?中國內戰使福建的胡

椒價格上漲 (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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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代會計原則重新計算財政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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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盈虧」為 VOC 的帳簿上的數字, 「利潤」為現代經濟學的概念重

新估算的結果

• 1636–1659年度,大部分時間的利潤都小於0

• 結論:台灣殖民地並非 VOC 的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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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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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的文化遺產

• VOC 至少編了3本原住民語言的辭典, 包括: 《福爾摩沙語

辭彙集》、《虎尾亽語辭典》及 《放索語辭典》

• VOC 留下豐富的文字紀錄, 包括 《熱蘭遮城日誌》, 《荷蘭

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以及《荷蘭人在福爾

摩莎》

• 新港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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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亽語辭典 (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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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書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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