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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台湾史》

内容概要

原来——
郑成功时代，台湾人不信奉妈祖
先住民头目制度是荷兰人所设立的
三百年前，台湾商人就采用股份集资⋯⋯
十三篇精彩翻案，让你重新认识台湾的真正历史！
台湾地理位置特殊，历经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十七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
，纳入清朝版图，政权变动频仍，族群融合多样，文化发展多元。
错综复杂、浩如烟海的历史，多少是道听途说，哪些被颠倒黑白？
与事实不符的偏见与误写，造成了历史的歪曲与误解
《被误解的台湾史》带你拨开史实的层层迷雾，认识台湾的真面目。
你以为：“唐山过台湾”是不得已的悲情选择
事实是：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你以为：郑成功靠强势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
你以为：妈祖庙全台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
事实是：妈祖信仰普及化是清朝统治的操作手段
《被误解的台湾史》以历史主题为纵轴，以近四百年时间为横轴，立体架构真实的台湾面貌；以生动
故事叙述方式、配合精采图片说明，完整呈现三百多年来的台湾真相。《被误解的台湾史》——你一
定爱读的极简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说书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翻案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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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台湾史》

作者简介

骆芬美
台湾云林土库人，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
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辅仁大学劝人教育中心兼任。教学颇受肯定，曾获“优良教师奖
”
九八新闻台《九八讲堂》台湾史主讲人
早期研究中国明代史，今年深入涉猎台湾史，致力透过讲故事方式，让大众了 解、认识台湾。同时勤
于走入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与拍摄，为本书增添临场感与可读性
著有《三杨与明初之政治》、《明代官员丁忧与夺情之研究》
http://tw.myblog.yahoo.com/fenmei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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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台湾史》

书籍目录

目录
推荐序　历史去伪始见真相 宋光宇
推荐序　我爱说“古”的姐姐 骆芳美
作者序　因缘际会台湾史
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你以为：四百年多前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并命名为“福尔摩沙”
事实是：葡萄牙人只是经过并未登陆，真正登陆且称呼“福尔摩沙”的是西班牙人
2.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你以为：一六二四年，荷兰人积极且主动的占领台湾
事实是：荷兰人来台湾，是明朝官商勾结的分配结果
3.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你以为：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始有出口扩张和转口贸易政策
事实是：荷兰时期，台湾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全球经济网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4.汉人移民台湾
你以为：当年汉人“唐山过台湾”是情非得已的悲哀
事实是：荷兰时期，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5.荷兰人和先住民
你以为：台湾先住民的头目制度是部落既有的传统
事实是：先住民头目制度是由荷兰人创立的
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你以为：郑成功直接用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武攻之前，郑成功早已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
7.郑经和英国人
你以为：十七世纪时，英国人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郑经带着英国人从台湾到中国，导致后来的鸦片战争
8.两岸谍对谍
你以为：两岸政治谍对谍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
事实是：明郑时期，两岸间的政治谍对谍就已然存在
9.明清皇室来台
你以为：清朝嘉庆皇帝曾来过台湾
事实是：明清皇室成员只有明朝宁靖王朱术桂在台湾住了十八年
10.玄天上帝与妈祖
你以为：到处可见的妈祖庙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
事实是：推广妈祖信仰是清朝统治者的手段
11.台湾弃留
你以为：郑克塽投降后，康熙因施琅建议而纳入台湾
事实是：康熙经过十个月考虑才做出决定，对台湾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2.一府二鹿三艋舺
你以为：台南、彰化鹿港、台北万华（艋舺）是清朝廷开发的
事实是：这三大港口城市全是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13.客家人的义民庙
你以为：义民庙只是客家人的一种民间信仰
事实是：义民是客家人在以闽南人为主的早期社会中取得合法身分的重要管道
征引书目

Page 4



《被误解的台湾史》

精彩短评

1、纠正了一些民众对于台湾的错误认识，但大多一带而过平铺直叙没有过多的深入，文笔又像是论
文，面沉似水，相当无趣。
2、内容还行，但是kindle版的质量实在是糟糕
3、看各章的目录就差不多了
4、其实我比较想看日据时期。想必也是“矮个表亲”吧。三星半
5、有点意思
6、虎头蛇尾。观点很清晰。
7、kindle
8、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补充了一些我们以前忽略掉的史实，但我觉得并没有说颠覆掉以往认知的程
度。读完倒是可以部分理解要求独立的人的史观，即将“中国史”作为“台湾史”的一部分，而不是
我们常说的台湾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
9、读多了历史书，不知道相信谁的了。
10、史实本来就是由人来叙述和记载的
11、我要重新审视14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了
12、差不多是去年这个时候，刚来福建时读过的关于台湾史的书。今日整理kindle电子笔记时，又找出
来随意翻了翻。乱七八糟的史料看多了，愈加感到一种多元利益的均沾与纠葛。说实话，豆瓣其实算
不上是一个适合读正经书的地方。但，有时，恰是这种泛滥的矫情，冲淡了真实的乏味。瞎翻点书，
逃避现实，也逃避理想，又何尝不是一种腐朽的理想主义呢
13、荷据明郑清统，贸易利益融合。
14、知道反清复明口号的本质
15、2014.8.10
16、自2012年以来花了很多心思去了解台湾，认识台湾，特别是对台湾史最感兴趣。这本书是亚马逊
的赠书，里面涉及了十三个主题，觉得写得最好、也最有兴趣的是当时台湾与日本、大陆、东南亚以
及英荷的国际贸易关系，把各方的利益描述的淋漓尽致，真是一本极佳的国际贸易读本。其次是台江
内海发生的各种事件，叠加在一起，很有些意思。
17、浅显，有参考性
18、有点意思，纠正了我一些曾经错误的看法
19、通俗的台湾简史，不够丰富，但选材还算有理有据，但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论述的
方便也比较少。
20、虽没多么“有意思”，但历史和图像化说明总让我来兴致。装订巨差无比，看一页掉一页
21、6月13日开始读，断断续续地，7月28日中午在地铁上读完。任何史书，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生动
不枯燥”，都难逃满篇抽象罗列史实的常规写法。而对于我这个感性过剩理性不足的人来说，就是难
以消化的。所以，了解历史，还是得靠读有历史背景的小说。
22、还行吧，流水账式的，看完了啥都不记得，但很值得一做⋯⋯
23、前言部分不是很好，不过内容倒是深入浅出。特别是关于客家人在台湾义民信仰的介绍部分。
24、讲述的是清末之前的台湾历史  有很多知识确实是不知道 偏经济角度来叙述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
略嫌标题党 还不够HIGH
25、有点少。是不是后面的不方便在大陆出版啊
26、有台湾被荷兰统治的时代，有台湾被清朝统治的时代。但是没有讲台湾的日据时代及以后的历史
，觉得不太过瘾。   #DayOne#
27、呵呵 看了三分之一实在忍无可忍弃
28、这本书对一些常识进行了反驳，并用史料进行了佐证。比如郑成功打赢荷兰，最大的原因是，郑
氏阻碍荷兰的海上贸易，而非军事上的。这些见解都很有意思。
29、我是怀着反清复明的心态看这书的。明末以前台湾的历史几乎是空白的，成为中国国土也只不过
几百年，不像百越那样消失得干净，何况还有原住民。当然我还知道了妈祖的事情，客家人和闽南人
的械斗，当然脱离不了的是郑成功。看的电子版，很少耐心看完电子版的书，不过写的是历史，而且
是地方史，那就有研究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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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台湾史》

30、郑成功祖孙三代入住台湾居然是为了反清复明，台湾居然是清朝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妈祖居
然不是民间自发孕育起来的信仰。
31、西班牙人称台湾福尔摩沙，荷兰最早占领台湾，汉人纷纷来台，郑成功以经济封锁赶走荷兰人，
妈祖信仰是清朝推广的⋯⋯以13讲说清台湾近代发展历史。
32、果然还是不太喜欢看这类太遥远的历史
33、序的观点新颖，不过整本书看个序就够了
34、讲了1553-1860
35、简洁的文笔，让本书读起来非常顺畅，一气呵成。那些我们以为的事情，其背后还有另外的原因
。
36、20141013
37、通俗，新颖，欠深。
PS，台版第七章是“从台湾到中国”，大陆版则是“从中国台湾到大陆”，细节处见隔阂啊！
38、2016年读完的第一本书，了解台湾历史。
39、料挺足的，喜欢每章最后的时间顺序表
40、不知道为什么～看不下去
41、因为有去台湾旅行的计划，最近读了几本关于台湾的书。如果想了解台湾历史，那么读这本《被
误解的台湾史》和《我们的历史·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
42、在全球化和中心区域不断向边缘扩张同化的当代，本土化的的思潮同样不能忽视，台港疆藏都如
是。光是书里荷兰人草创台湾政治和议事组织，明郑集团的商业精神就颇有趣味。
43、我原来也不了解台湾历史，所以也没有误解之说。郑成功说白了就是海上强盗，靠海上贸易发家
致富，包括驱逐荷兰人出台湾，施琅原也不是一心一意为清廷卖命，私心和私仇。原来台湾也有正宗
明氏后裔。
44、了解台湾
45、多一点了解台湾
46、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谁都可以来打扮一下。看到一些历史人物的缺点，同时也看到闪光点
47、还不错啊，可以简略地了解台湾的历史。
48、经济利益推动政治和历史的发展
49、    中学历史课本即视感
50、我也是读到三分一直接弃之，食之无味，虽然有配图，实在是乏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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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台湾史》

精彩书评

1、本书主要讲述了1553年至1860年（荷兰统治至清朝统一台湾）之间的一些极易被人误解的一些历史
认知。不推荐不了解台湾史的人阅读。本书主要观点：1.葡萄牙人当年只是经过台湾并未登陆，真正
登陆并且称台湾为“福尔摩沙”的是西班牙人。2.荷兰人占领台湾并非主观意愿，而是明朝官员和商
人“共同努力”的结果。3.荷兰占领期间，台湾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全球经济网中占有重要地位，荷
兰从明朝进口丝和其他商品然后转卖日本和其他国家获利。4.荷据时期，明朝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
，纷纷渡海而来，从事捕鱼、狩猎、种植以及经商活动，而汉人劳动力成本较低，荷兰鼓励汉人来台
。5.荷兰经过一段时期彻底征服占领区域的台湾先住民后，创立了先住民头目制度。6.郑成功在武力收
复台湾之前，已经通过经济封锁使荷兰人的贸易陷入瘫痪，汉人何斌逃离台湾投靠郑成功，说服郑成
功攻打并占领台湾。7.为开辟财源，郑经以台湾为据点，和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英国进行贸易，英
国人由此进入中国大陆，以致后来发生鸦片战争。8.明郑时期，台湾与清朝两岸之间的政治谍对谍就
已然存在。9.明清皇室成员中，在台湾住了18年的是明朝宁靖王朱术桂。10.台湾到处可见的妈祖庙不
是自然发展的民间信仰，而是清朝统治者的推广所致。11.郑氏投降以后，清朝康熙皇帝经过10个月考
虑才做出决定正式占领台湾，建立地方政府。12.台湾最重要的商业据点府城（今台南）、鹿港（位于
彰化县）、艋（今台北万华）全是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13.义民是客家人在以闽南人为主的早期
社会中取得合法身份的重要管道。
2、由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政权变动频繁，因此，一直以来，台湾的历史迷雾重重。骆芬美的
这本《被误解的台湾史》，通过全新的视角，介绍了十三篇精彩的翻案，带来历史真相的另一面，会
让你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3、原来——郑成功时代，台湾人不信奉妈祖先住民头目制度是荷兰人所设立的三百年前，台湾商人
就采用股份集资⋯⋯十三篇精彩翻案，让你重新认识台湾的真正历史！台湾地理位置特殊，历经大航
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十七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纳入清朝版图，政权变动频
仍，族群融合多样，文化发展多元。错综复杂、浩如烟海的历史，多少是道听途说，哪些被颠倒黑白
？与事实不符的偏见与误写，造成了历史的歪曲与误解《被误解的台湾史》带你拨开史实的层层迷雾
，认识台湾的真面目。你以为：“唐山过台湾”是不得已的悲情选择事实是：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
，纷纷渡海而来你以为：郑成功靠强势武力打败荷兰人事实是：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你以
为：妈祖庙全台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事实是：妈祖信仰普及化是清朝统治的操作手段
4、台湾，几笔带过下的福尔摩沙，美誉下的台湾曾经沦为他国殖民地。回归的呐喊已经回响了这么
多年，但我们自己是否足够了解台湾，是否真正了解古往今来的台湾，台湾的种种，其实都被我们的
自以为给几笔带过了，是时候看懂和正视被轻描淡写带过的历史了。 
5、重新定义了台湾——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台湾应该是那样的，但事实上台湾却是这样的，《被误解
的台湾史》以全新角度检视台湾，去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带领我们看清真正的台湾。最具特色—
—历史老师很会讲故事，通过广播节目的洗礼，精选出13篇主题，均为通俗性的历史故事。揭开被隐
藏的真相，穿越历史的层层迷雾，重新认识台湾！         
6、要不是本书编辑的推荐，这本名字中就带有“史”字的书绝无可能挤进我的书架。同样，要不是
这本《被误解的台湾史》，我也绝无可能创下一口气读完一整本史学著作、并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究
竟为什么要读历史”这个从未思考过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记录。“历史”在我这里一向约等于“枯燥”
二字：每每想起，都是一堆堆的年代和人名，以及那些历史老师反复强调过很多遍却总也记不住的地
名和历史事件。所以当我在摇摇晃晃的长途车上晒着太阳无聊地翻开本书的目录时，朋友说看到我“
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这是本看到目录就让人觉得振奋的书。十三篇故事不长，每一个故事都被冠
以疑问式的名字（如：0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的），同时每个目录下面都有两段话，“你以为”和“
事实是”。我们读了太多枯燥的史实，比如郑成功骁勇善战，于1661年用武力打败荷兰人，成功将其
驱逐出境；比如台湾到处可见的妈祖庙是台湾人民自然发展起来的民间信仰等等。而这些史实的表象
下面，却往往蕴含着一个个复杂、出其不意的事实故事：比如郑成功在武力攻打荷兰人之前，早已通
过多种手段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使其陷入贸易瘫痪，最后才采取武攻的方式将其一举拿下；比如
台湾人民对妈祖的信仰是清朝政府可以推广得结果，说白了就是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段。《被误
解的台湾史》不仅从知识层面上精确、扼要地阐明了17世纪明朝末叶，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
、英国人相继东来，以及他们与中国东南的海商郑氏集团相互周旋较劲的实际状况，让外行人一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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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而且进一步诠释了“史实未必是事实”这一问题，读后忍不住去思考，究竟怎样去读历史才能使
人“明智”。一本好书的魅力不在于它给了你多少知识，而在于它为你打开了多大的思考空间，给你
的未来增加了多大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误解的台湾史》解开了我对“历史”的误解，
知道了“历史”并非我所认为的“与我之间有着跨越银河系般的弘大代沟”，“历史”就是那个当下
“大事件”的记录本，时间不同，趣味相似。本书作者骆芬美，台湾云林土库人，辅仁大学历史系、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台湾九八新闻台《九八讲堂》台湾史主讲人。早期研究中国明
代史，近些年开始深入涉猎台湾史，并致力于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众了解、认识台湾。其所著的
这本《被误解的台湾史，》力求“去伪存真”、深挖1553年-1860年台湾历史事实，故事性强、干货多
、排版设计主次分明，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7、史实未必是事实，暌违有日，只是在字里行间追索对岸的点滴，诸多记忆止步于郑氏夺台，其后
便是持续多年的各种湮没和抹黑。期待本书能以其现场感拨云见雾，解读那些不为人知的曾经，讲述
似曾相识又扑朔迷离的台湾。故事里的事，或能解构释疑。
8、另一种视角~另一种观点~~让我的思维和认识，不只是存在教科书或者流行大众那种视野里。多方
位的让我又再一次思考，再一次发散思维。历史是什么样子？真实又是什么样子？那只有多读读好书
，多看看世界，多了解社会，才能有每个人的判断，不人与亦云。朋友介绍给了我，我介绍给你们，
去看一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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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13.客家人的义民庙

        你以为：义民庙只是客家人的一种民间信仰
事实是：义民是客家人在以闽南人为主的早期社会中取得合法身分的重要管道

中国历史上每逢地方有重大骚乱，常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组成团体，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自称
义民军。清朝的台湾义民是协助清政府讨平变乱、维持地方秩序的人，义民爷是义民死后被祭祀所形
成的信仰。

以福建闽南人为主的台湾社会中，广东客家人长期屈居弱势，而义民的新身份让他们扭转了困境。通
过取得义民身份，客家人陆续入籍台湾，同时开始登记土地。有了稳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之后
，更进一步争取参加科举考试。

2、《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你以为：四百年多前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并命名为“福尔摩沙”
事实是：葡萄牙人只是经过并未登陆，真正登陆且称呼“福尔摩沙”的是西班牙人

不过西班牙总督对台湾的黄金显然兴趣不高，加上西班牙人经营基隆不得法，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
战略上也侦查不到日本人与荷兰人对i菲律宾所采取的动向，又遇到本国境内经济萧条，只好拱手将占
领地让给荷兰人，1642年退回到马尼拉。

当荷兰人于1662年被郑成功打败的消息，在来年出版的《荷兰信使》中披露时，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
。台湾从此没有再回到欧洲人手中，欧洲人的台湾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被郑成功围城的
历史上。当时揆一带着荷兰人坚守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

3、《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9.明清皇室来台

        你以为：清朝嘉庆皇帝曾来过台湾
事实是：明清皇室成员只有明朝宁靖王朱术桂在台湾住了十八年

郑家投降初期，有位皇室成员渡海来台长住18年，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九世孙朱术桂。1683年，施
琅攻下澎湖，刘国轩、郑克爽决议请降。朱术桂用白布悬梁自尽。

他的墓中的确有很多陪葬品，据传这些宝物全被台湾总督府运回日本了。开挖后，尸骨散落，幸得任
职糖厂的菜实主动捡骨安葬

现今高雄市路竹区竹沪有座宁靖王庙——华山殿，是朱术桂的部属和帮他耕种的佃农们奉祀的香火。

4、《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1

        300余年的‘另一种’台湾史见证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

5、《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5.荷兰人和先住民

        
你以为：台湾先住民的头目制度是部落既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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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先住民头目制度是由荷兰人创立的

按西拉雅族传统，村社原本没有产生领导者的制度，却有议会组织。但议会每年重组，没有太多行政
职权，大事要经过村社大会公开讨论。祐纽斯牧师说：“由外界统治者任命的头目握有管理权，他们
会成为殖民地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

6、《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8.两岸谍对谍

        
你以为：两岸政治谍对谍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
事实是：明郑时期，两岸间的政治谍对谍就已然存在

郑克爽派大将刘国轩率领2万多人，双方在澎湖展开激烈海战。清军大胜，奇怪的是刘国轩是能站之
人，却在关键战役中打了败仗，而且由坚决主战转为主张投降。

有数据记载，郑经仍在世时，刘国轩就已被姚启圣、施琅等人收买，因而改变立场。此外，很多渗透
台湾的方式早在运作了。

7、《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2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你以为：一六二四年，荷兰人积极且主动的占领台湾
事实是：荷兰人来台湾，是明朝官商勾结的分配结果

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在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
，他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附件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福建官员很
快同意了这个方案，和荷兰签订《明荷议和》。

李旦是泉州人，他在欧洲世界的知名度比在华人世界更高。李旦与荷兰人早在日本就建立了商务关系
，在中国台湾、福建和日本的三角贸易中，也是一方之霸。

8、《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4.汉人移民台湾

        你以为：当年汉人“唐山过台湾”是情非得已的悲哀
事实是：荷兰时期，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荷兰人是为了和中国建立通商关系而来到中国台湾，在台湾建立商港后不久，从17世纪30年代起，决
定向中国大陆汉人移民招手。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巴达威亚或从荷兰本国
派人来台，都不如从中国大陆招来汉人划算；而且，汉人比外国人更能专揽中国的贸易。

为了鼓励中国大陆汉人来台湾开垦，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了不少优惠条件。除了荷兰人提供的各种优
惠措施外，因附件地区连年饥荒，战乱，大陆汉人把迁移至台湾当成寻找生路的机会。如此看来，台
湾从先住民社会变成汉人社会，竟是因为荷兰人的殖民而造成的。

9、《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 11.台湾弃留

        你以为：郑克塽投降后，康熙因施琅建议而纳入台湾
事实是：康熙经过十个月考虑才做出决定，对台湾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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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原本只想铲除郑氏势力，郑克爽投降后，心头大患除去，自觉安稳了；再者，除了台湾之外
，还有俄罗斯问题要解决；加上三藩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急需复原。如果将台湾收入版图，就要设
置官署、驻防兵员等，处处都需要经费，将造成国家财政窘困。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无力管理海岛台
湾，又对处心积虑要收复台湾的施琅及不放心。

若说台湾被清朝统治，不如说是被施琅及他的家族统治。

为何荷兰时期、明郑时期，台湾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但归入清朝统治后，即使施琅很想让台湾
维持原有的功能，却不可得，使台湾成了康熙皇帝口中“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弹丸之地而已
？是时也，还是命也？

10、《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12.一府二鹿三艋舺

        你以为：台南、彰化鹿港、台北万华（艋舺）是清朝廷开发的
事实是：这三大港口城市全是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俗谚“一府，二鹿，三艋”是城市繁盛的排名，也反映了台湾从南到北的商业发展过程。全台在开发
的经济繁盛时期，最重要的商业据点分别是府城（今台南）、鹿港（位于彰化县）、艋（今台北万华
）

台湾土地是依“由南向北，先西后东”的顺序开发的，也府城为中心，逐渐向北延伸。18世纪初，西
部平原就呈饱和状态，台北盆地此时已经大规模拓垦了；直至19世纪中叶，从南到北已完成开发，各
地港口营运多时，经济贸易相当繁荣。只是这样的发展过程完全不是清政府所规划的，而是由民间自
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唐山不是地图上可以确切找出固定范围的地名，而是泛指地势多山的福建和广东两地。早期因海峡阻
隔，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有限，以为福建、广东是唐山，大陆其他地区也是唐山，从大陆渡台的人都
称为“唐山人”或“唐山客”。

11、《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你以为：郑成功直接用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武攻之前，郑成功早已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

郑成功对日本或南洋的贸易，抢占了荷兰人的商业利益，加上占有厦门，荷兰人对中国的贸易都必须
通过他，使得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对于荷兰人的种种挑衅行动，郑成功没有马上发作。来年，郑成功得知有台湾汉人商贾私自到马尼拉
贸易，大为震怒，终于决定对台湾发动“禁止任何帆船载运货物到台湾”的禁运令，打算让台湾没有
商品可交易。

12、《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10.玄天上帝与妈祖

        你以为：到处可见的妈祖庙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
事实是：推广妈祖信仰是清朝统治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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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正色发现当时台湾和澎湖军民有不少人信奉妈祖，开始以“克复厦门，神灵协助”为号，对明郑水
师展开心理攻势。

13、《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7.郑经和英国人

        你以为：十七世纪时，英国人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郑经带着英国人从台湾到中国，导致后来的鸦片战争

这段英国强卖鸦片的历史，让人印象深刻，却很少人知道英国人得以进入中国的关键人物竟是郑成功
的儿子郑经。

荷兰人撤离台湾8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应郑经之邀，来到台湾。当时郑经希望突破财务瓶颈，英国
则想打开和中国、日本的贸易管道，双方一拍即合。6年后，英国人跟着郑经进入厦门，打开梦寐以
求的中国大陆市场。

14、《被误解的台湾史》的笔记-3.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你以为：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始有出口扩张和转口贸易政策
事实是：荷兰时期，台湾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全球经济网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1625年，荷兰人来台湾约一年后，李旦回到日本平户，不久后过逝了，各大海商开始明争暗斗，原本
被李旦安排担任荷兰人翻译的郑芝龙，很快联合其他海商杀死李旦的接班人许心素。荷兰人占领台
湾11年后，郑芝龙击败了最后一位海商刘香，整个大陆沿海的制海权完全落入他手中。郑芝龙同时帮
荷兰人袭击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打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

荷兰人来台湾的目的就是做生意，有了中国大陆海商供货，荷兰人更积极扩展国际贸易网。荷兰人在
台湾的38年期间，靠着生丝、丝织品、黄金、白银、瓷器的转口贸易，以及出口鹿皮等台湾产品，让
中国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有赚头的据点之一，这段历史让荷兰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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