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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東、西洋： 
〈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

 

 陳宗仁 

摘 要 

近年學界在十九世紀文獻《蘭苕館外史》找到一幅輿圖，據載出自郁永河的

《裨海紀遊》，此圖的出現引起一些問題，促使我們重新關注《裨海紀遊》的版本

與文本內容，特別是郁永河除了描述來臺見聞之外，他對清初東亞海域世界的觀

察角度與內容亦值得重視。 

從文本內容與敘事結構來看，此一輿圖與《裨海紀遊》所附〈宇內形勢〉一

文相關，且部分內容與《裨海紀遊》其他諸稿的文字雷同或概念相似，可以認為

是郁永河同時代的作品，甚至是郁永河的作品，反映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地理

知識與東亞海域形勢。 

其次，此一輿圖與〈宇內形勢〉均沿襲明末的東、西洋地理知識架構，再寫

入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新知識、新形勢，呈現了對臺灣、咬叭、呂宋、英圭

黎等地的關注。其空間關係不是依循自然地理如潮流、季風、島群分布，亦非受

限於交通技術條件，如遠近、險阻與否，而是顯現 1684 年（康熙 23）清朝開放

海禁後，閩南海商的商業運作網絡以及他們對東亞海域的認識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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