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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 

以乾隆 49 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 

林玉茹、畏冬 

摘 要 

康熙 23 年（1684），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之後，漢人大舉來臺拓墾，並逐漸侵

入原住民的生存空間。番、漢之間的糾紛和衝突不斷，甚至重大的社會動亂或抗

清事件也牽連生番（高山原住民）地域。清廷為了統治和維護社會秩序，逐漸採

取劃定番界政策，以限制漢人拓墾，並區隔漢人與生番的活動範圍。 

乾隆 15 年（1750）、25 年（1760）、49 年（1784）以及 55 年（1790），清廷

曾清釐界外土地四次，並繪製紅、藍、紫以及綠色等四張番界圖。其中，一般咸

以藍線圖為現存唯一的番界圖，番界的相關研究也大概以其為基礎來重建或論

述。不過，此圖地名缺漏和錯誤不少，或是空有圖形而未註記，其他番界圖的發

掘，當有利於還原乾隆一朝臺灣的邊區圖像。 

北京故宮博物院現藏一張乾隆朝的大型臺灣山水畫地圖，原題名為「臺灣田

園分別墾禁圖說」。此圖繪有紅線、藍線以及紫線，加以著重於描述沿山番界地區，

因此在地圖繪製脈絡上，應是乾隆 49 年繪製的「臺灣番界紫線圖」。更特別的是，

圖上方有 14,000 餘字的四縣一廳圖說，詳述各地界外土地開墾、請禁狀況，彌足

珍貴。 

本文即以此圖為中心，分別從番界紫線的劃定、乾隆 49 年定界前的邊區以及

定界後的番界和新墾區等面向，說明該圖所反映的乾隆末年帝國的領土政策和邊

區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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