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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 

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 

 陳志豪 

摘 要 

本文係以中國蘭州西北師範大學圖書館所藏之〈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藍

線番界圖）〉為例，探討乾隆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本文得出以下三

點觀察：第一，本文透過史料的考證，確知該圖係乾隆 23 年（1758）時，臺灣文

武官員首次共同合作繪製地圖以說明新、舊番界（紅、藍線）的變化及其位置。

第二，本文發現這張以番界為主題之臺灣地圖，在地理空間的形勢上，更為詳盡

地呈現山岳與河流中上游地區的描繪，例如：首次完整繪製濁水溪流域。第三，

由於官員透過地圖的繪製過程，一方面將番界的標示方式，從過去的點狀界址轉

為連續性界線，並以土牛溝的方式落實於淡水廳與彰化縣的地表空間。另一方面，

官員針對臺灣中、北部地區界內與界外行政空間的繪製，亦呈現出整體軍事布防

與界內、外田賦整理的規畫。所以，從人文空間的呈現來看，這張番界圖除了說

明新、舊番界的變化，同時也反映出臺灣官員對於中、北部地區的行政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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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係執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乾隆四十九年臺灣番界紫線圖〉與邊區社會的變遷：以淡水

廳為中心（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31-021-MY2）」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研究計畫

「Negotiating the Southern Frontier in the Qing Empir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rontier Boundaries 

and Local Society in Taiwan and Western Hunan」（RG-045-P-14）之部分成果，筆者前往蘭州西北師

範大學考察地圖之交通費用則係東吳大學歷史學系補助，謹此致謝。此次輿圖資料的閱覽係承蒙中

國甘肅農業大學團委書記張俊宗先生、西北師範大學副校長田疇先生、西北師範大學圖書館李志剛

先生等人協助，深表感謝。本文撰寫期間感謝東吳大學歷史學系學生吳佩璇、陳傳揚、倪紹恩提供

意見。又，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東吳大學歷史學系舉辦第十一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會中

承蒙陳宗仁教授及與會師長指正，會後再蒙柯志明教授指正。同時，本文亦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提

供寶貴修改意見，謹此致謝，惟一切文責自負。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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