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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代初期季風亞洲的荷蘭語學習看 

臺灣荷蘭時代的殖民地語言現象與遺緒 

邱馨慧 

摘 要 

荷語在歐洲歷經口語、拼音與書寫的標準化過程，其間宗教與語文的結合對

國家建構具有一定作用。近代初期荷蘭聯合東印度公司在季風亞洲地區進行商業

與殖民擴張時，荷語也藉由公司語言政策在殖民地與根據地得到進一步推廣，成

為殖民建構重要的一環；荷蘭甚至成為繼葡萄牙之後，開啟歐洲人對當地連續殖

民的歷史。臺灣在荷蘭統治時代也經歷過類似的過程。筆者透過比較研究，欲呈

現臺灣原住民與東印度公司在傳教與教育互動的特點。 

討論地區包括東印度公司設置長官的區域：島嶼東南亞所屬摩鹿加群島與爪

哇，及南亞的錫蘭；另外，以日本為例說明東印度公司商業根據地另類學習荷語

的經驗。前者在面臨既有通用語──馬來語和葡萄牙語的語境中，公司推廣荷語

最後仍力有未逮；後者在貿易實務和鎖國時期唯一接觸的歐洲國家前提下，幕府

要求學習荷語，荷語也吸納追求西方新知的知識分子，開創「蘭學」，並奠下未來

走向開國的基礎。 

臺灣雖然被視為東印度公司對當地人施以荷語教育成效最為卓著的地區，然

而其所面對的語言環境並不單純。透過現存原住民語彙資料的分析，筆者探討語

言接觸下產生外來語採借的例證與歷史因緣，說明原住民語言也曾受到其他南島

語言如他加祿語和馬來語的影響；閩南語同時也是目前看來被採借與訛化最多的

語言。至於荷語在不同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機制的作用下產生的成效亦當不同；荷

語的語音，語彙概念與制度在今天的南臺灣確實有跡可尋。要言之，本文著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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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深度的縱軸與空間廣度的橫軸上，呈現值得關注、沉潛與連續的歷史語言現

象，同時在宏觀的全球化過程中揭示微觀在地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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