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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時代的基督教規訓與社會流動： 
以〈大員宗教會書〉大員小會 1643 至 1649 年的 

教會手稿為中心的探討 

賀安娟 

摘 要 

這篇論文是進行中的十七世紀荷蘭臺灣手稿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該手稿題

為〈大員宗教會書〉（Kercboek van Formosa），是關於在臺荷蘭社群之屬靈福利與

對臺灣原住民宣教之進展的教會文獻。分析這份文獻的取徑受到了「歷史研究的

文學轉向」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的影響。在此研究取徑下，重視脈絡的研究者會從

文獻中尋找主題參考架構，而這些參考架構中的一例就是社會與經濟的變動。社

會變動的相關資料主要反映在教育推展以及喀爾文基督教社群的發展。除此之

外，會議紀錄中也反映了牧師、探訪傳道、學校教師，以及其他荷蘭東印度公司

職員回到巴達維亞或荷蘭共和國的文獻。從多重面向閱讀這些文獻，不只可以讓

我們超越「時間常規」，還可以從中解讀個人回應上級政策時展現的多樣性，以及

喀爾文宗教精神如何在信徒的生命中產生影響。這樣的動能可以藉由社會流動來

呈現。筆者的研究問題在於觀察社會流動以什麼形式被認知，以及社會流動所帶

來的預期進展為何。具體來說，就是加入荷蘭東印度公司前往海外，以及這樣的

移動經驗如何在抵達海外之後產生轉變。筆者的研究發現，前往東印度的旅行者

最初都是受到向上流動的期待所驅使，而這些抵達臺灣的人，也將社會流動轉變

為連串的空間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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