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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魚、土魠、虱目魚： 

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 

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 

 鄭維中 

摘 要 

十八世紀初期，清帝國的方誌書寫中，將「烏魚、土魠、虱目魚」採錄為三

種臺灣本地特色海產。本文嘗試探討這三種海產，如何在臺灣多元的歷史脈絡下，

於清帝國治理臺灣之初，發展為臺灣本地墾殖者所共認共享的本土特色海產。 

本文所稱的多元脈絡，包括（1）以烏魚漁業為例，說明荷蘭東印度公司至鄭

氏東寧政權治臺時期，唐人經營之漁業，由「異地漁業」向「本地漁業」轉化的

本土化過程；（2）以土魠為例，說明並考證荷語「國王魚」一詞涵蓋「土魠」在

內，並說明透過同時期荷治下大員地區「殖民交會」的影響，唐人接納外語魚名

及消費習慣的狀況；（3）以虱目魚為例，提出其命名及養殖技術的引進，可能與

東寧政權和爪哇地區的往來有關。 

綜上，本文指出，荷人治臺，引進唐人移民，擴大了臺灣本地消費市場，是

推進「本地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居住於熱蘭遮城市鎮中的唐人市民，因與

荷蘭人共享漁產消費，也接納了外語魚名與煮食方式。東寧時期自爪哇引進半鹹

水養殖技術，則為以上兩種脈絡之共同延續。即便臺灣在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

原先多元的歷史脈絡被刻意忽視，但其痕跡，卻意外地透過特色海產的形塑過程，

在清帝國的方誌書寫中，被保留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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