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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高度開發的地帶： 
李仙得 1869-1870 年之臺灣西部圖譜 

費德廉 

摘 要 

1869 年底，駐廈門的美國領事李仙得從淡水港出發，南下一直走到臺灣府城，

一路上並詳細地調查臺灣西部的地理、地質等情況。其視察成果，紀錄在李氏的

未刊稿《臺灣紀行》，以及他手繪的「臺灣與澎湖群島輿圖」。本論文利用收藏

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李氏手稿、手繪地圖和這兩項原始資料所附帶的照片與地質

圖片，探討當時李仙得如何替褔爾摩沙島的「華人地帶」製造各種形式的圖譜，

建立可能是當時歐美人士最詳細的「臺灣知識」。 

本研究有兩個重點：第一，分析李仙得調查、紀錄，以及敘述（包括文字、

地圖與圖像方式的描繪）臺灣西部平原與丘陵地帶地形和地方社會的工作過程。

第二，討論透過此調查與紀錄過程所製作的成果，即李氏留給後代的彩色臺灣輿

圖、地質圖像、文字描繪之表徵等。李仙得的製圖論述、實地接觸經驗，以及如

何有系統地製造與傳播其「西部臺灣知識」，都是本論文探討的課題。本研究除

了專門探討李氏繪製的城鎮與鄉村地理、清朝行政區域、農業資源分布、地方社

會與文化現象等題目，也試圖透過李仙得對其路上停留之處的紀錄，探討他與雇

傭的苦力、攝影家與嚮導，如何經驗當地的地勢與村民。李仙得偶爾也比較十七、

十八世紀歐洲人的臺灣地理知識與自己的認知，對此課題本論文亦有初步的分

析。論文最後一段則說明李仙得的「臺灣西部圖譜」，如何影響往後歐洲與美國

官方人士繪製與傳播的臺灣地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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