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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Lamcam 到南崁： 

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 

 簡宏逸 

摘 要 

桃園地區從沿海到內山間的平地地區，在十七世紀中開始有文獻紀錄後，在

此活動和往來的族群斷斷續續留下關於此地的歷史文獻。但因為相關地名有許多

不同的表記，位置不甚明確，而且在荷治時代末期到清領時代初期留下一長段文

獻極度稀少的空白，以致我們對此地的早期歷史不甚明瞭。本文企圖用語言學方

法分析荷蘭檔案及漢人地契資料中的蛛絲馬跡，整理出重建荷蘭人與漢人對桃園

平地地區的命名與認知，再進一步重建此處的原住民村社從荷治到清初的連續

性，以銜接前人對此地平埔族群的研究。本研究發現桃園沿海地區在十七世紀荷

蘭檔案中同時有「Parricoutsie」和「Lamcam」（各有多種拼寫）兩個地名。這兩

個地名指涉的區域雖有重疊，但意涵卻不同。「Parricoutsie」指的是單一的原住民

聚落，語源為原住民語；「Lamcam」則是一個較大區域的名稱，也是用來命名發

贌的對象，語源則是閩南語。這兩個地名在荷蘭時代從未混用，到了清代才由「南

崁」勝出，成為桃園平地區域的總稱。接著本研究進一步從地名的音韻、構詞、文

字表記等語言學證據，運用多元史料銜接荷蘭文獻和清代文獻的村社名稱，為南崁

地區的原住民村社，即荷蘭文獻中的 Parricoutsie、Mattatas、Sinaney、Sousouly、

Terrisan，以及在文獻中面目模糊的 Coullonder（龜崙人）建立從十七世紀中到到

十八世紀初的連續性，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南崁地區早期歷史的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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