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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前的臺灣史 

家 博 

摘 要 

在臺灣充滿爭議的歷史洪流中，從六千年前到 1624 年荷蘭人入侵的這段歲月，不僅距離

相當渺遠且我們所知甚少。由於臺灣原住民缺乏書寫紀錄，對其研究得依賴考古上的證據。這

些證據顯示出，臺灣文化的精緻度在此數千年間已逐漸增加。至早在公元前 2800-2200 年間，

臺灣島上的住民已經和澎湖群島，建立起了交易網絡。臺灣原住民更從公元前 1500 起幾乎成

為是前往太平洋上每個適合居住的島嶼，甚至橫跨印度洋遠達馬達加斯加島海上移民的來源。

公元前 500 到公元後 500 年間，臺灣原住民是周邊地區內廣大交易網絡的一部份。這交易網絡

涵蓋了今日的菲律賓、馬來西亞東部、越南中南部、泰國半島，以及柬埔寨的東部。值此同

時，臺灣內部的交易活動也在擴張中。這類的交易與進口，以金屬鍛造技術為例都來自於東南

亞，且無證據顯示曾與已有此等技術的中國有所接觸。 

早期中文記錄除了確認臺灣為「外地」，中國在十七世紀早期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記載，也

都與早期荷蘭的紀錄相當。而且上述歷史紀錄顯示，臺灣原住民有著健全且繁榮的社會，其村

落建置也展現出高度的複雜與精緻化。 

由於福建是漢人移住最靠近太平洋岸的最遲慢位置，以致於中國人早期對臺灣並不留意。

而儘管明代試圖完全禁絕對外貿易，臺灣仍舊能在中國海商與海盜、日本及稍後洋人間的東亞

和東南亞貿易間領有一席之地。只是直到 1624 年，荷蘭人接受各方建議，退出澎湖轉往「無

主地」的臺灣前，上述各個團體並未在臺灣建立永久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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