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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求與「流求論」 

  杜正勝∗ 

摘 要 

  所謂「流求論」是關於中國中古時期文獻所稱的流求國之所在的論辯，是指

明清兩代的琉球，亦即今之沖繩，還是指臺灣，或者兼含這兩個地方。這是 150

年來曾經激辯過而至今仍然沒有定論，還有不少人繼續論述的史學課題。 
  流求之所在，這個大歷史中的小課題，不限於學院內的論辯，也涉及現實的政

治紛爭。《隋書》流求國傳的民族誌資料和隋帝國入侵的歷史，不只為史記闕如的

臺灣和琉球（沖繩）填補歷史空白，甚至是她們文獻歷史的開始，也牽動臺灣、沖

繩以及中國、日本的主權和領土的主張，經常反映在培養國民史觀的歷史教育上。 

  本文追本溯源，主要分疏琉球說、臺灣說和混合說三大派學者的歸類與傳承，

他們論證根據的有效度，研究方法的特點與缺失，尤其指出在實證研究之下，潛

藏於心內的主觀意識可能左右他們的客觀論證。 

  流求論辯，政治上固然一言可決，學術上在強而有力的新資料出土之前，恐

怕難解。本文沒有在三派中選一邊站，毋寧藉這個大歷史的小課題指出歷史學從

表層透及內裡的複雜性。 

  由於中國傳統對於海洋的陌生，即使有少數記載亦多模糊不清，如果勉強要

追問我對流求具體態度，我認為明代以前大可不必強求確切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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