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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諜四出廣招徠： 
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 

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 

 盧正恒∗∗ 

摘  要 

藉由滿、漢文史料，本文一方面探索明清鼎革之際，鄭氏所建立的諜報網如

何運作；另一方面則瞭解清帝國如何透過該諜報網絡、降將認識「征服前」的福

建沿海海島和域外臺灣的地理知識。根據本文，鄭氏諜報網不僅有著詳盡的分工、

從事精密的敵後工作、更遍及各省，提供東南海疆邊陲鄭氏決定戰略的資訊。與

此同時，大清帝國也反向利用鄭氏諜報人員的供詞、主動派出間諜、蒐羅鄭氏降

將的資訊，在征服臺灣前接收關於東南沿海海島的認識。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滿、漢文版本《臺灣略圖》，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作為降將規劃的軍

事作戰計畫，另一方面也成為帝國理解臺灣的呈現。這樣理解知識的過程，不僅

一方面體現了身為近現代普世帝國的特質，同時也展現了征服過程中帝國與邊區

的其中一種互動。因此，瞭解鄭氏諜報網絡和清帝國探知沿海情報，本文希冀能

將清、鄭對峙放在近年受到帝國史影響下的清史、臺灣史脈絡下，藉以討論抵抗

的邊區如何探知帝國，以及帝國如何認識未征服的邊區。 

關鍵詞：帝國史、鄭氏家族、大清帝國、明清鼎革、間諜、《臺灣略圖》                                                         
∗ 本文曾以〈不可能的任務：鄭氏家族諜報網與清帝國〉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究舉辦之「2018 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海洋亞洲的中心與邊緣：

帝國、港市、離島』」，會中蒙評論人鄭永常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會議結束後也收到許多評論，也感

謝三位匿名審查人之相關意見和精闢見解。標題結合自兩段文句，首先是《龍川縣志》中談到鄭經

在三藩之亂時，派出許多間諜進行活動，清方稱之為「賊諜四出」；接著是《福州府志》在談到明末

清初福建總督李率泰時，提到他面對鄭氏「專督福建，造戰艦，備糗糧，布間諜，廣招徠。于時鄭

鳴駿、鄭纘緒、黃廷、周全斌、陳輝等各率眾來降。」參見書圖修、楊廷釗纂，《龍川縣志》（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1），卷 9，頁 25；徐景熹修、魯曾煜纂，《福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卷 46，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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