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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江生計圈： 

16-17 世紀臺灣早期移民的主要原鄉 

 謝國興∗ 

摘 要 

從 16 世紀中期開始，因中國東南沿海海商與海盜進出臺灣，使當時稱東番的

臺灣漸為明朝士人所知，1567 年漳州月港開放通商，更使臺灣正式進入東亞歷史

舞臺。臺灣較具規模的農業移民與拓墾開發始於荷蘭統治的 17 世紀前期，明鄭東

寧王國的建立至康熙朝收臺灣入版圖，是閩南地區移民臺灣的第一次高潮。荷蘭

統治與東寧政權行政中心位於臺南，故臺南周邊成為臺灣最早拓墾開發的地區。

本文利用各古老聚落移民開臺祖資料，探討臺南地區最早期移民的兩個主要墾殖

地域：鯽魚潭周邊的鹽水溪／許縣溪流域、北門半島附近的曾文溪／急水溪流域，

分析比較移民先後與原鄉祖籍，說明靠近淺山地區的河流谷地與沖積平原是移民

的首選地區，較海岸平原地區更早拓墾；整體而言漳州移民早於泉州移民來臺，

不過最早期的移民主要來自漳泉交界的九龍江出海口一帶，明清之際同屬月港、

廈門為核心的漳州生計與生活圈，具有流域性質形成的共同體文化，不適合以漳

泉族群作簡單劃分，這是對以臺南為起點的臺灣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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