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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 

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 

 蔡偉傑∗∗ 

摘 要 

    本文從比較帝國的觀點出發，將清朝視為歷史上的殖民帝國之一。筆者並且

將奏摺視為殖民檔案，認為奏摺與奏摺制度有助於清帝國治理其殖民地。本文以

滿文奏摺為主要討論重心，並將重點放在清代康熙朝宮中檔與臺灣熟番相關的三

件滿文奏摺上，從歷史人類學與後殖民理論的視角分析其獨特性。透過比較滿文

奏摺與漢文方志對於臺灣熟番的修辭與表述，發現在這三件滿文奏摺中，除留下

罕見的諸羅縣各番社的熟番人口記載以及清廷對於臺灣熟番的態度之外，同時也

透露出康熙朝晚期，清廷除了提倡生番歸化的文化主義政策以外，可能也同時存

有務實的聯熟番制生番的政策構想。這些訊息有助於研究者重新檢視清朝治臺的

殖民論述與族群政策。本文試圖說明，即便滿文奏摺與漢文方志同屬清帝國的殖

民檔案，但由於文類不同，因此兩者對於臺灣熟番的敘事與修辭也有所不同。透

過不同語文與文類的帝國檔案比較，有助於研究者突破倚賴漢文方志所造成的限

制。同時對於了解清帝國殖民論述與修辭的多樣性，也可收互補之效。本文作為

一份初步研究，除了與當代的平埔族研究對話外，也希望能夠引起相關學界對於

滿文材料的重視，以促進未來相關材料的發掘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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