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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作者翁佳音主要研究的是，關於近代初期北部台灣的商業交易以及

原住民活動，尤其是研究十五世紀以後台灣北部的商業交易以及在台灣的一些

發展狀況。 

壹、前言 

 這篇論文主要提出兩個問題：台北地區成為台灣的國際貿易中心，是否要到

十九世紀下半葉開港後才產生?台灣的「土地開發」是否真如大部分人所認為的

「由南而北」?又如果北台在近代初期是重要的國際貿易據點，那麼進行貿易的

人有哪些呢? 

 本篇論文必須先界定三個名詞，首先，本文所謂的「近代初期」是從十五世

紀末哥倫布發現新大陸前後，就已經進入該時期了；第二，本文所謂的「原住民」

就是一般所指的平埔族，在此使用原住民一詞，是避免讀者誤以為只有住在平地

的族群才稱平埔族；最後，本文所謂「北台地區」是只從淡水兩岸起，一直到東

部宜蘭及花蓮北部一帶。 

 

貳、本文 



一、十六、十七世紀的淡水與雞籠港 

 由於「一府二鹿三艋舺」，一般人往往認為南部港口優先於北部，但若閱讀

荷蘭文獻，就可以從中得知台灣在當時主要作為貿易轉口站，港深與腹地廣大與

否並非選擇港口的條件，也就是淡水與雞籠兩港的條件不見得輸給台南的安平

港；而在清朝時期，各國洋船甚至認為不在通商碼頭行列的雞籠港，條件優於開

放貿易的淡水港，因此寧願到雞籠港交易再到滬尾去交稅。另外，西班牙的文獻

中則記載台灣無良港，甚至是荷人佔領的大員港也不例外，但是有的文獻卻給雞

籠港不錯的評價，認為該港水深適合防禦，沿岸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魚量多。 

二、荷蘭人為何會選擇台南作為貿易根據地? 

 荷蘭人在東亞貿易的據點本來是訂在中國沿岸，退而求其次是澎湖設立與和

商貿易的據點，甚至經過多次考察，認為台灣根本沒有良港，但是為何最後會選

擇台灣大員作為貿易的根據地呢?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當時的大海盜「李旦」

與負責驅逐走私的「洪千總」有私心，暗地裡走私鉛、硝等貨物，潛去倭國，可

得暴利二十餘倍，換言之，北台有可獲暴利的硫磺等走私貿易，李旦與洪千總等

「官商」怕福州方面的巡撫知道，以及不願荷蘭人染指，因此從中告訴荷人北台

的港口不是良港，尤其是雞籠港，甚至力言北部有兇番等，懷鬼胎希望荷人放棄

北台地區；另一方面，在荷人仍頑據澎湖島為進一步再調查時，明朝暗中調動大

軍圍攻澎湖，荷人不得不緊急自澎湖撤退，匆忙間選擇了距離澎湖較近的大員，

從此開啟了以南部大員為中心的台灣近代初期史。 

三、參與北台交易的島內外各民族 

 從中外文獻中可以得知，當時參與北台地區貿易的主要有「日本人」、「歐洲

白人」與「呂宋土人」、「漢人」與「北台地區的原住民」。日本商船較少到北台

地區，有文獻紀錄者只有 1631、1632 而已，但應該仍有一些在文獻紀錄外，也

就是偷渡來的，最有名的就是日人「喜左衛門」，但是自日本 1633 年鎖國之後，

來台灣的日人自然大為減少；西班牙人佔據北台有十六年之久，但是他們主要的



成果卻是於宗教，而不是貿易或政治，至於受西人統治的菲律賓土著則常常因為

不滿而逃跑，很多潛居於北台原住民村舍中多年，並且把西班牙文傳進葛瑪蘭等

北方原住民的外來語彙裡。至於漢人，當時已經因為硫磺貿易或走私而經常到雞

龍與淡水一帶來了，最有名的是浙江人郁永河奉命來北台採硫之例；而據文獻記

載，當時漢人在北台地區已經開始有購屋定居並形成街市的現象了，作者亦已證

明漢人市區的地點在基隆市的仁愛區內，但是在明鄭佔領以後，發展的重心遂移

往南部地區。 

 北台地區貿易的主角是當地的原住民，包括馬賽族、金包里人、貓宗里人，

而與外族接觸最頻繁的當推「馬賽人」，他們不但懂得計算，富有語言能力，能

再短時間內學會其他語言，還擅於操舟航行於近海，有些還曾經當過海盜，完全

不是陳第說的只能在溪間捕魚，雖然他們大部分仍處於以物易物的貿易狀態，但

是也出現貨幣交易的商業活動，而主要的交易貨幣則是以銀幣為主。金包里人甚

至壟斷各族群交易的現象，更有意思的是，在北台原住民社會還出現地域分業的

情形。近代初期的北台原住民，完全不像以往文獻中記載的「憨番」，而是聰明

又很有能力的族群。 

 

參、結論 

 本文最初的用意在提醒吾人探討台灣的傳統商業時，不應忽略近代初期在北

台國際貿易的歷史。當時北部已經有活絡的國際貿易了，只是後來以荷人因漢人

提供另有用心的情報，以及時機緊迫而選擇南部，並打擊西班牙人參與北台商業

圈，令此地成為台灣邊陲海盜走私貿易之地，直到十九世紀開港後，才回復國際

貿易要地的面目。本文整理出當時參與北台國際貿易的有日本、歐洲白人、菲律

賓土著，但他們大多隨朝代的更換而離去，漢人則在當時已有群居現象；至於本

文中擔任北台貿易主角的原住民，則一改以往大眾對他們的認知，是聰明而具有

航海、語言等能力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