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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一、先想臺灣的海洋（臺灣海洋史），跟中國的海洋（中國海洋史，一帶一

路），是不是要區別？ 
 
二、海洋臺灣，是不是僅能從荷蘭、西班牙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以及只能繞著

「海洋之子鄭成功」，而且一直重複講，一直講，一直講？有沒有好好想：是

不是臺灣，甚至中國每個族群都很崇拜鄭成功？原住民與客家語系臺灣人固不

待論，漳州語系臺灣人其實對鄭成功不見得全是正面。 
 
三、台語「海洋」，原來的意思，就是「海賊」，但今天知道的人非常少。也

許從這個角度，我們的「海洋臺灣」會別開生面，另有一番島國風味。所以，

這一次講題主要將圍繞著海賊。 
 
四、從十六世紀中葉，漳潮泉（閩南）語系臺灣人祖先「倭寇」開始講起：林

道乾、林鳳；十六、七世紀之交，林、趙、郭、許、劉，以及李旦（Andrea 
Dittis）、顏思齊（Pedro China）的海洋臺灣。臺灣的「東番倭寇時代」。 
 
五、鄭芝龍與鄭成功的另外一面，有時代結構促成。結構產生人物，人物「創

造」「歷史」。兼論所謂的西班牙、荷蘭「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

（海上商業冒險時代） 
 
六、清代「海賊蔡牽」之外的再想像：滿州韃靼大清帝國竊據臺灣後，臺灣歷

史中，還有無海洋味？進一步，當時閩粵語系臺灣人祖先如何渡海來臺灣：如

何搭船？船長得怎樣子？ 
 
七、眼睛、腦子望海去 
 

参考資料： 
 
戴寶村，《海洋臺灣：歷史論集》（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四冊（臺南） 
 
★多聽並記錄鄉野奇談、山海鬼怪，然後，若有時間，就對照歷史資料來看差

異。故事若荒誕不經，千萬不要輕視，可能會有其隱喻，可以在有閒時思考，

讓腦筋保持一種文化韻律的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