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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史史史史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研究專題    

Seminar on Taiwan History 

 

授課老師：邱馨慧 

 

上課時間：T678 

 

 

上課方式與課程要求：本課程以研讀與討論並重，修課同學負責選讀閱讀資料，並且完成

期中作業與期末報告。 

 

五、自行參考的概論性參考書與網路資源： 

許倬雲，《台湾四百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洪麗完‧張永楨‧李力庸‧王昭文編著，《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李筱峰‧林呈蓉，《臺灣史》（臺北：立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簡後聰，《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2000）。 

李筱峰‧劉峰松，《臺灣歷史閱覽》（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97）。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 

盛清沂等編，《臺灣史》，（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77）。 

翁佳音等《臺灣通史類著作解題與分析》（臺北：業強，1992）。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臺灣研究網路資源選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 

 

六、課程進度： 

 

第一週 9/16 課程介紹 

 

 

第二週 9/23 臺灣史研究議題思考 

 
 

歐亞遭逢中的臺灣歐亞遭逢中的臺灣歐亞遭逢中的臺灣歐亞遭逢中的臺灣    

 

第三週 9/30 東亞海域貿易史 

 

背景選讀 

李金明，〈16世紀漳泉貿易港與日本的走私貿易〉，《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 2期: 75-85。 

李毓中，〈《印地亞法典》中的生理人：試論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初期有關華人的法律規範〉，朱德



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2002), 頁 327-380。 

林偉盛，〈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1635-166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 1-45。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翁佳音，〈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收在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卷 (臺北：中央

研究院社科所，1999), 頁 59-92。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歐陽泰(Andrade, Tonio)(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

會出版，遠流發行，2007)。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出版社，

2002）。 

Andrade, Tonio  

2004 ‘The Company’s Chinese Pirates: How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ried to Lead a Coalition 

of Pirates to War against China, 1621-1662’,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4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andrade.html 

2005 ‘Pirates, Pelts, and Promises: The Sino-Dutch Colony of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and the 

Aboriginal Village of Favorol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295-321. 

 

中華世界中的臺灣中華世界中的臺灣中華世界中的臺灣中華世界中的臺灣    

 

第四週 10/7 華人海外擴張史與臺灣  

 

背景選讀  

朱德蘭，〈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流通關係〉，《東海大學歷史學報》9（1988）。 

江樹生，《鄭成功和荷蘭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臺北：漢聲出版社，1992）。  

李明仁，〈另類的繼承－以明鄭海上利益集團之更迭為例〉，《史原》，21（1999）。  

翁佳音，〈「牽手 khan-chhiú」來看臺灣世界史: 從臺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概念〉， 《臺

灣史研究》13(2)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 1-31。 

曹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氏政權〉，《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第五週 10/14 「文明帝國」與「野性邊陲」 

 

背景選讀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自立報系出版部，1993）。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糸，1987)。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出版社，1991)。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Teng, Emma Jinhua 鄧津華,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4). 

 

 

第六週 10/21 土地、拓墾與人地關係 

 

背景選讀 

李文良，〈三層埔的土地拓殖過程與業主權取得—一個隘墾區的拓殖史研究（1790-1925）〉，《臺

灣開發史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7)，頁 217-262。 

蔡淵絜，〈合股經營與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3: 275-302。 

Shepherd, John R (邵式柏)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七週 10/28 商品、外來宗教與社會變遷 

 

背景選讀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聯經出版社 1997）。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中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艾馬克 (Mark A. Allee) ，王興安 (中譯)，《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的北部臺

灣》，（臺北市：播種者，2003[1994]）。 

 
 

第八週 11/4    近代化工程與帝國的尾聲 

 

背景選讀 

許雪姬，《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臺北：自立報系出版部，1993）。 

施添福，〈開山與築路：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0，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9)。 

黃昭堂(著)，廖為智(中譯)， 《臺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 

 

東方東方東方東方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第九週 11/11  東亞帝國主義的崛起與日本殖民帝國的「文明工程」 

 

背景選讀 

林呈蓉，《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臺灣文明開化的進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2005），前言與第一章。 

依田熹家，《日本通史》，（臺北：揚智文化，1995），頁 205-406。 

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 (2007年 12月)，頁

149-199。 

Westney, D.E.著、李萌譯，《模仿與創新－明治日本對西方組織模式的移植》(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to Meiji Japan, 1987)，（北京：清華

大學出版社，2007） 

小林道彥著，李文良譯，〈後藤新平與殖民地經營--日本殖民政策的形成與國內政治〉，《台灣文

獻》48:3(1997年 9月)，頁 101-121。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 

鄭政誠，《台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2005）。 

 

第十週 11/18  「日本台灣殖民地」一 

 

 

第十一週 11/25  「日本台灣殖民地」二 

背景選讀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中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1929）。 

涂照彥(著)、李明峻(中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 

蔡采秀，〈日本的海上經略與臺灣的對外貿易（1874-1945）〉，收入黃富三、翁佳音，《臺灣商業

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頁 97-112。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

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 121-166。 

陳培豐，〈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以日本的近代思想史為座標〉，《臺灣

史研究》7(2): 1-49。 



第十二週 12/2   日本帝國主義擴張下的南進基地 

 

背景選讀 

卞鳳奎，《日據時期台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1895-1945）》（合肥：黃山書社，2006）。 

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台北：稻鄉，2002）。 

近藤正己(著)，許佩賢(中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臺灣

文獻》46(2)（1995）。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台北：稻鄉，2001）。 

 

許佩賢，1996，〈從戰爭期教科書看殖民地「少國民」的塑造〉，《臺灣風物》46(1): 63-93。 

周婉窈，1997，〈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與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

研究一百年：回顧與展望》，頁 85-99。 
 

第十三週 12/9   政權轉換：戰爭與遺緒問題 

 

當代臺灣當代臺灣當代臺灣當代臺灣    

 

第十四週 12/16   威權統治與臺灣民主化 

 

背景選讀 

邱榮舉，《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政治發展》，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助專案之研究成果

報告書，2002。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新化圖書，1994）。 

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1993）。 

黃自進，〈戰後台灣主權爭議與《中日和平條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59-104。 

若林正丈(著)，許佩賢(中譯)，《臺灣—分裂的民主與國家》（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  

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2006）。 

陳君愷，《臺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硏究》（臺北：記憶工程，2004）。 

 

第十五週 12/23   經濟起飛與亞洲經濟奇蹟 

背景選讀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 

石田浩，《臺灣經濟的結構與開展：臺灣適用「開發獨裁」理論嗎》（臺北：，2007）。 

吳惠林，《亞洲四條龍的經濟起飛》（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84）。  

劉進慶(著)、王宏仁等(中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 

 

第十六週 12/30   「全球化」下的臺灣、中國與世界 

背景選讀 

   任雪麗著、姚睿譯，《台灣為什麼重要？》（臺北：貓頭鷹出版，2013）。 

吳惠林、周亞貞，《中國經濟改革的表象與真相》（臺北：翰蘆圖書，2006）。 

思與言雜誌社主編，《全球化與台灣社會》（臺北：思與言雜誌社，2003）。 

David Held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大轉變 : 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臺北市 : 韋伯文化出版社, 2001) 。 

王定村，2005，〈全球化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收入古鴻廷、王崇名、王定村、黃書林編，《台灣

社會與文化》，頁 163-195。 

 



第十七週 1/6    期末報告會期末報告會期末報告會期末報告會 

  

第十八週 1/13   繳繳繳繳交交交交書面書面書面書面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