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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来，大陆地区台湾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和条件继续得到改善提升。体现在

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得到加强，研究生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

室、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逐年扩充，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台湾史专业研究生

招生数量也有增加。2、新的涉台文史刊物出版，其中以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

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编撰的《台湾历史研究》；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主办有的《西岸》（后

改为《闽台缘文史集刊》）；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主办的《闽台文化交流》等刊物的

较具质量及影响。3、涉台文史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年度获得立项资助的台湾史领域课题

不断增多。 

在机构、刊物、经费都有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大陆台湾史研究继续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

以下从期刊论文、专著、论文集及史料整理等方面，对 2009-2017 年间大陆台湾史研究（通

论及近代以前部分）做简要的梳理。1 

一、大陆台湾史研究通论部分概述 

陈小冲教授在 2009 年发表的《近年来大陆地区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所统计

的台湾史论文，涵盖了 CN 刊号的正规学术杂志和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但 2010 年来，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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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大大超越以往，各类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数目繁多，且因大陆的

学术统计标准，参会论文在论文集出版之前，多以单篇的方式先行发表，以此之故，短期内

要对各类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做全面的收集整理，恐力有未达。为此，笔者选择大陆地区学

术期刊收录最为全面及时的 CNKI 数据库作为主要出处，检索 2009 年至 2017 年的相关学

术论文。首先，本文就近年大陆台湾史研究中通论部分的内容稍作介绍。据笔者所见，近年

来在期刊发表的通论性论文大致有 19 篇左右，研究主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

领域。 

不过，有关台湾史通论部分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于专著或编著类。笔者自检索大陆国家

图书馆检索到 21 部相关著述。其中，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连续出版了两部张海鹏与

陶文钊合编的台湾通史，即《台湾简史》和《台湾史稿》。2《简史》偏向于学术谱及读物，

《史稿》则属于学术研究成果。两书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试图

写成平实客观的著述，并致力传播严谨的台湾历史知识，检讨台湾经济起飞的成因，研究西

方列强侵略与台湾发展的关系，探讨重大问题的成因，剖析台湾的发展走向。《台湾简史》

对近百年的历史作简明的概括与分析；《台湾史稿》分上下两卷，共计 108 万字，有别于以

往着重清代台湾的历史，该书采取详今略古的写法，将台湾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

并将重点置于日据时期和光复以后。 

通史性的著述还有如张春英主编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史》（上下两卷），该书立意系

统研究两岸的历史渊源与现今两岸关系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展示两岸相依相存的历史

事实。3林仁川教授等主编的《中华文化地域通览•台湾卷》对台湾文化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指出台湾文化虽然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主要影响来自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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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含有一些次文化的特征。”4此外，还有诸如程朝云的《台湾史话》、

杨益茂等编著的《台湾——历史与现状》以及杜辉的《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原住民

物品收藏实践(1840-1945)》、龙金顺等编译的《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

（1867-1941）》等不同领域的论（编）著。5 

通论性著述还有张海鹏、李细珠合编的《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和等。《当代中国台湾

史研究》一书是大陆地区首次系统梳理和总结了 1049-2013 年间大陆地区学界对台湾史的

研究状况，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台湾通史撰写及台湾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宏观问题

的讨论，第二至第六章大致按时段叙述不同时期对台湾史的学术研究状况。每章基本上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按问题评述重要研究论著的学术贡献，理清相关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

二是概述重要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情况，提供相关研究资料的线索；三是指出既往研究中

存在的不足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6 

有关台湾历史的宏观叙述及史观探讨，以陈孔立教授的著述最丰也最具影响。2013 年，

陈孔立教授出版了论文集《台湾史事解读》，该书在第一部分讨论了台湾研究的史观与方法

论问题。作者认为，由于两岸分隔多年，在史观上存在不同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并且，

两岸现有不同的史观与政治立场分不开，进而导致了认同问题。作者提出，两岸有必要建立

台湾史研究的交流平台，应该“通过学术讨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7陈孔立教授以“兼顾

史观”总结许倬云教授在其《台湾四百年》中提到观点：“我对台湾的观察和体验，也是既非

                                                   

4 林仁川、卢美松主编：《中华文化地域通览•台湾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5 程朝云著：《台湾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杨益茂、宋桂芝等编著：《台湾——历史与现

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年；杜辉著：《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原住民物品收集实践： 

1850-1945》，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龙金顺等编译：《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

选译（1867-1941）》，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6 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7 陈孔立：《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自氏著：《台湾史事解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第 3-13

页。 



完全台湾人的，也非完全大陆人的，而是尝试着两面兼顾，所以看得较为清楚”，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建构两岸“共同史观”的可能性。他说：“建构共同史观并不是要建构一种完整的史

观来取代现有的各种史观，而是要吸取各种史观中若干双方可以接受的基本要素，形成具有

两岸特色的共同史观。这种史观需要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步到位建立起来的，而是逐渐

积累。随着两岸共识的增长不断地添加双方可以接受的要素，不断地充实其内涵，逐步形成

共有观念，增进互相认同。”8 

二、大陆台湾史研究近代以前部分概述 

    近代以前部分的大陆台湾史研究包括了早期台湾史、荷据台湾史、明郑台湾史和清代台

湾史，以下分别予以详细说明。 

（一）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概况分析 

荷据以前的早期台湾史研究搜索词比较难以确定，笔者以主题词“台湾“，加“全文”项“远

古”，或“岛夷”，或“流求”等词，分别录得 38 篇、45 篇和 49 篇。9荷据与清代时期则采取主题

词“台湾“，加“全文”项“荷据”或“清代”，分别录得 69 篇与 872 篇。由于检索关于明郑时代的

研究论文时，容易与荷据及清代时期的文章重复，故笔者改用“明郑”作为主题词，检索到 17

篇论文，加上其他检索项的参照补充，总共搜集到 20 篇涉及明郑时期的研究论文。经过逐

篇筛选，笔者大致检索到早期台湾论文 35 篇，明郑时期 18 篇，荷据时期 22 篇，清代 435

篇，跨时段通论 19 篇（其中仅涵盖近代以前的论文有 7 篇）。当然，考虑到使用其他词搜

索还会查询到更多的结果，以及还有其他正式出版的论文集等，过去十年间的台湾史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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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无疑超过本文统计的数据。据笔者估计，研究清代时期的论文数可能

会超过 600 篇。这还有待于未来更详细精确的梳理。 

 

 

 

 

表 1：2009-2017 年间，有关早期台湾、荷据时代及清代时期的正式发表论文数目情况 

 

通过检索我们还可了解到，2009 年以来，大陆台湾史研究的成果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表 2：1980 年以来，大陆地区期刊清代台湾史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变化趋势（检索方

式： “台湾”【主题词】+ “清代”【全文】） 

 

“全文”项 

“主题”项 

“远古”“岛夷”“流求” “荷据” “清代” 

“台湾” 35 22 435 



从上图可以看出， 2000 年以后，大陆地区刊发的清代台湾史研究论文开始明显增长。

2009 年以来，稳定在每年 80 篇以上，近 5 年更达到 100 篇上下。其他时段的台湾史研究

虽然绝对数量没有这么多，但增长趋势同样明显。 

从相关研究的领域看，早期台湾史主要集中于考古文化和原住民的宗教习俗，其他时期

则比较均匀，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及人物研究所占比例较高，而以往比较受重视的经济

史研究，有趋冷之势。 

时

代 

研究领域 

早期台湾 荷据台湾 明郑台湾 清代台湾 跨 时 段

（ 仅 涵

盖 近 代

以前） 

总

计 

占 总

数 比

例 

政治军事史 5 7 5 66 1 84 16.2% 

经济史 0 3 3 31 3 40 7.7% 

社会史 0 6 0 81  87 16.8% 

文化教育史 16（典籍

研究 5） 

3 5 138（典籍

研究 33） 

3 165 32% 

宗教及民间信

仰 

9 0 0 46 0 55 10.6% 

人物 3 2 4 53 0 62 12% 

其他 2 1 1 20 0 24 4.6% 

总计 35 22 18 435 7 517 100% 

表 3 各时段各领域研究论文的分布情况 

 



从研究领域中还可以看出，大陆台湾史研究十分注重两岸历史渊源的考察，相关论文占

了相当大的比例，探讨了大陆各省或地区与台湾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拓展了台湾史研究的地

理空间。同样，原住民的历史得到相当的重视，笔者收集到有关原住民的论文有 69 篇，说

明近年大陆台湾史的研究重点日趋多元。 

 

时代 

研究领域 

早期台湾 荷据台湾 明郑台湾 清代台湾 总数 占总数比 

原住民 13 7 0 49 69 13.3% 

两岸关系 17 6 5 116 144 28% 

表 4 有关原住民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及所占比 

 

以下就近代以前台湾史各阶段研究的代表著述稍作介绍。在早期台湾史研究中，学者关

注的重点主要是揭示早期大陆政权如何经略台湾及原住民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徐晓望在新发

现的北宋李复的书信中，找到当时的流求国对待华人很客气，设馆招待的记载，并结合其他

史籍及地理常识，推断北宋时期的“流求国”是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的主人。10徐晓望在另

一文中，论证元代出兵“瑠求”的出发地“汀路尾澳”，应即是在澎湖的内港之一 “风柜尾澳”，而

元朝水师长期在澎湖驻扎，说明澎湖不仅是“泉之外府”，而且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其目的是

震慑台湾海峡的海盗，确保泉州航路的通畅。11 

鲁西奇教授在《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台湾历史上的“印度化时代”》一文中，认为６世纪

后期至７世纪初，统治台湾岛（或其部分地区）的流求王族很可能来自扶南，并提出台湾历

                                                   

10 徐晓望：《论唐宋流求与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 1 期。 

11 徐晓望：《元代瑠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4 期。 



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暂的“印度化”时代。作者依据《隋书·流求传》《太平寰宇记》《梁书·扶

南传》《南齐书·扶南传》《晋书·扶南传》等文献,认为《隋书·流求传》所提及的流求国，有

两种人群和文化因素：一种是来自扶南、居于统治地位的王族，他们“深目长鼻，颇类于胡”，

其表现出来的印度文化特征仅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影响范围较小；另一种是土著的“夷

洲”人群，“人形短小”，其文化代表了台湾本土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根基。

因此，扶南裔流求王族统治下的流求文化可界定为“印度—夷洲文化”。12张崇根教授认为依

据考古学与现代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源流关系说，支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多元来源的观点。

他在《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源于东夷说述论》中着重论证其中的“东夷说”，台湾世居少数民族

与古代聚居于靠近渤海、黄海的海岱地区的东夷人有着较多相同的文化特质，故可能主要源

自东夷。13周运中考察了史籍上记载的南宋时期侵扰澎湖和泉州的毗舍耶人和谈马颜人，认

为前者可能是从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迁居到台湾南部平原的放索人，依据是米沙鄢人与放

索人体貌、风俗完全吻合，且毗舍耶即放索的异译。而谈马颜人则是台南的雅美族人，他们

可能是从巴布延群岛北迁到兰屿。14 

吴春明教授考察了阿美族卑南群的都兰部落人的“树皮打布工艺”，并比较华南、东南亚

和太平洋土著树皮布文化，指出阿美族、傣族、黎族、布鲁-云侨族、南岛语族等树皮布文

化有基本的共性，又同处于古代百越-南岛土著文化共同体范围内，印证了汉文史籍所载“南

蛮”民族之“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统一性，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亚洲东南海岸地带产生、

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带传播、发展的逻辑进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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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春明：《台湾阿美族的“织树为布”工艺及其文化史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岛夷卉

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 年第 1 期。 



荷据时期台湾史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近年来《热兰遮城日志》《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

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等西方材料的发掘、翻译，相关研究得到一定的进展，尤其

当时代历史人物、台海地区贸易往来等情况较之以往更加清晰。张彩霞、林仁川利用上述资

料，质疑以往认为欧洲人主导了 17 世纪台海贸易的观点，并从贸易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主导贸易商品定价、制定台海贸易市场规则等三个方面分析，认为当时台湾海峡贸易市场的

主导权掌握在郑芝龙等中国海商手中。16黄俊凌则认为以往由“华商”或“荷兰东印度公司”单

方面主导的观点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情形，当时的贸易主导权应是在明朝私人海商和荷兰殖

民者之间间转换，且受明朝与日本海外贸易政策的宽、严，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势力

的介入程度，华商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竞争，明朝政局变化对商品生产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交叉

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17陈思考察了颜思齐、李旦等人与荷兰人的关系，他认为荷兰

殖民者入侵台海地区后，颜思齐与之建立了广泛的往来交流，双方一度合作密切，但很快便

趋于疏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与李旦有关。在这段微妙关系的背后，体现的是当时福建地

方当局、民间海上势力与西方殖民者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18 

刘彼德利用《巴达维亚城日记》《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等材料，

论述了荷据时期的台湾社会结构与特征，指出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阶级、性别、宗教

及种族均不平等的社会。19刘彼德、张先清、陈慎等还对荷兰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做了论述。

20 

                                                   

16 张彩霞、林仁川：《中国海商：17 世纪台海贸易的主导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17 黄俊凌：《17 世纪上半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问题新探———以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为中心》，

《世界历史》，2016 年第 5 期。 

18 陈思：《从各方史料看颜思齐与李旦及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7 年第 5 期。 

19 刘彼德：《17 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结构和特征》，《台湾研究集刊》，2011 年第 3 期。 

20 刘彼德：《1636 年淡水原住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4 期；张先清：

《传教、冲突与文化解释——17 世纪台湾原住民与天主教的相遇》，《学术月刊》，2013 年第 12 期；陈慎：

《从荷文史料看荷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三峡论坛》，2016 年第 5 期。 



此外，徐晓望根据何乔远《镜山全集》所载相关史料，分析明末福建商人不热衷于去西

班牙在鸡笼、淡水的据点贸易的原因在于：台湾海峡的海盗活动、荷兰殖民者的干扰、福建

官府对贸易的限制、闽南商人经商意愿在于台湾南部以及日本锁国政策对西班牙商人的拒绝

导致淡水中转港地位的下降等。21 

明郑时期台湾史研究的进展同样得益于西人文献的发现。陈思借助《热兰遮城日志》的

记载，重新回溯了“何斌事件”的来龙去脉，认为该事件是当时郑荷双方在台湾经贸争夺的集

中体现，且是 17 世纪 50 年代以后，郑成功对台经贸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对当地

大陆商人的影响与控制，挑战荷兰殖民当局，进而控制整个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以便在与

荷方的亚洲商业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则最终促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22

张先清、陈忠纯等借助 17 世纪活跃于明郑政权统治区域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利胜的自传，探

讨了明郑家族的内外活动以及与教会之间的关系。23 

明郑台湾的儒学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之一。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际的台湾儒学》一文讨

论了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变迁，认为明郑时期移入台湾的儒学，是与郑成功、陈永华渊源颇

深的东林党及浙东学派的经世儒学。它以经学和经世实学为主流，强调反清复明之思想，重

视经世实学之复振精神，一扫晚明阳明学空谈心性之学风，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清统一台

湾以后，以程朱理学改造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改变其宗旨及内容，淡化其反清复明思想，

遂使朱子学逐渐成为清代台湾儒学之主流。24还有学者讨论了明郑台湾儒学人物以及台湾儒

学与闽学的关系等问题。25 

                                                   

21 徐晓望：《元代瑠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 

22 陈思：《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台湾研究集刊》，2016

年第 5 期。 

23 张先清：《17 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学术月刊》，2008 年第 3 期；陈忠纯：《论传

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以利胜的外交使命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 

24 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际的台湾儒学》，《广东社会科学》，2013 年第 6 期。 

25 如袁韵：《徐孚远与几社的创立与传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 年第 5 期；陈舒劼：《战



此外，邓孔昭对明郑台湾天兴、万年两县的辖境做了新的探讨，质疑以往主张天兴县（州）

所管辖的地域就是清初诸罗县的地域，万年县（州）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县和凤山县，或

主张万年所管辖的地域即为清初的凤山县,天兴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和诸罗二县的观点。

他认为天兴县（州）的辖境，包含了清初诸罗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一部分，万年县（州）的

辖境则包含了清初凤山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另一部分，并对天兴、万年的分界线走向提出了

看法。26邓孔昭还梳理分析了郑经的婚姻和情感生活对郑氏集团的影响，认为由于郑经没有

处理好婚姻和情感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的两次内乱。27 

如上所属，近十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厚，这一表现既源于相关研究得到重

视，也与大批多卷本的明清宫廷档案与民间文书史料整理出版有密切关联（具体情况参见另

节说明）。清代台湾史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清政府对台湾的认知及治台政策的考察，这其中

包括平民渡台、土地开发、理“番”、建省等方面的措施。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

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一文，讨论了清政府对台湾地位认知的复杂变迁，

并认为以晚清为界发生明显转变：晚清之前，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这

不仅反映在康熙用兵台湾的战和决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上。晚清以降，随着

外患的进逼，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尤其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台湾地

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时人的共识。与

之相应，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转变为“开山抚番”。28陈忠纯讨论了清政

府管理民人渡台的“领照渡台”政策的演变，认为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家眷渡台可能

                                                                                                                                                  

火中的传承：明郑时期闽台儒学的亲缘关系》，《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杜维超、张盛文：《实

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26 邓孔昭：《明郑台湾天兴万年二县（州）辖境的再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3 期。 

27 邓孔昭：《郑经的婚姻情感生活与郑氏集团的两次内乱》，《台湾研究集刊》，2017 年第 3 期。 

28 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

的单身民人渡台。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

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

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林爽文起

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

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

件后被放弃。29陈忠纯还讨论了清中央与地方关于治台政策的不同主张及其影响。30 

李智君阐述了清政府对澎湖的统治政策及效果，认为不同于对台湾本岛的统治，在清政

府在澎湖的措施相当成功，在其治理下的 200 余年里，澎湖没有发生一起叛乱事件，社会

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成为控制台湾的军事基地，有效地制止了海寇对东南沿海的滋扰。31 

有不少学者讨论了清政府的理“番”政策，李祖基利用其新发掘的张嗣昌所撰的《廵台录》

一书，梳理了对大甲西社“番”变事件善后的处理和官方劝垦“番”地的记载，以及减轻台湾田

园赋税和开放移民搬眷入台等种种积极的开发措施，由此得出雍正年间政府对台湾的土地开

垦政策较之康熙时期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变化与雍正皇帝重视农本，奖励垦

荒政策有很大关系。32刘正刚、乔玉红认为清政府推行土著军事化促进了土著从化外到化内

的转变，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开山抚番”较为典型。在台湾历次军事行动中，土著几

乎都与官府并肩作战，彰显了王朝军事化的成功，土著社会在军事化过程中认同了王朝统治，

                                                   

29 陈忠纯：《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哲

社版），2011 年第 2 期。 

30 陈忠纯：《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4 年第 6 期；《19 世纪初期闽台地方官开发台湾东部“番地”的主张探析——以噶玛兰及水沙连地区为中

心》，《台湾研究集刊》，2015 年第 4 期。 

31 李智君：《海洋政治地理区位与清政府对澎湖厅的经略——以风灾的政府救助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

2012 年第 11 期。 

32 李祖基：《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廵台录>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3 期。 



也完成了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33刘耀、陈文新利用朝鲜使者的记录，阐述了清代乾隆年间

台湾原住民参加贺寿朝觐活动的。34孙炜根据黄叔璥所撰的《台海使槎录》的记录，认为清

政府针对“生番”“熟番”，分别确立了防、抚两种治理策略，力图用“番界”将其固定在各自的生

活范围里。从实践上看，这两种策略都具有消极性，延缓了台湾的开发和发展，间接导致了

清治台期间“番”民冲突不断的不良后果。35 

台湾建省问题是另一个研究重点。贾小叶注意到清政府在台湾建省问题上，“幕后”的人

事关系是影响台湾建省决策的重要因素。她认为沈葆桢提出台湾巡抚人选与驻台办法时，其

个人经历与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不同的主持者因个人经历与人际交往的不同，

对沈葆桢的方案提出大小不同的异议，导致良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得到有力地推行。中法战

后，巡抚驻台之议再起，各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日本侵台后的相关讨论。而最后选

定的台湾建省，也与沈葆桢的巡抚驻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日本侵台到中法战争，台湾建

省问题整整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才得以尘埃落定。这其中不仅暴露了地方督、抚之间

的推诿、因循，更暴露出晚清中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36郑永华说明了 1980 年北京出土的“镇

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的背景，借以说明晚清台湾建省的曲折过程及清代中央政权

逐步加强台湾地区管辖的历史进程。37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及其中的“番”界主权问题，备受大陆学界重视。李理认为 1874 年的

出日军侵台事件是日本近代对外殖民扩张及军国主义的源起，而其幕后的指使支持者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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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贾小叶：《晚清台湾建省的台前与幕后》，《史学月刊》，2016 年第 7 期。 

37 郑永华：《未经启用的台湾总兵关防与晚清台湾建省之波澜》，《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光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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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山原号难船事件”本为普通的海难事件，但在美国人的挑唆下，却成为日本出兵侵略台

湾的借口。而日本出兵台湾，以为琉球民伸张正义为借口，实质却为切断中国与琉球的藩属

关系，以达到最后“吞并琉球”的目的。38 

张卫明从清政府援用国际法处理牡丹社事件的过程中，看到中西方不同认知的冲突与调

和。他注意到在 1874 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

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圈。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

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

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他认为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

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

国际法采取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

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39连晨曦也认为 1874 年台湾事件

对晚清国家主权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迫使清政府对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观

念进行修正。在列强的不断冲击下，清政府终于将“万国公法”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武器，并逐步将国内各民族一视同仁地对待，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大转变，它

对于今日的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40对此，贾益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分析了清廷对牡丹社

事件中日人提出的“番地无主论”的应对，认为经过此次外交挑战，清廷上下对台湾“番民”、“番

地”与中国主权的关系，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并非出于对西方“万国公法”的认

同，而是传统体系内部的适当调整。另一方面，为应对边疆危机而把“番地”逐渐纳入“腹地”

的行动，在近代条件下，成为中国逐渐由“天下”走向“万国”之一的重要一环。41 

                                                   

38 李理：《1874 年日本出兵侵台的幕后指使者》，《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 年第 6 期。 

39 张卫明：《借法异域：1874 年台湾漂民案中的国际法话语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14 年第 1 期。 

40 连晨曦：《1874 年台湾事件与晚清国家主权观念的转变》，《燕山大学学报 》（哲社版），2016 年第 2 期。 

41 贾益：《1874 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民族研究》，2009 年第 6

期。 



关于“生番”地界的问题，李智君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角度作了论述，他认为西

方殖民者的出现，使得原本由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

彻底打破。尤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

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

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

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42 

清代台湾经济史的成果不算多，徐晓望、徐思远从宏观上研究了明清时期闽粤海洋文化

与台湾海洋经济形成的关系，他们认为，明朝海禁后，闽粤海洋文化向环中国海区域传播，

构成以闽粤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台湾作为闽粤海洋网络的一个枢纽，从其海洋经济发

生的一开始，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 闽粤

的重商文化，培育了台湾的商人阶层; 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殖，是台湾海

洋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中国前列的根本因素。43 

杨彦杰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

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

讨。他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

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塭佃份

（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贌的塭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

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44 

有关清代台湾社会史、文化教育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著述不少。社会史方面所涉及的问题

                                                   

42 李智君：《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海交史

研究》，2017 年第 2 期。 

43 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 年

第 1 期。 

44 杨彦杰：《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台湾研究集刊》，2013 年第 6 期。 



主要有原住民与汉人、移民与台湾社会变迁等关系；文教民俗方面则涉及了台湾科举、书院

教育、台湾儒学、神明信仰等问题，尤其注重探讨闽台文化渊源等关系。 

邓孔昭研究了清代的女性移民问题，认为经历雍正十年到乾隆四年、乾隆十一年至十二

年的两次搬眷，对于缓解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状况有很大帮助。镇压林爽文事件后，清政

府取消了禁止携眷的政策，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状况进一步缓解，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除

了移民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应该达到较高的水平，说明人口的性比例已经比较平衡。45 

董建辉、周慧慧考察了清代台湾埔里盆地的族群构成的变化，指出人口迁移、土地资源

竞争是影响这一时期族群关系的主要力量。埔里盆地的先住民为埔、眉二番社。清中期，平

埔族群开始迁入，形成多族群杂居共垦的局面。之后，平埔族群不断蚕食先住民的土地资源，

导致其生存空间严重压缩，最终难逃被同化或他徙的命运。清末实施“开山抚番”政策，吸引

汉人大规模进入盆地开垦，平埔族群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并开始走向汉化，从而深刻地改

变了此后当地族群关系的格局。46 

张侃、董丽琼依据契约文书、总督府调查文献等材料，考察了雍正、乾隆年间，以胡焯

猷为首的汀州籍客家移民在淡水河流域开展的垦殖活动。他们认为客家移民面对“边疆社会”

的潜在风险采取了有效的生存策略，主要依靠从原籍带来合股经营等方式进行各种经济活

动，应对垦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垦殖过程中，移民们超越族群、地域、血缘的限制，

与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多元的文化互动，共同构建如书院、庙宇、家族等经济—文化共同体，

形成了社会合成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情势中转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47 

谢重光则阐析了清代台湾客家义民的性质，认为客家义民是乡村团结自保的民间武装， 

                                                   

45 邓孔昭：《试论清代台湾的女性移民》，《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5 期。 

46 董建辉、周慧慧：《移民、土地与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47 张侃、董丽琼：《清代台湾北部的汀州客家移民合作垦殖和共有形态论析——以契约文书等文献为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其首要的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卫家园，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地方秩序的作用，是保护社会安定的

力量。48 

孔潮丽对洪丽完编著的《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作了较深入的解读，总结清代台湾家

庭收养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征: 一是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异姓不相为后”传统伦理规范得

不到贯彻执行; 二是父权在清代台湾社会仍然影响深远，送养权的执行，归根结底就是父权

的行使、延续和转移; 三是收养与送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带有浓厚的功

利主义色彩，与近现代为子女利益的收养大相迳廷; 四是非法收养现象极为常见，与台湾地

区特殊移垦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也折射出国家制度与民间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49蒋小波通

过考察台湾早期的节烈故事，认为这些故事主要和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动荡有关，并体现了

史传作者的家国之痛。清政府治台之初就大力提倡节孝，一方面是为了将台人对明郑政权的

感念转化为对新政权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出于治理台湾移民社会之风化问题的现实需要。

随着清政府旌表范围与规模的逐步扩大，台湾的节烈妇女在人数上急遽上升。同时，清代台

湾的节烈妇女具有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透过她们的节烈故事，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的社会状

况与妇女生活的情状。50 

黄铭松试图根据西文资料解读 19 世纪末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样貌。从西方学者的

记载来看，彼时的台湾岛除西台湾外，清政府的控制力还显得比较薄弱。在南台湾和东台湾

地区，原住民的族群关系仍然相当紧张。中部高山地区基本处于闭塞状态，原住民番社之间

的猎头行为普遍，部落人口锐减。可以说，原住民大多处于自我治理状态，其社会组织已有

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每个村社都有头目，有些部落有年龄阶层组织，并且不少地区形成了

                                                   

48 谢重光：《清代台湾客家六堆义民的评价问题》，《闽台文化研究》，2013 年第 3 期。 

49 孔潮丽：《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初探——基于〈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的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50 蒋小波：《贞节与政治: 节烈故事与清代台湾的妇女生活》，《台湾研究集刊》，2016 年第 4 期。 



较强的部落联盟。在清治后期施行的“开山抚番”政策影响下，原住民与政府及汉人的关系日

趋紧张，大庄事件及加礼宛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51 

清代闽台关系方面，徐晓望论述了晚清福州与台北的关系，他认为，自清代中叶起，台

湾北部与福州之间的贸易开始发展，尤其是清代晚期，淡水、基隆与福州之间的船舶运输，

已经成为闽台之间重要的贸易航线，每年都有近 300 船次的贸易。由于晚清福州港的繁荣，

对台湾北部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台湾北部的发展，也给福州带来很多的

机会，福州人纷纷到台湾谋生，台北也成为福州商品的主要市场之一。52 

文教方面，李祖基研究了清代台湾科举中的“冒籍”现象，指出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

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

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他认为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

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

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

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

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53杨齐

福探讨了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的关系，指出作为台湾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举

人积极参与各种文教活动，推动了台湾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54 

民俗宗教方面，学者比较注重研究源于大陆的信仰在台湾的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转变。

刘大可分析了台湾客家信仰的特点，认为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一方面大致承袭了大陆原乡的信

仰特色，体现了两岸客家民间信仰的共同特征，但另一方面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民俗

                                                   

51 黄铭松：《19 世纪末期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以西文资料为中心》，《三峡论坛》，2017 年第 5 期。 

52 徐晓望：《晚清福州与北台湾的城市化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0 期。 

53 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1 期。 

54 杨齐福：《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文化，也随着移民社会的演变而发生了某些适应性的改变，受不同的时空背景影响，而呈现

出自己的信仰特点。这种既传承又有所变化和吸收的双重轨迹，是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显著

特征，同时也是移民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融和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55谢重光考察

了惭愧祖师信仰在台湾传播的特点，指出惭愧祖师信仰由客家原乡辗转传至台湾，祖师身世、

功能、神性、形象乃至信众族群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民到南投县拓垦之初，榛莽未辟，

瘴疠肆虐，生番为祸，毒蛇、猛兽横行，缺医少药，缺乏安全保障，所以诸如御番、保生、

降服毒蛇猛兽和一切妖魔鬼怪之类，都是垦民生产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都希望有

神灵加以保护。他们奉迎而来的是惭愧祖师，惭愧祖师本无这些功能，他们就把原乡流行的

三平祖师、保生大帝、三山国王等神祇的功能加到惭愧祖师身上。所以说这样的迭加，既与

垦民原乡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关，又与垦民新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攸关。56 

 

（二）研究专著、论文集概况介绍 

检索大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笔者总共收集到 19 部有关近代以前台湾史的专著或

论文集。这其中，有关早期台湾史有 4 部，明郑台湾史有 6 部，清代台湾史有 6 部，另有

跨主题的个人论文集 3 部。以下简要介绍其中的几部著述。 

李祖基、陈忠纯合撰的《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

（1840-1895）》对晚清台湾史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是大陆地区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晚清

台湾历史的著述。57该书的重点主要有晚清台湾开埠与外贸的发展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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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治台政策的转变与台湾建省，台湾移民社会的转型，以及外敌的入侵。全书分成十章，

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移民

社会转型”“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与侵扰”“‘牡丹社’事件”“清廷治台政策的转变与台湾近代化建

设的开始”“外贸对晚清台湾社会经济之影响”“中法战争之台湾保卫战”“台湾建省与刘铭传的近

代化建设”“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等。 

邓孔昭教授所著《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一书，集合了作者多年研究郑成功与明郑历史

的成果，尤其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及明郑与台湾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8该书不

仅论述了郑成功的爵号由来、对郑芝龙遗产的批判继承、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以及指挥作战

的特点，还探讨了明郑台湾的行政建置、社会经济，以及明郑与清政府、荷兰殖民者的关系。

最后，该书还讨论了与清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与主张。 

陈支平教授的《台湾文献与史实》，是在作者近年搜集海内外涉台文献的基础上，着重

于介绍以往较少为人关注的文献资料，或对其中稀缺孤本（如《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师中

纪绩》《闽颂汇编》《难游录》《靖台实录》《台阳百咏》等）的史实分析，或依据新发现史料

讨论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或对民间族谱及其他杂书的史料解读。59 

张崇根教授撰写的《台湾史前史与早期史》，是其旧著《台湾四百年前史》的修订版。60

作者在尽可能运用台湾考古学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自 3 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至明天启 4 年（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南，长达 3 万多年的台湾历

史。作者将台湾古史分成“采集渔猎时期”“刀耕农业时期”“锄耕农业时期”“铁骑时代”“三国时期的

山夷”“隋唐时期的流求人”“宋代的毗舍邪人”“元代的汉人与琉球人”“明代的东番人与汉族移民”

等时期，借以阐述“台湾的居民、台湾 3 万年以来的文化”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以及“海峡两

                                                   

58 邓孔昭著：《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9 陈支平著：《台湾文献与史料钩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60 张崇根著：《台湾史前史与早期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年。 



岸人民、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动的”。 

周云中的《正说台湾古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对清代

以前大陆文献记载中的涉台内容做了考订与辨证，并探讨两岸关系的相关史事。61作者提出

应注意大陆与台湾关系史有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历史上大陆与台湾之间航路的发展，他认

为台湾在明代之前已经进入世界贸易圈，而近代以后，东西方的海上势力在台海地区的交汇，

塑造了台湾在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论述闽台历史关系方面的论著也比较多。如汪毅夫所撰的《闽台地方论稿》，发掘了不

少比较罕见的闽台历史的零散民间资料，并进行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

订正部分既有研究的错误。62许维勤在其所著《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一书中，梳理了福建

与台湾行政关系发生、发展、变化和延续的过程，指出闽台行政关系的产生，“既是一种基于

地理关系的历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种关系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础”。63作者认为一方面应该从中

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角度认识台湾开发的过程，一方面也应从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

重构的高度，分析台湾主权归属的明确过程。徐晓望的《早期台湾史考证》一书，收录了其

所撰《“沉东京、浮福建”与闽台古文明起源的假说》《论吴隋二代台湾移民进入大陆南部》、

《梁嘉彬“流求论”的成功与失误》等文章。64 

论文集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是在该中心举办的“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基础上，集合部分参会论文编辑出版的。该论文集内容相当广泛，

基本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大陆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65 

                                                   

61 周运中著：《正说台湾古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2 汪毅夫著：《闽台地方论稿》，福州：海峡书局，2011 年。 

63 许维勤著：《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64 徐晓望著：《早期台湾史考证》，福州：海风出版社，2014 年。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



由邓孔昭教授主编的《闽越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一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基础上，利用档案、方志、族谱等文献资料，选择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做了探讨，如荷据时

期台湾汉族移民与荷兰人、原住民的关系，还有清代女性移民、汉族移民与原住民通婚状况、

康雍年间台湾移民的婚姻与家庭等问题，推进了学界对清代以前（以清代为主）大陆移民台

湾的过程及其与台湾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认识。66 

（三）涉台史料出版概况 

近十年来，大陆台湾史研究最值得提及的一个成果就是涉台史料的整理出版，成果十分

丰硕。首先要提到的是邹爱莲主编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该套史料丛书是“台湾文献

史料出版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出版项目之一。67全书

230 册，按编年体例影印出版，设总目 2 册，汇总列于书首。各册目录，另行分别列于各册。

书中辑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两朝台湾问题档案总计 16343 件，其中明代档案

主要选自兵部题行稿，共 25 件；其余选自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台湾档”、军机处录副奏

折等清代档案。其内容包括郑氏逐荷、康熙统一、乾隆平定、台湾开埠、台湾设省、乙未割

台等重大事件，还有政制设置、官员任免、移民开发、汉“番”关系、海疆防务等诸多闽台地

大小政事。这些档案记载了明清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台湾的真实情况，全面反映了台湾 300

多年间的历史变迁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推动明清台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编辑的 《明清宫藏闽台关

系档案汇编》（下称“闽台关系汇编”），该汇编共 30 册，在上述《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下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年。 

66 邓孔昭主编：《闽越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洲出版社，2009

年。 



称“台湾档案汇编”）基础上，补录了 2000 多件宫藏档案。68“闽台关系汇编”除了进一步丰富“台

湾档案汇编”的内容，还特别注重体现清代福建与台湾的军事统属及科举考试关系，如收录

有关闽台之间的 “班兵制”、 福建乡试题名录中见载台湾各县考生名单等相关文献。 

由方宝川、谢必震主编的《台湾文献汇刊续编》（下称“续编”），是在《台湾文献汇刊》

的基础上，按其体例，进一步收录了之前未及时编入的部分其他知见史料，历 10 年之功编

成。69“续编”分成八个专辑，汇录了大量明清以来有关台湾的诗文集、专题文献史料、舆志

风俗、公私文书、民间契约，谱牒家乘、稀见台湾刊物等，凡 150 种，共 100 册，内容相

当丰富。 

陈支平负责主编的《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也是“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的组成部分

之一。70该套文献选编以民间私家收藏的涉台契约文书、籍账、碑文及民间教科书、宗教科

仪等册籍为主要内容，还收录了部分清代官衙文书抄本、家族文书、日记等资料。其中，有

台湾中部契约文书、杨同兴家族文书及族谱、泉州鉴湖张氏家族涉台文书、台湾民间教育文

献及《水竹居日记》等，清代官衙文书则包括文武衙门簿、北路理番分府票簿、彰化县主成

票簿、彰化县主案簿、北路理“番”分府案簿、北路理宪案簿、岸里社守土随军“番”勇清册等。 

《台海文献汇刊》由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该史料丛书是在“台湾文献史料出

版工程”（《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馆藏民国档案汇编》和《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的

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开拓文献资料编辑而成。71丛书主要包括“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集成”“台

海诗文集”“海疆文献丛编”“民国时期台湾稀见刊物丛编”等四部分，总共 60 册。其中包括了之

前尚未公开的台湾义勇军地方档案、从日本内阁文库收集的有关郑芝龙海商集团的《经国雄

                                                   

6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2016 年。 

69 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年。 

70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71 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台海文献汇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略》等涉台史料。 

《闽台族谱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分别由陈支平与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

《闽台族谱汇刊》共50册，收集闽台地区民间族谱计106部，时间跨度自明代隆庆四年（1570

年）编纂的族谱《水美王氏族谱》直至当代的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 400 余年；72《闽南涉

台族谱汇编》共 100 册，以族谱涉及闽台关系为原则，汇集闽南地区涉台民间族谱计 100

种，大部分修纂于清代和民国年间，有少数修纂于明代及当代。73 

此外，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选的《民国时期台湾经史文献选编》也收录了

部分民国时期有关台湾史的文献材料。 

除了上述大型的文献史料丛书，还有其他较小系列或单种点校史料。如九州出版社策划

的“中央政府管理台湾历史文献丛编”，迄今已出 4 种，包括尹全海主编的《清代福建大员巡

台奏折》（2 册）《清代巡台御史巡台文献》（1 册）《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分清代、民

国两卷，共 2 册）和王鸿鹏主编的《台湾科举史料汇编》（2 册）。尹全海所编的 3 部史料集，

分别以清代巡台御史、清代福建大员轮值巡台的奏折等资料，以及清代及民国中央政府的赈

济台湾相关原始文献的史料选编奏折等档案文献为资料来源；74王鸿鹏则依据 200 余种台湾

史料, 从中遴选出科举史料, 按照制度沿革、学校与选举、题名录、人物、艺文等五部分编

辑成册, 力图全面真实地反映台湾科举全貌。75这 4 部史料集的编撰目的均在于推进有关清

政府及民国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措施与政策的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李祖基教授整理并点校的《行间记略•清威略将军吴英史略》一

                                                   

72 陈支平主编：《闽台族谱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3 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74 尹全海主编：《清代巡台御史巡台文献》，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清代福建大员巡台奏折》，北

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中央政府

赈济台湾文献·民国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 

75 王鸿鹏主编：《台湾科举史料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年。 



书，该书重现了久已湮没的吴英史料，对于研究明郑及清统一台湾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

值。76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大陆的台湾史研究（通史及近代以前部分）无论在广度或深度均

有长足的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清代台湾史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各类资料整理或是学术

著述，均有颇为丰厚的成果。其中，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受到学界的重视，相较而言，

经济史研究的热度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对原住民研究兴趣较之以往更加浓厚，

显示大陆台湾史研究日趋多元且深入。当然，通过论文统计还可看出两岸关系史研究所占比

例较高，其原因除了特定时代促使大陆学者重视研究和重现两岸的历史联系，也有大陆学者

所拥有的文献资料等研究条件更利于从事相关主题的研究。 

同时，大陆地区的文献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显示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前者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便利的条件，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深入，而学术研究的进步，也进一步刺激文献

资料搜集整理的加强完备。无论是官方的档案文献，还是民间的契约文书，都有不少的成果。

此外，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的成果也不断增多，在检索中，笔者发现了不少台湾学者在大陆发

表的著述。而大陆学者利用台湾等海外整理的文献史料，也早不鲜见了。 

就目前的情况看，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涉台史料的整理收集范围需要继续扩大，相关

数据化建设也有待加强。近年大陆涉台史料的搜集整理虽然成果丰硕，但大陆台湾以外的海

外文献搜集还不够。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疆的最前沿，历史上曾面临多重势力的侵袭，也因

此在日人及西人文献中留下数量颇多的记载。这些资料对于台湾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

义，亟待进一步搜罗整理。“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列有“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共 50 册），

尚未正式出版。期待该套史料汇编能尽快完成，并推动海外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文献资料的整理方面有待加强的另一个问题是的相关数据库建设稍显滞后。未来如果能整合

                                                   

76 【清】吴英撰，李祖基点校：《行间记略·清威略将军吴英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各类文献资料，依据学术研究的需求，建立台湾史研究的综合数据库，将使得研究更加便利。 

其次，虽然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强调从中国史的视野看待两岸关系，但总体而言，台湾史

研究与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史研究，衔接还不够紧密。过去二三十年间，大陆的

中国史研究发展更新有目共睹，但台湾史研究对于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借鉴显得不足。尤其，

近年中国史研究逐渐注重从全球史的视野，检讨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但相关大

陆地区的台湾史研究很少从全球史或东亚史的角度，解析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未来如何

应对来自两岸乃至全球史研究视野更新的挑战，是大陆台湾史研究者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最后，大陆台湾史研究应该继续突出“两岸特色”。如陈孔立教授所言，台湾史研究应立

足于两岸互动的基础上，以做到“了解之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