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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所謂「東亞」，是指涵蓋東北亞、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東南亞

的地理區域。這些區域固然有海疆相隔，亦因海洋通路的開發與綿

延，自古迄今，一直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民族與文化的互動關係，

成為東亞歷史與文明發展的重大構成要素。「東亞海域」，即是圍

繞在東亞大陸沿岸地區與大小島嶼四周，使這個要素得以作用的承

載空間；古來，東亞地區的人們航行其上而彼此互動，乃將「東亞」

串連為具有特殊內含與風格的人文地理區域。在此區域中，民族文

化多元並存而互有交織。

「東亞沿海地區」所以能成為不同民族文化來往互動的重要平臺，自與此間人們卓越的航

海能力有關；而十五、十六世紀以降，歐人經由東西洋路進入此區，尤使東亞海域的人文互動

愈趨活躍複雜。他們航行海上或從事外交、或競逐爭戰、或商貿掠奪、或跨海移民，無不來往

於各個港埠之間。大小不一的港口，乃為各類「異鄉人」和「陌生客」的交聚之所與商貿榮興

之處，吸引了遠近移民定居繁衍、或經由港市向更遠的內陸開發移植。而無論是港市發展、商

旅往來、移民遷居、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跨海傳播，其所形構的生活世界及所含具的價值意識，

往往即是文明交會的體現。這些經由長遠歷史淬鍊的文明內涵，對當前全球化潮流方興未艾的

時代，或有積極的啟發性。但其具體內涵與深刻意義，仍有待臺灣地區之識者與方家，進一步

深入探討詮釋。

在探究東亞海域文史諸問題之同時，吸收國外研究經驗，了解國外當下研究動態，以擴展

國內研究領域與視野，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誠如各界所知，歐洲及日本已有不同人文社會

科學背景的學者集合在一起做海洋問題研究（注 1），他們對於海洋史方面的研究，不僅起步早，

且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值得臺灣學習之處頗多。以下謹以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出

版《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原文是《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涉》）一

書為例，將日本對於東亞地區海洋史的研究狀況；以及可帶給臺灣學界對於海洋史研究何種啟

發，陳述如下。文後是將近年臺灣地區出版海洋史相關著作一併臚列，提供讀者參考。

東亞海域文化研究的出版觀察報告
從松浦章的《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涉》一書談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卞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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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內容

《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作者是松浦章，發行者是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出版時間是 2013 年 10 月。該書是作者自 2009 年至 2012 年間，曾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當中，

將有涉及東亞海域活動的帆船及其衍生的文化交涉予以彙編成冊。其目次及內容如以下所示。

序論  中國帆船的東亞海域交流

作者認為中國自唐代以降，海商活動已開始盛行，唐代、宋代時期中國帆船，其與日本、

朝鮮之間的航運，不是單向的活動，而是已有恆常且持續的海商活動。明代雖因海禁政策，帆

船活動受到停滯，但自清代開始，中國帆船貿易活動，再度開始活躍。

第一篇  中國帆船與東亞海域文化交涉

第一章　朱舜水橫渡東海與日中文化交流

明末儒學家朱舜水，受到日本的邀請前往日本講學，直到去世為止。朱舜水雖然在日本講

學，但仍經常往返於日本與交趾之間。作者認為他所乘坐的船應該是平底型海船；即沙船，來

往於日本長崎。

第二章　近世東亞海域之上中國船漂流的筆談記錄

作者指出，清代康熙年間中國沿海地區的商船積極的向外海展開貿易活動。這些帆船貿易

活動因遭遇船難漂流至朝鮮半島時，從船員與朝鮮官吏之間的對話記錄，可了解到當時船員的

背景，裝載的貨物以及航運網絡等重要的資訊。

第三章　漂流至天草的中國帆船與筆談記錄

作者認為，探討船難的發生與相關議題時，不可只局限於救濟地，應從更廣的地理環境面

向思考，如此會有更豐富的研究成果。並以位於日本九州西部的天草為例，記錄天草官民如何

協助中國船員送往長崎的情況。

第四章　江戶日本人所見的清代廣州、澳門

日本長年施行鎖國政策之故，對於中國非常陌生。作者以 1815 年（嘉慶 20）因遭到海難漂

流至中國並滯留在廣州十餘日的日本海難受難者為例，記錄他們看到廣州城外國商館林立，城

市繁榮的情景。他們返回日本之後，將繁榮的情景告訴當地居民認識。

第二篇　中國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涉

第一章　中國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

根據作者研究指出，在東亞海域，由於各國產業構造不同，相互的需求也不同，因此可以

見到各國利用航運，使得中國與日本、琉球之間貨物能夠流通互補的情況。

第二章　中國帆船攜至之砂糖與日本國內的消費

日本江戶時期中國帆船和荷蘭船帶來由國外產的砂糖大量輸入日本。德川第八代將軍吉宗

有鑒於蔗糖的重要性，於是指示學習中國甘蔗的栽培與製糖的技術。於是自江戶時代中後期以

東亞海域文化研究的出版觀察報告：從松浦章的《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涉》一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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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人開始大量使用砂糖在日常的飲食中。

第三章　中國帆船攜來之《清嘉錄》與和刻本的流布

日本人自古喜愛中國書籍，除醫書之外，日本人亦愛好中國節慶書籍。1830 年（道光 10）

吳中所撰寫的《清嘉錄》刊出後立即受到日人的喜愛並流通到日本，更有在旁加注日文版的說

明。讓日本知識份子認識中國日常風俗，提供他們重要的知識情報。

第四章　中國帆船返國時所裝載之日本產的海產物

作者指出，日本江戶初期開始，實施嚴苛的對外管制制度。但仍透過長崎港向中國輸出物

產。日本稱中國帆船為唐船，內部有裝載運往長崎的砂糖，以及其他絹織物、書籍、漢方藥劑。

中國船舶返回時，則裝載中國製造銅錢時所需要的日本產的銅。

第三篇　東亞海運帆船航運的文化交涉

第一章　受中國帆船救助的日本漂流民

因遭到海難漂流到菲律賓宿霧島的日本人；和漂流到呂宋島的朝鮮人；以及漂流至日本屋

久島的越南人。由於自己國家航運能力不足之關係，返國時都是依賴中國帆船在進行貿易活動

之同時，乘戴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由此可見在東亞海域相互交流之同時，中國帆船具有極大

的貢獻。

第二章　中國帆船的海外移民

中國福建地區因山巒林立，可耕之地少的情況下，福建當地居民多向海外移出尋求發展。

他們大多是以正常途徑移至該地，但從官方在海上緝捕到的船隻可知，許多是採偷渡之方式，

前往該地尋求移居。

第三章　清末福建與臺灣的帆船航運

作者指出，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強訂定天津條約，英國積極將對岸的廣東、廈門等地的貨物

輸送至臺灣，提供臺灣經貿資源。但日本領有臺灣後，臺灣物產開始銷售至中國，其中重要輸

出品之一是茶葉。但臺灣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仍利用木造帆船輸送到臺灣。

第四章　薩摩帆船的琉球海運

日本於 1609 年（慶長 14）薩摩藩侵略琉球，一直掌握與琉球之間的航運貿易。由於受到薩

摩藩干預日本與琉球之間不得自由在海上通行之關係，採指定海上業者河南家處理，是以可知

該家族壟斷了日本與琉球之間的航運貿易。

第五章　明治時期環行下關的帆船航運

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後，舉國上下開始推行維新運動，但根據作者研究指出，明治初期的木

造船舶其載重量雖不如蒸氣船，但就數來看，仍延續江戶時代傳統式的帆船，遠超過蒸汽船的

數量。且在當時這種帆船貿易仍是帶動各港市繁榮的重要工具。此狀況持續到 1889 年（明治

22）木造船停止使用以後，有顯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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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亞洲海域帆船航運的文化交涉

第一章　成化十二年訪問明朝的蘇門答臘使節

作者指出，明朝接待朝貢外使有一定之規定，是由市舶司負責。但由於掌管外交事務的禮

部與擔任海外經濟的戶部，有權責劃分不清之盲點，因此發生東南亞的蘇門答臘國來朝貢時，

發生多次掠女子賣私鹽等不法事件。

第二章　16-19 世紀中國戎克船與越南、順化的海上貿易

中國與越南早在宋朝時期就有海上貿易之關係，航運網絡最盛時期是海禁政策較鬆弛的明

代後期。但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勢力與商船進入中國，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帆船貿易受到嚴重的

衝擊，往返的帆船因此減少。

第三章　越南東北沿海雲屯港與中國帆船的貿易

17 世紀後期，清朝政府允許中國沿海民眾可從事海外貿易。中國帆船裝運的貨物是越南最

需要的鐵、銅、黑鉛、硫磺四樣。中國船舶大量裝載米糧帶回，原因一是中國政府採優惠措施，

各關米稅減免。再者是米糧可作為壓艙之用，增加船舶行走時的穩定。

第四章　漂流至日本的越南人歸返母國

日本與越南之間因無國交，日本在處理越南因船難漂流至日本的越南人時，多會依賴中國

帆船協助處理，先運送至乍浦後，再送至廣州，之後由廣西返回越南。

結論　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

作者認為自 16 世紀至 19 世紀，東亞地區文化交涉之所以繁盛，主要是依賴中國帆船。其中

有二大理由，一是因中國於 1684 年實施展海令，國內帆船可向國外發展，中國帆船足跡在東亞

海域處處可見。其次是中國帆船航行能力遠超過朝鮮與日本的帆船，說明中國帆船曾經在海外

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三、內容特色部分

（一）議題具有多元性

從各章的內容可看出，作者在該書中探討的議題內容相當多元；例如有思想傳遞、文化交

流、海洋移民、帆船航運、海洋產業、古籍文獻、海難救濟、國際關係、習俗樣貌、船舶技術、

海港城市、海外島嶼等，至少有十二個面向。清楚的將東亞海域、港口城市及各國彼此之間的

經濟貿易、情報傳遞、文化交流的所產生的諸種樣貌呈現出來，可展現出完整的人與海洋之間

密不可分的「海洋東亞」全貌。

（二）空間具有廣泛性

本書之空間以東亞海域為主軸，地域包括中國各沿海地區以及臺灣，日本地區有長崎、天

草、薩摩、琉球；南洋地區有越南、高棉、蘇門答臘、菲律賓；以及朝鮮地區等。透過作者的

研究可知道，從歷史地理方面來看，東亞海域的各國和各區域，彼此之間已經常使用木造帆船

東亞海域文化研究的出版觀察報告：從松浦章的《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涉》一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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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互之間的聯繫，此不僅是單向的航行，更有成為定期式的航運網絡，在各地蓬勃的展開。

（三）史料具有國際性

海洋文化的研究是一個跨海的研究，研究的途徑當然是與陸地的研究不同。陸地的研究

只要蒐集當地的、或是某個區塊的資料就可以；但跨海的研究是超越空間的，所以在採集資

料上要特別花費時間，而且還有語言工具的問題。（注 2）作者在該書中，所引用的史料英文方

面 有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1828、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i，1881-91，Kiungchow. 等。日文方面有《華夷變態》、《長崎オランダ商館

の日記》、《天草郡史料》、《江戶時代漂流記縂集》等；中文方面有《清史稿》、《歷代寶

案》、《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備邊司謄錄》等多種，旁引博徵，對於論文的說服力的論證，

有相當大的助益。

四、可帶給臺灣學界的啟發部分

（一）持續拓展研究能力的啟發

關於東亞地區海洋史問題，雖然臺灣地區已有諸多前輩大力推動此研究，且有相當豐碩的

研究成果。其中最有成績者應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舊名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

研究所），自 1984 年起共計舉辦 10 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出版研討會論文集共計 10 集，不僅

開啟國內學者對海洋史研究的注意，更帶領年輕學者進入此研究領域。

在學校方面而言，倘若說是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海洋大學海文所）

應不為過。海洋大學海文所成立於 2007 年，是全國唯一的海洋文化研究所。因學校對於海洋文

化研究極為重視，該校自成立海文所之前的 2005 年已開始廣邀國內外學術界之專家學者，舉辦

海洋文化研討會，會議結束後，刊登通過審查機制的論文。至今年止已出版 14 期之《海洋文化

學刊》，另有專書《東亞海域與文明交會：港市．商貿．移民．文化傳播》一本以及五期的《海

洋人文 教學與研究通訊》。由於內容豐富，且至今未曾間斷，因此受到國內外各界之好評。

然而，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研究，需經過多年的潛心投入與時間的淬煉，使能有其成果。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在出版研討會論文集共計 10 集之後，因未再舉辦國

際研討會，故未再有論文集的出版，是史學界一大憾事。

．海洋大學海文所發行之出版品。（圖片提供／卞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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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海洋文化學刊》1-14 期，共計 89 篇計算。

再者，海洋大學海文所雖已有定期的《海洋文化學刊》出版，但專書僅出版一本，是以此

方面成績尚有待發展的空間。

（二）研究議題應更多元化的啟發

二十世紀之後，歐洲海洋史學者開始反省，認為海洋史應是人和海洋發生關係之後，所產

生的各種歷史，亦即人對海洋的了解與利用的歷史，是一種多元的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

觀點。戴寶村教授藉此歸納出海洋史研究的方向：一、海洋的生態與科學。二、海洋生業的概

念。三、國家海洋政策。四、海洋貿易。五、海岸港口發展。六、海船航具的建造、演進。七、

航海技術的演進。八、海外移民的現象。九、海權與海軍。十、海外非法勢力。十一、海外國

家的了解與往來。十二、海洋思想與文化。十三、海外領地及本島、離島的關係。（注 3）受到

各界的認同與重視，並朝此作為研究方向。

但或許是因個人所學背景與研究的方向不同，筆者根據海洋大學海文所發行《海洋文化學

刊》為例，分為 16 類，比重非常不平均。其中以文學 23 篇最多，占 25.8％，其次是通論，有 12 篇，

占 13.5％，海權 9 篇，占 10.1％，移民 8 篇，占 9.0％，宗教 7 篇，占 7.9％，文化、宗族、航運

都是 5 篇，各占 5.6％，地理、教育都是 4 篇，各占 4.5％，非法有 2 篇，占 2.2％，外交、船舶、

表 1：《海洋文化學刊》分類百分比

類別 數目 百分比

文學 23 25.8%

通論 12 13.5%

海權 9 10.1%

移民 8 9.0%

宗教 7 7.9%

文化 5 5.6%

宗族 5 5.6%

航運 5 5.6%

地理 4 4.5%

教育 4 4.5%

非法 2 2.2%

外交 1 1.1%

船舶 1 1.1%

社會 1 1.1%

產業 1 1.1%

港市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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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產業、港市都是 1 篇，各占 1.1％。是以《海洋文化學刊》探討的內容，可再朝多元化方

向努力。

（三）研究內容應具國際視野的啟發

臺灣史的研究，自 1987 年政府宣佈解嚴之後，雖然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前輩先進的努力

成果，更受到日本學界的稱讚與認同。（注 4）但是臺灣學界對於臺灣與海洋之間關係的探究，

卻一直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注 5）；以及太過於強調本土化，使得臺灣與外界的互動關係的

相關議題反而被忽略。例如筆者根據《海洋文化學刊》內所探討的區域來看，總計 89 篇當中，

以臺灣島內或是臺灣區域為中心探討的論文有 26 篇，占 29.2％，近三分之一。筆者以為從事海

洋史的研究，不應局限於臺灣為主軸；更不可以單一國家為考察物件的研究途徑，應具有國際

視野，如此才會有更寬廣的研究領域和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以上是筆者從《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的出版

觀察，學習到的小小的心得與淺見，提供各界參考，期望能對臺灣海洋史的研究有所助益，並

請前輩先進不吝指教。

再者，因受限於校務評鑑之關係，臺灣地區學術界因此多著重於個人研究成果的發表，對

於翻譯國外學術論著意願不高，是非常遺憾的現象。倘若有海洋史方面的專家學者願意帶領碩

士班或是博士班年輕學子以《近世東亞海域的帆船與文化交涉》一書為例，一邊翻譯一邊學習，

不僅可讓學生學習到海洋史的研究；再者；也可讓臺灣學界瞭解到國外的研究動態，擴展海洋

史研究視野，相信必定能對臺灣地區學術界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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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七、海洋人文與藝術活動（包括海洋文學、海洋美術與工藝、海洋音樂、海洋影像與表演藝術、海洋傳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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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中國史區分。參見該期第 254 頁。

5. 同注 3，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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