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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漢人移民社會的形成

重點一 大航海時代的移動

漁　民

	南宋時，已有漢人在澎湖形成定居性的聚落；十三世紀，元代在澎湖已設置「巡檢司
」，負責管理移民與治安查緝

	明末由於福建、廣東地狹人稠，加上天災不斷、連年戰禍，已有不少漢人前往臺灣搭
寮居住，從事漁業、商貿活動，甚至成為海盜

海　商

	明初為防備倭寇與海盜的侵擾，曾實施海禁政策，當時東亞海域為從事走私貿易的漢
人海商與日本海盜之活動範圍，部分漢人海商也以臺灣為據點

	十七世紀初，顏思齊、鄭芝龍等人曾自臺灣南部登陸，並招募漳、泉百姓來臺開墾
	顏思齊過世後，鄭芝龍整併原有勢力，於 1628年為明朝招撫，活動重心移至中國沿海

歐洲人

	葡萄牙船隊途經臺灣時，曾盛讚「 Ilha Formosa」，此後臺灣 
便以「福爾摩沙」聞名於歐洲

	西班牙將菲律賓 馬尼拉設為亞洲據點；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V.O.C.）設於印尼 巴達維亞，作為東亞貿易的基地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徽章

重點二 荷治、鄭氏時期的移民狀況

1 荷治時期

入主臺灣

	1604年進占澎湖，為明將沈有容諭退；1622年再占澎湖，後與明朝協議，於 1624年
攻占臺灣南部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大員建立熱蘭遮城作為統治中心，逐步擴大統治範圍
	1642年驅離北部的西班牙後，統治範圍幾乎涵蓋全臺，但主要仍以大員為主

招募漢人
為增加農業產量，荷蘭人招募中國東南沿海漢人來臺墾荒，並提供其農具、耕牛、貸款
等農作所需，主要從事水稻佃耕和製糖業

反　彈 郭懷一事件

	荷蘭人不允許漢人擁有土地所有權，還課以名目繁多的賦稅，漢人不堪
壓迫，遂於 1652年由郭懷一帶領下起事反抗，最後荷蘭動員原住民族
協助鎮壓，數千名漢人遭到殺害

	事件結束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另建普羅民遮城，加強對漢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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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答參見詳解本 P.1

	「甲國同意把設置於澎湖的要塞和砲臺毀壞，轉移至臺灣島，乙國亦不干涉甲國對臺灣的占領
。甲、乙兩國開始通商。」根據你所學的臺灣史知識，請問達成協議的甲、乙兩國最可能是下
列何者？
荷蘭、明廷 法國、清廷 日本、清廷 英國、東寧

	某生在圖書館看到一段關於早期臺灣的社會史料：「北路諸羅、彰化以上至淡水、雞籠以及東
部後山地方，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自鳳山、新園至琅 ，婦女亦不及數百人。有村庄數百人
而無一眷口者。」請問上述應是臺灣何時的人口資料？而造成文中社會現象的原因又為何？
荷治時期，郭懷一事件造成漢人移民大減
鄭氏時期，移駐臺灣的軍隊多鰥獨無家眷
清初領臺後，遷回叛軍導致臺地人去業荒
雍正年間，移墾社會與各項禁令加乘所致

	雍正年間，葉春日、葉特鳳父子自廣東 陸豐移至臺灣，幾經遷移，最後定居在桃園 新屋的大
牛欄，生下五子並以「榮、華、富、貴、春」五大人間美事命名，後代子孫稱為「葉五美公」
。每年清明時節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子孫近萬人前來參加，掃墓祭祖活動範圍包括特鳳媽墓、
葉春日公祠、葉五美公祖塔等，平日則由五大房輪值維護。請問上述應屬於何種祭祀組織？
唐山祖 開臺祖 祖籍神信仰 鄉土神信仰

貳 新住民與新文化

重點一 1895年後的移民

國籍選擇
1895年馬關條約生效的兩年內，臺人可自由選擇是否離臺。而最後選擇離開臺灣的僅
6,000多人，占全臺不到 0.3%，以士紳、商人為主，多遷往中國內地

人口變遷

	1905年臺灣總督府進行首次人口普查，全臺人口總計約 300萬左右，之後每五年定期
普查一次，至 1940年代，臺灣人口已達 600萬上下

	日本把臺灣作為國內過剩人口的移民地，鼓勵日本人移住。1896年來臺 日人約 7,000
多人，至 1915年人數已超越原住民族

	二戰結束前，在臺 日人約 30多萬人，其中在臺出生的日人（稱灣生）約占 20萬人左右

1 臺灣人的移動

離臺發展

	由於日本對臺採特殊統治，教育體制尚有不足，故許多臺人選擇前往日本留學或工作
	隨著日本積極在亞洲擴展勢力，臺灣人也赴朝鮮、滿洲、南洋等地求職或求學
	 例 滿洲國第一任外交總長謝介石、於荷屬印尼地區從事農產貿易的商人周里觀
	除求學、求職、經商外，亦有不少臺人為了抵抗日本統治而前往中國

島內流動

	因建設或產業開發需要，造成臺灣內部人口流動 例 高雄築港工程與港口的發展，吸
引澎湖、臺南等地的居民前往工作和定居

	日資公司在高雄 美濃、旗山地區設立農場，招納眾多人力，其中諸多新竹州（今桃 竹  
苗地區）的客家人前往，與在地社會逐漸融為一體

	官方亦招募漢人至東部開墾，大量來自桃 竹 苗地區的客家人移居東部的花蓮、臺東，
使東部地區客家人口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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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臺灣通史序言提到：「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請問：我們應該如
何解讀這段文字？
臺灣的文字出現於荷治時期，所以歷史是從此時開始的
臺灣的歷史是從鄭氏治臺才開始，鄭氏之前並沒有歷史
早期原住民不重視歷史，荷蘭人才開始教導記史的方法
作者從漢人角度來看臺灣歷史發展，這種說法並不客觀

	1836年淡水同知頒布「庄規禁約」，要求各庄遵守：「一、各庄向設總理、董事、庄正、庄副
，官給札諭戳記約束庄眾，不許爭鬥滋事搶擄為匪。二、庄總董庄正副宜力行清庄之法，以除
匪類。三、凡庄中不法子弟，該庄總董庄正副固當預行約束。四、各庄總董庄正副責任大端，
無非約束庄眾，和睦鄉鄰之事。」此「庄規」裡提到的「匪類」所指為何？
外地入庄的陌生人 糾眾滋事的羅漢腳 前來通商的西洋人 神出鬼沒的原住民

	臺灣史上有一則由統治當局與原住民簽訂的和平條約，其內容有幾個要點：
一、 部落的人必須歸還所有的頭顱、骨頭、武器以及所有他們在屠殺我們時所奪去的東西。
二、 居住在他們部落或是部落附近的漢人，每三個月一次來領取新的人頭稅單，不得有異議。
三、 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海盜，提供海盜糧食、戰爭武器或其他必需品，更不能讓他們居住在

部落裡或是提供住處。
四、 為了讓所有合約能夠遵行不渝，部落的人必須交出他們兩位重要的孩子作為人質，相對的

，我們也派兩位我們的士兵到他們部落居住。
請問簽訂這份和平條約的統治當局應為何？
荷治時期的荷裔官員  鄭氏時期大將劉國軒
行開山撫番的沈葆楨  積極理蕃的日本總督

	資料一： 曾任臺灣兵備道的唐贊袞撰臺陽見聞錄．番部，其中記載官方賜姓平埔族群的由來：
「初，熟番有名無姓，既准與試，以無姓不可列榜；某巡臺掌學政，就番字加水三點
為潘字，命姓潘，故諸番多潘姓。」

資料二： 吳子光的一肚皮集中記載：「今之熟番……，其族本無姓，近亦臆造姓名，若漢人然
。相傳土番未得姓時，有黠者欲用夏變夷，而未得其方，漢人紿（欺騙）之曰：『姓
未易討好也，唯潘字有水、有米、有田，姓莫如潘宜，番大喜。』」

上述為清代 漢人認為平埔族群改漢姓的原因，我們應當如何正確理解？
資料一主張平埔族接受漢姓，乃因就學應試需要
資料二認為平埔族受到漢人誘騙，因而選擇姓潘
兩則資料皆屬於傳聞，並無其他實證，皆不可信
兩則資料對「潘」字解讀不同，從作者經歷來看，資料一的說法較可信

	據南投 埔里酒廠官網介紹，1949年酒廠開始研發「紹興酒」，至 1953年臺灣第一瓶紹興酒正
式上市。紹興酒並非源自臺灣，而是戰後自大陸江 浙一帶傳入，後經埔里 紹興新村的外省移
民以家鄉技術協助，使釀造更臻成熟。請問此外省移民最可能來自哪裡？
金門 馬祖 
大陳 青島

綜合實力測驗 Chapter 1／Chapter 2

詳答參見詳解本 P.1



1 . 2綜合實力測驗19

多
元
族
群
社
會
的
形
成

一

	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為賽德克族人，也是殖民政府栽培的原住民青年，兩人在霧社擔任巡查（
警察）。霧社事件時，兩人相約自殺並留下日文遺書：「我等不得不離開此世界。此為蕃人因
苦於勞役過多，終於爆發長久公憤之事件。我等也被蕃人拘捕，終至無可如何。昭和五年十月
二十七日午前九時。由於蕃人在各方面皆有守備，郡守以下職員全部死於公學校方面矣。」對
於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的遭遇與霧社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霧社事件的爆發，乃因原住民的勞役繁重而爆發激烈反抗
日本為同化蕃地原住民，刻意栽培部落青年以落實其政策
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選擇自殺一途，可見日本政府皇民化教育之成功
從遺書內容可知霧社事件起事地點在當地公學校，日人幾乎盡遭殺害

	福澤諭吉在臺灣被納為日本殖民地後提出「移民殖產論」，認為應大舉移民日人至臺以開發富
源，也有許多日本政要主張驅逐臺灣島民，將日人大量移入。然而事與願違，多數臺灣島民不
願遷出，使得總督府不得不調整作法。請問總督府的調整方案為何？
停止隘勇線推進，全力開發西部地區
以基隆、高雄為據點，興建戰略基地
推廣技術移民為主，集中在總督府中執行公務
蕃地開發結合農林拓殖，將東部作為移民據點

	資料一： 乾隆二年，巡臺御史白起圖等奏准：「漢人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
者，即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杖一百離異；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
例，各杖九十；地方官照失察民苗結親例，降一級調用。……」

資料二： 乾隆二十五年，福建巡撫吳士功 題准臺民搬眷過臺疏：「按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
版圖將及百年。居其地者，均係閩、粵二省濱海州縣之民；從前俱於春時往耕、西成
回籍，隻身去來，習以為常。」

資料三： 史料所記漢人男多於女的事實，幾乎僅發生在乾隆初期之前，而且可能只發生在墾民
生活尚未安定的新墾區。雍正 乾隆以後屢次開放搬眷渡臺，緩和漢人男多於女的現
象。男多於女的記載不復出現於乾隆初期以後的方志。

上述三則資料為某篇論文中的重要論述，請問作者可能因此做出何種結論？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為清初新墾區獨有
原漢通婚較特殊，非漢人男性主要婚配形式
因朝廷禁止原漢結親，原漢通婚僅在乾隆前出現
臺灣母系血緣除了原住民媽外，仍有少許唐山媽

◎ 一位老兵回憶起當年受困於越南 富國島的日子：「3萬人被一艘大船運往荒島，島上僅有不到 10戶
人家居住，到處都是叢林，我們自己砍樹搭建起島上最早的房子，挖出島上最初的道路……，毒蟲叮
咬，走獸襲擾著我們，但也只能在這裡等待一個未知的結果。」請問～題：

	這位受困於富國島的老兵身分為何？
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隊 越戰中失利的美軍戰俘
國 共內戰撤退的國民黨軍隊 遠赴南洋作戰的臺籍日本兵

	導致這位老兵與同袍受困於富國島，乃因何國的作戰策略？
法國 中國 美國 蘇聯

二、混合題與非選題

◎ 1874年 10月，恭親王 奕訢與大久保利通互換條約：
　　「照得各國人民有應保護不致受害之處，應由各國自行查辦。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
為加害，日本國本意惟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今與各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
列三條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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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 前此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

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 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

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請問～題：

	此條約是為何事所簽訂？其善後辦法要撫卹的「遇害難民之家」來自哪裡？
　羅妹號事件，美國 羅妹號事件，琉球 牡丹社事件，琉球 牡丹社事件，朝鮮

	後世指責此條約助長了日本侵略的野心，請你根據所學之歷史知識，指出條約內容有何不妥之處。

◎ 歷史研究的根基建立在「有多少證據，說多少的話」，因此，如何蒐集、判讀與分析這些歷史資料，
對於研究成果影響甚大。請問～題：

  臺南名勝景點「安平樹屋」原為十九世紀時英商德記洋行的倉庫，若某同學欲做相關的專題研究，
請問下列哪一研究方法最能掌握德記洋行公司營運的歷史？

　訪談安平地區的耆老，了解當年營運的盛況
　利用該洋行職員的回憶錄，掌握第一手資料
　閱讀該洋行的檔案與相關研究論文，以做為主要材料
　搜尋當時各種報章雜誌的報導，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

 關於三國時代的正統，以下兩則資料為歷代學者對此所提出的不同看法：
　資料一：「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 東晉也。」
　資料二：「溫公（司馬光）主魏，而朱子（熹）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 南宋也。」
　根據上述兩則資料，下列說明何者較為合理？
　陳壽與司馬光都是出生於北方，故主張一致
　習鑿齒與朱熹都是出生於南方，故支持蜀 漢
　習鑿齒與朱熹皆主張蜀 漢為正統，主要與兩人處境相同有關
　�兩則資料反映「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

	 「歷史事實」為過去發生的客觀事件，而「歷史解釋」乃是史家對歷史事實的判斷與看法。請判斷
下列敘述分別應屬於「歷史事實」或「歷史解釋」？

敘 述 判 斷
 普魯士於 1871年普 法戰爭後統一德意志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羅馬的藝術多承襲希臘，但更具實際性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回紇）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史家希羅多德言：「埃及是尼羅河的恩賜。」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佛教在會昌法難受到政府打壓後，許多宗派一蹶不振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三、歷屆試題

	某校歷史課程進行「歷史考察」學習時，要求同學事先蒐集族譜、臺灣總督府旅券（護照）、
同鄉會名簿等史料，並進入內政部網站閱讀人口和戶口調查資料。該「歷史考察」的主題最可
能是：
人群的移動與交流  國家的建立與形塑
文化的類型與變遷  宗教的起源與傳播 111 學測 [ 答對率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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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開發山林資源，拓殖其經濟利益，初期認為山林中的「蕃人」是阻礙開發的
「凶惡之徒」，不但不承認其傳統權益，甚至用武力征伐；後期又進行大規模「集團移住」計畫，迫
使各原住民部落離開其傳統生活空間，遷移到山腳地帶。部落間原有的往來因此被切斷，重新配置的
部落也無法和其他部落建立合作關係，以致內部社會關係瓦解，達到總督府期待的可使原住民「舊來
勢力關係中斷」。以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族群來說，集團移住的結果，不僅部落被撤離原居住地，且
多數部落遭到分割，還有許多部落被嵌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造成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及布農族混居
的情況。請問～題： 111 學測

	當今哪項原住民族議題，和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原住民族集團移住計畫關係最密切？
傳統領域的劃設  傳統姓名的回復
正名運動的展開  族語復振的推展 [ 答對率 83% ]

 總督府推行集團移住期待「可使原住民『舊來勢力關係中斷』」，就此來看，總督府推行集團移住的
主要目的為何？請在下方表格中勾選一項，並說明判斷的理由。

集團移住的主要目的 判斷理由（ 50 字內）
□切斷各部落過去的恩怨
□以強制移民增加勞動力
□削減反抗總督府的力量
□灌輸皇民思想以利徵召

	請在右方作答區繪出一組「連接線」與「箭頭」來代表從移出地地點遷移
到移入地地點，以作為文中說明「集團移住造成賽德克族、太魯閣族與布
農族混居情況」的輔助地圖。【註】繪製集團移住示意圖示例 ，兩個
圓點分別代表移出地與移入地，箭頭代表移出地遷移到移入地的方向。

111 學測

	學界對清領臺灣前期的作為，有「消極政府，積極人民」的評論，
意指：清廷雖限制內地人民前往臺灣，但人民仍然一波波渡臺，在
土地開發、農業耕作或通商貿易方面，都有不錯的發展。下列哪一
項可作為清領前期「積極人民」的證據？
設置土牛溝 興築八堡圳
成立撫墾局 派班兵駐防 111 分科 [ 答對率 61% ]

	1895年，福澤諭吉發表臺灣永遠的方針：「（臺灣）現在既然歸入我國版圖，便不容許照舊交
付蠻民手中，應自內地大舉移民開發富源，這樣纔符合文明的本意。政府的方針一定，諒不催
促也有多數內地人希望移居。自蠻民手中褫奪開闢以來的野蠻事業，加以文明方式的新創意，
無疑可獲驚人的發展。」根據上文，福澤諭吉主張「內地人」大量移民臺灣，主要目的應是：
複製北海道農業移民經驗 解決日本人口膨脹的問題
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基地 透過移民以達到殖產興利 111 分科 [ 答對率 59% ]

	日治初期埔里的族群調查提及：同治末年，熟番自己隨意附上姓名，故姓氏並未一定，而同名
者甚多，常產生糾紛。所以某官員定例：生子命名必須加上父親之名，迄今不廢。然而，其中
有學識或從事公職者，對此稍覺不悅，因而不少人又再改成漢名。從這則記載來看，哪個敘述
比較符合平埔族使用漢人姓名一事？
清朝官員強制平埔族改用漢人名字 
平埔族受漢人影響而改用漢人姓名
平埔族有識之士不願改用漢人名字 
平埔族接受清朝官員制定命名原則 111 分科 [ 答對率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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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仁愛鄉 南豐村 眉溪畔聚居許多賽德克族人，該部落於日治時期被統治者強制遷居於此
。因部落常遭風災肆虐，鄉公所乃在易達性較高與安全條件較佳的地點，設置「災害應變中心
避難收容處」。請問：導致部分賽德克族人被遷居到南豐村的歷史事件是：
 1906年日警設置隘勇線，被迫退居南豐村
 1910年林野調查後，喪失地權而遷居此處
 1930年霧社事件後，因集團移住遷居於此
 1937年皇民化政策後，強制遷居至川中島 112 學測

	關於臺灣第一高峰玉山，不同族群在不同時代，都留有與它有關的紀錄：
Ⅰ.    布農族傳說：以前有隻大蛇堵住海水出口，海水往上升。人跟其他動物逃到 Usaviah（最終
避難之山峰）……布農人下山後分離，形成不同 Siduh（族類）。

Ⅱ.   鄒族傳說：鰻魚橫臥河中，大地出現大洪水……人們請大螃蟹去夾鰻魚身體，因大洪水若
淹到 Patungkuonʉ（玉山），人也會全部淹死。

Ⅲ.  西方文獻記載：據說摩里遜山（玉山）是以第一艘駛入安平港的英國輪船船長命名，也有
人說，1845年英國航海地圖早可見 Mt. Morrison。

Ⅳ.  臺灣省政府訓令：查新高山原名玉山，及日人據臺，因測玉山高度較其本國最高峰富士山
為高，乃改名新高山，致該山名稱，含有日本色彩，應予改正。

請問：題文中「玉山」最後的定名，從統治權力運作的觀點來看，與下列哪項事件性質最接近？
雍正廢除清朝初建課徵的丁稅（人口稅），改為攤丁入地（畝）
阿拉斯加被俄羅斯出售後，曆法制度從原有曆法改為公（西）曆
臺灣省政府發行新臺幣，以取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行的臺幣
南韓政府將首都官方中文譯名，以首爾取代獨立後即使用的漢城 112 學測

	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曾造成全球數千萬人死亡。該疫情
早在 1918年春天，即在大戰的西線戰場出現，只是當時許多國家正
值戰事，進行媒體審查，隱匿本國及軍隊的疫情，但西班牙因未參
戰也沒有媒體審查限制當地疫情報導，在其他國家大量轉載西班牙
的新聞下，導致世人誤以為該次流感是從西班牙開始。後來研究發
現，流感第一個病例於 1918年春天出現在美國 堪薩斯城的軍營，隨
後因美國參戰而傳播至歐陸。右表是 1918年底美國三個都市的流感死亡人數。請問：今日若要藉由
歷史考察來修正「西班牙流感」這個錯誤名稱，最適合使用的材料為何？請勾選一個正確選項，並說
明此材料適合使用的理由。 112 學測

最適合修正「西班牙流感」名稱的材料 此材料適合使用的理由（ 40 字內）

□ 1918年各國衛生單位的疫情記錄
□ 1918年各國疫情新聞報導的內容
□ 1918年西班牙的疫情升降曲線圖

都　市 死亡人數（人）
堪薩斯城 382

洛杉磯 1,546

費城 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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