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 3-2 十世紀以後海上貿易圈的擴大與交流：1 海上貿易圈持續擴大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宋代（上圖） 

海上絲路興盛 

元代（中圖） 

海陸貿易鼎盛 

相關圖示 

（上、中、下） 

明代——官方與民間態度不一致 

官方不鼓勵出洋 民間海上貿易熱絡 

 

宋
代
時
已
能
製
造
大
型
海
船
，
並
可
掌
握
季
風
規
律
及
指
南
針
導
航
技
術
。 

●
補
充
：
宋
代
航
海
技
術 

↓
官
方
鼓
勵
發
展
海
外
貿
易
、
民
間
遠
赴
海
外
經
商
者
漸
多 

 

Ａ
繼
承
唐
代
貿
易
路
線  

Ｂ
航
海
技
術
進
步 

 

Ｃ
需
提
供
歲
幣 

●
興
盛
原
因
： 

 
 

顏
色
純
正
、
繪
畫
技
法
嫻
熟
，
大
量
外
銷
海
外
，
是
當
時
重
要
的
貿
易
產
品
。  

 

青
花
瓷
生
產
於
唐
代
，
到
元
代
時
更
加
興
盛
，
尤
其
景
德
鎮
生
產
的
青
花
瓷
，
燒
造
技
術
成
熟
、 

●
補
充
：
元
代
青
花
瓷
罐 

 

↓
貿
易
程
度
更
甚
唐
宋
，
達
於
鼎
盛 

 
 

Ｄ
官
方
積
極
經
營
海
外
貿
易
，
組
織
船
隊
、
選
派
商
人 

 

Ａ
版
圖
橫
跨
歐
亞
，
貿
易
興
盛  

Ｂ
各
地
設
有
驛
站  

Ｃ
馬
可
波
羅
：
描
寫
泉
州
商
港
繁
盛 

●
興
盛
原
因
： 

 

●
補
充
：
爪
哇
三
寶
廟│

│

爪
哇
是
鄭
和
下
西
洋
時
幾
度
拜
訪
之
地
，
三
寶
廟
為
當
地
華
人
為
紀
念
鄭
和
而
修
建
。 

●
物
產
交
流
模
式
： 

中
國
致
贈
絲
綢
、
瓷
器
等
手
工
藝
品
，
帶
回
珊
瑚
、
麒
麟
（
榜
葛
剌
長
頸
鹿
）
等
珍
寶 

 

Ｂ
兼
具
政
治
、
外
交
、
經
濟
原
因 

 
Ｃ
因
耗
費
龐
大
而
結
束 

 

Ａ
明
成
祖
時
派
遣
，
共
七
次(

一
四
○
五
到
一
四
三
三
年) 

２
鄭
和
下
西
洋
（
下
圖
）
：（
依
據
明
代
的
地
理
觀
念
，
西
洋
是
指
今
印
尼
加
里
曼
丹
島
（
婆
羅
洲
）
以
西
。
） 

↓
收
益
佳
，
東
亞
、
南
洋
、
印
度
半
島
與
中
國
形
成
朝
貢
貿
易
網
絡 

↓
清
帝
國
沿
用
，
範
圍
擴
大 

 

Ｂ
限
制
外
商
來
華
，
僅
允
許
官
方
朝
貢
貿
易
，
例
如
：
日
本
幕
府
足
利
義
滿
曾
受
明
成
祖
冊
封
為
「
日
本
國
王
」 

 

Ａ
明
初
反
元
勢
力+

海
盜 

↓ 

禁
止
人
民
出
海 

１
海
禁
與
朝
貢
貿
易
：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民
間
貿
易
盛
行
，
與
日
本
、
南
洋
等
地
有
貿
易
船
隻
往
來
。 

 

一
六
八
三
年
清
朝
統
治
臺
灣
後
，
放
寬
海
禁
令
，  

６
清
帝
國
：
對
中
外
貿
易
採
取
消
極
態
度  

↓ 

仍
被
納
入
世
界
貿
易
體
系 

５
明
末
清
初
：
西
方
傳
教
士
來
到
東
亞
，
傳
入
西
學 

 
（
西
、
葡
、
荷
）
白
銀
、
奢
侈
品
、
火
器
【
佛
郎
機
砲
↓
放
掣
電
銃
】
、
作
物
【
玉
米
、
番
薯
、
馬
鈴
薯
】 

 
 

（
中
）
絲
綢
、
瓷
器
、
茶
葉 

４
葡
、
西
、
荷
等
國
陸
續
至
東
亞
開
展
貿
易
活
動
： 

 
 

 
 

 
故
時
而
調
整
海
禁
政
策
。
明
末
各
地
民
變
迭
起
，
國
內
局
勢
混
亂
不
安
，
海
禁
再
次
實
施
。 

 

●
補
充
：
明
代
以
白
銀
為
交
易
媒
介
，
因
為
對
白
銀
的
需
求
，
恐
影
響
政
府
稅
收
與
人
民
生
計
，  

３
一
五
六
六
年
明
將
戚
繼
光
等
平
定
倭
亂 

↓ 

有
限
度
開
放
海
禁
，
但
仍
實
行
時
廢 

 
 

根
據
史
料
記
載
，
參
與
倭
亂
者
，
七
至
八
成
是
中
國
人
， 

日
本
倭
寇
僅
占
二
至
三
成
。 

２
與
日
本
倭
寇
聯
合
，
侵
掠
江
蘇
、
浙
江
沿
海 

１
實
行
海
禁
，
但
人
們
迫
於
生
計
，
私
自
出
海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 3-2 十世紀以後海上貿易圈的擴大與交流：2 明清時期與南洋地區的文化交流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官方態度——不鼓勵海外移民 
民間情形 

１．華商擔任居間角色  ３．族群融合與在地化 

 
 

此
法
令
降
低
了
人
民
從
事
海
外
商
貿
活
動
的
意
願
，
也
阻
絕
了
華
商
回
國
的
願
望
，
法
令
於
乾
隆
年
間
取
消
。 

 

康
熙
年
間
曾
下
令
僑
居
海
外
的
華
商
，
必
須
在
三
年
內
回
歸
原
籍
，
三
年
後
將
不
許
再
回
原
籍
。 

●
補
充
：
清
政
府
關
於
移
民
的
法
令 

 

↓
仍
無
法
禁
絕
人
民
到
異
地
從
事
商
貿
活
動 

 

↓
至
清
中
葉
前
，
官
方
對
移
民
態
度
消
極
保
守 

３
移
民
遠
離
祖
先
求
財
被
視
為
「
棄
民
」
＋ 

為
維
持
海
上
秩
序 

 

（
７
）
一
八
七
九
年
：
日
本
併
吞
琉
球
，
改
名
為
「
沖
繩
縣
」 

 

（
６
）
一
八
七
四
年
：
牡
丹
社
事
件
，
日
本
藉
機
出
兵
台
灣
↓
中
國
承
認
日
本
出
兵
是
「
保
民
義
舉
」 

 

（
５
）
一
八
七
一
年
：
琉
球
民
眾
漂
流
到
台
灣
，
遭
當
地
原
住
民
殺
害 

 

（
４
）
一
六
四
四
年
：
明
朝
滅
亡
，
琉
球
向
清
帝
國
朝
貢 

 

（
３
）
一
六
○
九
年
：
日
本
薩
摩
藩
入
侵
琉
球
，
琉
球
國
形
成
「
兩
屬
」
狀
態 

 
 

 
 

 
 

例
如
：
蔡
溫
，
移
居
琉
球
的
閩
人
後
裔
，
是
當
時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與
儒
者 

 

（
２
）
一
三
九
二
年
：
明
太
祖
同
意
將
閩
人
三
十
六
姓
移
居
琉
球 

 

（
１
）
一
三
七
二
年
：
琉
球
國
王
向
明
太
祖
朝
貢 

●
補
充
：
明
清
與
琉
球
的
關
係
（
請
參
看
右
下
方
的
左
圖
） 

 

Ｂ
琉
球
王
國
受
中
國
文
化
影
響 

↓ 

尊
崇
儒
學
、
修
建
孔
廟
、
使
用
漢
語 

 

Ａ
明
太
祖
將
琉
球
納
為
藩
屬
國
，
派
遣
閩
人
遷
居 

２
特
殊
案
例
：  

１
海
禁
政
策
下
仍
有
走
私
、
移
民
情
形 

↓ 

前
往
東
亞
、
南
洋
貿
易 

    
 

 
 

 

（
２
）
荷
蘭
屠
殺
華
人
的
紅
河
事
件(

一
七
四
○
年) 

 

Ｂ
屠
殺
事
件
：（
１
）
菲
律
賓
屠
殺
華
人
事
件
（
如
：
一
六
○
三
、
一
六
○
九
、
一
六
三
九
、
一
六
六
二
年
） 

 
 

 
 

 

（
３
）
華
人
的
富
裕
以
及
與
中
國
的
關
聯
，
當
社
會
動
盪
時
將
首
當
其
衝 

 
 

 
 

 

（
２
）
不
參
與
政
治
，
缺
乏
政
治
組
織
保
護 

 

Ａ
特
色
：
（
１
）
經
濟
活
動
為
主
，
少
涉
及
政
治
，
受
當
地
統
治
者
喜
愛 

２
華
商
：
西
方
商
人
與
中
國
貿
易
的
連
結
點 

１
葡
萄
牙
、
荷
蘭
等
商
貿
勢
力
進
入
南
洋
地
區 

 

因
事
件
發
生
在
紅
河
旁
，
故
又
稱
紅
河
事
件
。 

 

 
 

 

兩
方
爆
發
衝
突
，
荷
蘭
大
舉
屠
戮
華
人
， 

 
 

荷
蘭
當
局
搜
捕
華
人
，
引
起
華
人
反
抗
，  

 
 

大
量
華
工
失
業
，
危
害
社
會
治
安
。 

 

但
十
八
世
紀
後
製
糖
業
逐
漸
衰
退
，  

 
 

巴
達
維
亞
發
展
製
糖
業
，
招
徠
許
多
華
工
，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
荷
蘭
殖
民
者
因
為
在  

●
補
充
：
紅
河
事
件 

 

Ｃ
帶
動
地
方
經
濟
發
展 

 

Ｂ
負
責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
解
決
一
般
事
務 

 

Ａ
華
人
人
數
增
多
，
西
方
國
家
為
管
理
華
人
所
設
置 

２
．
華
人
甲
必
丹
為
地
方
社
群
領
袖 

 

↓
接
納
天
主
教
信
仰
與
西
班
牙
文
化 

 

 

華
人
與
當
地
人
通
婚
所
生
子
女
稱
為
麥
士
蒂
索
人 

２
西
班
牙
統
治
菲
律
賓
：  

 
 

生
活
習
慣
、
飲
食
文
化
上
，
形
成
融
合
後
的
特
殊
風
格 

 
↓
語
言
上
學
習
當
地
馬
來
語
，  

 
↓
後
裔
男
性
稱
峇
峇
，
女
性
稱
娘
惹 

 

生
活
習
慣
、
飲
食
文
化
與
當
地
結
合 

１
移
居
華
人
與
當
地
女
性
結
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