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史重點摘要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國際競爭 1624-1662 
鄭氏時期

1662-1683 
清領時期 1684-1895 日治時期 1895-1945 戰後台灣 1945- 

原

住

民 

長老會議(傳達荷蘭命令) 

贌社(漢人承包) 

 

公廨(原住民的議事場所) 

征討(大肚番王) 劃界封山→開山撫番 

土牛紅線、社學(功用低) 

1.林野調查(佐久間：太魯閣) 

2.小規模集團移住 

分界點：霧社事件 

3.大規模集團移住 

4.皇民化：高砂義勇隊 

都市原住民 

正名(山胞→原住民→族) 

原權運動 

移

民 

漢人(招募：給予農具) 

稅率高→郭懷一事件 

漢人(招募、軍屯) 漢人（偷渡：餌魚、放生） 

→羅漢腳 

械鬥(漳泉、頂上郊拚) 

民變(朱、林、戴) 

日本人(官營、私營) 

灣生 

日式移民村(花東地區) 

1.軍政移民：滇緬孤軍、大陳島 

2.1980年代國際移工 

3.婚姻移民：新住民(NO.5) 

政

治 

大航海時代 

北：西(天主教)：馬尼拉 

南：荷(基督教)：巴達維亞 

鄭成功：東都 

鄭經：東寧 

清領前期：消極 

●1858開港 

牡丹社事件(石門古戰場) 

清領後期：積極 

沈(廢)、丁、劉(建) 

1.特別統治 

2.內地延長 

3.皇民化： 

 改姓名、國語、寺廟、正廳 

●自主權利的追求 

  文協→民眾黨→地方自治 

1.接收：二二八(行政長官→省政府) 

2.遷台：白色恐怖、戒嚴 

3.解嚴：革新保台 

1971退出聯合國 

1979台美斷交 

經

濟 

國際貿易轉運站 走私貿易 

軍屯 

兩岸分工→開港通商 

(米、糖 →茶、糖、樟腦) 

 

一田多主(大租戶) 

農台工日→工台農南洋 

南進政策 

土地權給小租戶 

1940：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 

1950：NO.1進口替代：美援 

1960：出口擴張 

1970：NO.2進口替代：十大建設 

1980：自由化、國際化 

文

化 

基督教第一次傳入：甘治士 第一個漢人政權 

引進科舉制 

首建孔廟 

第一個中國政權 

開港後：基督教第二次傳入(馬偕、馬雅各) 

日式文化 

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如：張我軍─白話文 

1.美援：美式文化引進 

2.國際移工：伊斯蘭文化引進 

3.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 

如：陳映真→余光中：兵農工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