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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歐洲人與原住民 

原住民與外來者的接觸 荷蘭與原住民 

２
原
住
民
或
與
外
來
者
合
作
，
或
與
外
來
者
對
抗
，
無
論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皆
受
到
不
少
衝
擊 

１
大
航
海
時
代
，
臺
灣
原
住
民
與
各
地
外
來
者
頻
繁
接
觸 

 

Ｂ
荷
蘭
人
、
西
班
牙
人
為
獲
得
土
地
、
鹿
皮
、
傳
教
，
派
兵
攻
擊
原
住
民
，
迫
使
他
們
歸
順 

 

Ａ
原
住
民
部
落
接
觸
荷
蘭
人
、
西
班
牙
人
後
，
獲
得
西
式
先
進
武
器
，
對
付
敵
對
部
落 

３
原
住
民
與
荷
蘭
人
、
西
班
牙
人
： 

 

Ｃ
學
習
不
同
語
言
（
如
：
漢
語
），
以
從
事
交
易 

 

Ｂ
擅
長
操
舟
航
行 

 

Ａ
馬
賽
人
是
凱
達
格
蘭
族
的
一
支 

●
馬
賽
人
： 

２
部
分
北
臺
灣
的
原
住
民
，
已
能
通
曉
漢
語
，
且
為
漢
人
與
其
他
原
住
民
交
易
的
中
間
人
，
如
：
馬
賽
人 

１
東
亞
貿
易
頻
繁
，
原
住
民
與
外
來
者
進
行
交
易 

 
 

一
六
五
二
年
，
郭
懷
一
領
導
漢
人
發
動
抗
荷
行
動
，
但
結
果
失
敗
。 

 

 

荷
蘭
人
藉
漢
人
之
力
從
事
開
墾
，
但
對
漢
人
管
制
嚴
苛
，
引
起
不
滿
。 

●
補
充
：
郭
懷
一
事
件 

 
 

此
次
戰
役
是
荷
蘭
人
奠
定
南
臺
灣
統
治
權
的
關
鍵
性
軍
事
行
動
。 

 
 

荷
蘭
人
的
命
令
。
一
六
三
五
年
，
荷
蘭
人
聯
合
新
港
社
出
兵
麻
豆
社
， 

 

麻
豆
社
為
當
時
臺
南
西
拉
雅
族
規
模
最
大
的
部
落
，
但
一
直
不
服
從 

●
補
充
：
麻
豆
社
之
役 

 
 

→
熱
蘭
遮
城
附
近
的
新
港
社
，
一
直
是
荷
蘭
人
的
盟
友
。  

 
 

（
２
）
郭
懷
一
事
件
：
荷
蘭
聯
合
新
港
社
，
對
付
漢
人 

 
 

（
１
）
麻
豆
社
之
役
：
荷
蘭
聯
合
新
港
社
，
出
兵
麻
豆
社 

 

Ｂ
運
用
結
盟
方
式
壓
制
敵
對
勢
力
，
例
如
利
用
結
盟
鎮
壓
以
下
叛
亂
： 

●
補
充
：「
社
」
，
早
期
的
漢
人
移
民
稱
原
住
民
的
部
落
為
社
。 

 
 

Ａ
荷
蘭
人
以
武
力
征
服
原
住
民
，
後
與
原
住
民
各
社
結
盟 

１
族
群
關
係
：
結
盟
（
目
的
：
避
免
各
社
聯
合
反
抗
） 

※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
南
部
的
西
拉
雅
族
仍
以
新
港
文
與
漢
人
簽
訂
土
地
契
約
，
故
此
類
文
書
又
稱
「
番
仔
契
」。 

 

Ｂ
新
港
文
書
：
荷
蘭
傳
教
士
用
羅
馬
字
母
拼
寫
西
拉
雅
語 

→ 

新
港
社
留
下
最
多
文
獻
，
故
稱
為
新
港
文
書 

 

Ａ
傳
播
基
督
教
：
設
立
教
堂
與
學
校
，
對
原
住
民
傳
教 

３
傳
教
活
動
：
新
港
文
書
（
部
分
原
住
民
逐
漸
接
受
基
督
教
信
仰
） 

 

→
使
荷
蘭
能
有
效
掌
控
原
住
民
部
落 

（
１
）
長
老
需
聽
取
荷
蘭
施
政
措
施
、
報
告
部
落
狀
況
（
２
）
長
老
統
治
權
力
的
轉
移
與
繼
承
，
需
經
荷
蘭
認
可 

 

 

Ｂ
長
老
職
責
：
每
年
需
要
參
加
一
次
地
方
會
議 

 

Ａ
方
式
：
透
過
部
落
選
出
的
長
老
進
行
間
接
統
治 

２
治
理
方
式
：
間
接
統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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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與原住民 鄭氏政權與原住民 

西班牙與原住民 原住民經濟活動的轉變 族群衝突 
原住民生活型態 

的變遷 

 
 

→ 

不
少
原
住
民
能
說
西
班
牙
語 

 

Ｂ
傳
教
活
動
促
進
西
班
牙
人
與
原
住
民
的
互
動 

 

 
 

→ 

信
教
人
數
或
傳
教
成
果
不
如
荷
蘭
人 

 

Ａ
缺
乏
政
治
與
軍
事
的
支
援 

 

２
宗
教
傳
播
：
西
班
牙
人
占
領
北
臺
灣
，
在
當
地
傳
播
天
主
教 

 
 

西
班
牙
人
被
荷
蘭
人
驅
逐
前
，
都
未
能
確
立
其
統
治
地
位 

 

Ｄ
意
義
：  

 
 

 

使
得
西
班
牙
對
日
本
貿
易
計
畫
受
挫 

 

Ｃ
撤
離
背
景
：
日
本
實
行
鎖
國
政
策
， 

 
 

→ 

歸
降
的
原
住
民
趁
機
反
叛 

 
 

西
班
牙
對
臺
灣
北
部
的
重
視
逐
漸
降
低
，
減
少
駐
軍 

 

Ｂ
撤
離
臺
灣
： 

 
 

 
 

安
撫
歸
順
的
原
住
民 

 
 

 

以
武
力
降
服
雞
籠
、
淡
水
地
區
的
原
住
民
部
落
、 

 

 

Ａ
占
領
臺
灣
北
部
，  

１
統
治
方
式
： 

 
 

 
 

 

由
於
耕
地
使
用
數
年
後
地
力
耗
盡
，
所
以
需
另
外
尋
找
新
耕
地
。 

●
補
充
：
游
耕
，
指
先
砍
樹
整
地
，
再
以
焚
燒
林
木
後
的
灰
燼
作
為
肥
料
，
而
後
播
種
等
待
收
成
的
耕
作
方
式
。 

●
補
充
：「
漢
人
移
墾
」：
荷
蘭
人
利
用
漢
人
開
墾
土
地
，
並
引
進
番
茄
、
豌
豆
（
荷
蘭
豆
）
等
新
作
物
。 

 

→
雖
促
使
農
業
發
展
、
土
地
開
闢
，
但
也
造
成
鹿
隻
減
少
，
這
些
都
讓
原
住
民
狩
獵
、
游
耕
生
活
受
到
影
響 

３
荷
蘭
人
透
過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交
易
鹿
皮 

２
荷
蘭
人
為
增
加
稻
米
、
蔗
糖
產
量 

→ 

引
進
耕
牛
、
鼓
勵
漢
人
移
墾
（
開
始
大
規
模
開
墾
土
地
） 

１
大
航
海
時
代
，
臺
灣
對
外
貿
易
商
品
：
稻
米
、
蔗
糖
、
鹿
皮 

２
鄭
氏
徵
招
原
住
民
搬
運
糧
食
，
引
發
原
住
民
反
抗 

 
 

荷
蘭
與
鄭
氏
在
臺
期
間
，
大
肚
王
都
曾
領
導
部
落
反
抗
統
治
。 

 
 

勢
力
範
圍
包
括
今
臺
中
、
彰
化
、
南
投
一
部
分
，
統
治
約
二
十
個
原
住
民
部
落
。 

 

以
臺
灣
中
部
大
肚
地
區
為
中
心
，  

●
補
充
：
大
肚
王 

 

如
：
中
部
地
區
的
大
肚
王
大
肚
王
與
鄭
氏
衝
突
最
為
激
烈
，
遭
鄭
軍
強
力
鎮
壓
後
，
勢
力
逐
漸
式
微 

１
來
臺
拓
墾
的
漢
人
增
加
，
使
原
住
民
生
存
空
間
受
到
壓
縮
，
雙
方
爆
發
衝
突 

 

 

許
多
地
區
的
原
住
民
，
大
致
上
維
持
原
有
的
生
活
方
式
，
不
受
外
來
者
的
影
響 

２
荷
蘭
、
西
班
牙
、
鄭
氏
統
治
範
圍
外
： 

 

Ｂ
儒
家
文
化
：
在
部
落
設
立
學
校
，
原
住
民
逐
漸
接
觸
儒
家
文
化 

 

Ａ
經
濟
活
動
：
原
住
民
學
習
漢
人
農
耕
技
術
，
逐
漸
以
耕
種
為
務 

１
鄭
氏
統
治
範
圍
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