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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05·台湾四百年（精装》

内容概要

★史学大家许倬云，写给两岸同胞的台湾简史，最新修订精装珍藏版。
★一本书读懂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了解过去的台湾，理解现在的台湾。
-----------------------------------------------------------------------------------------------------
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是台湾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基于“全球大历史”史学视角的通俗历史讲座读本
，纵深横阔，深入浅出，充满人类的关怀。
《台湾四百年》是“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第五本，此为最新修订版。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以恢弘的史
学视野与饱含情感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四百年来台湾的历史变迁：从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台
湾经历了荷兰移民、郑氏集团、清政府、日本殖民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始终未曾脱离本土、大陆和
世界三层因素的纠缠。《台湾四百年》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台湾的历史变迁，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得失，表达了一代学人对海峡两岸未来的忧思与期盼。

Page 2



《许倬云说历史05·台湾四百年（精装》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
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力图 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
《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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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进历史
第二章 从海盗集团到“开台圣王”
第三章 清政府的“汉化”大开发
第四章 五十年的“亚细亚孤儿”
第五章 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
第六章 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第七章 积患重重，当共建世界新文明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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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简单
2、简洁流畅，没有太深入。
3、？？？ 
4、每次都能在先生的文字中找到收获，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在一本饱含深情的小书中，我们看
到的是忧患与思考。
5、一个晚上就读完的小书，其实真的不用出成“精装本”啦。入门读读还不错，轻轻松松没负担。
6、正在讲大陆土改，看完印象最深刻的是50年代台湾“耕者有其田”政策。
7、#历史毕竟不是空过的#那个美丽岛不再神秘，原来她这四百年经历了如此这般，原来每个社会发展
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人当意识到，唯有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认识和借鉴东西
方科技文明本身的一些理性价值，抓住现代的源头和本质，才能走的更远。
8、内容本身不错，可是也太少了吧，感觉就知乎一个长答案的篇幅卖到四十块！很贵啊
9、有一句话值得学习。目前两岸关系可以形容为:璧合之前须有珠联，镜圆之时还待金镶，其间必有
一段过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处的过程。
10、这本小书其实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了，四百年沧海桑田，可为大陆借鉴。2017.2.16~20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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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完这本书，脑中反复响着同一句话：“如果你见过以前的我，也许会理解现在的我。”我想，
或许这就是许倬云先生写作这本书的用意。和上一本《文明变局的关口》比起来，本书虽然依旧延续
着历史学者那理性客观的描述与反思，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深切的、竭力克制却终究难以抑制的感情
。也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更显得弥足珍贵。一片土地意味着什么？可以耕耘、收获的场所，可以停泊
、落脚的港湾，可以驻守、繁衍的栖居，可以获得财富和资源的所在⋯⋯对不同人的不同需要来说，
它的意义总是不同的。书中写道，在东汉时期国人就发现了台湾这片土地，宋朝时正式将其归入中国
文化圈，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对各国只是一个往来船只歇脚地的存在，让出海贸易的人们在这里
短暂停驻，直到明朝，随着国内对贵金属需求的增大和新大陆的白银不断涌入，民间加大了海上贸易
的需要，甚至后期朝廷拮据，太监领导的“朝贡之路”出现，才使台湾真正进入了历史舞台——人们
看到了它的作用和重要性，于是郑成功打跑了荷兰人，在这片土地扎了根。许老有段话说得非常有味
道，他说台湾距离大陆的地理位置始终没有改变，而此前它只是一个“既不能提供资源，也不能提供
交易市场”的地方。那么，“后来”呢，“所以”呢？变的不是台湾，因为世界的需要变了，台湾才
变——它被进入历史舞台，它被改变。这是在经济层面的被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后来郑成功在岛上
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清政府意识到台湾在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性，于是努力将其归入中央政权
。自此，台湾进入了一种“被统治又被提防”的状态，被不断地索取，又被不断地推开。在清政府统
治时期如此，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更是如此。诚然，这些统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技术上的发
展，影响着文明的进程，但作为“粮食生产和工业原料供给地”的存在，清政府时期疏于管理，日本
殖民统治又强硬冰冷，这使得台湾在发展，台湾人的处境却十分艰难。持续的无归属感和无安全感，
让人们慢慢形成了特有的族群鲜明的社会结构。毕竟，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外乡涌入，初来乍到，急
于落地生根，抱团是最快准稳的手段，原住民在这种状况下只能被动地接受融合；而在殖民统治时期
，在对方强烈的排挤之下，台湾人民为争取应有的权力，不做“二等公民”，反抗和自保意识只会越
来越强。“每个人只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因此，后来的“二二八事件”
是一个偶然，但也是必然。接下来，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恐惧，“白色恐怖”的强权阴影开始笼罩，一
下就是二十五年之久。但有趣的是：外来的威权体制，迫使本土的地主们放弃了土地，这不仅重新分
配了资源，改变了社会结构，其过程之艰难也使到来的精英阶层注意到了基层农民的状况，民众的意
识和当局的需要达成了契合，外来精英和本地精英的共同努力，促进了学术、文化和经济等的进展⋯
⋯台湾就在这重重矛盾之下，一步步地前行。这前行之中有发展也有弊病，历史总是不带情绪地向前
奔流，但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却是一个个切切实实拥有情绪和情感的存在，在感慨和展望之中，我清
晰地听到了许老的话，他说：请理解，请包容，请珍惜，请善待。言之切切，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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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许倬云说历史05·台湾四百年（精装珍藏版）》的笔记-第53页

        由于发展太迅速，也保留了许多前近代的传统社会特色：族群的分类、斗争，以及豪强领导的类
封建社会。这是一个看来吊诡的现象，却也让台湾此后的发展，能够比较易于接受现代事物。

2、《许倬云说历史05·台湾四百年（精装珍藏版）》的笔记-第10页

        这些没有得到国家许可而在海上活动的船队，并不单纯是来自某一个国家。这些专业的海上活动
分子，纵横捭阖，既合作又竞争。中国和日本沿海地区，也都有海上集团合作的商人，他们提供外销
商品，也接纳运来的货物。这种海上贸易，因此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官私记录上常常提到，明朝称为
“倭寇”的集团中，夹杂了许多中国人，也常常牵涉西洋海上力量。“倭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一
个国际集团的总称，他们分分合合，没有一定的归属，组织上并不严密。 倭寇 -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日
本海盗 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我国福建地区的海盗，主要由日本人组成。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
中日走私贸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亦用以称 日本侵略者。 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亦使浙
直诸军士因之习於海战， 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明史·外国传三·日本》:"有捕倭寇数十人
至京者，廷臣请正法。"郁达夫《游于山戚公祠》诗:"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老舍《四世
同堂》第二部五十:"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陈毅《哭
叶军长希夷》诗:"东进杀倭寇，举世惊风雷。"明朝倭寇主要是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人，日本浪人较少
，《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二三，从者十之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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