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通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台湾通史》

13位ISBN编号：9787801958303

10位ISBN编号：7801958306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连横

页数：6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台湾通史》

前言

一九四五年连雅堂先生所著之《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国内印行，六月排版将毕，其哲嗣连定一先生命
余作叙。余与定一先生十余年故交，谊不敢辞，乃秉笔而言日：凡住居于此员舆上之民族，苟能不安
僿野，黾勉前进，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以传遗后世，以沾溉人类。惟因时地不同，环境差殊，
故每民族所创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环境之印记，于大同之文化体中有特异焉。此特异点与创造民族之
盛衰分合有密切之关系，籀绎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我中华民族所创造之文化为世界巨大文
化之一，殊无疑义。其特异点，依吾人之所探寻，盖有三端：一日缓，二日久，三日稳。自人类学者
证明吾民族为中华之土著而外来之说绌，其奠居于斯土也已不知其绵历几万年。从有传说计起，炎黄
羲嗥以后盖已超过五千年。其同时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两河间人，其进入历史皆比中国较早。
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与十九两世纪），与将来第十八朝之阿门诺斐斯四世时（西元前十四世
纪），其声名文物盖已灿然大备。巴比伦之哈莫拉比王（西元前二十二世纪末），文治武功炬赫当时
，其详备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为历史家之异珍。希腊民族脱游牧而进农事已当我商代后期，其传说
历史晚于我国者一两千年，然其文化突飞猛进，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已足冠冕群伦。我国炎帝族之
肇始农业，当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然夏、商古史犹复喳昧，周代蹶起，文化始渐可与哈莫拉比时相比
。及孔、老、墨诸子勃兴，而哲学思想始得与后进之希腊诸贤哲并驾。经历奕世，始跻于高度文化之
林，则其缓也。埃及及两河间之古代文化，至西元前二三世纪已完全泯灭，希腊高尚文化，至后六世
纪查士丁尼大帝封闭雅典学校后亦薪尽火绝。而中国之文化独迢逼宫四五千祀，未尝中绝，自秦始皇
至今二千余年，史事之载于正史者无一年之缺逸，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有，则其久也。埃及前有希克
索诸王之残掠，后有亚述人之蹂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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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内容概要

《台湾通史》为文言纪传体史书，略仿司马迁《史记》之法，凡36卷，为纪4、志24、传60，共88篇，
都60万余言(表则附于诸志之末，图则见于各卷之首，这是作者的创举)，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
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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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作者简介

连横，号雅堂，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县，清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的一个富商之家。
清初其先祖从故乡福建龙溪移居台湾省，到连横时，已历七代200多年。连横自幼受到传统的祖国文化
教育，受父亲连永昌的影响尤其喜爱历史。幼时在家塾发蒙。连氏祖宅地广十亩，庭园之间满植果木
花卉。连横12岁那年，其父因家中人众扩造了祖居，又买下左邻一位官宦别业———宜秋山馆，作为
他们兄弟的读书之地。连横曾这样回忆他幼时的读书环境：(宜秋山馆)地大可五亩，花木幽邃，饶有
泉石之胜。余少时读书其中，四时咸宜，于秋为最。宜赏月；宜听雨；宜掬泉；宜伴竹；宜弹琴；宜
读书；宜咏诗；无往而不宜也⋯⋯余时虽稚少，除读书养花之外，不知有所谓忧患者，熙熙嗥嗥凡五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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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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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章节摘录

卷一  开辟纪台湾固东番之地，越在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土番魋结，
千百成群，裸体束腰，射飞逐走，犹是游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
始。而文献无征，捂绅之士固难言者。按史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上三神山，去而不返。又日：  “自齐
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
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
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能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
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齐童男女，人海求之。船交
海中，皆以风为解，日未能至，望见之焉。”或日，蓬莱、方丈为日本、琉球，而台湾则瀛洲也。语
虽凿空，言颇近理。盖以是时航术未精，又少探险海外，飘渺虚无，疑为仙境，陋矣。台湾与日本、
琉球鼎立东海，地理气候大略相同，山川美秀，长春之花，不黄之草，非方士所谓仙境也欤？徐福有
来台湾，今虽无可确证，而五百男女之散处日本、琉球者，后嗣不绝。然则秦时男女或有往来台湾者
，未可知也。或日，澎湖则古之方壶，而台湾为岱员，于音实似。《列子·汤问》：“夏革日：渤海
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维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日归虚。⋯⋯其中有五山焉：一日岱
舆，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
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怒
，流于西极，失群圣之所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
峙而不动。”夫澎湖与台湾密迩，巨浸隔之，黑流所经，风涛喷薄，瞬息万状，实维无底之谷，故名
落漈。又有万水朝东之险，而言“风辄引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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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编辑推荐

《台湾通史》记叙了宝岛台湾的发展历史。《台湾通史》始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记
叙了总共一千二百九十年的事情。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它像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浩瀚
的东海碧波上，物产丰饶，景色如画。千百年来，台湾同胞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智慧，把台湾建成美
丽富饶的宝岛，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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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精彩短评

1、比较能正确地了解台湾。
2、就是看着费劲，全是文言文，没有一定功底的人看不来
3、书面设计简单干净，因为一本学术著作本就不该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内容吗，当然了，学术
著作，而且还是这么经典的学术著作，当然除了古文较为晦涩难懂，在阅读进度上平添障碍外，似乎
没有什么好过加评论的。
4、迄今最经典的《台湾史》，可惜是简体版的，要是台湾无绿坝繁体原版就好了，那样可以学下台
湾人是怎样治史的
5、书籍不错，我喜欢。
6、他很满意
7、国台办的官员不给力啊。
8、存库太久，有好厚的一层灰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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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通史》

章节试读

1、《台湾通史》的笔记-郑成功

        历史变迁，所幸至今为中国人管辖。作者是连战的祖父。

海峡两岸一统大业不知能在何年何月实现！

2、《台湾通史》的笔记-第1页

        　　海防考曰：「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
。居民以苫茅為廬舍，推年大者為長，畋漁為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氂耳為記。稜至撫之
，未久而去」。是為中國經略澎湖之始，而亦東入臺灣之機也。當是時，宇內既平，南北混一，聲靈
所布，訖於南蠻。而澎湖地近福建，海道所經，朝發夕至。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來往，耕漁並耦，
不侵不釁，幾為熙皞之世。唯是書所言，頗有錯謬。陳稜之拜虎賁，事在大業三年，而此為開皇中，
相去幾十餘載。豈為追述之辭？若其經略臺灣，則詳於隋書之琉球傳也。其傳曰：「流求國在海中，
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
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
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鬥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
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
，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型制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
形正方；織鬥鏤皮並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
施釧，懸珠於頸；織籐為笠，飾以毛羽。有刀弰、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
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為獸形
。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
出前跳躁，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鬥死者聚食之，
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即賜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歛，有事均稅。用刑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
斷於鳥丫帥，不服，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箸
，長尺餘，鑽項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候草木榮枯以為年歲。其人深目長
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皆
除去。婦人以墨鯨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餚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耦。婦人產乳，必食
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服。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其味離
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
其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蹴，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死者氣將絕，轝至庭
前，親朋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
。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
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禾、
黍、麻、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梗、楠、枌、梓、竹、籐。果、藥同於江表。風土
氣候與嶺南相類。俗祀山海之神，祭以酒餚。戰鬥殺人，便將所殺之人祭其神。或倚茂樹起小屋；或
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
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
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
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
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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