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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研究   《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

二百年歐亞整體史》

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臺灣史 一、早期臺灣

（二） 國際競逐時期
1. 大航海時代
2. 荷西治臺
（三） 鄭氏統治時期
2. 涉外關係

1. 16世紀中葉以後東亞情勢的變化
2. 荷、西及鄭芝龍時期臺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
3. 荷、西統治下的措施及當時族群間的互動
4. 鄭氏的對外關係，如與荷、英所訂條約的內容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臺灣史 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 經濟活動 臺灣歷史上的商貿活動

世界史
文化的交會與多元世界
的發展

西方與世界 歐洲與亞洲的交流

二、「政治之海」與「經濟之海」：大航海時代的不同國家性格

100課綱臺灣史中的早期臺灣─國際競逐時期及鄭氏統治時期，都

與東印度公司有密切關係。108課綱實施之後，則分別會在臺灣史及世界
史中探討大航海時代的商貿活動及文化交流，可說是更全盤性地思考西方

海洋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活動。

本書介紹的不單只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還包含英國東印度公司、

法國東印度公司等。甚至，還從葡萄牙的「海上帝國」角度分析歐洲人在

開闢亞洲新航線後，對印度洋海域及東亞海域的影響，打破了以往將大航

海時代視為一個整體，容易忽視不同國家、民族對不同海域的不同政策及

影響。

從葡萄牙「發現」印度的歷史視角來看，葡萄牙人用強勢武力破壞了

原先印度洋海域的和諧貿易關係，建立了以海上據點為主的「海上帝國」，

後來勢力進而抵達了中國及日本。葡萄牙人租借了「澳門」，卻因政教合

一的傳教策略讓十七世紀的日本起了提防之心，甚至導致日本的鎖國。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葡萄牙

人必須花費鉅額的經費以維持「海上帝國」的運作及安全，故其從東方貿易獲得的利潤幾乎都被其

他支出抵銷了。「『鎖鍊』圈住的範圍擴張得太大，賣掉胡椒與香辛料的利益，大多被維持「海上

帝國」的鉅額支出抵銷了。因此到了十六世紀中期，胡椒與香辛料無論經由葡萄牙或是經由威尼斯

進到歐洲，價格都沒有太大的差異。」

受到葡萄牙運回里斯本的大量胡椒的吸引，英國、荷蘭、法國等國家以不同的形式分別成立東

印度公司，企圖牟取更多的東方財富。英國是以販賣股票的方式向大眾募資，將這筆資金當成公司

經營的固定資本。且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的最初目的並非取得殖民地，而是藉由買賣亞洲珍貴的物

產以取得豐厚的利潤。

▲  圖 1-1　《東印度與
亞洲的海洋》書影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同，它不需從國王或女王那兒取得特許狀，它隸屬於

國家，擁有在海外自行任命總督、建造要塞、雇用士兵的決定權。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是集資而成

的民營公司，但須效忠於荷蘭議會，且其首次募集的資金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21倍以上。
在運作方面，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主要由來自六座城市的 60位代表組成的董事會負責，但英國

東印度公司則由每年股東大會選出的24名董事負責公司運作，股東可透過間接方式參與公司的經營。
在船員的組成方面，因人手不足，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直成了失業者、惡棍、逃犯的避難所。

法國東印度公司採取類似國營事業的經營方式，可以強制徵召所需的人才，且有三分之一的職

員是自願進入公司的，另外三分之二是以在海軍服役的條件，受國家徵召在公司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印度洋海域視為「經濟之海」，將東亞海域視為「政治之海」。在印度

洋海域的陸上帝國（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並不打算全面管理整體的海洋貿易；統治

東亞海域的政權（例如：大明帝國、江戶幕府）性格卻截然不同，政權統治者認為陸地與海洋息息

相關，必須對海上貿易加強管理與支配。

這本書的優點是：從整體的角度去看待歷史─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

組織，皆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人的故事是歷史中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但在故事之外，許多平凡

的人民在變動的時局下，盡其所能地發揮所長，改變歷史。我們在整體及互動的史觀中不斷探索，

最終一定會找到人類生命的目標及永續意義。

▲ 圖 1-2　英國、荷蘭、法國東印度公司貿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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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同，它不需從國王或女王那兒取得特許狀，它隸屬於

國家，擁有在海外自行任命總督、建造要塞、雇用士兵的決定權。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是集資而成

的民營公司，但須效忠於荷蘭議會，且其首次募集的資金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21倍以上。
在運作方面，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主要由來自六座城市的 60位代表組成的董事會負責，但英國

東印度公司則由每年股東大會選出的24名董事負責公司運作，股東可透過間接方式參與公司的經營。
在船員的組成方面，因人手不足，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直成了失業者、惡棍、逃犯的避難所。

法國東印度公司採取類似國營事業的經營方式，可以強制徵召所需的人才，且有三分之一的職

員是自願進入公司的，另外三分之二是以在海軍服役的條件，受國家徵召在公司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印度洋海域視為「經濟之海」，將東亞海域視為「政治之海」。在印度

洋海域的陸上帝國（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並不打算全面管理整體的海洋貿易；統治

東亞海域的政權（例如：大明帝國、江戶幕府）性格卻截然不同，政權統治者認為陸地與海洋息息

相關，必須對海上貿易加強管理與支配。

這本書的優點是：從整體的角度去看待歷史─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

組織，皆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人的故事是歷史中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但在故事之外，許多平凡

的人民在變動的時局下，盡其所能地發揮所長，改變歷史。我們在整體及互動的史觀中不斷探索，

最終一定會找到人類生命的目標及永續意義。

▲ 圖 1-2　英國、荷蘭、法國東印度公司貿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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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是關於大航海時代的兩段資料：

 資料一： 印度洋海域的王權與政治權力，都積極接受來自領地外的外來者，並且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 
上，都給這些外來者許多機會。只要能帶給王朝宮廷富裕的經濟利益，不管從事貿易活動的

主體是誰都無所謂。

 資料二： 歐洲各國的王權允許本國單一商社獨占東印度貿易，或是日本德川政權禁止本國商人出海，
並限制外國商人的貿易量。

 A  1 比較資料一與資料二，下列關於大航海時代各個地區王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印度洋海域的王權，強調自由貿易  B歐洲各國的王權，主張占領殖民地

C日本德川政權，全面實施閉關自守  D印度洋、歐洲、日本皆以貿易至上

解析   A印度洋地區的王權以利潤為訴求，採取「自由貿易」的態度　B歐洲各國的王權強調本身的政治權力，
僅將特許狀頒給東印度公司或授權東印度公司，但並未強調要占領殖民地　C日本德川時期，仍有對外貿

易（例如：中國、荷蘭），並未實施嚴格的閉關自守　D只有印度洋的政權以貿易至上，歐洲及日本則以

政治主導經濟發展。

 B  2 兩段資料內容與下列哪一種發展具有歷史脈絡的關係？
A印度洋地區成為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地區 B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競爭與衝突
C德川政權統治的日本成為與世隔絕的國度 D大航海時代各地區政權皆以和平方式貿易

解析   A印度洋地區的王權開放貿易，卻導致受到西歐強權勢力的入侵，從兩段資料可以看出，印度洋地區反而
成為受西歐強權剝削掠奪的殖民地，而非以自由主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C德川時期的日本仍與荷蘭及中

國進行貿易；D西歐的東印度公司皆以槍砲為後盾與東方國家進行貿易。

2  耶穌會士在取得日本長崎後，立即將長崎要塞化。守護要塞需要士兵與武器，因此耶穌會在 1585年，
經由□□向國王菲利普二世（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國王）要求將士兵、彈藥、大砲、食糧及金錢送至

長崎。由於教宗授與葡萄牙國王在東印度擁有傳教保護權，因此，日後長崎將被視為是葡萄牙國王的

領地。

 C  1 資料中的□□應填入下列哪一地區？
A大員 B巴達維亞  C馬尼拉  D雞籠

解析   西班牙或葡萄牙從未占領過大員　B巴達維亞在十七世紀初成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據點　D西班牙要
到 1626年才占領雞籠。

 B  2 資料內容中提到「葡萄牙國王在東印度擁有傳教保護權」，將產生下列哪一影響？
A中國實施海禁 B日本實施鎖國 C荷蘭占領大員 D英鄭貿易合作

解析   A明清時期，中國海禁的原因是對付倭寇及防堵鄭氏勢力　C荷蘭占領大員主要是為了從事轉口貿易　D
英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對付荷蘭及發展經貿，與葡萄牙國王在東印度擁有傳教保護權無關。

閱讀以下資料，回答問題：

圖片來源：

圖 1-1：博客來，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6944
圖 1-2： 編輯部繪製，參考自：https://www.pinterest.com/pin/305963368404548809/；https://www.sutori.com/item/map-of-dutch- 

east-india-company-s-trade-routes；https://www.usna.edu/Users/oceano/pguth/website/shipwrecks/sailing_ships/
Construction_lecture.htm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本刊僅供教學使用‧不代表任何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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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

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

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中國史 二、秦漢至隋唐

（一） 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2. 對外關係
（三） 從分裂到帝國的重建
1. 從魏晉到隋唐的政局演變
（四） 民族互動與社會文化的發展
3. 隋唐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1.  秦漢疆域的擴張及其與周邊地區人民
或政權的關係

2.  「張騫通西域」之後，中西絲路貿易
與文化交流的概況

3. 隋唐盛世的形成背景及興衰的過程
4.  介紹盛唐時期的「天可汗」體系，特
別著重唐朝透過絲路與中亞、西亞的
聯繫，並說明唐朝的國際風貌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中國與東亞 人群的移動與交流 近代以前的人群移動與交流
從漢、晉到宋、元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
特色與影響

二、絲路的空間與族群研究：「中央歐亞」的移民史觀

作者為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安孝夫，他認為應該將觀看歷史的角

度拉長至一千年或兩千年的時段，才能避免西洋中心史觀對歷史的偏頗看

法。因為西方勝過東方，不過是近兩百年才逐漸形成的，而過去長時間的

歷史發展重心卻是以四大文明區為主的地區。日本學者的歷史觀點也深受

西方史觀的影響，作者認為歷史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產物，應回到歷史現場

看歷史，才能作出較客觀的解釋。

由於日本受到唐朝及經由絲路傳來的文化影響很大，因此，要先建立

「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歷史架構及脈絡，才能打破長期以來西
洋中心史觀所帶來的偏見。「中央歐亞」是指歐亞大陸及歐亞非大陸整體

的中央部分，位於四大農耕文明圈的北方，主要為沙漠及草原地形。「中

央歐亞」的重要性是它建立連結「四大文明圈」的交通要道，且發展出騎

馬遊牧文化，更是印歐語系及阿爾泰語族的發祥地，故在世界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書打破以往高中歷史以朝代為斷限的歷史敘述方式，改以絲路與民族為論述的主軸，建立空

間的互動關係與族群的生命發展史，讓中亞史觀重新建構以往以中國為主軸的史觀，使「中國史能

夠脫離中華主義的束縛」（P.65）。例如作者引述日本東洋史學者原宗子對傳統中國農本主義的批判，
認為北方中國雖以農業為主，但仍非常依賴畜牧業，然而卻在理念上對之加以排斥和歧視（P.67）。
又如「萬里長城」是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衝突下的產物，但其另一功能卻是防止在農業帝國統治下

的人民逃向不受壓迫的北方。而「絲路」不應只被看成是點與線的連結，更應被視為是「面」的網

狀分布，且是東南西北拓展開來、無固定路線的連結，方可與史書中的許多敘述相呼應。漢代張騫

並非是絲路的開拓者，他只是在既有的絲路上長途跋涉的使節暨探險家。

▲  圖 2-1　《絲路、遊
牧民與唐帝國》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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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絲路出發，將胡椒、寶石、毛皮、玉器、葡萄酒、絲、茶⋯⋯等貴重商品運至歐亞大陸兩側

形成的「歐亞世界史」，其重要性不應低於在大航海時代以後形成的「全球世界史」，因為在絲路

上不僅只有商人走動，還有宗教傳播、外交結盟及軍事征伐，缺乏了「歐亞世界史」的發展脈絡，

就無法如實解釋第一個千年以來的人類活動，自然也無法了解現代歷史的由來並賦予其正確的歷史

地位。

歐亞大陸的中央稱為索格底亞那，其意思是「粟特人的土地」，現在幾乎是烏茲別克的領土，

最大都市是撒馬爾罕。粟特人是絲路上的跨國商人，他們不僅必須身懷武藝，還必須關注中國朝廷

的發展局勢，適時介入政局以獲得最佳的貿易特權。三國時期，粟特商人雖與曹魏有貿易關係，但

也尋求與蜀國結盟─其著眼點即盤算四川的商業利益，甚至蜀國的盟友吳國的江南利益。在北魏

時，粟特人為牟取與北魏的貿易關係，甚至不惜洩漏柔然的機密以獲取信任。在東、西魏時，為獲

得中原的生絲貿易權，粟特商人選擇與東魏—北齊結盟以對抗西魏—北周。因此，從絲路的角度出

發，方能補齊以朝代興替為觀點的中國史不足之處；加入粟特人及中亞族群的視角，才能矯正中華

主義漢人史觀的偏頗與不全。

若以一千年、兩千年的單位來看歐亞大陸整體的歷史時，舉凡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乃至火器，

都不是歐洲人發明的。以法國、英國、荷蘭、日耳曼為代表的西歐，在歐亞大陸的位置上是處於西方邊陲，

正好和東方邊境的朝鮮、日本遙遙相對。從四大文明圈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是「偏僻鄉下」，時而從

亞洲本土單方面地接受許多恩惠，時而處在備感強大威脅的被動立場。

 B  1 根據資料內容可知，下列何者是評論歷史的正確態度？
A從發明對人類的貢獻   B考量長時段歷史發展

C著眼歷史的核心地帶   D考量強大的影響力量

解析   根據資料內容可知，若拉長歷史觀察的時間，會發現在一千年前西歐國家並非位於歷史的核心地區，故應
從長時段考量歷史發展的脈絡。A若從發明對人類的貢獻來說，應舉出近代西歐科技對人類的影響　C歷

史的核心地帶不斷變動，且近代西歐可說已成為歷史核心地帶，但資料內容並未提及　D影響力也會不斷

變動，歷史也應顧及偏遠地帶。

 B  2 下列何者是歐亞東方邊境「偏僻鄉下」面臨的強大威脅？
A唐玄宗年間的怛羅斯之役  B元朝蒙古大軍的渡海攻日

C明朝萬曆年間的中日大戰  D清朝光緒年間的甲午戰爭

解析   A怛羅斯之役可說是大唐帝國與新興的阿拉伯帝國在中亞發生的勢力角逐　C萬曆年間的中日大戰起因於
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並非日本面臨強大的威脅　D甲午戰爭時，日本已歷經明治維新，逐漸成為工業

強國，勢力凌駕大清帝國。

閱讀以下資料，回答問題：

圖片來源：

圖 2-1： 博客來，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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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特區  電影「郵報‧密戰（The Post）」

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世界史
五、從對立到多元
世界

（一） 冷戰的形成與發展
1. 戰後經濟復甦與美蘇對峙
3. 冷戰下的東亞局勢

1.  美蘇對峙及冷戰的形成，雙方在軍備、思想
文化等各方面的對抗

2. 冷戰期間的韓戰、越戰及亞洲局勢的轉變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世界史 世界變遷與現代性 冷戰期間的世界局勢 社會運動與反戰

二、1960∼ 1970年代美國的困境：國家利益與新聞自由、人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的衝突
電影一開始即把鏡頭拉回到 1966年，隨軍記者丹尼爾．艾斯柏格

（Daniel Ellsberg）在歷經前線戰役的慘況後，接受當時的國防部長羅伯特．
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的詢問，他表示情勢並不樂觀。羅伯特．麥
納瑪拉本人也是如此看法，但在面對媒體時，他卻立即扭轉態度，認為戰

況明朗，美軍在越南的攻勢有很大的進展。

1971年，美國五角大廈越戰機密文件外洩，內容涉及杜魯門、艾森豪、
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等總統任內關於越戰戰情之最高機密：美國政府高

層實際上已逐漸認知無法打贏越戰，但仍持續對外宣布勝利的樂觀態度。

當時，正值尼克森總統主政，美軍在越戰中的傷亡已達四萬人之多。

《紐約時報》先取得此機密文件的部分內容，經過 3個月的審閱及編
稿後，以頭條的方式披露政府在越戰中對民眾發表的不實訊息，卻立即被

尼克森總統下令司法院頒布《禁制令》，認為該機密屬於美國五角大廈，

《紐約時報》涉及洩密罪，且會對正在進行的越戰造成傷害。《華盛頓郵報》的女發行人凱．葛蘭

姆（Kay Graham）剛剛才將郵報上市募資，若面臨重大危機，銀行團很有可能會撤資。但在執行編
輯班．布萊德利（Benjamin Crowninshield "Ben" Bradlee）的鍥而不捨下，終於透過卡爾．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取得丹尼爾．艾斯柏格竊取的完整機密文件。凱下令讓《華盛頓郵報》不懼任何威
脅、捍衛言論自由，發表這些文件內容，雖經尼克森下令打壓，仍不畏縮。

最後，美國其他小報也一同刊載這些機密文件，選擇與《華盛頓郵報》站在同一陣線。法院最

後宣布《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勝訴，原因是美國建國以來就賦予新聞媒體有報導自由，此

自由是為美國人民，而非美國政府。後來，班繼續揭發尼克森的水門案，成為捍衛人權、扳倒政府

的重要人物之一。

歷經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等五任總統，美國介入越戰的程度逐漸加深，對

民眾宣稱的理由及戰況逐漸形成一套謊言，跟實際差距甚大。美國持續陷在越戰泥淖內的原因：一

分是幫助南越，兩分是對付共產黨，七分是害怕美國顏面盡失。可怕的是，麥納瑪拉等人即使知道

越戰毫無勝算，卻不斷將親友的年輕人送上戰場。這種心理上的愧疚，恐怕才是五角大廈機密文件

▲  圖 3-1　《郵報．密
戰》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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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的真正原因。另一令人感動的是，身為《華盛頓郵報》發行人的凱，不畏當時男性主流文化對

女性的歧視，勇敢揭發政府虛假面貌，捍衛真相及新聞自由，展現令人佩服的勇氣與見識，值得吾

人思索與學習。在看完此片後，可以請同學思索人權的意義：政府是否可以宣稱為了國家利益或其

他理由而傷害人權？

▲  圖 3-2　將文件攜出五角大廈的丹尼爾‧艾斯
柏格

▲  圖 3-3　判決前夕《華盛頓郵報》的凱‧葛蘭姆
與班‧布萊德利

水門案發生時，有一匿名人士將闖入者的信息告知《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

最後迫使尼克森下臺。33年後，該名人士的身分被證實為事發當時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
特。他秘密會見郵報記者，告知水門案闖入者的真實身分。他警告伍德沃德，聯邦調查局千方百計要找

到自己和其他知情記者，防止他們披露更為廣泛的犯罪網絡。

 D  1 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暗中揭發美國總統的犯罪行為，符合下列哪一原則？
A自由博愛 B主權在民  C天賦人權  D公平正義

解析   美國聯邦調查局屬於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的任務是調查違反聯邦犯罪法，支持法律。因此，聯邦調查
局副局長勇於揭發總統的弊端，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

 B  2  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特選擇《華盛頓郵報》做為提供尼克森總統犯罪秘辛的對
象，是因為他認為《華盛頓郵報》具有下列哪一特點？

A發行量占第一 B秉持新聞自由 C國家利益優先 D遵守國家法律

解析   水門案發生於 1973年，而《華盛頓郵報》在 1971年即已揭露美國參加越戰的真相，秉持新聞自由、不懼
權威，敢於揭露真相。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特選擇《華盛頓郵報》作為提供秘密訊息

的對象。

閱讀以下資料，回答問題：

圖片來源：

圖 3-1：https://ddm.com.tw/blog/post/thepost
圖 3-2：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060477
圖 3-3：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06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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