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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台灣史  簡介 

台灣為東南亞與東北亞的交通樞紐，長久以來，中國、日本、東南亞與西

方國家的文化特質在此交流互動，再結合台灣本身發展出來的南島文化，遂而

融合成為特殊的台灣文化。此外，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荷蘭等國先

後佔領台灣，將台灣推入西方近代化的潮流，也帶來商業文明的思維，凡此種

種，全賴海島的地緣關係，使得台灣的歷史呈現出高度的開放性與國際性。 

台灣四面環海，西側與中國鄰近，早期渡海來台的漢人，構成現今台灣社

會的主要族群，這批族群結合島內的原住民族群，使得台灣成為一個多元族群

共存的社會，整體文化呈現出一片繁花盛景的多元樣貌，其族群包括保有傳統

語言與文化的原住民族群、目前大多已漢化或與漢語系台灣人血統融合的平埔

族、漢語系的河洛人與客家人，以及 1949 年前後隨國民黨由中國渡海來台的新

住民等，這批來自中國各省人民，人數高達 150 萬人左右，長期被稱為「外省人」，

他們對現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造成相當深刻的影響。外省人和本省人早期在語

言、生活風俗、政治社會活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經過數十年的社會互動，台

灣已有無數的本省、外省通婚所生子女，因此多元族群、族群互動頻繁、移民

社會是台灣社會發展的特色。此外，日本殖民台灣所遺留下日本文化，及戰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也匯入台灣文化之中，慢慢滲透到台灣人民的日常生

活裡，豐富了海島台灣的文化的多層次內涵。 

本書為了進一步普及台灣歷史知識，強化台灣的認同，凝聚台灣命運共同

體的意識，因而採取多層面台灣人屬性的特質來看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即島

民、原住民、移民、殖民、國民、世界公民等系統脈絡來書寫台灣，透過不同

歷史時空下台灣人民的處境，來鋪陳台灣史，傳達出台灣追尋主體意識的必然

與堅持。 

本書緒論介紹台灣歷史的特質，敘述島嶼的地形生態風土如何形塑了歷史

發展；第一章討論台灣歷史之源――原住民的生活樣態，以了解台灣歷史的蘊

底；第二章討論移民現象，及其對台灣社會文化的影響；第三章期望藉由台灣

兩次的被殖民經驗，來分析了解台灣的命運與轉折；第四章乃敘述台灣追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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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識過程與艱辛，一窺國家體制建構的過程；第五章則是分析台灣在國際社

會中的發展狀況，以期能放大角度來檢視台灣在世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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