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南台通識電子報 

74 
 

 

 

 

 

 

● 林柏維  

 

 

長期來，關於台灣的早期歷史之敘述，無論學者或專家，十有八九認定台灣最早

的名字叫夷洲，認定的原因是：前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寫了一本書《台灣史

事概說》，內中引《尚書》及沈瑩《臨海水土志》為證，直斷三世紀（三國時代）時的

夷洲就是台灣，進而大膽推斷孫權時代是中國經營台灣的開始。 

歷史家談史學方法與作歷史研究經常「談作分流」，「疏忽」中國史書相互傳抄的

傳統（台灣的方志也沒例外），即使流球、留仇、流虯、塯球、琉球寫法的不同，也不

改抄寫的本能，因此，上述名稱全成為台灣的別名，在這一假設前提被「近代史權威

」鐵口直斷後，七世紀時隋煬帝的遣人征討琉球，變成中國「經營台灣」的另一荒謬

史證，又解釋唐朝施肩吾（九世紀）的詩＜島夷行＞是在描述澎湖景況，把文學意境

當成歷史想像的素材，郭所長真的「權威」到匪夷所思的境界。 

至於十四世紀時元朝汪大淵《島夷誌略》記：「設巡檢司於澎湖」，雖應另當別論

，但偉大的歷史家在談三世紀到十四世紀這一千多年的歷史，卻如魏晉清談般輕率、

夢囈式的以幾個事例就把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無限的纏結在一起，真令人嘆為觀止。 

令人嘆息的是，今天研究台灣的學者專家有如過江之鯽，卻多的是「蕭規曹隨」，

不敢或不願或懶得置喙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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