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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dually Emerging Pacific導讀  

What is the main question in the paper?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長久以來，學界討論世界歷史的變遷常以大西洋為中心視角。本文作者長期研究台灣和

中國的外貿經濟史，包含海洋貿易與事務(maritime affairs)，她在本文整理自己過去 40

年來研究中的海洋印象(maritime image)，自認對太平洋在中、台歷史上帶來的影響，其

關注是從無至有，由輕到重。作者按時間將自己的研究分為數個階段：(1)清領時期茶、

糖、樟腦的社會經濟變遷的影響。(2)19世紀前半期鴉片流通與銀貴錢賤的區域分佈。(3)

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白銀。(4)黑潮對台日關係的影響。(5)台灣、香港與太平洋。(6)南

海議題。尤其南海近年來有主權爭議，周圍各國紛紛主張自身權益，如果關注中華民國

的歷史，可發現中華民國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主權宣稱，是有歷史條約可依據的。 

What is the author’s answer?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台灣自 1860年代開港通商，國際貿易以茶、糖、樟腦為主。獨產的烏龍茶備受美國人

喜愛，價格看俏，對台灣北部的經濟發展有莫大助益。糖雖然出口量高，但產值不如茶

葉，劉銘傳考量北部已成經濟發展重鎮，但資訊物資從北部傳遞到台南耗時過長，故萌

生轉移統治重心到北部的想法。 

本文作者自1989年起的著作，著重研究鴉片戰爭前後全球白銀短缺對中國帶來的影響。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南美洲開始向全世界供應白銀，16世紀後期起，中國確立以白銀

納稅和進行國際貿易的制度。白銀在墨西哥生產後經大西洋運往歐洲，再流入與歐洲貿

易的中國商人手中，因此作者此時的研究聚焦於大西洋。1820-1850，全球經歷白銀短

缺，肇因於當時南美洲人起而反抗西、葡二國的殖民統治。此時中國因舉國沉迷吸食鴉

片，白銀呈現淨流出，銀價飛漲。清朝政府以銅鑄錢，錢幣比銀兩的兌換比例從 1000：

1漲到 2500：1，險些危及帝國統治。 

作者自 1997年起，研究黑潮對東亞各國的影響，發現由於黑潮影響所經之地的氣候，

故日本跟韓國可以種稻，中國華北因地處內陸，雖然緯度相近，卻種麥。由於日本早早

掌握種稻的科學，因此在日治時期，日本可以技術移轉，迅速促進台灣的稻米產量。 

作者在研究 20世紀初期台灣、香港的地位時，開始深刻認識太平洋對歷史發展的重要

性。1869年埃及蘇伊士運河開通，大大促進全球東西方貿易的便利。19世紀台灣運往

美國的烏龍茶，是從廈門出口，經由南亞、印度洋、大西洋運達紐約，在這樣的路徑下，

香港佔極其重要的地位。1914年巴拿馬運河開通，成為連貫東西的第二條貿易途徑。日

本於是將台灣出口美國的烏龍茶運輸路徑改為經由神戶走太平洋。到了 1930年代，台

灣與韓國、中國東北之間，因為同受日本控制而貿易關係日深。日本在制定太平洋的戰

略時，更以台灣做為同心圓擴散的中心，由此可見太平洋對台灣歷史的影響之巨。 

2016年，海牙南海仲裁結果出爐。本文作者研究發現，在南海周圍主張權利的諸國中，

唯有中華民國對南沙和西沙群島的主權宣稱，有歷史條約根據可證明其合理性：中華民

國政府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 (TPT)」以及「對日和平條約 (SF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