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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 論 文 旨 在 敘 述 1633 年 7 月 至 10 月 間 ， 明 朝 水 師 游 擊 鄭 芝

龍 與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遠 征 總 司 令 (台 灣 長 官 )普 特 曼 斯 ， 兩 方 勢 力

以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金 門 料 羅 灣 為 中 心 所 進 行 的 一 系 列 海 陸 戰 役 。 本

文 題 目 雖 小 ， 但 廣 泛 收 集 中 、 外 文 資 料 ， 有 意 突 破 向 來 以 中 文 史

料 為 主 進 行 論 述 的 研 究 成 果 。  

 

其 戰 役 牽 涉 之 範 圍 ， 可 以 擴 散 至 大 半 個 東 亞 地 區 。 該 戰 役 乃

明 末 崇 禎 年 間 ， 一 場 對 外 的 海 上 戰 爭 ， 但 這 場 包 含 至 福 建 、 廣 東

一 帶 的 戰 爭 ， 卻 又 有 些 許 的 特 別 。  

 

    這 場 戰 爭 包 含 陸 上 的 作 戰 及 海 上 的 交 火 ， 更 是 東 亞 與 西 歐 國

家 間 ， 一 次 雙 方 運 用 火 器 、 火 炮 的 海 上 戰 役 ， 正 是 這 場 戰 役 的 勝

負 ， 使 得 東 亞 海 域 的 格 局 ， 產 生 了 極 大 的 影 響 ， 且 正 是 這 場 戰

役 ， 促 使 鄭 芝 龍 成 為 閩 海 霸 主 的 奠 基 。  

 

    但 學 界 對 此 役 的 研 究 成 果 ， 卻 又 是 極 為 稀 少 ， 若 有 提 起 此 役

之 成 果 ， 也 大 多 是 著 重 於 廈 門 島 遭 遇 襲 擊 或 是 最 後 在 金 門 料 羅 灣

一 帶 的 海 上 決 戰 ， 至 於 其 餘 衝 突 的 部 分 ， 往 往 不 被 重 視 又 或 是 被

忽 略 。 這 點 實 在 是 極 為 可 惜 。 也 因 此 本 文 將 從 局 部 戰 役 、 戰 略 戰

術 、 背 景 人 物 . .等 多 方 的 各 項 視 角 ， 來 重 新 詮 釋 「 料 羅 灣 海 戰 」

的 背 景 及 作 戰 經 歷 ， 從 而 探 究 出 有 關 於 明 、 荷 雙 方 的 得 失 ， 並 以

此 來 瞭 解 「 料 羅 灣 海 戰 」 對 於 歷 史 的 意 義 。  

 

關 鍵 字 ： 鄭 芝 龍 、 荷 蘭 人 、 料 羅 灣 海 戰 、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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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西元 1633 年的 10 月，位於金門島的南方，有處名為料羅灣的海灣，此地正在

展開一場，浩大而又慘烈的風帆船海戰，後世人們將這場海戰，定名為〈崇禎明荷

海戰〉，又將這場海戰慣稱為〈料羅灣海戰〉。 

 

    在這場海上戰爭當中，又有著兩大陣營，為明帝國以及荷蘭這兩大勢力。其中

關於明帝國方面，主要是由明帝國的水師游擊將軍，鄭芝龍(1595-1661)做為其主要

代表。1鄭芝龍除了本身所統御的部隊，身後更有明帝國政府作為後盾，提供著各

項的支持。2而他們的對手，則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明帝國沿海的遠征艦隊，以

及包含前來投靠助戰的海盜(劉香、李國助)。 

 

    有關這場戰爭，從 1633 年的 7 月，就開始引發數場小規模的衝突戰，如在

1633 年 7 月 11 日，荷蘭人對南澳島，發動了最初的攻擊，且在 7 月 12 日以及 8

月 11 日，又分別對廈門展開攻擊行動。上述之攻擊行動，在短短的四個月內，

一直不斷持續著發生，直到在 1633 年的 10 月 22 日，以鄭芝龍為首的明帝國水師

艦隊，對駐紮在金門料羅灣的荷蘭遠征艦隊及前來助戰的海盜們，發動了突如其

來的突擊，並在金門料羅灣一帶，展開了一場關於風帆船之間的正面交火。最終

該戰役是以明帝國獲得勝利，才使得這場戰爭落幕。3 

 

    在料羅灣海戰中，明帝國是亞洲世界的典型大帝國，無論是在十七世紀當代

                                                      
1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台北：果實出版社，2002 年)，頁 39-40。 

2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33 號，中研院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網址：

http ://tcss.ith.sinica.edu.tw/cgi-

bin/gs32/gsweb.cgi/ccd=_FLq70/ebookviewer?dbid=EB0000000033&db=ebook#，頁 14-15。 

3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5 年)，頁 51、67。 

http://tcss.ith.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FLq70/ebookviewer?dbid=EB0000000033&db=ebook
http://tcss.ith.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FLq70/ebookviewer?dbid=EB0000000033&db=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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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過去，都是最為龐大、富庶，屬於亞洲世界的古老大帝國：明。鄭芝龍與

明帝國的對手，乃是名為荷蘭人，或者應該稱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雖然名

義上是商業公司，卻擁有著組織軍隊，發行貨幣...等特許，其背後有著大量國家

當權者的參與，屬於一個有半官方半民間性質，具有國家背景的武裝商業集團。

這個組織背後的推手，正是由當代歐洲的新興強盛國家：荷蘭(尼德蘭七省聯合共

和國，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所推動。 

 

    關於料羅灣海戰，是以鄭芝龍為首的明帝國海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艦

隊，雙方陣營所產生的衝突為其核心，這場戰爭可能是延伸了明帝國與荷蘭、東

亞與西歐、亞洲與歐洲的一場鬥爭，甚至可以說，是場在十七世紀，有關東方與

西方文明的代表、領頭們，一次有著組織架構、正規軍隊、國家背景...等各類因

素的一場戰爭。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之動機 

    本文是以 1633 年〈料羅灣海戰〉這場戰役，來做為本文研究之主題，其研究

最開始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受到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先生，所著作的

《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 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這一著作的啟發與影響。4 

 

    此著作的內容，主要是在敘述鄭氏三代(鄭芝龍、鄭成功、鄭經)與荷蘭人(荷

蘭東印度公司)發生的各種衝突為其核心。雖說此書之核心主題，乃是在描述鄭成

功與熱蘭遮城的戰爭，但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間的各種恩怨，卻也是此書中，極為

重要的一環章節。 

 

    筆者正是被歐陽泰先生所敘述那場關於鄭芝龍與荷蘭人，在金門料羅灣爆發

                                                      
4
 歐陽泰(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台北：時報出版，2012

年。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Lost%20Colony%20%3AThe%20Untold%20Story%20of%20China%E2%80%99s%20First%20Great%20Victory%20over%20the%20West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Lost%20Colony%20%3AThe%20Untold%20Story%20of%20China%E2%80%99s%20First%20Great%20Victory%20over%20the%20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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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戰，深深吸引住了目光。最終選擇深入研究於此役，並以此戰役做為本文研

究之主題。而隨著筆者逐漸深入探究這場戰役，筆者發現這場在崇禎年間爆發的

料羅灣海戰，與明帝國在過去和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相比，有些許的不同與差

異。料羅灣海戰是明帝國與荷蘭間，一場具有國家背景與援助的戰役，還是已風

帆船艦與火器，進行正面交火的一場海上戰爭外，其中在這場戰役內，不管是在

海上又或是陸地都有所涉及。 

 

    事實上在料羅灣海戰爆發之前，明帝國就曾與歐洲諸國間，有過數次衝突戰

役。這些戰役又分為〈屯門海戰〉、〈西草灣之戰〉、〈澎湖之戰〉三場衝突。但這

又與上述的三場衝突戰役，不管是過程或是規模，皆與料羅灣海戰有著不少之差

異。 

 

    其中最早爆發的戰役，是有關於 1521 年的〈屯門海戰〉，這是場由葡萄牙人

率領一支小規模的風帆船艦隊，在 1514 年間佔領屯門(香港西部地區)，並在屯門

一帶設立起據點(武裝貿易站)、石碑(佔領證明)，隨後在 1521 年 8 月間，引來了

明帝國的討伐。5 

 

    雖然明帝國在會戰的初期，被駐守在屯門的葡萄牙人，用火炮、火槍等火藥

武器給擊退。6但在該戰役的中、末期，明帝國成功仿製葡萄牙人的蜈蚣船(划槳

船)、佛朗機炮(後裝式火炮)，又以大量的縱火船與兵力之優勢，將駐守在屯門的

葡萄牙人包圍，這迫使葡萄牙人最終只能倉皇逃離此地。7 

 

    葡萄牙人在屯門海戰中失利後，緊接而來的對外戰爭，則是在一年後爆發的

〈西草灣之戰〉。這場在 1522 年爆發的海戰，一直有著些許的爭議，這其中最大

的爭議問題，就是在這場戰役，是否要歸納在屯門海戰當中? 

 

                                                      
5
 王加豐，《西班牙、葡萄牙帝國的興衰》(中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頁 60-61。 

6
 馮作民(編)，《西洋全史(九)歐洲擴張史》(台北：燕京文化，1975 年)，頁 78-79。 

7
 鄭樑生(編)，《明代倭寇史料》，第 1 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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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西草灣之戰，是在屯門海戰慘敗後的葡萄牙人，急於對明帝國進行和

談，結果在談判失利離港的時候，突然遭受到明帝國的襲擊。但明帝國對於葡萄

牙人的襲擊，又與屯門海戰的結局，有著很大的關聯。屯門海戰的爆發，促使明

帝國成功仿製大量的蜈蚣船與佛朗機炮。8 

 

    靠著新式裝備與優勢的兵力，明帝國在西草灣之戰，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促

使葡萄牙人徹底慘敗，也使得葡萄牙人再也無法選擇武力通商與殖民的選項，最

終只得以政治運作與臣服明帝國的姿態，來與明帝國進行交流。9 

 

    至於最後一場戰役，則是關於 1624 年的〈澎湖之戰〉，10將〈澎湖之戰〉與

〈屯門海戰〉相互對比，能證實這兩場戰役，有些許的相似之處。澎湖之戰是以

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了澎湖，並在澎湖修築堡壘，意圖建立東亞貿易據

點，進而引發明帝國的征伐，這和佔據屯門的葡萄牙人，十分的類似，但澎湖之

戰最終的結局，則是以明帝國以大規模的縱火船及軍隊，成功將荷蘭人逼退，進

而使荷蘭人轉往台灣，將東亞的貿易據點改設在台灣島上。11 

 

    1632 年的料羅灣海戰，則與上述三場戰役皆有所不同，主要是荷蘭人(荷蘭

東印度公司)企圖以武力來取貿易與財富的利益，因而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組織一隻

襲擊於明帝國東南沿海的艦隊，使這隻艦隊進行有關掠奪聚落、搶劫船隻、焚燒

港口...等軍事行動，更多次與明帝國在海陸地區，相互使用火器交戰，最後在金

門料羅灣展開場艦隊決戰以荷蘭艦隊戰敗，進而突圍逃離，而結束戰事的海上戰

役。 

 

                                                      
8
 歐陽泰，《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台北：時報出版，

2017 年)，頁 234、235。 

9
 施存龍，〈西草灣戰役的有無和西草灣地望考辨〉，《文化雜誌》，第 1 期 (中國澳門：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文化局，2000 年)，頁 21。 

10
 (清)周凱，《廈門誌》(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644。 

11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17、19、25。 

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40/701
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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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一場戰役的優勝劣敗，絕非是用單一方面的優劣勝敗，就能夠輕易

地做出判定，故而希望能夠藉由一場戰役，所需注重的各方視角與要點，來加入

對於本文的研究當中。其次再以交戰雙方之角色與陣營，來進行更為廣泛的研究

分析，帶入天候、戰術、武器、訓練、船艦..等其餘各項之觀點，來探究這場發

生在十七世紀的料羅灣海戰。 

 

二、 研究之目的 

    本文研究最主要之目的，在於筆者亦將料羅灣海戰詳細完善，將此整合成一

個具有詳細流程及具有一定學術性質的論文成果，這主要是關於料羅灣海戰在現

今的相關研究，其成果數量實在不多，且具有學術性的成果，更是極為的稀少。 

 

    一般提起料羅灣海戰的相關研究或是著作，對於料羅灣海戰的過程內容，大

多會將其歸分為五個主軸，例如：一、荷蘭人在巴達維亞聚集了一隻艦隊；二、

鄭芝龍在廈門的船隊，遭到荷蘭人的襲擊，並且損失極為慘重；三、荷蘭人在明

帝國的東南沿海，四處燒殺擄掠；四、最終在金門島的料羅灣，展開一場海上決

戰；五、鄭芝龍與明帝國水師擊敗荷蘭人的艦隊。基本有提起料羅灣海戰的研究

或是著作，大多是以上述之步驟來敘述。12 

 

    但很多有關此戰役較為細節之部分，基本不是被忽略就是略簡成一小段，

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集結艦隊襲擊廈門前，實際上是先對南澳島、鼓浪嶼這些

具有戰略位置的島嶼發動攻擊，尤其在南澳島這一部分，基本都會被忽略掉，但

在《明清史料》的文獻當中，記載當代駐守至南澳的明帝國官兵，是如何面對荷

蘭東印度公司的攻擊是如何應對。13 

 

    此外荷蘭人在對明帝國東南沿岸展開襲擊與補給之時，曾在當地遇上多次反

擊，這促使得雙方使用火槍相互交火，並且對於荷蘭人第二次襲擊廈門與當地守

                                                      
1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999 年)，頁 103、105。 

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篇，第 7、8 合訂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1957 年)，頁 66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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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在島上交戰的過程，以及在料羅灣決戰前，明帝國曾發動過兩次突擊...等，關

於上述這些內容的詳情，在大多數的著作或是文章中，不是沒有什麼提起就是一

筆帶過。14 

 

    也因此筆者決議要將這些遺漏的過程，重新做個詳細流程的整合，並且完善

出一篇關於料羅灣海戰之相關戰役的論文成果。除上述之主要目外，還有項較為

次要目的，是在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最終的金門料羅灣決戰中，派遣了數艘西式

風帆快船參戰，而筆者也有意對這種船艦進行探討。15 

 

    在金門料羅灣海戰中，荷蘭艦隊所編制的西式帆船，在各種的研究中，幾乎

都只是以船名出現，而在這其中較詳細且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當中，大概也就只

有程紹剛的《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但這也只是多了部分水手與士兵的數量，以

及一些需要再確認的船型罷了，而在料羅灣海戰中出現的荷蘭船隻，絕大多數的

船型，皆是一種被稱為「jacht」的西式風帆船。17 

 

    其中有關於 jacht 這種西式風帆船，一般中文翻譯為「快船」或者是「快

艇」，但在各種相關著作或是研究成果中，對於 jacht 這種帆船的敘述，卻沒有什

麼說明或是解釋，筆者有意帶入部份有關軍事方面的內容，其目的就是要將本文

戰役所出現的荷蘭船艦資料給補全，並對整個荷蘭艦隊中佔據大半的「jacht」西

式風帆船，做出一個具有概念性質的基礎敘述。 

 

    本文是以明帝國的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艦隊，作為該戰役的主要

                                                      
1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4。 

15
 同上註，頁 114、130、132。 

1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2000 年)，頁 126-127。 

17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第 45 期 (台北:國史館，

2005 年)，頁 15；De VOC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荷蘭東印度公司，概述 VOC 船舶文獻

庫，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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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以明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兩大勢力間，所引發的衝突與碰撞來做為本文

的主軸核心。而在經過大量激烈的衝突過程後，其最終之勝負與結果的關鍵處，

正是金門島的料羅灣，筆者也因而將此地名稱加入其主題中，本文主題〈1633 年

金門料羅灣海戰--明荷海上戰爭〉也是由此來命名。 

 

第二節、研究回顧 

    大多具有學術性質，且與本文戰役有所關聯的研究成果，多是來自於期刊中

的文章，也因此筆者最主要之目的，是優先將料羅灣海戰的流程詳細整列，再對

此內容來編輯，以便完善料羅灣海戰的探討與研究。 

 

    本文研究的核心，主要是探究關於料羅灣海戰的戰役本身過程，因而首要關

注的研究回顧，自然是專注在料羅灣海戰的研究成果上，而有所涉及到料羅灣海

戰的著作、文章..等相關之成果，其數量還算的上不少，但著重在料羅灣海戰上

的學術研究成果，其成果之數量卻又是極為稀少，而具有學術研究性質之研究，

大多又是出自於學術期刊。 

 

    如：楊緒賢的〈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18、蘇同炳的〈由崇禎六年的料羅

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19、林偉盛的〈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

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此外關於著作、專書這一部分的研究回顧，筆者認

為啟發本文研究的《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最為詳細與最

具有學術性質。 

 

    歐陽泰所著作的《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是筆者重要

的運用材料之一，除了啟發筆者對料羅灣海戰的看法外，更是掀開了過去對於中

                                                      
18
 楊緒賢，〈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台灣文獻》，第 27 卷，第 3 期，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

1976 年。 

19
 蘇同炳，〈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臺灣史研究集》，台

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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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戰爭的概念。歐陽泰對於料羅灣海戰的研究，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帶入濃厚的

軍事科技觀點。歐陽泰認為荷蘭人有著強大的火炮與戰艦，但鄭芝龍積極引入西

洋科技，並且建設新式的戰艦，並形容這些船艦有著強大的火力，甚至勝過不少

荷蘭人的船艦，也因此歐陽泰認為雙方的軍事科技，並沒有過於嚴重的差距。此

外歐陽泰描述這隻荷蘭艦隊，對於自身的實力，有著充足的自信，一方面是認為

鄭芝龍努力表達想要和談的態度，使得荷蘭人認為鄭芝龍在畏懼他們，另一方面

則是荷蘭人成功獲得海盜盟友的支援，使荷蘭有了兵力上的強化。20 

 

    但也正是因為上述兩點，使荷蘭人誤判情勢，使其認為鄭芝龍想和荷蘭人，

來場標準的海戰。歐陽泰稱鄭芝龍在料羅灣海戰中，有如最為傑出的魔術師一

般，先用言詞迷惑荷蘭人，後來在戰書中，又吹噓自身艦隊的強大，宣稱要正面

擊潰荷蘭人，讓人們見識他的強大，但鄭芝龍卻將他配有火炮與士兵的戰艦，全

數改裝成縱火船，並以此贏得勝利。此外歐陽泰也隱約描述了，關於颱風對於這

場戰役的影響，歐陽泰形容因為颱風之緣故，使荷蘭人與明帝國都受到重創。並

且認為是颱風的緣故，促使荷蘭人進入金門料羅灣內避風，使最終決戰在此展

開，才讓這長達四個月的戰爭結束。21 

 

    楊緒賢的〈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這篇學術成果，算是非常早期的相關研

究，因此本文之核心，著重在鄭芝龍與荷蘭人在料羅灣海戰前與爆發時，有關於

雙方的商務關係與衝突敘述，其一特點在於楊緒賢認為鄭芝龍本人，並未在 1622

年，荷蘭佔據澎湖的時期，就擔任荷蘭人的翻譯，楊緒賢更提出這時的鄭芝龍，

人尚在日本，因此並未有在這一時期，就與荷蘭人建立起友誼與合作關係，此外

還以鄭芝龍是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日本與台灣。22 

 

    關於此篇研究所採用的史料文獻，其大多是來自於明清時期的文獻。如：

                                                      
2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1、65。 

21
 同上註，頁 67-70、72。 

22
 楊緒賢，〈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台灣文獻》，第 27 卷，第 3 期，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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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史料初編〉23、〈明清史料乙編〉、〈廈門誌〉..等史料文獻，而除引用明清

史料文獻外，還引用關於曹永和〈從荷蘭文獻談鄭成功之研究〉、盛成〈沈光文

研究〉、梁嘉彬〈從荷蘭史料看鄭氏驅荷入臺的背景〉..等，與鄭成功、鄭芝龍有

所涉及的研究成果。24而有關〈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這篇研究，所給予筆者

最大的啟發，就在於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料羅灣戰役爆發前，雙方勢力之

間的相互聯繫，這使筆者對於雙方陣營的因果關係，將會有一個概念性的整理。 

 

    而〈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這篇提至料

羅灣海戰的研究成果，其收錄在 1981 年蘇同炳著作的《臺灣史研究集》當中，其

內容主要是在講述，關於荷蘭人勾結、扶持在明帝國橫行的不法海寇，並促使他

們禍害福建講述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海盜橫行的明朝閩海內，究竟扮演了

何種角色，以及福建地區的海盜災害等各種研究成果。25 

 

    蘇同炳先生在這篇研究成果的特點之一，是隱約將荷蘭人定為一個造成海盜

橫行閩海地區的重大禍源，一各從閩海地區延伸至整個東南疆域的災難源頭。此

外更是提出鄭芝龍與荷蘭人極為密切友好，使得荷蘭人積極扶持鄭芝龍壯大，更

提出在料羅灣海戰前，鄭芝龍就先與福建巡撫鄒維璉嚴重交惡，且對於戰爭獲勝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福建巡撫鄒維璉的督導有方以及後勤運作得當，而非是單單

鄭芝龍的強悍與奮勇。26    

 

    此外對於此篇研究所運用的史料，主要有運用當時與鄭芝龍一同並肩作戰之

明帝國武官，向朝廷稟告之戰果的相關文獻，如：南路副總高應岳、泉南游擊張

永產、副總兵劉應寵、參將鄧樞、澎湖游擊王尚忠..等將領，這使得能夠以鄭芝

                                                      
23
 (清)佚名，《鄭氏史料初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號，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24
 楊緒賢，〈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台灣文獻》，第 27 卷，第 3 期，頁 166-167。 

25
 蘇同炳，〈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臺灣史研究集》，頁 29-

30。 

2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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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之外的視角來延伸研究料羅灣海戰，而這種向外的延伸，必然有著極大的助

力。27 

 

    蘇同炳在〈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中，

所運用的文獻史料，其實與楊緒賢的〈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比較，有稍微些

許的相似，除了引用一些相同的材料(如：鄭氏史料初編)外，其材料大多是來自

於明、清時期的史料文獻，有關於外文或是相關翻譯的文獻，皆是極為的稀少，

似乎更仰賴於明清方面的史料。 

 

    關於蘇同炳與楊緒賢的文章，雖然外文的史料稀少，但運用各方研究成果與

明清史料卻也是扎實嚴謹，但從上述的兩篇研究中，皆是隱約或是直接帶有荷蘭

人(荷蘭東印度公司)乃是一切的元兇，是帶來災禍的侵略者，以及沿海混亂與海

盜興盛的源頭。而在這其中對於筆者的幫助，是在於前者能使筆者釐清鄭芝龍與

荷蘭之間的恩怨關係，後者則是能分析出，鄭芝龍與閩海各方海盜的各種矛盾。 

 

    最後一篇則是林偉盛的〈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

戰〉，這是以月份來敘述這場戰役之流程的學術研究成果，與上述兩篇研究相

比，其過程更為的流暢與詳細，對於戰役之過程而言，可能是目前最詳細流暢的

學術成果，其內容的主要核心要點，而是以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以武力來

通商及貿易的壟斷為目的來作為其中的觀點，不再是過於偏向帝國主義、殖民侵

略的觀點。而是以鄭芝龍(明帝國的武官)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以及雙方共

同的敵人劉香28(海盜領袖)；再以這三方勢力的衝突與矛盾作為其敘述的觀點。29 

                                                      
27
 蘇同炳，〈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臺灣史研究集》，頁 29-

30、39-41、62-63。 

28
 劉香(Janglauw)，又稱劉香佬，本來是鄭芝龍的部下，十八芝中的一員，後來在 1628 年與李魁

奇一起叛變，一直與鄭芝龍敵對，並且橫行於閩粵，最終在 1635 年才徹底被鄭芝龍給擊潰。參

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70。 

29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47、49-50。 



 
 

11 
 

 

    有關〈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這篇研究成果，除

了運用上述楊緒賢與蘇同炳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外，更加入了當時還未中文翻譯

的《熱蘭遮城日誌》之相關文獻，這遠比過去的研究中，多了更加新穎的資料，

也顯得更加公正客觀。 

 

    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都會帶有過多的民族主義觀點，而再〈一六三三年的

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內，除了與過去充滿民族主義論述的成果，

有著一定的差別外，其引用屬於荷蘭方面的文獻資料，對於料羅灣海戰的相關研

究，更是一種嶄新的突破，這將讓筆者掌握有關料羅灣海戰的流程，將會是一大

助力，並且此研究對於東西方年、月、日時間的對照，也有著極為詳細的描述，

也將使筆者在這過程架構的時間內，將會有著更多、更詳細、更具有概念性的研

究與運用。  

 

第三節、運用文獻與相關資料 

    本文研究所運用之文獻史料與相關資料，是以料羅灣海戰之戰役的相關材料

做為其主題的核心，並以此核心來研究其涉及之內容，筆者將有所涉及的文獻史

料，主要劃分為「明清」與「荷蘭」兩大部分區塊，在以此為運用之核心。而關

於後人所研究、著作的第二手相關研究，其有所涉及至關與本文主題的各種專

書、期刊、論文...等研究成果，以及對於料羅灣海戰關聯較少的資料，則將其歸

為另一區塊，在對其類型再次劃分。 

 

一、 明清史料文獻之運用 

    有關「明清」這部分所運用的史料文獻之內容，除了以明、清時期的文獻史

料為主外，主要還是以料羅灣海戰方面的資料，來進行運用與研究。筆者在經過

長久的閱覽與探究下，筆者以《金門誌》30、《廈門誌》、《金門縣誌》31、《明清臺

                                                      
30
 (清)林豪，《金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80 號，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31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金門縣誌》，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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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檔案彙編》32、《明清史料》、《內閣大庫檔案》33這部分的史料，來做為一個構

築基礎的運用。 

 

    在上述所提到的《金門誌》、《廈門誌》、《金門縣誌》這三本文獻，隸屬於地

方誌類型的史料文獻，其選擇之目的，是在於要將本文戰役，所發生的主要地區

也就是廈門、金門來優先釐清與整理。其中筆者使用地方誌作為材料，主要是要

探究關於當時金門、廈門一帶，究竟是呈現何種的情形，在以此文獻資料來整

理、構築出一個關於當代金、廈地區情勢的基本架構。而對於筆者所運用之《明

清臺灣檔案彙編》、《明清史料》、《內閣大庫檔案》...等文獻史料，則是屬於將

明、清時期流傳下來的文獻史料，進行整理彙編過的檔案合輯，是筆者用來構築

料羅灣海戰流程，與當代背景敘述的重要資料來源。 

 

    除了上述筆者所提的基礎運用文獻外，筆者將會以34等史料文獻，來對本文

再次進行擴充與整合運用，筆者採用之文獻史料，包含當代對於鄭芝龍、閩粵海

寇、外國海盜、明國水師..等方面的相關資料，筆者當運用這些史料文獻，作為

其中過程內容的擴充與整理，並對於明帝國方面的內容，來進行一個新的研究與

補全。 

 

二、 荷蘭文獻與有關資料之運用 

    有關「荷蘭」這一方面所運用的材料，主要是指在料羅灣海戰中，荷蘭東印

度公司方面的相關文獻，且除了相關的史料文獻外，其餘有著學術性質的著作也

包含在此，也將會是本文研究的運用材料。 

 

                                                      
3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1 冊，台北：遠流出版

社，2004 年。 

3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內閣大庫檔案》，網址：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34
 (清)佚名，《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網址：http://tcss.ith.sinica.edu.tw/cgi-

bin/gs32/gsweb.cgi/ccd=VYI1xb/ebookviewer?dbid=EB0000000296&initpage=127&db=ebook#。 

file:///C:/Users/黑科技/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內閣大庫檔案》，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file:///C:/Users/黑科技/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內閣大庫檔案》，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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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這部分的史料文獻，其最能代表本文戰役的文獻，

還是以江樹生翻譯的《熱蘭遮城日誌》最具代表性。江樹生翻譯的《熱蘭遮城日

誌》，在現今可謂是研究鄭氏三代、亞洲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等各類題材的首

要運用文獻，從各種的研究、著作當中，若是有提起關於料羅灣海戰的內容，都

會將《熱蘭遮城日誌》做為運用的研究材料，而金門料羅灣海戰所運用的文獻內

容，主要是以鄭芝龍在廈門島遭受到荷蘭人的襲擊，以及在金門料羅灣展開大決

戰的兩部分，乃是最為的常見。35 

 

    筆者同樣採用《熱蘭遮城日誌》來做為本文的基礎構築，且以該文獻作為整

理擴充之材料，其次明帝國與荷蘭所爆發的多次衝突過程中，也將從《熱蘭遮城

日誌》當中來進行新的延伸。同樣是由江樹生參與翻譯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台灣長官至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36，也是對於研究本文戰役與荷蘭東印度公司

方面的重要資料來源。這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於亞洲事蹟的研究以及料羅灣海戰

過程的框架，必當會有著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則是由程紹剛編譯著作的《荷蘭

人在福爾摩沙》，程紹剛所編譯的《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其內容主要運用《東印

度事務報告》內，對於台灣方面的內容。37 

 

    並且又是以每任巴達維亞總督，來做為每篇章節，其中在金門料羅灣戰役的

部分，則在於第五篇章當中，這是以巴達維亞總督：布勞沃爾(Hendrik Brouwer，

1632-1636)來命名，此外也包含遠征艦隊總指揮官與當代台灣最高長官：普特曼斯

(Hans Putmans，?-1656)的相關內容。38 

                                                      
3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33。 

36
 江樹生(譯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至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原文篇 第一冊 1622-

1628》，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8 年；江樹生(譯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至

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原文篇 第二冊 1629-1631》，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8 年。 

37
 荷蘭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巴達維亞)，定期向東印度公司(荷蘭總部)，所提交有關於在亞洲活動

的報告資料，而這份報告資料，被稱之為《東印度事務報告》。參見：程紹剛，〈導論：東印度事

務報告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史料〉，《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10-15 

3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103、118-170。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gov17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gov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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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一書所運用之文獻，主要乃是採用《東印度事務報

告》之相關文獻資料。《東印度事務報告》與集中描述台灣一帶的《熱蘭遮城日

誌》相比，有著更多其餘區域之內容(如：巴達維亞城)，其中關於《熱蘭遮城日

誌》是從 1629 年第五任台灣長官：普特曼斯開始記載，於此相比，採用《東印度

事務報告》為基底的《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其紀錄是從 1619 年開始，這確實有

著比《熱蘭遮城日誌》有著更多的內容，這也使筆者能尋覓當代荷蘭人對於料羅

灣海戰前的更多紀錄。39 

 

    除《熱蘭遮城日誌》這份文獻翻譯與《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這份研究著作成

果外，其餘如楊彥杰著作的《荷據時代台灣史》，也都是極為重要的運用材料之

一，此書是以荷蘭來台前後的記錄為內容，內容大量運用了《熱蘭遮城日誌》、

《明史》《巴城日記》...等中外史料文獻，內容豐富扎實，其特色在於作者詳細列

舉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易紀錄，令使用者可從其中的貿易紀錄中，研究

出關於荷蘭人各項計畫與目的。 

 

     此外荷蘭人在東亞早期的相關記載資料，筆者以《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

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 1617-1627》為研究材料，其內容記載荷蘭人在亞洲、遠東

初期所發生之事跡紀錄，內容是以一名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雇傭的瑞士傭兵的日記

為其核心所編著，具有一定的參考性質。40  

 

    而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本身的研究，筆者又以荷蘭學者：費莫˙西蒙˙伽士

特拉所著作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The Dutcf East Indin》來做為其研究之素材，此著

作對於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目的，有著十分深刻的研究，這又對公司

的權利以及在亞洲的戰略目的，皆有著極為精闢詳細的解析。41
 

                                                      
39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12。 

40
 艾利˙利邦(Elie Ripon)，《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 1617-1627》(台北：遠

流出版社，2012 年)，頁 14、17。 

41
 (荷)費莫˙西蒙˙伽士特拉(Femme S. Gaastra)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中國上海：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8%8d%b7%e8%98%ad%20%e8%b2%bb%e8%8e%ab%20%e8%a5%bf%e8%92%99%20%e4%bc%bd%e5%a3%ab%e7%89%b9%e6%8b%89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8%8d%b7%e8%98%ad%20%e8%b2%bb%e8%8e%ab%20%e8%a5%bf%e8%92%99%20%e4%bc%bd%e5%a3%ab%e7%89%b9%e6%8b%89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9%BE%E5%88%A9%EF%BC%8E%E5%88%A9%E9%82%A6%2F%E8%91%97%E3%80%81%E5%8C%85%E6%A8%82%E5%8F%B2%E3%80%81%E9%84%AD%E7%B6%AD%E4%B8%AD%E3%80%81%E8%94%A1%E9%A6%99%E7%8E%89%2F%E6%A0%A1%E6%B3%A8&f=author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8%8d%b7%e8%98%ad%20%e8%b2%bb%e8%8e%ab%20%e8%a5%bf%e8%92%99%20%e4%bc%bd%e5%a3%ab%e7%89%b9%e6%8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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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則是西班牙學者-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所編著的《西班牙人的

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其巴洛克的結局》42這一研究著

作，這除了記載西班牙在台灣的經營，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外，內容還採用

了大量關於西班牙、荷蘭之文獻史料，使作者能將西班牙與荷蘭在東南亞的鬥

爭，做出一系列的研究與延伸，這可從此著作探討出西班牙與荷蘭在亞洲地區的

關係，可藉此來研究探討關於荷蘭人在料羅灣海戰中的各項計畫目的，且對於荷

蘭人在亞洲地區的軍事與經濟有一定方向的研究。 

 

三、 相關論文、期刊、著作、材料之運用 

    本文所運用之研究材料，除前述的各方文獻史料外，更會運用其相關之期

刊、論文、專書等成果，並以此材料來完善對於料羅灣海戰之研究。 

 

    其中有關的論文、期刊這一部分的運用資料，這包含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與

明帝國，又或是荷蘭與鄭芝龍的研究成果，筆者將運用：林逸凡〈從明末荷蘭俘

虜交涉看中荷關係〉43、林敬軒〈《籌海圖編》與明代海防〉44、林偉盛〈荷蘭東

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何孟興〈詭譎的閩海(1628-1630 年)由「李

魁奇叛撫事件」看明政府、荷蘭人、海盜李魁奇和鄭芝龍的四角關係〉45等各類

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以此成果來對於明帝國與荷蘭之間的背景、陣營、關係，來

進行一個解析性的運用。 

 

                                                      

東方出版中心，2011 年。 

42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

業其巴洛克的結局》，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8 年。 

43
 林逸帆，〈從明末荷蘭俘虜交涉看中荷關係〉，《史耘》，第 14 期，彰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2010 年。 

44
 林敬軒，〈《籌海圖編》與明代海防〉，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45
 何孟興，〈詭譎的閩海(1628-1630 年)由「李魁奇叛撫事件」看明政府、荷蘭人、海盜李魁奇和鄭

芝龍的四角關係〉，《興大歷史學報》，頁 134-135、140、144、153。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9%ae%91%e6%9b%89%e9%b7%9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M9BgF/record?r1=6&h1=0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9%ae%91%e6%9b%89%e9%b7%97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e5%8d%97%e5%a4%a9%e6%9b%b8%e5%b1%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M9BgF/record?r1=6&h1=0


 
 

16 
 

    林逸凡的〈從明末荷蘭俘虜交涉看中荷關係〉，主要是以澎湖之戰(1624 年)與

料羅灣海戰(1633 年)，明荷雙方因為各自的俘虜，所進行的各種交涉為其內容。46

林敬軒的〈《籌海圖編》與明代海防〉，則是篇有關於明代海防的論文，從日本倭

寇至海盜紅夷對於明帝國沿海疆域的危害，以及明帝國是如何應對這些危害。47 

 

    林偉盛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筆者對此篇研究所

運用的內容，主要是運用此篇研究中，對於當代荷蘭船艦的相關見解，如:當代荷

蘭所使用的歸國海船(Retourschip)、快艇(Jacht)、平底船(Fluyt)..等船隻情況，筆者

以此材料，來研究料羅灣海戰出沒的荷蘭戰艦。48 

 

    何孟興的〈詭譎的閩海(1628-1630 年)由「李魁奇叛撫事件」看明政府、荷蘭

人、海盜李魁奇和鄭芝龍的四角關係〉，筆者所要運用之內容，乃是該文李魁奇

與鄭芝龍的恩怨關係。該文的研究成果，乃是李魁奇背叛鄭芝龍後，所造成的各

方影響，並以此為該篇的研究重點。本是鄭芝龍部下的李魁奇，在鄭芝龍接受明

帝國的招安後，隨即對鄭芝龍發動叛亂，這使得鄭芝龍受到慘重的損失，但這場

背叛卻又牽扯到明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身上，四方之間的關係，最終竟使李魁

奇成為三方聯手的共同敵人。49 

 

    而對於專書性質的著作的書籍部分，筆者是以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

龍》、郭弘斌《荷據時期台灣史記》50、甘為霖與李雄揮《荷據下的福爾摩莎》

51、馮作民《西洋全史(九)歐洲擴張史》、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

第一場戰爭》、等具有學術性之著作，來做為一個補全性質的運用。此外筆者也

                                                      
46
 林逸帆，〈從明末荷蘭俘虜交涉看中荷關係〉，頁 103-104、119。 

47
 林敬軒，〈《籌海圖編》與明代海防〉，頁 1-4。 

48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頁 14、17。 

49
 何孟興，〈詭譎的閩海(1628-1630 年)由「李魁奇叛撫事件」看明政府、荷蘭人、海盜李魁奇和鄭

芝龍的四角關係〉，《興大歷史學報》，第 12 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2001 年。 

50
 郭弘斌，《荷據時期台灣史記》，台北：臺原出版社，2001 年。 

51
 甘為霖、李雄揮，《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 年。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M9BgF/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M9BgF/record?r1=6&h1=0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ad%b7%e5%8f%b2%e5%ad%b8%e7%b3%bb%e7%a0%94%e7%a9%b6%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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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從前述的各類研究成果與相關著作中，逐漸分析雙方陣營的主要人物，究竟是

在這場料羅灣海戰中，扮演了何種的角色，最終在以此來構築本文。 

 

    對上述所提的期刊、論文、著作之運用材料內，除包含著關於料羅灣海戰的

相關研究外，但最主要之研究內容重點，還是對於在料羅灣海戰中，所出場的有

關人物或事物的研究，但不管上述的研究方向如何，這些與本文有所關聯的各項

成果，都將能給本文帶來夠更加完善的成果。  

 

     其中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船艦的相關資料來源，筆者主要是以荷蘭的網路

文獻史料庫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sia 

1595-1795 52及 De VOC 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53做為主要的運用素材。上述所提

之網路文庫，儲存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擁有的船艦檔案，並從其中的資料檔案庫

中，尋找出參與遠征明帝國及金門料羅灣海戰當中，有所關聯的船艦資料。 

 

    有關荷蘭艦隊之船艦資料與明帝國與荷蘭的軍事研究部分，除了上述所提的

成果材料外，筆者計劃能以常修銘的〈16-17 世紀東亞海域火器交流史研究〉54、

李其霖的《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55、陸傳傑與曾樹銘的《航向

台灣-海洋舟船志》56、尹曉冬的《16-17 世紀明末清初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

                                                      
5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sia 1595-1795 (荷蘭東印度公司

荷蘭與亞洲，1595 年至 1795 之間的航運)，網址： 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53
 De VOC 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荷蘭東印度公司，概述 VOC 船舶文獻庫)，網址：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54
 常修銘，〈16-17 世紀東亞海域火器交流史研究〉，博士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5 年。 

55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14 年。 

56
 陸傳傑、曾樹銘，《航向台灣-海洋舟船志》，台北：遠足文化，2013 年。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5%b0%b9%e6%9b%89%e5%86%ac
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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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57、黃一農的〈明清之際紅夷大炮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58與〈歐洲沉

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炮〉59、劉鴻亮教授〈明清之際红夷(衣)大炮的射程及其問

題研究〉60..等相關研究，以上述之研究成果、著作來進行補充。 

 

    最終筆者希望能以一名現代人的觀點，佐以客觀公正之角度，來詳細分析這

場海上戰爭，並得以運用上述各方文獻史料及相關之學術成果，再以此來剖析、

探究，關於明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勝敗、矛盾、緣由。筆者也希望能以

本文總結之研究成果，來重建過去的史實，筆者將此做為主要之目標，使得本文

具有觀古鑑今之效能，能讓現代的人們，以此借鏡為訓。 

                                                      
57
 尹曉冬，《16-17 世紀明末清初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移》，中國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8
 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炮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81 本，第 4 分，臺北：中央院歷史語言所，2010 年。 

59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3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60
 劉鴻亮，《明清之際红夷(衣)大炮的射程及其問題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3 期，中國北

京：中國科學院，2004 年。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5%b0%b9%e6%9b%89%e5%86%ac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e5%b1%b1%e6%9d%b1%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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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 

    西元十七世紀初，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了台灣南部一帶(現今的南市

東區)築設一座城堡，在後世有名的「熱蘭遮城」，也正是在這此一時代所建立，

而此一時期的荷蘭人，之所以會在台灣設立商館與建築堡壘，其主要有兩項目

的。 

 

    第一是為了軍事優勢，荷蘭人將台灣作為一個要塞據點，來扼阻葡萄牙、西

班牙二國的貿易航線與發展，以及保護公司商船的航行安全，以此來避免遭受敵

對勢力又或是亞洲海盜的襲擊。1 

 

    第二則是為了要進行商業貿易，荷蘭人將台灣作為東亞地區的根據點。台灣

則是做為一個重要的核心，用來與明帝國(中)、德川幕府(日)進行貿易通商，台灣

在這其中，扮演一個能夠進行轉運、儲藏、買賣的通商據點。2 

 

    在此一時期的鄭芝龍，則是以一名海盜領袖的身分，率眾在閩粵沿海猖獗橫

行，令明帝國難以剿滅其勢力，使得明帝國只能對其採用招安拉攏之策略。鄭芝

龍也在不久之後，接受明帝國的招安，利用著官方的影響力，逐漸成為閩粵最為

強大的海上武裝集團，最終明帝國東南沿海對外的貿易通商，越來越多被鄭芝龍

所控制，這促使荷蘭人對明帝國的商業貿易，進而越來越受到鄭芝龍的影響與控

制。3 

 

                                                      
1
 楊緒賢，〈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關係〉，《台灣文獻》，第 27 卷，第 3 期，頁 158。 

2
 同上註 

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為官兵剿撫閩省海寇鄭芝龍等失事並遵旨議處將弁事〉，《臺灣史

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1 冊，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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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十七世紀明朝主要貿易路線 

 

    本圖顯示明朝水手，在東亞地區的主要貿易點，而在圖中所出現的地點，則是當明朝人經常

出沒的地區，也因此當荷蘭人探索新的地區時，經常會發現明朝人搶先他們一步。對於荷蘭人而

言，明朝人在嚮導、調停、通譯等方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圖片來源：歐陽泰，《決戰熱蘭遮

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45。 

 

    事實上在十七世紀這段時間，荷蘭對於明帝國的商業貿易來往，主要都是控

制在少數人，又或者是某個勢力的手上。在鄭芝龍掌握明帝國與荷蘭之間的貿易

以前，主要是由明帝國的水師把總：許心素(?～1628)給壟斷。4當許心素在 1628

                                                      
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為備陳閩省官員去留並海上情形事〉，《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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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天啟七年)被率軍來襲的鄭芝龍殺害後，5就變成由鄭芝龍來掌握與荷蘭人之

間的商業貿易。6 

 

    對於鄭芝龍取代許心素，獲取明荷貿易通商之間的利益，荷蘭人對鄭芝龍的

態度，依然是如同對過去掌權者一般，對於這些具有官方背景身分的貿易對象，

持續進行各項具有商業與外交性質的交涉行動，企圖取得更加自由貿易的權力。7

鄭芝龍也藉此向荷蘭人要求各項支援，並以此援助來攻擊他的敵人，如：李魁

奇、鐘斌、劉香..等海盜，且鄭芝龍也確實成功達到目的，成功的剿滅這些對

手。8 

 

    然而此時的福建，正在進行巡撫的交替，新上任的福建巡撫鄒維璉，是一名

傳統的儒家文官，且對於荷蘭人呈現出一種敵視的態度，且更是厭惡有著海盜背

景的鄭芝龍。當鄒維璉成為新任的福建巡撫後，隨即對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間的貿

易活動進行打壓，這使荷蘭人對鄭芝龍的態度，逐漸開始惡化起來，因為這使荷

蘭人認為，自己不但沒有得到更加自由貿易的利益，反而使原本的貿易變得更加

麻煩，這令荷蘭人感到被鄭芝龍欺騙，也因此在 1633 年組織一支艦隊，對明帝國

展開一場報復、襲擊性的戰爭，進而引發了料羅灣海戰。9 

 

                                                      

檔案彙編》，第 1 冊，頁 299。 

5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23、135。 

6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49-50。 

7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43-146。 

8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49。 

9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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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鄭芝龍的崛起之從海盜到水師游擊 

一、 鄭芝龍的崛起 

    鄭芝龍(1595-1661)，字飛黃，小名一官，又號飛鴻，明萬歷二十三年(西元

1595 年)出生，為福建南安鄭氏，第十一代子嗣，其父鄭士表，字毓程，母為徐

氏。10其中關於名字中的「芝」字由來，若從〈石井本宗族譜〉這份鄭氏家譜來

看，11其「芝」字的採用方式，乃是採用其先祖：西庭公(鄭瑢)所派下第十一代子

孫，12所設「芝」字輩的排序法，13在〈鄭氏關係文書〉內，則記載： 

西亭鄭芝龍：小名一官，字曰甲，號飛黃。崇禎間，以軍功授前軍都督；收

劉香，改襲錦衣衛副千戶，旋至漳州等處總兵官。弘光封南安伯，隆武封平

西侯；後進太師平國公。投誠，封同安侯。先娶陳氏，繼娶日本翁氏一品夫

人，後娶顏氏；側室陳氏逐出、李氏、黃氏。生男五。先崇禎元年間，現授

海防游擊，實授左都督。14 

 

    早年還未成功發跡的鄭芝龍，就如同當時泉州、彰州的大多數年輕貧寒子弟

一樣，都會加入盛行出海的風潮當中。鄭芝龍早在其少年時期，就先行前往澳

門，投靠伯父繼氏-黃慈(鄭芝豹生母)，那在澳門經營商貿的兄弟(黃程)身旁。15  

 

    十七世紀初的澳門，是座十分國際化的港口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與貨物，

                                                      
10
 (清)佚名，〈鄭氏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69 號(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5-36。 

11
 張宗洽，〈鄭成功家世資料《鄭氏宗譜》和《鄭氏家譜》的新發現〉，《鄭成功研究》(中國廈

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72。 

12
 (清)佚名，〈石井本宗族譜序鄭芝龍撰〉，《鄭氏關係文書》，頁 499。 

13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39-40。 

14
 (清)佚名，《鄭氏關係文書》，頁 256。 

15
 (清)江日昇，《台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號，卷 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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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匯集在這個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半島中。初來澳門的鄭芝龍，雖有著親戚黃程的

照顧，但對於從小在家中念書的鄭芝龍來說，還是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這片新奇

的地方。鄭芝龍更在澳門得這段時間內，接觸到了天主教，並受其吸引，因而受

洗入教，之後取了一個名為尼古拉斯(Nicolas)的教名，此外更在澳門娶了一位陳

姓女子為妻，育有一名女兒。16 

 

    在澳門生活約有一年多的鄭芝龍，不滿自身的發展現況，因而離開澳門，轉

而前往呂宋馬尼拉，尋找更好的前途與機會，但如同在澳門一樣，依然從事著粗

賤(商販、小販)的工作，但這次更為的艱難，除了過著窮困的日子外，鄭芝龍不

知何故，捲入當地某些犯罪事件中，而被西班牙人逮捕、關押，更被西班牙人判

處以死刑，但好在最後時來運轉，在一些當地華商的求情下，才被西班牙人所釋

放。17 

 

    逃過上述所言的死劫後，無法繼續留在呂宋的鄭芝龍，決議離開此地，在繼

續深入南洋還是往北發展的抉擇下，鄭芝龍最終選擇前往日本九州的平戶港。抵

達平戶後的鄭芝龍，很快就投靠當地一名華人富商，這名商人正是當代東亞赫赫

有名的海商李旦(?-1625)。18 

 

    李旦早年在馬尼拉經商，後來與西班牙人有了矛盾，在 17 世紀初轉至日本

進行發展，並成為當地(九州的平戶港)的華人領袖，手中更擁有一支實力強勁的

武裝船隊，是東亞當代數一數二的海上勢力，與荷蘭、葡萄牙、西班牙人，皆有

交流來往。19 

 

                                                      
16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57-59。 

17
 同上註，頁 59-60。 

18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133。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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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日本沒多久的鄭芝龍，靠著在澳門學習到的知識(外語能力)，20先後在李

旦與其部下顏思齊(1586-1625)的底下，擔任通譯與助手的工作，且鄭芝龍又與平

戶當地的豪族之女-田川氏(原姓為翁氏，田川為歸化日本後，所取的姓氏，為鄭

成功之生母)的婚姻，21也是在李旦擔任媒人後，才得以順利進行。22 

 

    隨著時間的流逝，鄭芝龍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但在李旦與顏思齊二人，在西

元 1625 年間，分別在日本與台灣染病去世，鄭芝龍轉而開始自立起門戶，並且接

收了他們一部分的財產與人手，而不少與鄭芝龍有所關係的親族子弟，也紛紛從

家鄉前去投靠鄭芝龍，恰巧此時福建正陷入一場大旱災，這促使鄭芝龍返回福

建，趁勢招兵買馬。23 

 

    短短的一年內，不願因為旱災歉收，面臨飢荒餓斃的百姓們，紛紛前去投靠

鄭芝龍，鄭芝龍的隊伍，很快就從區區數十艘帆船，擴充至擁有數百條船與上千

人跟隨的海盜團，《崇相集選錄》內，就記載： 

夫芝龍初起，亦不過數十船耳；當事不以為意，釀至百餘。未及一年，且至

七百；今且千矣。此莫非吾民；何以從賊如是之多？我棄之，彼收之；我驅

之，彼用之...彼善用我人、取我船、擄我將。乘我遏糴飢荒，而以濟貧為

名；故歸之如流水也。今日福海賊亦無幾，而海政不修，委民於賊，坐視其

死，勢且燎原矣。嗚乎！戒之哉，毋使芝龍之禍複移之福海...24 

 

    鄭芝龍趁著福建發生旱災的時候，成功壯大了自身的勢力，隨後率眾進犯漳浦、

                                                      
20
 包樂史，〈論鄭芝龍的崛起〉，《鄭成功誕辰 370 周年》紀念特刊，(中國福建：福建省地方志學

會主編，1994 年)，頁 21。 

21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46。 

22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59、62、74。 

23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4。 

24
 (清)董應舉，《崇相集選錄》，卷 1，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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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廈門等地，在閩粵一帶橫行無阻，其隊伍火力兇猛，軍紀嚴明，使當地的守

軍根本無法應對。25在文獻《台灣外記》內，對此之紀錄為： 

芝龍曰：『夜來南風，駛上為是』。遂傳令各船火炮軍器勿得參差。初十日，

犯金門。十八日，犯廈門...四月杪下犯粵東之靖海、甲子地方...芝龍得肆

志，遇船一鼓而擒；登岸搶掠殆盡...其略有紀律者，不許擄婦女、屠人民、

縱火焚燒、搾艾稻穀。比乘風橫行，羽檄飛報，沿海戒嚴，當事者咄咄一籌

莫展。26 

 

    甚至有官員在送往北京的報告上，聲稱鄭芝龍狡猾奸詐，善長於海上作戰，

其手下還混雜了日本、西洋這等兇猛的外國人，兵力更是多達三萬人，武器裝備

更是精良，搭乘的船艦又與西洋來的外國船隻一般巨大，極為的強悍牢固，還擁

有著各種威力強大的火槍、火炮。明帝國的官員，描述當地的駐軍，船隻老舊、

兵器腐朽、士氣不足，壓根就毫無任何戰力，完全無法與鄭芝龍匹敵，在《鄭氏

史料初編》中，是這麼的形容： 

鄭賊固甚麼麼，而狡黠異常，習於海戰；其徒黨皆內地惡少，雜以番倭驃悍，

三萬餘人矣。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堅致，入水不沒，遇礁不破，器

械犀利，銃炮一發，數十里當之立碎；此皆賊之所長者。而我沿海兵船，非不

星羅棋置，而散處海濱，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其船則窄而脆，其器則朽而

鈍，或能游弈於沿海，而不能遠駕以破敵...。27 

 

    聲勢越來越浩大的鄭芝龍，對於部下的紀律，極為的重視，他約束著部下，

不許他們濫殺百姓以及擄掠婦女，完全有別於一般隨意濫殺無辜的盜匪，因而廣

                                                      
25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23；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為備陳閩省官員去

留並海上情形事〉，《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1 冊，頁 244。 

26
 (清)江日昇，《台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號，卷 1，頁 18。 

27
 (清)佚名，《鄭氏史料初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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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心，28再加上因為貧窮、旱災的緣故，促使福建各地的貧困百姓，爭相前去

投靠鄭芝龍： 

一人作賊，一家自喜無恙，一姓從賊，一方可保無虞。族屬親故擊楫相訪，

虛往皆得實歸，恍若向現禮賢而下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故官不憂盜而憂民，民不畏官而畏賊，賊不任怨而任役，盡屬腹心。29 

 

     當時的明帝國，根本就無法剿滅鄭芝龍這名勢力越來越強大的海盜。當鄭

芝龍擊潰福建總兵俞咨皋的部隊，殺害身為廈門把總的許心素(?-1628)，再攻下廈

門島，將其占為己有，充作私人據點後，明帝國官府決議對其進行招安。30 

 

    最後在當時福建巡撫熊文燦(1575-1640)的均衡利害下，決議對鄭芝龍進行招

安政策，鄭芝龍也在崇禎元年 (1628 年)接受熊文燦的招降，並被授予了「游擊」

31這一軍事官職，又被稱之為「撫夷游擊」。32 

 

    而對於鄭芝龍的安置地點，明帝國上層在澎湖與廈門兩地的抉擇中，決定以

被其佔領過的廈門中左(福建永寧衛下設中左守禦千戶所城)，33作為其駐防的安置

點，至此以後，鄭芝龍成功從一名不法的地方海盜領袖，轉換為一名隸屬於明帝

                                                      
28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4。 

2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為備陳閩省官員去留並海上情形事〉，《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

檔案彙編》，第 1 冊，頁 294。 

30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4-45。 

31
 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守備、把總，無品級，無定員。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總兵)，獨鎮

一路者為分守(副總兵)，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參將)。參見：(清)萬

斯同，《志第五十二，職官五》，《明史》，頁 24。 

32
 (清)佚名，《鄭氏史料初編》，卷 1，頁 88。 

33
 (清)周凱，《廈門志》，卷 2，頁 21、24。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0034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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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軍事官員。34  

 

二、 殺許心素 

    若是要研究關於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發生的衝突源頭，那就不得不

要先提起許心素(?-1628)與鄒維璉(1586-1635)二人。早在鄭芝龍接受明帝國的招安

前，他的聲勢極為浩大，先是趁著福建旱災的緣故，趁機招兵買馬，四處掠劫。

鄭芝龍所招集的隊伍，極為講究紀律，他約束著部下不濫殺、不擾民，很快就獲

得一般民眾的尊敬與追隨，這使鄭芝龍的隊伍，以極為迅速的速度壯大起來。35 

 

    勢力壯大起來的鄭芝龍，很快就開始併吞來自閩粵的各方海盜團體，迅速成

為當代閩粵沿海，最為強大的海上武裝集團，但鄭芝龍在崛起成的路途上，他很

快就遇到第一個，必須需要挑戰的對手，一位名為許心素的競爭者。36 

 

    許心素為漳州人，他曾是李旦在廈門的合作夥伴，且與福建總兵俞咨皋有著

很深的勾結，許心素靠著一些商業利益，獲得俞咨皋的信任，獲得廈門把總這一

職位，在明代史料《靖海紀略》當中，就有形容俞咨皋十分信任許心素的敘述： 

俞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37 

 

    而許心素在廈門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為李旦採購銷往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貨

物，此外許心素還包攬了與荷蘭人間的貿易(走私)過程。38而當李旦在日本病逝

後，本來李旦與荷蘭之間的相關貿易，也轉而被許心素所掌握、佔有。李旦留在

                                                      
34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6；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為臣鄉撫寇情形並

陳善後管見事〉，《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1 冊，頁 317-319。 

35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4。 

36
 (清)彭孫貽，《靖海誌》，卷 1，頁 7-8；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3。 

37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38。 

38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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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明帝國)的資產，也有一大部分被許心素給接收與吞沒，此時的荷蘭人將許

心素視為一位，能使公司與明帝國進行貿易通商的商業代理人，39並且委託許心

素來收購各種的貿易貨物，如：生絲、瓷器...等商品。40 

 

    鄭芝龍與許心素之間的衝突，除了鄭芝龍眼紅其對外走私貿易的龐大利潤

外，最直接的衝突關鍵點，還是關於鄭芝龍的部下(楊六、楊七)的背叛。楊六、

楊七背叛鄭芝龍，更是帶領著部下們，前去投降福建總兵俞咨皋。41最終又被許

心素給庇護，這促使得鄭芝龍對此懷恨在心。42 

 

    此外許心素與俞咨皋，又以能夠在明帝國自由貿易的名義，來誘使荷蘭人來

對鄭芝龍進行圍勦，這促使荷蘭人組織艦隊，前去對鄭芝龍展開攻擊，這徹底激

怒了鄭芝龍，使鄭芝龍決意要展開報復行動。43 

 

    從史料〈兵部題行「兵科抄出江西道御史周昌晉題」稿〉上，就能看出俞咨

皋聽從許心素的計策，對海盜使出招降的手段，確實成功的招降海盜(楊六、楊

七)，當時的福建巡撫-朱一馮(1572-1646)，要求這些被招安的海盜，前去攻擊其餘

未受降海盜，將此當作接受招安的誠意。 

 

    福建總兵俞咨皋卻又與其朱一馮，有不同的見解與策略，雙方的觀點，幾乎

完全相反，意見也不一致，使得最終在面對鄭芝龍的報復攻擊時，明帝國慘遭了

失敗： 

                                                      
39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65、89、91。 

40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2、125。 

41
 (明)谷應泰，《明史紀事》，卷 76，頁 4。 

42
 同上註。 

43
 包樂史，〈論鄭芝龍的崛起〉，《鄭成功誕辰 370 周年》，頁 23；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

頁 78、120；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3。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B7%E6%87%89%E6%B3%B0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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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皋精神伎倆，不用於血戰死綏，而用之約和招寇...楊六、楊七橫行海上，

燒我兵船，正在議剿，而咨皋聽奸棍許心素計，誘之使降，撫臣朱欽相用權

宜令殺他賊自贖...有云：閩地曠船稀，兵脆餉匱，海上群盜，如農夫去草，

時剃時生，且撫且剿，固不再計而決...後來撫臣朱一馮熟知撫之非計，一意

殺賊...撫臣言剿，大帥言撫。大帥虛聲在剿，實著在撫。賊未來，既不能

剿；賊一來，又無可撫...而天啟七年五月內，九十餘只兵船先後付之一炬

矣。44 

 

    鄭芝龍很快就執行報復行動，荷蘭人派遣前去圍剿鄭芝龍的艦隊，先是被鄭

芝龍以縱火船給擊潰，鄭芝龍又對以荷蘭人的商船，進行大量的掠劫，此外中左

(廈門)更是被鄭芝龍直接攻佔，廈門把總許心素被抓住，被鄭芝龍當眾處死，而

身為福建總兵的俞咨皋，則是狼狽的逃往福建內陸。45在《靖海紀略》內，就有

記載： 

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師俞咨皋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

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46 

 

    至此福建的海外貿易權，就被鄭芝龍給奪取，鄭芝龍順勢成為掌握與荷蘭人

貿易的負責人，且聲名大噪，威名響徹整個福建，47其中在《靖海紀略》中，其

敘述： 

七月寇入粵中，九月間，俞將又勾紅夷擊之。夷敗而逃。鄭寇乘勝長驅。十

二月間入中左，官兵船器，俱化為烏有。全閩為之震動。48 

 

                                                      
44
 (清)佚名，〈兵部題行「兵科抄出江西道御史周昌晉題」稿〉，《鄭氏史料初編》，卷 1，頁 29。 

45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4。 

46
 (清)彭孫貽，《靖海誌》，卷 4，頁 161。 

47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6。 

48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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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鄭芝龍殺害許心素，佔據了廈門後，鄭芝龍的海盜生涯，達到了最高峰，

明帝國眼看無法進行剿滅，轉而對鄭芝龍提出了招撫，而在鄭芝龍在接受明國的

招安後，成為了廈門島的游擊將軍，其內部卻開始產生分裂，不願意接受明帝國

招安的部下，紛紛離開鄭芝龍自立。49 

 

第二節、鄭芝龍與公司的衝突 

一、 台灣長官對鄭芝龍的軟禁 

    鄭芝龍曾與荷蘭人有過多次衝突，除了上述以海盜身分與荷蘭人作戰外，在

1628 年初任廈門游擊，這一職務的鄭芝龍，曾被當時的台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1598-1655)，假借談判之際，強行將他囚禁在船艦上。50 

 

    納茨迫使鄭芝龍簽下一份與荷蘭通商貿易的三年條約，要求鄭芝龍每年提供

生絲 14 萬斤、砂糖 50 萬斤、糖漿 10 萬斤..等各種貨物。51更藉此向鄭芝龍勒索八

十多錠的黃金，並且在簽約後，讓鄭芝龍的兄弟-鄭芝虎(1606-1635) 與族侄-鄭彩

(1605-1659)以及幾名幹部擔任人質，陪同納茨返回大員(熱蘭遮城)。52 

 

    上述的軟禁勒索事件，深深羞辱了鄭芝龍，這對於鄭芝龍的威信，也有著極

為嚴重的打擊，在此事過後，沒多久的時間內，鄭芝龍就遭到李魁奇、劉香...等

部下的背叛，隨後遭到這些叛徒與的海盜們的襲擊，導致鄭芝龍面臨潰敗奔逃的

狀況。53 

 

                                                      
49
 (清)董應舉，《崇相集選錄》，頁 74。 

5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4。 

51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5。 

52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9-140。 

53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2，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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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使鄭芝龍無暇也無法對荷蘭人進行報復，反而更加需要荷蘭人的支持與

援助。鄭芝龍也是獲得的新任台灣長官：普特曼斯的協助後，才重新穩固自己的

勢力。54然而鄭芝龍部下的叛亂是否與上述的扣押事件有關，目前並未有任何直

接的史料證據，能夠直接進行證實，但可以確定的事，納茨對於鄭芝龍的扣押與

勒索，確實對於鄭芝龍的威望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55 

 

二、 李魁奇的背叛 

    背叛鄭芝龍的叛徒以及在閩粵一帶橫行的海盜們，紛紛敵視被招安為官兵的

鄭芝龍，甚至一同對鄭芝龍進行攻擊，這促使鄭芝龍慘遭潰敗，整個勢力瀕臨崩

潰，甚至還將他趕出其駐紮根據點(廈門)，56而鄭芝龍在此一時期，主要面對的頭

號對手，乃是一名被稱作李魁奇的背叛者。57 

 

    李魁奇是泉州惠安人，他曾是鄭芝龍底下重要幹部「十八芝」中的一員，並

與鄭芝龍一同接受明帝國的招安，但卻在 1628 年年底，鄭芝龍前去參見福建巡

撫：熊文燦之時，突然發動了叛變，他在叛變的過程中，帶走了 9 艘載滿載著，

要售予荷蘭人貨物的船隻，在短短的四個月內，就成為擁有四百艘帆船與三千餘

人的大海盜將鄭芝龍的部隊擊潰，甚至佔據了廈門，將鄭芝龍驅趕至福州。58

《靖海紀略》記載： 

李魁奇與鄭芝龍同伙同撫，因分贓不均，魁奇叛去..李魁奇奪駕大小船百

隻，住泊中左外較場，招聚賊伙三千餘人矣。59 

 

                                                      
5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2-53。 

55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40。 

56
 (明)谷應泰，《明史紀事》，卷 76，頁 4。 

5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3。 

58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40-141。 

59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2，頁 66-6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B7%E6%87%89%E6%B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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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李魁奇擊敗的鄭芝龍，像荷蘭人請求援助，尤其是對當時駐守在台灣的最

高長官普特曼斯下達承諾，答應會讓更多的商人前往台灣，也將會運送更多的絲

綢、瓷器..等貨物過去，且若是願意協助他攻擊這些海盜，將能獲得明帝國的信

任，將能使明帝國的官員們，允許荷蘭人前往沿海，進行更多的貿易通商活動。

荷蘭在台灣的最高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1656)，接受了鄭芝龍的提議。60 

 

    普特曼斯認為協助鄭芝龍剿滅海盜、平定閩海，對於與明帝國的貿易通商，

將會較為的有利，也因此積極派遣艦隊前去剿滅海盜，並且願意為鄭芝龍提供軍

械補給。61 

 

    也正是因為有著荷蘭人的協助，使得鄭芝龍能成功殲滅許多對手，如：李魁

奇、鐘斌..等海盜。但鄭芝龍卻無法履行承諾，不但無法打開使荷蘭人展開自由

貿易大門，雙方之間的貿易通商，更是陷入了停擺，其原因是福建來了一位新任

的巡撫，這位巡撫異常厭惡與敵視荷蘭人，使得整體情況變得更加的複雜。62 

 

三、 新任福建巡撫 

    在崇禎六年(1633 年)這段時間，福建來了一名新的巡撫，這名新來的福建巡

撫，名為鄒維璉(1586-1635)，其字為德輝，又號匪石，是江西丞寶鄉人。鄒維璉

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 年）考上科舉進士，他是一名傳統科舉出生的儒家官員。

63 

 

    鄒維璉曾在北京(明代國家首都)的兵部、史部任職，後來因為疏劾宦官魏忠

賢(1568-1627)而丟掉了官職，被貶為平民，直到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繼位後，

                                                      
6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4。 

61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2-53。 

62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19-120。 

63
 (清)萬斯同《明史，列傳》，第 123 冊，頁 55、6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6%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8%E5%8A%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8F%E5%BF%A0%E8%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8F%E5%BF%A0%E8%B3%A2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0549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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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權宦魏忠賢處死，鄒維璉才重新被啟用，並在 1632 年被任命為福建巡撫。64 

 

    新上任的鄒維璉，之所以被派往福建任職，其主要芝目的，是來處理有關當

地充滿紅夷(荷蘭人)與海寇(海盜)的問題。而在鄒維璉上任福建巡撫以前，其本人

似乎從未見過任何一名荷蘭人，但鄒維璉卻聲稱紅夷(荷蘭人)皆是群野蠻人。65鄒

維璉似乎十分厭惡這些外國人(荷蘭人)，他把荷蘭人視為當地(福建)的麻煩與禍

害： 

乃侵據陵階肥營窟臺轉，其人深目是鼻，赤讀朱髮，其性賊虐尚警殺，諸夷

浪之...甚至酉長乘大輿，常遊安海城中，66有識之士州府寒沁，臣觀自古華

夷混處，醴禍非小。67 

 

    筆者從各方的史料文獻中，大致推斷鄒維璉之所以敵視荷蘭人，最大的原

因，可能就是他把海盜橫行閩粵一帶的源由，怪罪到荷蘭人與海盜之間的勾結(走

私貿易)。68這也促使鄒維璉認為，若是要徹底解決海盜橫行的問題，首先就要將

這些不斷出沒在東南沿海的荷蘭人，給徹底的驅離，因此他在福建沿海，開始嚴

格的執行海禁政策。69 

 

    在鄒維璉上任福建巡撫以前，明帝國就開始實行著海禁政策，但在隆慶元年

(1567)以後，由於「隆慶開關」70的緣故，其執行的海禁政策，開始逐漸緩解，尤

                                                      
64
 (明)鄒維璉，《達觀樓集》，卷 1，頁 83。 

65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 

66
 安海(Anhay)，位於金門北邊的海域。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 

67
 (明)鄒維璉，《達觀樓集》，卷 6，頁 74。 

68
 Wei Chung Cheng，War，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3，Nederland Leiden：Brill 

Academic Pub，2013) p.128。 

69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 

70  
隆慶開關，指在隆慶元年（1567 年）間，福建巡撫涂澤民請求明穆宗「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Wei-Chung%2C+Cheng/adv_author/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6%E5%B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6%E5%B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2%E6%BE%A4%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A9%86%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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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南方沿海城市的人們，更積極想促使海禁的解除。71但在多年的海禁政策

下，大量為了生存，因此鋌而走險出海的商賈黎民，早已形成龐大的沿海民間武

裝。72  

 

    荷蘭人能順利的與明帝國進行通商，正是因為荷蘭人通過一些，掌握著制海

權的商業代理人(李旦、許心素、鄭芝龍)，來進行與明帝國之間的貿易活動。但

這種貿易模式，其本質乃是所謂的走私貿易，這些有著私人武裝力量的商業代理

人，與明帝國的地方官員有著各種的利益勾結，荷蘭人正是靠著這些人，才使得

商品供應能順利進行。73 

 

    但就算是如此，荷蘭人依然經常常派遣船隻，前往大陸沿海進行通商，意圖

直接向當地商人購買商品，並運回台灣或直接送往亞洲各地，而此一行為，正是

荷蘭人所追求的自由通商。荷蘭人這一行為，主要是為了要購買到更為便宜的商

品，以獲得更多的商業利潤，但這一行為又造就了許多麻煩。74有關《崇相集選

錄》中，對於荷蘭人是這麼形容： 

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舶，橫行爪哇、大泥間。及聞

佛郎機據呂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萬歷二十九年，忽揚帆濠鏡，自稱

                                                      

販」。促使明穆宗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後世稱此事為「隆慶開關」。至此私人海外貿易獲得合

法，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再次迅速興起 。但這項政策只開放一處口岸(月港)，也只允許泉州和漳

州的商人對外貿易，並且依然仍禁止對日貿易。參見：維基百科，下載時間：2019 年 6 月 27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6%E5%BA%86%E5%BC%80%E5%85%B3。
 

71
 包樂史(Leonard  Blusse)，賴鈺勻 、 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沉錄》(中國

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 

72
 古鴻廷，〈論明清的海寇〉，《海交史研究》，第 1 期，(中國福建：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2002

年)，頁 20-21；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頁 25-26。 

73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123、126、128。 

74
 同上註，頁 124、126。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40793#p36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40793#p3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A9%8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8%B5%96%E9%92%B0%E5%8C%80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BD%AD%E6%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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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蘭國」，欲通貢。澳夷共拒之，乃走閩...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

因呼為紅毛番，又稱紅夷雲。舟長可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

層。旁鑿小窗，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雲發此

可洞石城，震數十里。75 

 

    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所收錄的文獻檔案中，又有記載有關明代兵部尚

書梁廷棟對於荷蘭人的看法，這名官員同樣認為荷蘭人與海盜的勾結，是造成地

方治安敗壞的禍源： 

自紅夷據彭湖而商販不行，米日益貴；無賴之徒，始有下海從夷者──如楊

六、楊七、鄭芝龍、李魁奇、鍾六諸賊皆是：此賊起之一。...有警惟恃欺

掩，而賊始大肆無忌。此猖獗之一。賊外附紅夷...76 

 

    鄒維璉更認為前幾任的福建巡撫，對於這些紅夷(荷蘭人)的態度，實在是過

於的軟弱，也因此在最初上任的這段時間內，在他嚴格的監視下，促使明帝國的

商船與貨物，都不再前往台灣，更使得當地的人們，紛紛走避於荷蘭人。此外鄒

維璉也認為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間的關係，過於的深入，因此將他視為一個危險的

問題人物。77 

 

    在料羅灣海戰結束以後，鄒維璉往北京朝堂上，所上訴的奏章〈奉剿紅夷報

捷疏〉內，在開篇就說明鄒維璉對於荷蘭人的厭惡，以及當成福建海盜橫行的災

禍源頭，這也正是鄒維璉一直敵視與厭惡荷蘭人的理由： 

竊惟紅夷一小醜，狡焉，挾市封豕長蛇，薦食闡疆，且勾寇首劉香、薩倭渠

魁李太舍合蹄，橫掠於海上，勢同連雞，豈獨閩間一大患。78 

                                                      
75
 (清)董應舉，《崇相集選錄》，卷 3，頁 35-36。 

76
 佚名，〈兵部尚書梁廷棟上言〉，《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頁 153-154。 

77
 (明)鄒維璉，〈奉剿紅夷報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74。 

78
 同上註，頁 6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40793#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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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芝龍更是被鄒維璉視為一個，與外國人(荷蘭人)勾結深刻的麻煩人物，再

加上鄭芝龍又有著受降海盜的背景，也因此鄒維璉特別對鄭芝龍進行關注，更將

他視為肉中刺，也正是因為這股壓力，逼迫鄭芝龍不敢過於名目張膽的與荷蘭人

進行貿易。至少在 1632 年初的這段期間內，明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商業

貿易，暫時呈現出一種停擺的狀況。79 

 

    但也正是這種貿易停擺的情況，完全刺激了荷蘭人，再花費那麼多的時間與

人力，卻無法展開更加自由的貿易，反而使得貿易停頓，再加上之前因為納茨囚

禁日本商人，反被日本商人脅持，進而引發所謂的「濱田彌兵衛事件」，荷蘭人

也因為此事激怒了日本政府，導致臺灣與日本的商業中斷，這些事件直接讓荷蘭

人感到自己遭到欺騙及商業危機。當 1633 年 4 月，台灣長官普特曼斯將一份東亞

事務報告，親自送往巴達維亞的議會後。80更是直接促使東印度公司亞洲的高層

展開決議，決定要使用暴力與武力，來解決一切的問題。81 

 

第三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征 

一、 台灣長官普特曼斯 

    1602 年的荷蘭(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為了避免國家內部對於亞洲遠洋貿易，

持續造成惡性商業競爭，大量屬於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荷蘭議會的運作與阿姆

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一眾商人們的支持下，進行了一次大型合

併，後世史上有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正

是在此一時期誕生，而公司也在 1610 年間，在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建立起亞洲

                                                      
79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55。 

80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 

8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頁 103。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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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82 

 

    而在 1633 年 4 月 30 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總部「巴達維亞」，展開一場

嚴肅的商議會談，其內容是以巴達維亞總督：布勞沃爾為首的亞洲高層們，商談

是否要對明帝國發動一場戰爭，是否要以戰爭行為，來獲得更為自由的貿易以及

權益，其中對於明帝國遠征提案的發起人，乃是第五任台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83 

 

(圖 2-2) 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旗幟 

 

    荷蘭東印度公司，又稱作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 VOC，荷語：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圖中的「A」型字母，代表屬於阿姆斯特丹會所，若是屬於米德爾堡會所，則會改註

為「M」型字母，並依此來類推。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lag_of_the_Dutch_East_Indies_Company.svg。 

 

    普特曼斯，又稱作漢斯˙普特曼斯，其來自於歐洲北海地區的米德爾堡(澤

蘭)，他在 1624 年以下級商務員的身分，來到了亞洲(又有 1621 年一說)，並在

                                                      
82
 (荷)費莫˙西蒙˙伽士特拉( Femme S. Gaastra)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中國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2011 年)，頁 10、15、19。 

83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8%AA%9E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8%8d%b7%e8%98%ad%20%e8%b2%bb%e8%8e%ab%20%e8%a5%bf%e8%92%99%20%e4%bc%bd%e5%a3%ab%e7%89%b9%e6%8b%89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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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 年升上了商務員，隔一年成為市政委員會(巴達維亞)的主席，後來又以一名

軍官的身分，抵抗前來攻打巴達維亞城的馬塔拉姆(Mataram)土王，最終在 1629

年，被任命為第五任的台灣長官，在其任職的間內，多次在台灣對原住民、海盜

發動軍事行動。84 

 

    其中對於普特曼斯的評價，算的上是十分優秀，就算未來在料羅灣慘敗給鄭

芝龍，公司對普特曼斯的評價，也依舊不怎麼差，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普

特曼斯可能是有時以來，在歷任的台灣長官當中，最為優秀的一任。其中關於普

特曼斯的重要事蹟，在扣除料羅灣海戰與其相關以外，主要是分為兩大項，其一

是擴展、穩固，公司在台灣勢力，他將公司在台灣的勢力範圍擴大，並且清理在

台灣的敵對勢力，其二則是處理上一任(第四任)台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所遺

留下的各種麻煩。85 

 

    普特曼斯的第一項事蹟，就是有關他在台灣的擴展，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台灣

的開發與擴展，最初都是在普特曼斯任職間，才先有一個較大的進展，算得上是

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台灣第一次重大的開發。普特曼斯在任職台灣長官的期間，

在台灣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主要是將與荷蘭為敵的台灣原住民勢力：

麻豆、蕭壠、大武壠、新港四社以及小琉球，包含一些華人海盜在台灣駐紮的據

點，進行多次的軍事掃蕩攻擊。86 

 

    普特曼斯多次的軍事行動，最終成功將公司在台灣的勢力範圍，擴展至台灣

整個南部地區，成功令台灣南部的台灣原住民聚落，臣服、屈服或者是畏懼的接

                                                      
8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3；程紹剛，〈導論：東印度事務報

告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史料〉，《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25-27。 

85
 程紹剛，〈導論：東印度事務報告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史料〉，《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25-26。 

8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5、7。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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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公司的統治，直接清除不少能對熱蘭遮城造成威脅的隱患。87 

 

    再來第二件重要事蹟，則是普特曼斯妥善處理了納茨(Pieter Nuyts)所遺留的麻

煩，納茨是普特曼斯的前任，其擔任過台灣長官(第四任)這一職務，並在任期

內，惹了兩個大麻煩，第一個麻煩，就是他在 1628 年引起有名的「濱田彌兵衛事

件」。由於納茨在扣押日本商人(濱田彌兵衛)的過程中，反使納茨本人被憤怒的濱

田彌兵衛抓為人質，進而使得荷蘭人徹底得罪日本幕府，導致公司在日本平戶進

行商業活動的商館、商船，大量被日本幕府封閉、扣押，也因此令荷蘭與日本之

間的貿易通商，徹底中斷停擺，這直到 1632 年，日本才重新允許荷蘭人在平戶進

行通商。88 

 

    而有關於第二個麻煩，則是納茨在 1628 年 8 月中，假藉要與剛擔任廈門官員

沒多久的鄭芝龍，進行一次談判的時候，再邀請鄭芝龍上船進行會談時，如同像

對待濱田彌兵衛一般，趁機將鄭芝龍進行扣押，隨後強迫鄭芝龍簽立商業條約，

而鄭芝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能與荷蘭簽下貿易條約。89 

 

    但在這次事件過後多久，鄭芝龍就在 1628 年的年底，遭到部下李魁奇的叛

亂，這使鄭芝龍無法對荷蘭進行報復，反而向普特曼斯進行求援，普特曼斯也藉

此機會修復和鄭芝龍的關係，鄭芝龍也表示願意協助荷蘭人來獲取，更為自由的

與明帝國貿易之權利。90 

(表 2-1) 歷任的台灣長官 

歷任名單 

第一任  萊爾森(Cornelis Reijersen) 任期:1622-1624 

                                                      
87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71-73、77-81。 

88
 同上註，頁 61-65。 

89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39-140。 

90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5；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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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  宋克(Martinus Sonck) 任期:1624-2625 

第三任  德˙韋特(Gerard Frederikszoon de With) 任期:1625-1627 

第四任  納茨 (Pieter Nuyts) 任期:1627-1629 

第五任  普特曼斯 (Hans Putmans) 任期:1629-2636 

     資料來源：程紹剛，〈導論：東印度事務報告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史料〉，《荷蘭人在福爾摩

沙》，頁 13-27。 

 

     荷蘭巴達維亞的斯排科斯總督(第四任，Jacques Specx)以及布勞沃爾總督(第

五任，Hendrik Brouwer)在《東印度事務報告》內，皆直言納茨是個會製造麻煩的

問題人物，形容他的個性過於傲慢，且膽小固執、蠻橫無禮，還完全搞不清楚當

地的狀況，且兩人都對納茨在扣押濱田彌兵衛與鄭芝龍這兩件事情上，一致認為

納茨嚴重敗壞公司對於明、日兩國的聲譽與利益，並對普特曼斯對後續的處理，

表示出認可與讚賞。91 

 

二、 巴達維亞的遠征會議 

    普特曼斯被公司讚賞與獲得優秀的評價，也是與他妥當處理，關於納茨所遺

留的麻煩有關，這其中就包含著普特曼斯與日本展開交涉，以及協助鄭芝龍剿滅

海盜，修補雙方的友誼，以此來開闢與明帝國的貿易航線，只是在新任福建巡撫

上任後，嚴格的執行海禁政策，使一切都化為空談。92 

 

    最終在巴達維亞議會展開長久的評估與商議，使得普特曼斯在 6 月 2 日，被

議會任命為遠征艦隊的指揮官，並且命令其對於明帝國的東南沿海，進行武力與

暴力的攻擊行動。編製 10 艘帆船與 700 多名人員以及 340 多名士兵。而當上述的

艦隊出發後，荷蘭人又在 6 月 10、24、31 日加派支援船艦，總計派遣 3 艘帆船與

390 名人員，其中包含著 100 名士兵，再加上之前在南澳攻擊海盜劉香的 3 條

                                                      
91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93-94、96-98。 

92
 同上註，頁 108、1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C2%B7%E7%B4%8D%E8%8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6%AF%C2%B7%E6%99%AE%E7%89%B9%E6%9B%B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acques_Specx&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endrik_Brouwer&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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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93 

 

(圖 2-3) 《熱蘭遮城日誌》之遠東海圖 

 

    本圖改編為約翰˙布勞(Joan Blaeu)參考馬丁˙得˙菲利斯(Maerten Gerritsz de Vries)所繪製的

「遠東海圖」，這是荷蘭人抵達東亞後，對於東亞與部分東南亞地區的位置認知。圖片來源：江樹

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22。 

                                                      
9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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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對明帝國所進行的遠征，荷蘭人聚集的船艦與兵力，在最初就已達至 16

艘船艦與 1300 多人，這是荷蘭人來到亞洲以來，最大一次的戰爭動員，但上述的

船艦與人力，實際還未算上普特曼斯能從台灣抽調出來的兵力，以及之後前來援

助的海盜援軍。這隻準備遠征明帝國的龐大艦隊，將會合的目標鎖定在南澳島，

並在集結會合後，隨即就對南澳島展開最初的攻擊。料羅灣海戰最初的第一場戰

鬥，正是在南澳島展開。94

                                                      
94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128。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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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前戰與衝突 

    自從 1624 年的澎湖之戰中，明帝國以優勢的兵力，逼迫荷蘭人(荷蘭東印度

公司)驅離澎湖，促使荷蘭人轉進台灣後，明帝國與荷蘭人之間的貿易，就一直被

李旦與許心素所掌控，而當李旦至日本病逝，許心素遭鄭芝龍處死，明荷之間的

貿易與利益，就轉由鄭芝龍所控制。1 

 

    荷蘭將鄭芝龍視為一個重要的合作對象，第五任台灣長官：普特曼斯，更被

鄭芝龍說服，積極剿滅危害閩粵的海盜，將此行動做為對於明帝國的誠意表現，

並且積極的協助鄭芝龍，計畫以鄭芝龍來開啟與明帝國之間的自由貿易，意圖使

崇禎皇帝了解他們對於明帝國的善意，希望以此來獲得明帝國的友誼。2 

 

    但由於新上任的福建巡撫鄒維璉，將荷蘭人視為閩粵海寇盛行的源頭，因而

在福建施行嚴厲的海禁政策，企圖徹底切斷掉明荷之間的貿易，來將荷蘭人驅趕

回國，這促使當地的商人們，紛紛躲避荷蘭人，鄭芝龍旗下的商船、貨物，也無

法運送至台灣，再加上「濱田彌兵衛事件」的影響，導致日本與荷蘭之間的通商

貿易停擺，這使荷蘭人在東亞地區的商業，幾乎陷入了停頓。3這些事件的出現，

卻也令荷蘭人下定決心，使荷蘭人要採用武力的方式，來獲取更多、更大的利

益，料羅灣海戰也就此爆發。4 

 

    而在 10 月金門料羅灣的最終決戰前，荷蘭遠征艦隊的總指揮官：普特曼

                                                      
1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37、39、41。 

2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3-55。 

3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7。 

4
 蘇同炳，〈由崇禎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與鄭荷關係〉，《臺灣史研究集》，頁 21、

2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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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就先行與明帝國發生過數場局部的衝突戰，其中這些局部戰爭，包含了南澳

島的初戰、廈門島的兩次襲擊，5以及荷蘭艦隊對於明帝國東南沿海的種種掠奪、

襲擊....等各式攻擊行動。6 

 

第一節、荷蘭對南澳與廈門的襲擊 

一、 荷蘭對南澳的攻擊 

    明帝國東南沿海的島嶼眾多繁雜，其中「南澳島」是位在福建與廣東二省之

交界的海面上，並且周圍的海洋資源極為豐富，至少擁有 5 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廣

大漁場，其中魚、蝦、貝、藻類超過千種，又處於台灣海峽一帶，其南澳島孤懸

在海中，四面汪洋，是漳州、潮州的保護屏障，為商船往來的要衝之地。7 

 

    而在這些東南沿海的島嶼之中，南澳島既是船隻在海上航行時的定位指標， 

也是一個可以供船隻避風與商業交易的好地方，在當時西方地圖與文獻中，都有

出現關於「Lamo」、「Lamau」、「Lamoa」...等詞句，皆都是在意指「南澳」此島。
8

從海面上遠望於南澳島，其最高的突出處，為海平面 500 多公尺，因此史載：「南

澳山砥柱海中，周迴二百餘里，高峰突起」，聲稱南澳為出入東亞的必經之地。9 

 

    在明代的成化時期，南澳島是由繞平縣所管理，其中南澳乃是閩、廣二省的

門戶，更是重要的運輸航線，又有著「洋商必經之途，內外海寇必經之地」的說

                                                      
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113。 

6
 同上註，頁 105、113。 

7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頁 93-94。 

8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碩士論文（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2014 年），頁 1-2。 

9
 (清)齊羽中，〈南澳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 27》(中國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

卷 2，頁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81%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1%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6%B5%B7%E5%B3%A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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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海防纂要》中，亦有提及此島的重要性： 

南澳當閩廣交界，海寇往往濁害..雖在天海之中，與內地僅隔一水，海賈往

來必經吾，漳泉糧食伸給海運，若南懈失守，是隔閩粵之眉膺，而塞漳泉之

咽喉。10 

 

(圖 3-1) 南澳島周遭位置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3.9483938,117.5084963,8.63z。 

 

    南澳島依方位與地勢，劃分為四個部分，南方稱「雲澳」；東方為「青澳」；

北方為「深澳」；西方為「隆澳」，從地勢來看，南方的雲澳至東方的青澳沿岸，

不利於船隻的停靠，北方的深澳，內部較為的寬大，外邊又有臘嶼環繞，因此船

隻多停靠於此地，這裡又是各方海盜、走私商人，常常匯合的聚集點之一。11 

                                                      
10
 (明)王在晉《海防纂要》，卷 1，頁 112。 

11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15、19-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9C%BB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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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上，南澳島在明帝國長期海禁政策的影響下，逐漸越變越荒廢，官方

對其的影響力越來越弱，反而使南澳漸漸形成一座走私銷贓的貿易處，不少走私

商人、各地海盜、外國商船..等勢力，都會在此地進行補給或是交易，這一直到

雍正十年(1732)，才在此島設置「南澳廳」，並由政府直接進行治理。12 

 

    而在此之前，南澳島一直是被當成邊境蠻荒的危險地帶，明帝國則是將其做

為一個中小型的軍事哨站、據點來運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禎四年（1631

年）3 月間，鄭芝龍在南澳島的南方一帶，與海盜鐘斌展開激戰，此戰將鐘斌所

搭乘的船隻摧毀，令鐘斌落海淹死，鄭芝龍在此戰當中，再次成功除掉一個對

手，並獲得價值 30 多萬里爾13(銀幣)的戰利品。14 

 

    其中關於南澳駐軍方面，則是在明萬曆元年（1573 年）的正月期間，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劉堯誨（1522-1585），提出在南澳設置總兵一職的提案，這一方面來

斷絕海盜利用此地來補給，因此重新整理該地，再來是可以解決有關在閩粵交會

處，無法及時追捕，且相互推脫卸責的情況15： 

今欲為兩省久安之計，必先治南澳以清內地，欲治南澳必先總事權..今宜得

一總兵領水兵三千人專守南澳而兼領漳潮二府兵事，如賊從海外來將復尋舊

巢也，方其棲泊未定，食既匱矣舟與器敝矣，藥亦罄矣...16 

 

    廣東的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三司以及守、巡..等官員查議，以及在

                                                      
12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頁 94。 

13
 「里爾」是一種貨幣(銀幣)單位，換算成東亞流通貨幣：「銀兩」的話，一般換算為 1 兩=1.25 里

爾。參見：林偉盛，〈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1635-1662）〉，頁 9。 

1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43。 

15
 (明)王在晉《海防纂要》，卷 1，頁 112。 

16
 (明)劉堯誨，〈謹陳善之後之策以戢兵端疏〉，《劉堯誨先生全集十六卷》，頁 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9C%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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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司布政使施堯、右布政使鄒善、按察使司史朝宜、都司蕭應样、副使趙可懷、

鎮守總兵張元勳...等一眾官員商討後，由當地的撫、按官員，提出更為具體結

果，即為在南澳設鎮立總兵，是兩省之利，必然可以消滅當地的盜賊，但閩粵兩

省已各設一名總兵，若是要再設置一名總兵，可能有些困難，因而建議在閩粵兩

省的總兵節制下，設置一名「副總兵」。17 

 

    萬曆三年九月(1575 年)，在多次的商討後，兵部尚書：譚綸(1520-1577)具

題，萬曆帝(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下旨，同意設立南澳副總兵一職： 

南澳地方，據漳潮要害，依擬設官建鎮，以便防守。但創建之初，事須審

慮，其中應擬事宜着兩廣總督，會同福建巡撫一一計處停當， 務令經久可行。副總兵

推練習海上事務有才勇的去做....其部議外援月糧屯田官兵四事，仍聽閩廣兩省軍門酌

議施行。18
 

 

    由於南澳副總兵的設立，在萬曆四年（1576 年），南澳島開始建設南澳城，

其南澳城靠近深澳，其坐南朝北，高二丈二尺，厚五尺，圍有五百丈，周寬有七

尺，深達八尺。且在四各方位，皆設有城門，東門稱為「朝旭」，西門稱為「揚

威」，南門則是因為倚靠金山，因而不啟用，但被稱之為「金城」，北門則是稱為

「候潮」，在萬曆十一年(1583 年)進行修整，萬曆二十八年由副總兵鄭惟藩，重新

進行修設，並增建四樓，萬曆四十八年（1620 年）副總兵何斌臣重修改門上匾額

名稱，至此東門改稱「泰始」，西門改稱「綏定」，南門改為「安瀾」，北門改稱

「鎖綿」。19在文獻史料《南澳志》當中，收錄對於南澳城的相關記載： 

明萬曆四年，副總兵晏继芳，建坐南朝北，高二丈二尺，厚五尺，围五百

丈，西宽七尺，皆毙以石濠深八尺，門四东曰朝施，西曰楊風雨曰，登城因

傍金山不开，北曰候潮，十山年癸未副總兵于嵩量，平八年庚子妃以鄭惟藩

                                                      
17
 (清)齊羽中，〈南澳志〉，頁 110。 

18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39。 

19
 同上註，頁 4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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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增建四楼，四十八年庚申副總兵何赫臣重修，改共東曰秦始，西曰绥

定，南曰安涧門，北曰鎖綿。20 

 

(圖 3-2) 南澳島之俯視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3.4605761,116.9867955,47125m/data=!3m1!1e3。 

 

    1633 年 6 月 2 日，位於巴達維亞城的荷蘭人，商議出要遠征明帝國，以武力

獲取利益的決定後，其任命台灣長官普特曼斯，為遠征艦隊總指揮，並開始將船

艦陸陸續續的派往明帝國，而其中最初的集結點，正是南澳島。21當 7 月 5 日普特

曼斯所率領的艦隊，開始陸續集結至南澳島後，很快就開始對於這座島嶼，發動

了攻擊。22 

 

    在 1633 年 7 月遭遇荷蘭艦隊入侵的南澳島，雖設立有副總兵與所屬的城寨，

                                                      
20
 (清)齊羽中，《南澳志》，頁 110。 

2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 

22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8、131。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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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至天啓二年（1622 年）以來，南澳島上所駐守的

官兵與船隻，其數量都陸續遭到了裁減，再加上吃空餉、軍紀敗壞、海寇橫行...

等影響，以至於到了崇禎年間，其駐紮兵力已減至原有的一半，其戰力可否勘

用，也是各未知數。23 

 

(表 3-1) 明代晚期南澳駐守官兵人數與戰船數量表 

 時間與年代  廣營官兵/船隻  福營官兵/船隻 

 萬曆二十四年以前  1716名/45艘  1835名/40艘 

 天啓二年  874名/34艘  874名/34艘 

 崇禎六、七年  721名/8艘  721名/8艘 

     資料來源：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42。 

 

    從明代史料〈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按陸振飛題」〉與《熱蘭遮城日

誌》當中，可以發現，荷蘭艦隊從崇禎六年六月初一 (1633 年 7 月 6 日)24至六月

初六(7 月 11 日)開始陸陸續續在南澳島附近集結。25 

 

    並在 7 月 7 日進行一次分兵，將 3 艘西式帆船與數艘中式帆船，部屬在南澳

島下方。26其任務除了襲擊南澳島外，更準備將南澳附近的戎克船(中式帆船)全數

縱火燒毀，打算將貨物一同掠劫。27 

                                                      
23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41-42。 

24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2。 

2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篇，第 7、8 合訂本，頁 662。 

2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 

27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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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普特曼斯對南澳所留的荷蘭船艦 

 船名  類型  船噸 

 Bredam  快船(jacht)  200噸 

 Wieringen  快船(jacht)  120噸 

 Warmondt  平底船(fluitschip)  300噸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3；〈De VOC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sia 1595-1795〉，網址：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對此有關於明代官方，在對於南澳遭遇荷蘭襲擊，表示從崇禎六年六月初一 

(1633 年 7 月 6 日)以後，約有二十多艘的西式帆船出現在南澳島的附近，島上的

南澳官兵，不敢貿然發動攻擊，只能加緊防守，而在崇禎六年六月初六 (7 月 11

日)之時，荷蘭人主動展開攻擊。
28
在文獻《鄭氏史料初編》當中，對於此戰是這

麼形容： 

紅夷突犯南澳，以焚船報聞，卑館即奉本道憲票，星夜馳往玄鍾協守，並查

當日功罪情形，已經具詳在案。其自六月初一日以後，夷船大小二十餘隻，

陸續拋泊外嶼。官兵見勢大難敵，固守陸岸而不敢挑釁。至初六日，夷難突

發，賊船夾攻南澳，官兵拒敵血戰而死者一十七人，把總範汝樛中彈重傷。

29 

 

    而在戰損方面，明帝國官方對其表示，共計燒毀 6 艘荷蘭船艦，在〈兵部題

                                                      

頁 52。 

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按陸振飛題」〉，《明清史料》，

乙篇，第 7、8 合訂本，頁 662。 

29
 (清)佚名，《鄭氏史料初編》，卷 1，頁 130。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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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按陸振飛題」〉這份史料文獻中，則表示： 

彼此各發銃打，先燒謝奇一船，又延燒四船，而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用

居民張憲治等之計，後以五船燒其三船。其夾板大船，明早遂遁。南澳弧

城，藉以得完，而居民亦保無登犯焚劫之禍。30 

 

    南澳戰況因當是從崇禎六年六月初一 (7 月 6 日)，開始陸續有荷蘭船艦在南

澳島附近開始出沒，其大約有二十多艘船艦，停泊至南澳外嶼一帶。南澳島的副

總兵：程應麟，隨即調動福建漳州、玄鐘與廣東柘林的士兵嚴防，但由於荷蘭

「勢大難敵」所以「按兵不動」，在 7 月 11 日(六月初六)「夷與賊倂力夾攻」荷

蘭開始攻擊，而玄鐘的士兵開船應戰，共計有 13 艘船與六百多名士兵。31 

 

    荷蘭人以火銃發動攻擊，打中謝奇的船，使得船隻起火，其餘的船隻想縱火

燒毀荷蘭的船隻，卻又因為風向的關係，反而導致己方四艘船隻起火自焚，並且

因為「夷船高大」，使得士兵無法仰攻，最終只能選擇退守南澳城，荷蘭船隻則

是停留在海面直到深夜，此時南澳居民張憲治獻計，其建議將 5 艘戰船假扮成縱

火船，打算將船隻混在柘林的船隊內，在前去偷襲，據說順利的燒毀荷蘭 3 艘船

隻，隔日，荷蘭人的「夾板大船」從南澳離去。32 

 

    在荷蘭人對於南澳發動攻擊的這場戰鬥中，南澳守軍失去了一位，名為謝奇

的軍官，戰死 17 名將士，以及失去至少 5 艘的戰船，駐守南澳的把總范汝櫂，更

中彈重傷，其餘傷者則是未知之數，而根據回報的戰果，則是荷蘭有 3 艘船隻被

                                                      
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按陸振飛題」〉，《明清史料》，

乙篇，第 7、8 合訂本，頁 662。 

31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50；佚名，〈續准分守漳南道右參政施邦曜

手本〉，《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頁 113。 

32
 佚名，〈續准分守漳南道右參政施邦曜手本〉，《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頁 1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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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毀，至於關於半夜那 3 艘據說被焚毀的荷蘭船艦，則難以查驗是否真實。33 

 

    有關普特曼斯所留下的兩艘快船(Bredam 號、Wieringen 號)與一艘平底船

(Warmondt 號)，皆未有再攻擊南澳的行動中，發生過嚴重損毀的情形，反而是在

襲擊南澳後，就往廈門與普特曼斯會合，也因此荷蘭再南澳一戰中是否戰損 6 艘

船艦之事實，其可信度並不怎麼明確，反之則有可能是將小艇也算進是戰功之嫌

疑。34 

 

    根據〈東印度事務報告〉所記載，攻擊南澳之荷蘭分艦隊，除上述所說之快

船、平底船外，還另有 3 艘導航船與 2 艘小艇，其中每艘導航船配載 18 名士兵，

小艇則是配有 4 人，這說明南澳的守軍，至少停泊有 26 艘大小不一的中式帆船，

但導航船與小艇是否出現戰損的史料證據，並未有明確的證明。35 

 

    而在 7 月 7 日的艦隊分兵的行動後，普特曼斯帶著主力艦隊往廈門航行，隨

後在 7 月 11 日，將艦隊停泊至廈門東南方，一座名為鼓浪嶼的小島附近，進行最

後的修整，隨後在崇禎六年六月八日(7 月 12 日)，對廈門島發起第一次的攻擊。36 

 

二、 荷蘭對廈門的第一次襲擊 

    1633 年 7 月 12 日，普特曼斯所率的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對駐紮在廈

門的鄭芝龍，展開突如其來的攻擊，這是在料羅灣海戰中，極為重要的一大環

節，在該戰役的各類相關著作、論文、期刊...等各種研究成果中，凡有提起至料

                                                      
33
 葉妍伶，〈清代南澳的水師與防務（1644-1800）〉，頁 50。 

3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0、115、124。 

35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5；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5、

124。 

3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

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52。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O51qu/record?r1=9&h1=2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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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灣海戰的內容，必定都會提起這一段襲擊過程。從大多數的相關研究中，都能

明確地發現，這場對於廈門的襲擊，是作為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這場戰爭

中，正式對於明帝國開戰的象徵。 

 

    廈門在宋代，被稱為「嘉禾嶼」，到了明代，則又因為要防備倭寇的來襲，

因而在此島設置了中左千戶所城，至此嘉禾嶼又被人們稱之為「中左」，廈門中

左的說法，正是由此而來，而持續到了清代，「廈門」二字，才逐漸成為稱呼此

島的主流名詞，並一直流傳至現今。37 

 

(圖 3-3) 廈門島之俯視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4.3471391,118.09198,19459a,35y,37.16t/data=!3m1!1e3 

 

    廈門這一稱呼名詞，據聞是在清代才逐漸成為主流，其廈門之由來，主要有

                                                      
37
 (清)周凱，《廈門誌》，卷 1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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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說法，其一為廈門又寓意為「國家大廈之門」，至此之後，廈門之名即列入

史冊中，並一直沿用至現今。其二則是廈門本為嘉禾嶼島上某處之地名，而明政

府在嘉禾嶼上的廈門，構築中左千戶所城，同時也因為將中左千戶所設置在嘉禾

嶼上，將其中左所城設置在廈門處，導致在明代時期，呈現出廈門、嘉禾嶼、中

左所、廈門中左...等數個稱呼，使其混淆著使用。38 

 

    而使用「廈門」一詞來做為嘉禾嶼全島之名稱，則是在清代以後，才顯得較

為普遍，並且流傳至現今，此外廈門又與漳州、泉州有所相連，其所處在位置，

又位於閩南金三角的中央，從古至今都是閩海重要的貿易通商口，也是保障漳

州、泉州的屏障： 

廈門，宋曰嘉禾嶼、明曰中左所，同安縣十一里之一里耳；廣袤不及七十

里，田畝不及百十頃。區區一島孤懸海中...廈門處泉、漳之交，扼台灣之

要，為東南門戶，十閩之保障、海疆之要區也。39 

 

    明帝國船隊所停泊的廈門，又被稱之為廈門中左，隸屬於福建永寧衛底下的

千戶所城。廈門城(中左守禦千戶所)則是在明初洪武二十年(1387 年)，明洪武帝為

防止海寇掠劫東南沿海，因而派遣江夏侯周德興，南下福建構築海防，而廈門又

因為關係到沿海之安危，其地點又靠近福建沿海，此外廈門又能與福建沿岸往來

方便，生活條件良好，軍需又補給容易，更有港澳可供船隻停泊，便成了兵船基

地之首選，因而在廈門島西南端築城設所。40其在《廈門誌》當中，則是記載： 

明為中左所。洪武元年，定自京師至郡、縣，皆立衛、所。是年，湯和克福

州，閩地悉平。泉州置衛指揮使，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隸福建

都指揮使司。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略福建，抽三丁之一為沿海戍兵防

                                                      
38
 何孟興，〈廈門中左：明代閩南海防重鎮變遷之探索〉，《止善學報》，第 18 期 (台北：朝陽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5 年)，頁 57-58。 

39
 (清)周凱，《廈門誌》，卷 16，頁 5。 

40
 何孟興，〈廈門中左：明代閩南海防重鎮變遷之探索〉，《止善學報》，第 18 期，頁 7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E9%87%91%E4%B8%89%E8%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88%E9%96%8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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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置衛、所當要害處。城水澳，為永寧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

所，又複設守御千戶所；城廈門，移永寧衛中、左二所兵戍守，為中左所，

設守御千戶所。亦隸福建都指揮使。41 

 

    而廈門中左城，其平面呈現環形，初建時有 425 丈，其女牆有 1 丈 9 尺，設

置四面城門，依次將門命名為東門「啟明」；西門「懷音」；南門「洽德」；北門

「潢樞。最初設有窩鋪 22 個、城垛 496 個，營房 987 間，可在此駐紮數千名之上

的士兵。此外在城牆內部添滿了夯土，外皮又以花崗岩條石來壘砌，並在永樂、

正統、萬曆之年間，又有多次的增置修築： 

廈門城在嘉禾嶼。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興造。周四百二十五丈、高連

女牆一丈九尺。窩鋪二十有二「；門四：「啟明」、西曰「懷音」、南曰「洽

德」、北曰「潢樞」，各建樓其上。徙永寧衛中左千戶所官軍守禦；轄東澳、

五通二寨。永樂十五年，都指揮穀祥增高三尺，四門增砌月城。正統八年，

都指揮劉亮督千戶韓添增築四門敵樓，城內外皆甃以石；城北有望高石，可

全收山海之勝。萬歷三十年，掌印千戶黃鑾重新所署及城。42 

 

    廈門中左為千戶所，由福建永寧衛所管轄，其最初下設千戶、副千戶各 1

人，百戶與鎮撫各 1 人，而在之後的時間中，廈門之兵力不斷的擴展。在明代弘

治時期，浯嶼水寨遷入廈門。43隆慶時期，則在廈門增設浯銅遊兵，增設把總 1

人。明萬曆時期，則南路參將、浯澎遊兵(把總 1 人、協總 2 人)入駐廈門中。天

啟時期，則又增設泉南游擊(游擊將軍)1 人。44隨著時間的演進，廈門逐漸更發展

                                                      
41
 (清)周凱，《廈門誌》，卷 2，頁 21。 

42
 同上註，頁 245。 

43
 何孟興，《浯州烽煙-明代金門海防地位之變遷之觀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3 年)，頁 49-

54。 

44
 何孟興，〈廈門中左：明代閩南海防重鎮變遷之探索〉，《止善學報》，第 18 期，頁 61-63、67、

6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7%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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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漳、泉沿海首屈一指的海防重鎮，其清代周凱在《廈門誌》載： 

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城水澳，置永寧衛，領中、左、右、前、後五

千戶所。城廈門，為中左所。別為守御千戶所，移永寧衛中、左所官軍於廈

門，築城守御，遂為中左千戶所。設指揮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指揮百

戶一員、鎮撫一員，隸福建都指揮使，額兵一千二百四名。至萬歷時，僅存

六百八十四名。二十一年，周德興於沿海要害處置巡檢司十八。複於大擔、

南太武山外，置浯嶼寨，控泉郡南境。撥永寧、福全衛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

人，合漳州衛兵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歲輪

千、百戶領衛所軍，往聽節制。景泰三年，巡撫焦宏以孤懸海中，移廈門中

左所。嘉靖四十二年，各水寨指揮照都指揮行事，名為欽依把總；各衛歲輪

指揮一員領衛所軍，往聽節制。舊額兵船三十二隻，衛所貼駕軍五百八十

名。天啟後，福、哨、冬、鳥等船增至四十八隻。隆慶四年，增設浯銅游

兵；統以名色把總一員、兵五百三十六名，駐中左所；又衛所貼駕軍三百

名、哨船二十隻。天啟初年，設泉南游擊一員；統轄浯嶼寨軍、浯銅游兵以

備紅夷。尋裁。萬歷二十年，移南路參將駐鷺門，居中調度；轄銅山、浯嶼

二寨，浯銅、澎湖二游。二游營、一土營，領兵三千名。45 

 

    1633 年 7 月 7 日，在南澳進行會合的荷蘭艦隊，在留下一支小型的分艦隊，

用來攻擊南澳後，46普特曼斯率領著其餘的船艦往廈門航行，並在 7 月 11 日抵達

漳州灣一帶，當晚駐紮在鼓浪嶼附近，進行最後的整備。47而駐紮在鼓浪嶼的荷

蘭人，很快就發現了他們的目標在，一隻停泊在廈門城(中左)下，有著 25 至 30

多條威武壯觀的戰船，以及 15 至 20 條小型戰船的強大艦隊，且這隻壯觀的艦隊

                                                      
45
 (清)周凱，《廈門誌》，卷 3，頁 20-24。

 

46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2。 

4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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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裝備了大炮，且還安置了充足的人員與武器彈藥。48 

 

    7 月 12 日的黎明，普特曼斯親率 8 艘西式帆船與 1 艘名為打狗號(Tavcoya)的

中式帆船，以及一些記錄、數量不明確的小型帆船，一同對廈門展開了攻擊，而

這次的攻擊行動，在料羅灣海戰這場戰役中，正是所謂的對廈門第一次襲擊。49 

 

    普特曼斯以荷蘭艦隊總指揮官身分，搭乘快艇 Texel 號，並將 Texel 號做為旗

艦，又以 Weesp 號做為副指揮官的指揮艦，依序率領 Couckebacker 號、Catwijck

號、Kemphaen 號，對駐守在廈門港道的鄭芝龍艦隊發動了襲擊。50廈門的守軍完

全沒有預料到，這場來趁著黎明而來的襲擊，51在《達觀樓集》的文獻中，明確

記載關於荷蘭艦隊的突擊地點，正是直接對廈門中左(廈門島的中左守禦千戶所)

進行攻擊： 

紅夷復操大船，突入中左，焚我戰船，官軍多死傷者。52 

 

(圖 3-4) 鄭氏家族的基地 

                                                      
4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2。 

49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2-53。 

5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 

51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57。 

52
 (明)鄒維璉，《達觀樓集》，卷 1，頁 80。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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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4。 

 

    在對廈門的襲擊開始前，普特斯曼先行命令副指揮官旗艦 Weesp 號，對廈門

展開偵查行動，派遣 Weesp 號前去調查廈門究竟停泊了多少船隻，以及水道的狀

況如何，以便順利能夠進去攻擊，當 Weesp 號順利偵查回歸後，普特曼斯對於這

次攻擊行動更加的具有信心，而此時的鄭芝龍，可能還以為這隻來訪的艦隊，與

過去一般，只是前來商談貿易。53 

 

    當吹起南風開始退潮時，普特曼斯勉勵船長與士兵，並下令起碇，命令旗艦

Texel 號，懸掛起太子旗(荷蘭國父威廉王子的旗幟)，隨後率先駛入廈門港道內。

其餘四艘荷蘭船，紛紛緊跟在 Texel 號的後方，整隻艦隊緩緩航至駐守廈門船隊

的中央，普特曼斯才下令拋錨停泊。54 

                                                      
5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107、109。 

54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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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艦 Texel 號率先對停靠周圍的明帝國船隊，進行毫不留情的炮擊，當第一

發炮彈射出後，Texel 號立即撤掉懸掛在桅杆上的太子旗，轉而迅速地換上代表攻

擊信號的紅旗，這種做法是當時典型的海盜作風。55緊跟隨 Texel 號停泊的四艘荷

蘭船艦，也一同更換上了紅旗，一同對於停駐於此的鄭芝龍艦隊，展開激烈的炮

擊。56 

 

    一時間炮聲震耳，那些在廈門船隊上的水手或是工人，不是被炮彈打死，就

是紛紛跳海逃竄，一連串的炮擊，直到不管是海上還是陸上皆沒有抵抗後，普特

斯曼才下令停火，並派遣人員搭上小船上，靠近這些在下風與低潮位置的中式帆

船，直接縱火焚燒這些船隻，而處在上風處的船隻，則是派人員上去，將這些船

隻砍伐沉毀。57 

 

(表 3-3) 第一次襲擊廈門的荷蘭船艦表 

 船名  類型  船噸 

 Texel  快船(jacht)  200噸 

 Weesp  快船(jacht)  160噸 

 Couckebacker  不明  不明 

 Catwijck  快船(jacht)  不明 

 Kemphaen  快船(jacht)  100噸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3；〈De VOC 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sia 1595-1795〉，網址：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55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2。 

5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頁 104-105。 

57
 同上註，頁 104-106。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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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芝龍遭到慘重的損失，這隻停泊在廈門的船隊，幾乎全數被燒毀破壞，根

據荷蘭人的估計，至少摧毀了 25 至 30 艘大船，20 至 25 艘小船，遽聞這隻船

隊，被當地人稱之為前所未有的龐大，但最後卻只有 3 艘大帆船與些許的小船，

成功的逃離廈門。58 

 

    當普特曼斯成功地摧毀，這隻駐紮在廈門的強大船隊後，普特曼斯立即命令

Kemphaen 號航往廈門北部一帶，去與在那巡弋的 2 艘快船(Zeeburch 號、Salm 號)

及 1 艘中式帆船(打狗號)的會合，並要求 4 艘船艦，組成一隻分艦隊，要求燒毀

或是破壞所有遇到的船隻，且要在明日(7 月 13 日)返回鼓浪嶼，與他所率領的主

力艦隊會合。59 

 

    普特曼斯在這場襲擊的戰利品，只有從船骸當中，拾取大約 50 門左右的大

炮以及少量的金銀，不過到是從散落海面的船骸上，砍下了為數不少的木料，將

其作為艦隊中的修補資材。60 

 

    而這隻被摧毀的鄭芝龍艦隊，裝設有仿造的西式的火炮，並且是當代東亞最

為強大的艦隊，這隻艦隊成立的主要目地，是為了要對付海盜劉香及抗衡荷蘭

人，才耗費心血與錢財設立的艦隊，但只可惜還未派上戰場，就在一場襲擊當中

被摧毀。61而對於廈門所遭受到的襲擊(第一次)，其《明史》是這麼的記載： 

海外紅夷據彭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璉屢檄芝龍防遏之，不

聽。明年夏，芝龍剿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廈門城，大掠。芝龍亦馳援...官

軍傷亦眾。62 

                                                      
5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2。 

5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 

60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2-133。 

61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58。 

62
 (清)萬斯同，〈列傳第一百二十三〉，《明史》，頁 59。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0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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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次襲擊廈門的遭遇戰 

一、 荷蘭對廈門第二次襲擊 

    8 月 11 日，普特曼斯決定遵照兩天前(8 月 9 日)的決議，打算再次對廈門展

開攻擊，且試圖攻佔廈門城，以此來增強對明帝國的威脅與壓力，而這次加強派

遣了 4 艘西式帆船(Salm 號、Venloo 號、Kemphaen 號、Boucaspel 號)與 2 艘戎克船

(廈門號、打狗號)，並任命-科斯特(Coster，?-1640) 63來做為該分艦隊的指揮官。64 

 

    普特曼斯指派該分艦隊對廈門進行再次的襲擊(第二次攻擊)，計畫沿著排頭

(廈門西邊對岸) 65、劉五店(廈門東北北方)66、金門、烈嶼一路攻擊下去。67 

 

(表 3-4) 第二次襲擊廈門的荷蘭船艦表 

 船名  類型  船噸 

 Salm(Zalm)  快船(jacht)  100噸 

 Venloo  快船(jacht)  120噸 

 Kemphaen(Kemphaan)  快船(jacht)  100噸 

 Boucaspel(Brouwershaven)  快船(jacht)  200噸 

 廈門  戎克船(中式帆船)  不明 

 打狗  戎克船(中式帆船)  不明 

                                                      
63
 科斯特(Coster)，全名為：威廉˙雅各布斯˙科斯特(Willem Jacobsz Coster)，荷蘭赫斯特

(Akersloot)人。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6。 

6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3。 

65
 排頭(Paytau)，廈門的西邊對岸。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2。 

66
 劉五店(Laccatijn)，廈門的東北北方。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 

6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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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3；〈De VOC 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sia 1595-1795〉，網址：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1633 年 8 月 12 日當天，這隻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分艦隊，以四艘快船、

兩艘戎克船再次攻向廈門，且曾經計畫在攻擊廈門前，先將一份通牒貼在木板，

然後插上岸，好以此來要求廈門官員派出代表前來談判，但船隻往港岸一靠近，

就遭到港內、港外激烈的炮火攻擊。68 

 

    荷蘭人在當日夜晚，趁夜強行登上廈門後，在廈門城的市郊附近一帶，遭遇

到廈門守軍的突擊，廈門守軍從四面八方出現，企圖圍殺來襲的荷蘭人，而荷蘭

人所派遣上岸的登陸部隊，卻只有區區 50 幾人。69 

 

    遭到圍攻的荷蘭人，以手上先進的毛瑟槍(火繩槍)向四面八方襲來的守軍開

火。雖然順利將廈門守軍給擊退守，也令守軍造成大量的傷亡，但卻在廈門城外

的街道上，遭受到到廈門守軍們，以手炮(手銃，basjan)以及日本鐵炮 (火繩槍，

roers)的反擊，最終造成 5 名登陸人員的受傷，但所幸未有人員陣亡，又或是遭到

重傷的戰損。70 

(圖 3-5) 荷蘭火槍手 

                                                      
68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0-161。 

6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3。 

70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9。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http://resources.huygens.knaw.nl/da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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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中的這名火槍手，手持著一把輕型的火繩槍(毛瑟槍、滑膛槍)，頭頂則戴著一頂橡栗盔

(16～17 世紀，在歐洲流行的步兵頭盔)，腳上則套著長筒皮靴，這是當代歐洲火槍手，常見的標

準造型之一，圖片為荷蘭藝術家-雅各˙德˙蓋恩(Jacob de Gheyn，1565-1629)，在 1602 年時所雕繪

製，並收錄在當時的荷蘭步兵的訓練手冊當中，主要是以圖文併用，來教育士兵如何正確的使用

火繩槍。圖片來源：〈Jacob De Gheyn Dutch Soldier〉，The Antiquarium，下載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網址：https://www.theantiquarium.com/item/003394/jacob-de-gheyn-dutch-soldier。 

 

    登岸的荷蘭人眼看戰況將陷入膠著，且身上攜帶的彈藥也幾乎要消耗殆盡，

只得撤退回船艦旁，在將之前所述之通牒，安插在灘岸後，科斯特才率領分艦隊

撤離廈門。而有關第二次廈門的攻擊，也在 8 月 13 日結束，分艦隊才離開廈門，

回歸主艦隊的航途中，在經過金門、烈嶼之時，順便延著島岸進行掠劫，且成功

搶劫到許多豬、雞...等家禽與新鮮的食物。71 

 

                                                      
7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LU1E1O4K/Jacob%20De%20Gheyn%20Dutch%20Soldier〉，The%20Antiquarium，下載時間：2018年11月16日，網址：https:/www.theantiquarium.com/item/003394/jacob-de-gheyn-dutch-soldier。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LU1E1O4K/Jacob%20De%20Gheyn%20Dutch%20Soldier〉，The%20Antiquarium，下載時間：2018年11月16日，網址：https:/www.theantiquarium.com/item/003394/jacob-de-gheyn-dutch-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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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荷蘭對明帝國東南沿海的行動 

    自從 1633 年的 7 月 15 日，荷蘭艦隊結束對廈門第一次的襲擊後，普特曼斯

將整隻遠征艦隊，進行一部份的拆分，將數艘艦艇編組成小規模的分艦隊，並命

令這些分艦隊，向明帝國的東南沿海，進行封鎖、掠奪、攻擊...等軍事行動。72 

 

一、 荷蘭在七月對明帝國的行動 

    7 月 16 日，快船 Salm 號與 Kemphaen 號以及兩艘名為打狗和 Blijde Bootschap

號的戎克船(中式帆船)，被派去浯嶼掠劫，計畫盡可能的搶奪牛隻，隨後在 17

日，成功搶回了 25 頭牛，更得知浯嶼大多數的百姓，都往大陸逃竄，只留下一

些瞎眼、瘸腿以及老婦人。73此外普特曼斯又將艦隊分離出兩隻小型分艦隊，一

隻派往金門以北、另一隻則派遣至廈門的南方，企圖將整個漳州河(灣)地區進行

佔領，以及對金門、廈門、鼓浪嶼、烈嶼之間的航道，進行武力封鎖。74 

 

    7 月 19 日，快艇 Zeeburch 號與戎克船 Blijde Bootschap 號，帶來兩艘做為戰利

品的戎克船與艦隊會合，兩艘戎克船分別是來自柬埔賽與廣東，其中來自東埔賽

的戎克船上，載有價值 100 里爾左右的未鑄銀(銀塊)、230 擔米、17 擔白荳蔻、

830 斤象牙、75 斤蠟、387 斤檀香木、1050 件鹿皮、68 斤燕窩，而來自廣東的戎

克船，則載有 480 罐糖漿。此外在隔日(7 月 20 日)，荷蘭人在沿岸(推測是廈門或

是金門一帶)搶奪到三艘戎克船，其中兩艘載滿著瓜果、一艘則載滿著鹽。75 

 

    7 月 22 日，快船 Salm 號在漳州河一帶，俘獲一艘來自於馬尼拉的戎克船，

                                                      
7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6。 

73
 同上註，頁 106-107。 

74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3。 

7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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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當日的下午，將這艘戎克船整理之時，又獲得快船 Kemphaen 號在附近俘獲

一艘，需要進行大整修的戎克船之訊息。76 

 

    7 月 23 日，快船 Kemphaen 同樣在岸邊，奪取到一艘載有西瓜的小船(coya)，

隨後該月的 25 日，對於來自馬尼拉的戎克船，進行檢驗與卸貨，獲取價值 27900

里爾的香料、600 擔左右的蘇木、1054 斤的一級丁子香77、534 斤白豆蔻、14 斤燕

窩、15 跟犀角等戰利品。78 

 

    7 月 27 日，荷蘭人對協商與談判越發得感到不耐煩，但同時又對自己兵力的

不足，感到極為苦惱與擔憂，也因此普特曼斯決議向李國助79、劉香....等海盜領袖

進行邀請，普特曼斯派遣攜帶有信件的使者，前去拜訪這些海盜，讓使者詢問這

些海盜，是否願意與他一起合作，一同對於明帝國發起攻擊。80 

 

    普特曼斯更向這些海盜們承諾，若是他們願意協助公司的艦隊，來進行對明

帝國的戰爭，公司願意允許海盜們，自由的通行大員、巴達維亞..等一切有著荷

蘭據點(殖民地)的地方，願意讓他們進行補給，更承諾願意收購他們帶來的全部

商品。此外艦隊中的一艘小艇，在當日晚上的海岸附近，俘獲了一艘滿載鹹魚的

小型戎克船，且又在隔天(7 月 28 日)得知快艇 Brouwershavencl 號，在廈門東南一

帶，成功俘獲一艘載有茯苓、草蓆..等貨物的小型戎克船，而昨日掠劫到手的鹹

                                                      
7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3-134。 

77
 丁子香，丁香(香辛料)的一種，名稱為：giroffelnagel。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

第 1 冊，頁 108。 

7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 

79
 李國助(Li Kuo-chu)，李旦之子，又名奧古斯丁(Augustijn)、李大舍(Li Ta-she)。參見：江樹生(譯

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111。 

80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6。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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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則當作補給品發放至各船艦。81 

 

    7 月 29 日當晚，荷蘭人在夜間以一艘載著 7 人的划艇(Prauw)82，襲擊一艘正

要往海澄航行的小型戎克船，船上的人員則以 3、40 根長矛，拚死的進行抵抗，

而在划艇上的荷蘭人，則是以手頭上的步槍，向戎克船進行三、四次的射擊，最

終獲得一人被射殺、數人負傷之戰果，隨後這艘小型戎克船上的人員，紛紛跳船

逃離，最終這艘小型的戎克船，被荷蘭人以零傷亡的代價給俘獲。83 

 

    8 月 4 日，普特曼斯將艦隊轉移到浯嶼的下方，然而在 8 月 8 日的當天晚

上，在夜間突然傳來了數次的炮響聲，艦隊中的一艘戎克船(可能是打狗或是廈門

號)被派往探查，並在隔日(8 月 5 日)被派遣探查的戎克船，傳來在前晚夜與 8 艘

戎克船作戰的消息，所幸無喪失人員，而被派遣的戎克船也順利回歸至艦隊當

中。84 

 

二、 荷蘭在八月對明帝國的行動 

    8 月 22 日，兩艘快艇(Salm 號、Kemphaen 號)與一艘戎克船(廈門號)組成一隻

分艦隊，計畫襲擊廈門西岸的斗美村85，而普特曼斯所率之主力，則在前一日 (8

                                                      
8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111。 

82
 Prauw，這裡所指的 Prauw，是在意指一種小型的划艇、漁船、小艇，而 Prauw 這個詞句，是來

自於馬來語中的 Prahoe 的演變，並且 Prauw 這個詞句，也可以是在意指荷屬東印度群島中，中小

型內陸船隻的統稱。參見：維基百科，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

https://nl.wikipedia.org/wiki/Prauw。 

8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0。 

84
 同上註，頁 112。 

85
 斗美，現今稱為：島美，位於浯嶼的對岸，廈門港入口西岸。參見：《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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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 的夜晚，就全數轉移至大擔島86，然而分艦隊在襲擊的過程中，意外被

幾個搭乘小船的漁夫發現，在追捕漁夫小船的過程中，戎克船廈門號不慎觸礁，

很快廈門號就被大量的海水侵浸，荷蘭人見廈門號修補無望，只好將船上物資挪

移，隨後放火將其燒毀。87 

 

    而當這隻荷蘭分艦隊的人員，再進入斗美村後，卻發現該村的居民，早以逃

離此處，荷蘭人奪走村民所遺留下的牛、豬、雞..等大量家畜後，就縱火將該村

莊燒毀，隨後將分艦隊開往大擔島與主力艦隊會合。88 

 

(表 3-5) 荷蘭艦隊在八月的損失 

船名 類型 船噸位 損失原因 

廈門號 戎克船(中式帆船) 不明 8 月 22 日，在襲擊斗美村的路途

中，不慎觸礁漏水，在判斷無法修

繕後，該船人員自行將其燒毀。 

    資料來源：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2。 

     

     8 月 28 日，荷蘭艦隊在前日(27 日)，將艦隊稍微往漳州河進行轉移，荷蘭]

艦隊停泊在一個，水深至少有 10 噚89深的地方，並且在今日，有兩艘代表著劉香

與李國助的小型戎克船。在一名荷蘭商務員的帶領下，正帶著之前派往邀請的使

                                                      
86
 大擔島，位於廈門東南，是金門的附屬島嶼之一。參見：《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 

87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1；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6。 

8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6。 

89
 噚(Fæthm)，又稱為「英尋」，出處來自於古英語，是一種長度單位，其中 1 英尋為 6 英尺，一

齊意思為「伸展開的雙臂」，此單位的使用，被限制在海洋測量中，特別是使用淮繩測量水體深度

的情況。參見：〈Fathom〉，維基百科，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B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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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回覆給普特曼斯的信件，正緩緩的向艦隊靠攏，劉香、李國助..等海盜

首領們，對於普特曼斯的邀請，皆表示出懷疑的態度。90 

 

    在這些回信中，紛紛對於荷蘭人(普特曼斯)發出的邀請，感到猜忌與懷疑。

因為在此之前，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普特曼斯的帶領下，一直都是鄭芝龍

的協助、支持者，且一直都在幫助以鄭芝龍為首的明帝國海軍，進行剿滅閩粵海

盜的工作，現在卻轉而要向他們聯合，這確實會使他們懷疑，這其中是否有詐。

不過在這些信件中，還是對此邀請表示有興趣，也都在信中特別強調，絕不可相

信鄭芝龍。91 

 

    劉香與李國助在最後還是紛紛願意，並對此行動表示贊成，並決定要支持，

也願意進行援助，之後來派遣 6 艘戎克船，先行前去協助荷蘭人，之後又加派 50

艘戎克船前去助戰。92這很可能是普特曼斯在 9 月中旬，將一份詳細說明如何攻

擊廈門的信件，送至劉香、李國助的手上有關。93 

 

    8 月 30 日，荷蘭艦隊在黎明後的三小時，開始進行移動，艦隊很快就轉移至

東山灣的東岸，此時一艘來自巴達維亞的西式帆船 Oudewaater 號，帶著一封總督

的信件，以及載著 100 名士兵、100 名水手的援軍，前來支援艦隊的戰爭行動，

此外在信件上，也聲明這些人可能是本季中，最後派來的支援，不要在期待本部

(巴達維亞)，會派遣有更多的支援。94 

                                                      
9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8。

 

91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2。 

92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4。 

93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2。 

9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9。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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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日(8 月 31 日)，荷蘭艦隊派遣快船 Salm 號與 Boucaspel 號，前往東山95的城

鎮，兩艘快船在航途中，對兩艘戎克船發動攻擊，這兩艘戎克船則一邊往岸邊逃

跑、一邊射擊抵抗，最後在沿岸一帶棄船逃跑。荷蘭人在這兩艘戎克船上，獲得

了胡椒、象牙、血紅酸模(draeckenbloet)、蘇木、沉香(agellhout)...等高價值的戰利

品。96 

 

(圖 3-6) 東山島之俯視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25 日，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3.3865286,117.3900407,43236a,35y,35.99t/data=!3m1!1e3。 

 

    而戎克船上的人員，則逃向東山城鎮郊外，一座小型的碉堡中，這座小型碉

堡當中，駐守著一支東山的士兵，並對來襲的荷蘭人，進行非常激烈的射擊。97

                                                      
95
 東山，亦可稱之為銅山，又名為 Tamsua，其位於閩廣交界處的島嶼。參見：《熱蘭遮城日誌》，

第 1 冊，頁 27、119。 

9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3-134。 

97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1。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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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碉堡很快就被強行登岸的荷蘭人給佔據，但據聞並未給荷蘭人帶來任何傷

亡，堡內的火炮在碉堡被攻佔後，就立即被釘死，隨後就被縱火焚燒。當小型碉

堡被焚燒後，登岸的荷蘭人，就往東山郊區一帶村落繼續移動，最終將那些村落

的建築，以及停泊在附近的戎克船(約 300 艘)，進行縱火燒毀，戰果極為的輝

煌，但艦隊卻在傍晚的時候，遭到強風的襲擊，艦隊內有數條船被吹散以及輕微

受損。98 

 

三、 荷蘭在九月對明帝國的行動 

    9 月 2 日，普特曼斯親自上岸，巡視對東山城區的攻勢，在三日(9 月 5 日)後

的夜晚，普特曼斯親率兩隊士兵，向駐守東山的明軍，發起了主動攻擊，東山守

軍在附近的房子和城牆上，運用手炮(手銃)對來襲的荷蘭人進行射擊，還朝著荷

蘭人拋擲石塊。但在普特曼斯親自帶領士兵的攻擊下，用步槍射倒許多東山守

軍，很快就攻下一座城門，最終只有 7、8 名荷蘭士兵受傷。99 

 

    9 月 7 日，普特曼斯將艦隊內的數艘快艇(船名、數量不明)，派遣至東山灣附

近的幾個島嶼，為艦隊尋找水與柴火，隨後在隔日(9 月 8 日)獲得一些牛、豬、

羊..等牲畜，但在離開該地(地點不明，只知是東山附近)的時候，遭遇上千名士兵

的攻擊。這些士兵從沿海各處湧出，並且試圖將該支荷蘭人分隊的後路給截斷，

而遭到埋伏襲擊的荷蘭人，則是直接以武力來強力突破，直接射倒 4、50 名擋住

去路的明帝國士兵，荷蘭方面只有 4、5 名成員受傷。100 

 

    隨後在荷軍成功突圍，準備登船撤離該地時，先前被短暫擊退的明軍，又再

次集結，以大量的手炮(手銃)進行射擊，但造成的效能與戰果卻是為零，對撤離

該地區的荷蘭人，並沒有造成任何的死傷，在後來從海盜得到消息的荷蘭人才得

                                                      
9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9-120。 

99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2。 

10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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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數位明帝國的官員，將一些軍隊調往東山一帶，打算對當地進行增援，打

算對他們進行圍攻。101 

 

    9 月 11 日的夜晚，普特曼斯命令艦隊做好出航準備，以便在退潮的時候出港

(東山港)，在黎明(12 日)以前，艦隊全數出航，沿著海岸往漳州河前進，而在兩

日後(9 月 14 日)，普特曼斯將一百名士兵及一群水手劃分成數隻小隊，將他們派

上岸去尋找食物，隨後大約在中午的時段，其中幾隻小隊，帶回了 214 頭牛以及

一大群的羊、豬、雞等..牲口，普特曼斯依比例分配至全艦隊，而直到傍晚的時

刻，派遣去收集食物的隊伍，才全數平安歸來。102 

 

    在 9 月 14 日的下午，一位名為 Sabsicia 的海盜頭目，帶來了兩艘戎克船，並

且送來了劉香、李國助的信件，信上聲明若是要與他們一同攻打明帝國，雙方就

必須各派出一名重要的人物，前來說明計畫，順便作為互換的人質。普特曼斯答

應此條件，隨後他命令一名艦隊上的議員，攜帶有關於攻擊廈門的詳情資料，前

去面見劉香、李國助，之後上述的海盜-Sabsicia，則是留在荷蘭艦隊當中，作為

海盜們的代表，遽聞這位叫 Sabsicia 的海盜，是劉香重要的幹部與至交好友。103 

 

    此外在送來的海盜信件中，李國助更是在信上，狠狠痛罵鄭芝龍背信忘義，

指控鄭芝龍吞沒他父親李旦的財產，還用這筆錢財來賄絡官員，還向普特曼斯表

示，自己願意全力對其協助，更聲稱他的夥伴與手下，都很厭惡、仇恨鄭芝龍，

紛紛表示願意跟隨他去殺死鄭芝龍。104 

 

                                                      
10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1-122。 

102
 同上註，頁 122-123。 

103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62；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3。 

104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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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海盜 Sabsicia 帶著一位商人，前去拜訪普特曼斯，這名商人名為

Jackstay，荷蘭人對他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名誠實可靠的朋友，隨後 Jackstay 說

出一些關於鄭芝龍對荷蘭人所設的騙局。105 

 

    Jackstay 聲稱，當鄭芝龍接受明帝國的招安後，他一人包辦了所有對於荷蘭人

的事務，因此他不允許沒有他所許可的商人，私自前去大員，他要獨享一切與公

司貿易的利益，就如同之前的許心素一樣。也因此鄭芝龍只用顏伯爺(Gam pea)與

鄭明祿(Bentick)來進行與荷蘭人的貿易。既不用也不允許其他的商人，去和荷蘭

人進行通商貿易。除非那些商人得到他的同意，願意支付百分之 5 至 7 的利潤給

他，這使得很多自立的商人，無法運貨前去大員交易。106 

 

    也因此當鄭芝龍得知荷蘭東印度公司，打算要以武力和暴力，來獲取自由貿

易的權利之後，變得十分的恐慌，因此他瞞著其餘的官員(明帝國)，派一名代表

前去大員，轉述說中央政府(禮部)已經允許 8 艘戎克船，可以自由無阻的運載各

種貨物，前去大員進行交易，並命令顏伯爺和鄭明祿去收集生絲、布料..等各種

物資，打算將這些物資送到熱蘭遮城，以此來打消公司對明帝國的戰爭計畫。而

且打算讓顏伯爺與鄭明祿前往南澳，等候公司前來的船隻，再用一些漂亮的承

諾，來使公司放棄戰爭，但鄭芝龍未料到，荷蘭艦隊帶來的戰爭，來的如此之

快。107 

 

    9 月 18 日，6 艘屬於海盜(劉香、李國助)的戎克船，前來漳州灣一帶與普特

曼斯的荷蘭艦隊會合，而且還帶來了劉香、李國助的信件，但信中的內容，卻表

現出對於荷蘭的懷疑與不信任，這使普特曼斯無法理解，艦隊也在隔日因為在狂

風與強浪的威脅下，再次全艦返回東山。這個疑問一直到在 9 月 21 日，在 1 艘隸

                                                      
10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3。 

106
 同上註。 

10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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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劉香的戎克船前來會合後，普特曼斯才得知，劉香、李國助懷疑荷蘭人的理

由。原來是一名柬埔賽的戎克船船長，向劉香、李國助進言，說對於荷蘭人的建

議，要小心提防、小心陷阱..等說法，這促使劉香、李國助決議中止親自和荷蘭

進隊會合的想法，轉而決定先前往澎湖。108 

 

    9 月 22 日，前來與荷蘭艦隊會合的海盜，就向普特曼斯建議，去搶一個有著

數座村落，以及充滿大米和牲口的島嶼(烈嶼)，109並提出願意一同前去劫掠，但由

於風暴的緣故，延到 10 月 6 日才一同出發。110最終在月末(9 月 30 日)的時候，又

有 5 艘海盜的戎克船從南方前來助戰，但艦隊在當晚不斷遭受到強烈的東北強

風，使得該晚又有數艘來自海盜的船隻被吹離艦隊。111 

 

四、 荷蘭在十月對明帝國的行動 

    在 10 月 2 日的中午，大約有 10 至 12 艘，屬於劉香的海盜船隊從南方抵達，

海盜 Sabsicia 更拿出一封來自鄭芝龍的信件，告知普特曼斯，這是一封鄭芝龍的

勸降、離間、恐嚇他們的信。普特曼斯表示，這些華人海盜完全不相信鄭芝龍的

承諾，更將鄭芝龍視為毫無誠信的小人，且極為的仇視他。海盜們反而盼望與艦

隊一起戰鬥，更表示願意全力協助艦隊，來對付鄭芝龍與他身後的官府(明帝

國)。112 

 

    10 月 6 日的早晨，普特曼斯帶著幾位指揮官，以及幾艘海盜的戎克船，往烈

                                                      
10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4-125。 

109
 同上註，頁 128。 

110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62。 

11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6。 

112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62-63；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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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出發。但在傍晚的路途中，突然吹起強烈的北風，其中艦隊中的快船 Texel

號，更因為強風的緣故，而失控暴衝，船上的錨鉤、繩索很快就和附近的船隻纏

在一起，數艘船隻在繩索崩毀的情況，幾乎完全失控，更在往岸邊停靠的過程

中，直接撞上海中的礁石，但由於即時靠岸的緣故，並沒有人受到重傷。隔天(10

月 7 日)天亮後，風量逐漸地平息後，才發現快船 Boucaspel 號與 Catwijck 號，船

身嚴重受損，擱淺在灘岸上，而跟隨前來助戰的海盜們，也損失了 20 至 25 艘戎

克船。113 

 

    荷蘭人雖然努力對快船 Boucaspel 號、Catwijck 號進行修補作業，但 Boucaspel

號以及 Catwijck 號損壞的情況，實在已修復無望，只好分別在 10 月 10 日和 11 日

將兩條船燒毀。當荷蘭艦隊還未與鄭芝龍進行決戰前，就因為海上天災的緣故，

損失了兩條船艦，雖然為損失什麼人手，但這對於艦隊而言，實在是一個極為降

低士氣的壞消息，然而這對普特曼斯而言，也並不全然是壞消息。在 10 月 11 日

預備燒毀 Catwijck 號時，普特曼斯接獲海盜們的通知，得知鄭芝龍與明帝國的船

隊，受損的更為嚴重，在排頭、劉五店、廈門..等地方，遭受到更為猛烈的暴

風，其損失更為嚴重。114 

 

(表 3-6) 荷蘭艦隊在十月的損失 

 船名  類型  船噸位  損失原因 

 Boucaspel  快船(jacht)  不明  因颱風擱淺，在 10 月 10 日自行燒毀 

 Catwijck  快船(jacht)  不明  因颱風擱淺，在 10 月 11 日自行燒毀 

    資料來源：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127；〈De VOC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頁 129。 

 

                                                      
11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8-129。 

114
 同上註，頁 128-129。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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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荷蘭艦隊再次回到東山的停泊處，在隔天(10 月 13 日)的時候，

有 7、8 艘賴自海盜的戎克船，再次前來增援艦隊，最後在 10 月 14 日，艦隊全數

出航，再次往漳州河的方向航行。荷蘭艦隊持續航行，隨後在 10 月 16 日展開一

場會議，討論如何對付明軍的縱火船戰術和突來的襲擊，以及如何識別盟友與敵

人的船隻，決定要全軍往金門料羅灣前進，更要求盟友(海盜)們，要掛上一面有

公司標誌(白色)的藍色旗幟。隨後在下午三點左右，風力開始越來越強烈，艦隊

只得往廈門沿岸停靠，但當靠岸停泊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在這個過程中，

兩艘快船(Texel 號、Zeeburchc 號)皆在航行中失去蹤跡。115 

 

    10 月 17 日的黎明，在大擔島的附近，艦隊發現快船 Zeeburchc 號，出現在此

島的最南方，而快艇 Texel 號則失去蹤跡，直到 10 月 25 日後，Texel 號才再次出

現，並與撤離的荷蘭艦隊再澎湖會合。116 

 

    當 Zeeburchc 號與普特曼斯會合後，荷蘭艦隊發現在廈門的河道一帶，停泊

約有 25-30 艘左右的戰船，其中有 5、6 艘戰船特別的大，其餘的戰船也都有中型

左右的大小，當這隻停泊在廈門的船隊，看見了荷蘭人的船艦以後，立刻駕駛戰

船出動，做出要猛烈攻擊的姿態。普特曼斯下令升起紅旗，準備與其一戰，但之

後雙方皆未有下一步動作，反而僵硬對質起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中午退

潮，普特曼斯才下達讓艦隊，向烈嶼方向撤離的命令。117 

 

    10 月 18 日，荷蘭艦隊往料羅灣出發，隨後在天亮後，看見金門的北角處，

停靠了 40 至 50 艘大大小小的戎克船。118隨後在隔日(10 月 19 日)深夜兩點左右，

荷蘭艦隊才順利抵達至料羅灣，而與荷蘭艦隊會合的海盜們，在 10 月 20 日，上

                                                      
11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9-130。 

11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5。 

11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0-131、133。 

11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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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進行搶劫，送來了 20 至 25 頭牛，普特曼斯同樣將牛隻宰殺，分送至各艦上，

隨後在中午，前去偵查的荷蘭士兵，發現在排頭一帶，至少集結了 100 艘戎克船

(明帝國)，而這隻龐大的船隊，將在 10 月 22 日，往金門料羅灣進擊，且將與停

泊於此的荷蘭、海盜聯軍，展開最後的決戰。119 

 

    普特曼斯率領著荷蘭艦隊，襲擊了廈門島(第一次對廈門襲擊)，成功將鄭芝

龍駐紮於此的主力船隊，近乎摧毀殆盡後，隨即開始將旗下的船艦，派遣至附近

的海域、聚落，進行掠奪、焚燒、封鎖，企圖以此來逼迫明帝國政府，對其妥協

與投降。120 

 

    普特曼斯則不斷派遣船艦，對明帝國在沿海的船隻和聚落，進行攻擊與焚

燒，並且封鎖航道，甚至產生一種鄭芝龍「害怕不已」的自信，這種自信心，除

了是對自己統帥艦隊之強大而驕傲外，還有著大量的海盜軍事援助，以及多次攻

擊的勝利，此外更有不少鄭芝龍、明帝國官員，送達希望與其進行和談的信件有

關。121 

 

                                                      
11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0-131。 

12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5。 

12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08-109、113、1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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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門海戰 

    在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廈門，結束第一次的襲擊(7 月 13 日)以後，普特

曼斯帶領著艦隊四處襲擊、焚燒、掠劫船隻或是聚落，在這一連串不斷持續的攻

擊，幾乎涉及到了整個福建地區，這使該地沿海的住民們，紛紛人心惶惶，驚懼

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

 

    而遭受突然襲擊的鄭芝龍，他所停泊在廈門的船隊，又是屬於鄭芝龍心血的

主力核心，現今幾乎全數覆滅。明帝國在十七世紀最為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也

是東亞最高水準的軍事艦隊，就在這樣一場毀滅性的襲擊當中，近乎全軍覆滅。1

而明帝國官方的回應，依然是如同過去一樣，不斷要求荷蘭人立即退回台灣(大

員、熱蘭遮城)，並許下會有商人帶著商品前去貿易的保證，但普特曼斯拒絕這些

要求，反而表示他們已經受夠，這種一直無法改變的現狀，決心要以武力，來達

成他們所認可的自由貿易。2 

 

    隨著普特曼斯從 7 月至 10 月當中，就不斷的襲擊沿海各處聚落與船隻，明帝

國最終也放棄和談的念頭，決定展開反擊，且多次發動攻擊，以及積極準備最終

決戰的準備。3最終在決戰爆發前，鄭芝龍聯名了數十位文武官員，像普特曼斯所

統領的荷蘭艦隊，送上一封的宣戰信。4 

 

     最終明帝國集結一隻龐大的船隊，由鄭芝龍來擔任這隻明帝國水師(海軍)船

隊的前鋒，隨即全軍往金門西南方料羅灣進擊，5並與停泊在此處，由普特曼斯所

                                                      
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4-105． 

2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5-56。 

3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5。 

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117、127、131。 

5
 《金城鎮(金門縣)》，參見：維基百科，下載時間：2019 年 7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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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帥之荷蘭與海盜聯軍，一同展開該戰役最後的決戰。6 

 

第一節、 明帝國對荷蘭的反應 

    普特曼斯在明帝國東南沿海的掠劫行動，促使本因互相敵視的鄭芝龍與鄒維

璉放下成見，轉而團結起來，在此之前，兩人本互相鬥爭，甚至還鬧到了北京的

朝堂上，鄒維璉指責鄭芝龍「勾結夷商」，並進行走私貿易，其賊性不改。7鄭芝

龍則是以充沛的財力，賄絡大量朝廷官員，以此全力毀謗鄒維璉的名聲，指責他

無中生有、德行又汙穢不堪。8 

 

    但在來襲的荷蘭人面前，兩人還是決定攜手合作，鄭芝龍努力修復被摧毀的

戰船，招募更多的人手，積極的準備復仇，9鄒維璉則將巡撫衙門，轉移至大陸沿

海的海澄縣，招集福建各處的將領，命令他們做好備戰與反擊的準備，在這場戰

爭中，兩人都意志堅定的要與荷蘭人一戰：  

九月二十二日，又據游擊鄭芝龍報稱，狡夷犯順，王法無赦，卑職攻擊於大

擔，偵知夷（舟宗）分泊彭湖，隨即設計剿捕，焚燒夾版一隻，已經詳解去

後，九月十三，奉本都院親臨海澄，命將誓師，牌委卑職為前鋒。十五日，

卑職即督船隻扼要鳥沙頭，據報夷船夾版九只，劉香賊船五十餘只，自南北

上游移外洋。卑職督率官兵各僉各號同立戰書，約為決戰，誡以勿走。10 

 

一、 明帝國在七月的反應 

    7 月 12 日，這是普特曼斯帶領荷蘭艦隊，對廈門展開第一次襲擊的時間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9F%8E%E9%8E%AE_(%E9%87%91%E9%96%80%E7%B

8%A3)#%E7%89%B9%E8%89%B2%E6%B4%BB%E5%8B%95。 

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0-131。 

7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55。 

8
 (清)佚名，《鄭氏史料初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號，頁 6。 

9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6。 

10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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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燒毀鄭芝龍停泊至廈門船隊的當天傍晚，兩名名為顏伯爺(Ga mpea)與鄭明祿

(Bendiock)的華商，作為鄭芝龍的代表，前去拜訪普特曼斯，質問普特曼斯為何要

襲擊停泊在廈門的船隊，普特曼斯當下並未有回覆，反而是將這兩名來訪的商

人，扣押在一艘快船上。11 

 

    直到兩日(7 月 14 日)後，鄭芝龍再次送來一封，充滿著恭維內容的信件，普

特曼斯才在當晚先釋放華商鄭明祿，直接當面告知鄭明祿：「我們(荷蘭東印度公

司)要用戰爭的手段，來解決一切的問題，而戰爭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們的官員

(明帝國)，我們要的不是殺人流血，而是要求無限制的貿易。」隨後普特曼斯讓

鄭明祿帶著一封解釋為何要攻擊廈門的信件，將他與一批被俘虜的明國人，一同

放回廈門的灘岸上。12 

 

    而至於另一位，被稱為顏伯爺 Gampea)的華商，則由於虧欠荷蘭人一筆債

務，而繼續被扣押，直到 7 月 21 日，鄭明祿運來一批價值有 642.25 里爾的布

料，並用這批布料，作為償還顏伯爺所欠之債款，普特曼斯才將顏伯爺釋放。13 

 

    7 月 24 日，兩名華商(顏伯爺、鄭明祿)再次前來拜見普特曼斯，且這一次的

拜訪，額外帶上了兩名隸屬於鄭芝龍的使者。使者們帶來了一封求和信，信中主

要是要求普特曼斯，立即退兵回大員(台灣)，然後交還所奪取的船隻(戎克船)。鄭

芝龍則表示會將各種貨物，盡快運往台灣(熱蘭遮城)。這封信更強調，若是荷蘭

人還想和明帝國締結好的條約，就必須要在短時間之內，依照上述的要求行動，

更責備普特曼斯燒毀船隻與動用武力，只會造成情感的傷害與更多貿易的阻礙。

14 

 

                                                      
1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06。 

12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58-159；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06。 

1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107。 

14
 同上註，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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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此信的回應，普特曼斯則回覆使者，說出了公司已經受夠這麼多年以

來，一直不斷持續請求自由通商貿易的動作，本以為公司根據承諾撤離澎湖後，

就能依照承諾來進行貿易，但結果卻並非如此。15 

 

    當公司協助明帝國擊敗海盜李魁奇，更多次使用公司的資金，來協助明帝國

對抗海盜的攻擊，但這樣耗費資金與心血，所付出的結果，卻只是一個不照市價

支付的交易者(許心素) 。16而到了與鄭芝龍進行貿易的時候，雖然鄭芝龍滿口答

應與公司貿易，但每年運來大員的貨物，卻只能花費公司四分之一的資金，而剩

餘資金則毫無績效的積存下來，這情形造成公司很大的損失。17 

 

    7 月 26 日，顏伯爺與鄭明祿同樣攜帶著兩位代表，前來拜見普特曼斯，再次

除了攜帶鄭芝龍的回信外，還多了泉州海道..等其餘政府官員(明帝國)的回信，這

次鄭芝龍在信中，則是直接怒斥普特曼斯，為何要不宣而戰的進行偷襲，並指出

普特曼斯的這種作法「卑劣有如盜匪」一般的襲擊。且在這封私人的信件中，還

向普特曼斯指出，他(鄭芝龍)以為普特曼斯是朋友，以為是如同過去一樣，前來

廈門進行貿易活動，但沒想到卻是趁他在整備船隻的時候，展開無恥的襲擊。鄭

芝龍更在信中斥罵普特曼斯，趁他不備的襲擊，不算是他們的勝利，如果堂堂正

正向他宣戰，他將以戰士的態度來應戰，到時誰戰勝，誰才有光榮。18 

 

    在其餘的信件當中，也都指名以為普特曼斯是以朋友的身分前來，必且告知

他若是想要如過去一般，繼續向我們(明帝國)進行貿易，就要為他所燒毀的船隻

進行賠償，且要立刻撤兵，退回大員島，之後再看皇帝及其他大官如何決定。或

許也正是這些訊息，使普特曼斯在隔日(7 月 27 日)展開一場會議，最終決議出要

                                                      
15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31-33。 

16
 這段內容主要是普特曼斯在嘲諷許心素，因為許心素並不依照市場價格，來與他們(荷蘭)進行

交易，反而以及極高的價格來出售貨物。參見：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2、123、127。 

1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 

18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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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盜(李國助、劉香)們，尋求兵力上的援助。19 

 

7 月 29 日的早晨，代表們在次前來拜訪普特曼斯，隨後中午的時候，普特曼斯讓

使者們，帶回向鄭芝龍與其餘官員們所提出的退兵與和談條件，其中願意與明帝

國和談的條件，主要又分為九項： 

   (1)在漳州、安海、大員、巴達維亞能與任何人自由貿易。 

   (2)為確保安全，允許在鼓浪嶼建立永久性建築，也就是荷蘭人要求在鼓浪

嶼，建設一座據點，用來保障交易與貨物的安全。 

   (3)可在中國沿海城市收購商品，必且可以擁有 8 至 10 個人一起自由通行。 

   (4)船只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 

   (5)不准任何船隻前往呂宋的馬尼拉(西班牙勢力)，只能前往巴達維亞(荷蘭勢

力)，也就是要求明帝國治下的商人，不能前往與公司為敵者的勢力範圍內，並與

他們進行貿易。 

    (6)荷蘭人在明帝國，要享有與明人同等的法律權力，這其中包含能向法官(官

府)控訴關於債權人欠債問題，以及債權人死亡後，債主能向其繼承者人討回債

務。 

    (7)要求荷蘭人能聘請當地的代理人，常駐在福州，讓他們來協助處理兩國人

民間的意外事故。 

    (8)要求授權與國王(崇禎皇帝)的特使，直接進行談判，而其他人不得派人來

進行談判。 

    (9)關於開戰這件事情(普特曼斯率領艦隊襲擊廈門)，是因為公司受到一次又

一次欺騙，因此這場戰爭是一場咎由自取的懲罰，因此拒絕賠償。20 

 

    鄭芝龍對於荷蘭人所提出的條件，並未有任何的答覆，因為他非常明白，一

個實施海禁政策與朝貢貿易的天朝帝國，是絕對不可能答應這種條件，甚至光是

他的上司(福建巡撫鄒維鏈)就不可能讓他答應。也因此荷蘭人在 8 月 11 日，在一

次對廈門進行襲擊，更在 8 月底向東山展開進攻，試圖以襲擊多個沿海城市，來

                                                      
1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8-109。 

20
 李仕德，《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頁 123；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0。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9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7668/257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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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要求。21 

 

     

 

     1633 年 7 月 30 日，這是明帝國最初展開反擊的日子，一隊來自海澄的明帝

國士兵，對前來採集飲用水的荷蘭人，展開了突如其來的攻擊。一名正在盛水的

荷蘭人，當即就死在這隻突擊隊的刀下，而且頭顱還被砍了下來，成為這隊士兵

的戰利品。22 

 

    而在附近的荷蘭人，看到同伴被殺害，隨即使用手上的火繩槍，對這群來自

明帝國的士兵，展開猛烈的射擊，但未造成任何明帝國士兵的傷亡。這群來自海

澄的士兵，隨即帶著砍下來的頭顱，頭也不回的就往山林方向逃竄，荷蘭人見這

群士兵往山林中逃跑，立即對此展開了追擊，但追擊至林後，卻有幾名明帝國的

士兵，在林中使用日本槍(Japansche roers，日式火繩槍)，對追上來的荷蘭人進行

射擊，促使荷蘭人停下追擊的腳步，只能看著這群來自海澄的明兵，帶著同伴的

頭顱離去。23 

 

二、 明帝國在八月的反應 

    8 月 3 日，荷蘭人俘獲了一艘舢舨，並從舢舨上的俘虜口中，獲得明帝國的

官員，正在集結戰船與縱火船。荷蘭人得知明帝國在海澄集結了 19 艘大船與 50

艘縱火船，劉五店與石潯則分別各準備了 50 艘縱火船，24安海則是準備了 16 艘戎

克船，其中有 7 艘來自廣東，9 艘來自於馬尼拉。25 

 

    遽說明帝國至少準備了 400 艘帆船，還要求當地每一戶，必須要交出一擔用

                                                      
2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3、119-120。 

22
 同上註，頁 111。 

23
 同上註，頁 111-112。 

24
 石潯(Tchiogijm)，劉五店的北邊。參見：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 

2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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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燃料的的草或是木頭，更答應每一名與荷蘭人作戰的士兵，都將獎賞 2 兩

銀子，若是能燒毀一艘荷蘭船艦，則會再獎賞 200 兩銀子。荷蘭人更從一些俘虜

口中得知，鄭芝龍特別要求要將普特曼斯活捉，其餘人則是死活不論，並懸賞任

何帶來荷蘭人頭顱的人，都能以一顆頭顱，來換取 50 兩銀子。26 

 

    在 8 月 14 日的黎明，在第二次對廈門襲擊後不久，當天將要黎明之時，明帝

國先行展開第一次大規模的反擊，將近有 50 艘左右的戎克船，從金門西側的大

擔島一帶出沒，接著對停泊在浯嶼、廈門附近的荷蘭艦隊，展開了全面進攻。除

了 Brouwershaven 號，依然停留在浯嶼看管搶來的戎克船與戰利品，其餘的荷蘭船

艦紛紛起錨，一同往大擔島的方向進行移動。27 

 

    這些發動攻擊的明軍戎克船，最先對快船 Weesp 號發動衝鋒，其中有 7 艘縱

火船，對 Weesp 號展開突擊，將 Weesp 號給包圍住，試圖靠近 Weesp 號。但在附

近的荷蘭船艦，隨即趕往支援，運用大炮與毛瑟槍，將來襲的戎克戰船、縱火船

一一擊沉，而這隻被狠狠痛擊的明帝國船隊，最終只能狼狽的沿著海岸逃竄。28 

 

    而在這之後不久，又有 80 至 100 艘左右，或者至少有 100 艘有上的戎克船，

從金門島的東邊出現，打算對剛激戰完不久後的荷蘭艦隊，再次發動一次攻擊，

並且這隻新來的船隊，最少擁有至少 10 至 12 艘左右的大型戰船。此時這隻船隊

正全力搶佔上風處。大多數的船隻從遠望去，都向是被改造成縱火船一樣。29 

 

    普特曼斯立即命令一艘小艇，通知停泊在浯嶼的 Brouwershaven 號與 Venloo

號，命令他們迅速趕來加入會合，下達讓全體艦隊做好全面開戰的準備，只是接

下來並未發生決戰，明帝國的船隊在發射幾發炮彈後，就開始往廈門退去，隨後

                                                      
2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112。 

27
 同上註，頁 114。 

28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0-61；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4。 

2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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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夜，普特曼斯命令艦隊，立即轉移大擔島與列嶼之外的某處海面，進行停泊

修整。30 

 

    在四日後 (8 月 18 日)的早晨，約有四十多艘的縱火船，從浯嶼至大陸海岸之

間的海峽出沒，接著直衝荷蘭艦隊的停泊處，荷蘭艦隊對此攻擊，則是派出小艇

與小船前去攔截，明軍眼看使用縱火船攻擊的意圖被發現，隨即就往海岸的方向

撤離，並且自行引燃部份的縱火船，荷蘭艦隊眼看明帝國的船隻開始撤離，立刻

展開了追擊，最終這隻明軍船隊，最少白白損失了 18 艘左右的縱火船，且還被

抓了數名俘虜。31 

 

    雖然關於明帝國在 8 月 14 日與 18 日的兩次攻擊行動，雖然皆是失敗作為收

場，但荷蘭人也確實被明帝國，那龐大數量的兵力給震撼到，深深感到了致命的

威脅，也因此變的更為的警戒，以及更需要來自海盜(劉香、李國助)盟友的兵力

支持。32 

 

三、 明帝國在九月的反應 

    9 月 7 日，此時的荷蘭人將艦隊停泊至東山一帶，且正對於東山島進行攻

擊，此時一名商人送來一封，來自於東山官員(海澄知縣梁兆陽)的信件，信中乞

求著普特曼斯不要繼續攻擊東山，更直接說明東山之居民，多是貧窮的漁夫，因

而不是荷蘭人的貿易對象，若是荷蘭人要用暴力來獲取自由貿易的權力，他們實

在是無能為力，更是直接提出願意為荷蘭人通知其他的官員。33 

 

    普特曼斯要求這名商人，向東山的居民傳達，只要交出 100 頭牛、100 百隻

豬以及 1 批雞，再用每艘 300 里爾的價格，來售賣 2 艘戎克船，他願意以死刑，

來處罰燒殺擄掠的士兵，並且在收到這些東西後，願意立刻離開東山，但前來傳

                                                      
30
 同上註。 

31
 李仕德，《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金門：金門文化局，2004 年)，頁 124-125。 

3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5-116。 

33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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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商人，卻不敢去商討這件事，因而最後不了了之，荷蘭人也繼續對東山一帶

進行攻擊。34 

 

9 月 23 日，因為強烈東北颱風，使得荷蘭艦隊退至東山一帶避風，這從前來支援

的海盜口中，得知一個正在福州流傳的訊息，這道訊息內容為福州聚集了至少三

千名士兵，這些士兵將在軍門(鄒維鏈)的帶領下，要從陸路前往東山，以及有關

鄭芝龍派遣他的兄弟，帶領七百名士兵先行出發，但關於這道訊息，後來經過荷

蘭人證實，是虛假的偽情報，是故意要誤導荷蘭人離開東山，然而明帝國正在集

結大軍，準備進行反擊的這件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35  

 

三、 明帝國在十月的反應 

    10 月 2 日的中午時刻，名為 Sabsicia 的海盜前來訪普特曼斯，送上一封來自

於鄭芝龍對他們(海盜團體)的勸降信，Sabsicia 告訴普特曼斯，鄭芝龍企圖招降他

們(海盜)，要他們帶著手下前去投靠他，並且他願意給予他們官職以及一些給予

好處的承諾，還要海盜們好好的考慮，千萬不要失去這個機會。Sabsicia 直接對普

特曼斯表示，他們不會接受鄭芝龍的這項提議，普特曼斯則是驚訝他們的無動於

衷，隨後 Sabsicia 則解釋說他們不相信鄭芝龍的任何承諾，反而表示願意全力協

助普特曼斯，而且十分期盼與荷蘭人一起對政府(明)展開攻擊。36 

 

    10 月 10 日，在航向烈嶼途中的荷蘭艦隊，突然遭到颱風的洗禮，艦隊為了

躲避強風的侵襲，在靠岸避風的過程中，船隻造成了碰撞，數艘船隻因而擱淺，

其中有數艘船艦損傷特別嚴重，只能停靠至岸邊進行修整，然而就在維修破損擱

淺的船隻之時，列島的居民與附近一帶的明帝國士兵，組成一隻攻擊部隊，向一

艘擱淺灘岸，正在進行維修的戎克船發動突擊，當場就有兩人被殺害，但隨後一

直跟隨荷蘭艦隊，特來助戰的海盜盟友，立即衝上去支援，將來襲擊者盡數擊

                                                      
34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1。 

35
 何孟興，《浯州烽煙-明代金門海防地位之變遷之觀察》，頁 178-179；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

日誌》，第 1 冊，頁 124-125。 

3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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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並向荷蘭人送上了 15 至 20 顆，前來襲擊者的頭顱，且遽聞這批襲擊者的頭

顱當中，可能含有兩名要員(明帝國的武官)。37  

 

    有關 10 月 10 這場襲擊，可以說是在料羅灣決戰以前，最後一場的局部戰

爭，很快在兩日(10 月 12 日)後的清晨，修整完畢後的艦隊再次出航，在 10 月 19

日抵達金門料羅灣，並與在此的海盜(李國助、劉香)艦隊會合，準備與鄭芝龍為

首的明帝國船隊，進行最終的決戰。38 

 

    福建巡撫鄒維璉，則是在 10 月 15 日前往海澄縣，其中海澄縣為通往金廈的

重要門戶，且此地的水路較淺，荷蘭艦隊中的大型船艦，比較難以靠近此地。隨

後鄒維璉在此展開場誓師討夷大會。福建一帶的軍隊，也幾乎都在此地聚集會

師，並且明國也查明了荷蘭所在的位置與兵力，此時明國的大軍正聚集於此，都

在為討伐紅夷(荷蘭)做最後的執行準備，在〈奉剿红夷报捷疏〉內，則記載： 

竊惟紅夷一小丑，狡焉。挾市封豕長蛇，薦食閩疆，且勾寇首劉香、薩倭渠

魁李大捨(李國助)合橫掠於海上.....豈獨八閩一大患。臣璉濫叨節鉞，若不堂

堂正正聲罪致討，何以生為。福寧聞報即已飛諭文武將吏，不許更談互市之

兩字，誓以一身拚死當夷。乃於八月十二日(1633 年 9 月 14 日)自省抵漳，

檄調諸將，大集舟師，以五虎游擊鄭芝龍，手握重兵，部多驍將，應為前

鋒.....臣璉撰一海戰焚夷之方略，手授諸將。九月十三日(10 月 15 日)，舟渡

海澄，誓師督戰，是日諸將歃血為盟，同心協力。即令開駕，相機剿夷去

後。39 

 

    10 月 19 日，鄭芝龍向駐紮在料羅灣的普特曼斯，正式送出一封宣戰信件，

由一位居住在大員，被稱為：Jocxswan 的商人來轉遞，根據《熱蘭遮城日誌》所

描述的內容，其大意為「皇帝豈能容許一條狗，在他的枕頭上撒野...你想要戰

爭，那就來廈門，我們會看著你慘敗...。」而在這封信上，還有著多達二十一位

                                                      
3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8-129。 

38
 同上註，頁 129-131、133。 

39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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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聯合署名，內容充滿著各種鄙視與嘲諷，來回應荷蘭人四處襲擊與不宣而

戰。40從《熱蘭遮城日誌》記載來推斷，Jocxswan 這名商人，位於 10 月 10 日從大

員出航，並在途中遭遇到鄭芝龍艦隊的攔截，隨後被命令轉交這封宣戰信。41  

 

    在此時鄭芝龍與鄒維璉，已獲得荷蘭艦隊以及海盜盟友們所組之聯軍，正停

泊於金門料羅灣這個優良深水港灣內的情報，更成功得知荷蘭與海盜聯軍的大致

規模，隨後明帝國方面，大致判斷出荷蘭人至少擁有 8 艘西式帆船，而他們的海

盜盟友，則至少準備了 50 艘以上的戎克船。42並且這些願意為荷蘭人助戰的海盜

們，皆在船尾綁上了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43最終在福建巡撫鄒維璉的命

令下，這一隻幾乎匯集福建所有官方船艦的大船隊，航往金門料羅灣，誓言要與

荷蘭人決一死戰。44 

 

    最終在 1633 年的 10 月 22 日，鄒維璉下達對停泊在金門料羅灣的荷蘭艦隊，

展開全軍總攻擊的命令。45有關《達觀樓集》此一文獻中，就有記載關於鄒維璉

對荷蘭人下達戰書，招集福建各路兵馬，向料羅灣展開攻擊的相關紀錄： 

牌委卑職為前鋒。十五(10 月 17 日)日，卑職即督船隻扼要鳥沙頭，據報夷

船夾版九只，劉香賊船五十餘只，自南北上游移外洋。卑職督率官兵各僉各

號同立戰書，約為決戰，誡以勿走。一面移會各路舟師，十七(10 月 19 日)

齊到，十八(10 月 20 日)戧至圍頭46，夷船夾版同賊哨亦戧上料羅...俱曰兵貴

神速，乃於二十(10 月 22 日)早五鼓，各自圍頭開駕，直抵料羅。47 

                                                      
4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7-68。 

4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3、131。 

42
 同上註，頁 131-132。 

43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8。  

44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3-66。 

45
 同上註，頁 65。 

46
 圍頭，位於金門島的北方，是早期泉州重要的貿易範圍。參見：(清)林豪，《金門志》，頁 78。 

47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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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鄭芝龍與荷蘭之船艦 

一、 鄭芝龍的新式戰船 

    有關於在廈門幾乎被普特曼斯殲滅的船隊，在近年來有種特別的說法，其中

最為明顯的說法，乃是在歐陽泰的《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一書中。歐陽泰在此書當中，就曾寫到這隻在廈門中左港內，被普特曼斯毫不留

情摧毀的船隊，可能是當時亞洲最為先進、強大的艦隊。
48
 

 

    這一點從《熱蘭遮城日誌》當中，就直接指出在艦隊攻擊廈門前，曾經發現

廈門停泊 25-30 艘的大型船隻，並且指出這些大型帆船，能夠安裝 16、20 門，甚

至能安裝上 36 門火炮，這樣子的武裝力量，著實令荷蘭人對此感到威脅與驚

駭。49 

 

    歐陽泰在《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一書中，指出大部分

的中式帆船，基本上就只能安裝 6 至 8 門小型的火炮，並指出這隻船隊(30 艘大

型帆船)，乃是鄭芝龍採用部分西洋技術，所打造的新式艦隊。50 

 

(圖 4-1) 明朝帆船戰艦素描 

                                                      
48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1。 

4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05。 

5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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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艘戰船的素描，乃是出自於 1637 年左右，是由一位名為 Peter Mundy 的英國人，在廣

東港口附近，看見一艘中式戰船，隨後將其描繪紀錄，此外 Peter Mundy 指出，這艘戰船雖然如同

西式的船艦一樣，裝設有兩層的火炮(炮甲板)，但似乎不夠堅固，只能裝備輕型的火炮。圖片來

源：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3。 

 

    若是把時間以 1628 年年底，鄭芝龍被李魁奇擊敗，從而逃離廈門撤往福州，

從新招募人手、購買船艦，在到 1629 年 2 月，聯合荷蘭人，擊敗李魁奇，將其處

死、1631 年 4 月，同樣聯合荷蘭人擊敗鐘斌，在使其溺斃。51這樣一直到 1633 年

7 月 12 日的廈門襲擊(第一次襲擊)來看，這隻新式船隊所打造完成的時間，確實

才過沒多久。52 

 

    而這 30 艘大型船將會是鄭芝龍的艦隊主力，採用了荷蘭的科技，每一艘都

擁有兩層經過強化的火炮甲板，可以架設 30 至 36 門大型火炮，而且還具有歐洲

樣式的炮門，設置了可以滑動的炮架，上面還裝設環釘與粗繩，使得炮手可以將

                                                      
5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41。 

52
 湯錦台，《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頁 140、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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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拉向後方，以便進行裝填炮彈之動作。普特曼斯甚至聲稱「在這個國度，從

來沒有人見過像這樣的艦隊，有著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53 

 

    荷蘭人對廈門展開襲擊後，曾經參觀這些船艦的荷蘭人，形容這些船艦「又

大又美，武器精良，大砲也裝設得非常好....船艦都有兩層堅固的甲板，還有很好

的炮車，砲管上也有鐵環，可以用來裝避免後座力太強的繩索」。54 

 

    在對廈門進行的第一次襲擊結束後，普特曼斯就對於廈門進行了海上封鎖，

隨後開始橫行於鼓浪嶼、金門、廈門，並且還組織派遣數支小型的分艦隊，四處

進行掠奪與襲擊，而在廈門所駐紮的鄭芝龍船隊，在被普特曼斯毀滅後，明帝國

等同於是失去了東南沿海，最為強大的海上武力，一時之間根本對此無力反擊，

只能不斷進行協商談判，企圖使荷蘭人退兵。55 

 

二、 荷蘭快船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所使用的西式帆船，主要是以大帆船(Schip)、快船

(Jacht)、平底船(Fluijt)三種船型為主。56而這其中關於大帆船與平底船這一類的船

隻，主要是比較偏於商業、運輸之用途，這類的船隻早在決戰前，就先帶著戰利

品、走私貨物離去。而在上述圖表(表 4-1)中，有關荷蘭人停泊在金門料羅灣的艦

隊，則是以快船(Jach)來做為其核心主力。57 

 

    而荷蘭艦隊中的主力船艦，其名為快船(Jacht)的船隻，又可翻譯為快艇、戰

船(Oorlogjacht、Man-of-war)，但如果從奈傑爾所著作的《海盜的故事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irates》一書中，其對於快船、快艇這類型的船隻，所進行的廣泛定義

                                                      
53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0-62。 

54
 歐陽泰，《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頁 358。 

55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53。 

5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 

57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第 45 期，頁 15、59。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5%88%E5%82%91%E7%88%BE%EF%BC%8E%E8%80%83%E7%B4%A2%E6%81%A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he%20Illustrated%20History%20of%20Pirate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he%20Illustrated%20History%20of%20Pirates


 
 

91 
 

來講，只要符合能夠迅速航行，能夠裝載一定的火炮，且具有一定的戰鬥、掠奪

能力的中小型多桅帆船，皆能夠被稱為快船、快艇。58 

 

    但一般多用來形容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快船(Jacht)，這是在描述一種適用

於戰爭，且具有優良的攻擊與防禦力，船頭、船尾還能安裝火炮的多桅輕型帆

船。59 

 

(圖 4-2) 十六～十七世紀的荷蘭快船(Duyfken) 

 

    圖中的船隻，為一艘小型荷蘭快船(Jacht)，其原型為 Duyfken 號，建造完工於 1595 年，隨後

被 荷蘭東印度公司廣泛使用，並在 1606 年，成為第一艘抵達澳大利亞海岸的西式帆船，負載能力

為 110 噸，吃水深度則有 2.4 米，航行速度為 7 節，能裝備 8 尊小型的火炮。圖片來源：〈Irregular 

Wars: Wargaming at the World's End: The VOC jacht Duyfken〉，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 日，網址：

http://irregularwars.blogspot.com/2011/07/voc-jacht-duyfken.html。 

 

    上述所稱之快船，也是有劃分其大小類別，如一般大型的快船，其大約在

                                                      
58
 Nigel Cawthorne (奈傑爾．考索恩)，黃麗莉、黃玉珍(譯)，《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irates 海盜的

故事》(台中：好讀出版社，2009 年)，頁 108-110。 

59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第 45 期，頁 14-15。 

http://irregularwars.blogspot.com/2011/07/voc-jacht-duyfken.html
http://irregularwars.blogspot.com/2011/07/voc-jacht-duyfken.html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Nigel+Cawthorne/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5%88%E5%82%91%E7%88%BE%EF%BC%8E%E8%80%83%E7%B4%A2%E6%81%A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he%20Illustrated%20History%20of%20P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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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至 280Iasten(340 至 560 噸)左右，60這種類型的快船，不管是攻擊又或是防禦能

力，皆是十分的優秀，是十分適合用來進行海戰的船隻，但其缺點就是吃水過

深，不是每一個港口都能將船駛入其中。61 

 

    而中型的快船，則大約是在 70 至 170 Iasten(140 至 340 噸)左右，不管是用來

貿易運輸又或是海上戰鬥，都極為的適合，其運用與數量也是最為的廣泛。最後

的小型快船，則是差不多在 70Iasten(140 噸))以下，甚至還有著 20Iasten(40 噸)左右

的快艇，適用在軍事上的後勤補給與短程的轉運，以及區域性的航運。62 

 

(圖 4-3) 十七～十八世紀的小型荷蘭快船 

 

    這艘帆船是位於 17-18 世紀，隸屬 VOC(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中小型快船(Jacht)，出自〈Het 

jacht van de kamer Rotterdam begroeteen Oostindiëvaarder〉這幅油畫，由荷蘭畫家 Jacob van Strij (雅各

                                                      
60
  Iasten，又能譯為 last(負載)，last 與船噸的比例，為 1 比 2。參見：〈De VOC siteoverzicht VOC-

schepen VOCsite〉，(荷蘭東印度公司，概述 VOC 船舶文獻庫)，網址：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61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第 45 期，頁 15。 

62
 同上註。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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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凡˙斯特賴傑，1756-1812)在 1790 年的鹿特丹所繪製。圖片來源：〈SHIP MODELL shipyard(船

舶&模型&造船廠)〉，下載時間：2018 年 12 月 10 日，網址：http: 

//www.shipmodell.com/index_files/SHIPMODELL_DUTCH_YACHT.htm。 

 

第三節、 料羅灣的決戰 

    自從福建巡撫鄒維璉，在 10 月 15 日的海澄縣，展開一場誓師大會後，明帝

國的將士們，就開始在進行最終的攻擊準備。並在 10 月 22 日的黎明，獲得敵方

數量與位置的明帝國水師，集結一百五十艘以上的戎克船(中式帆船)，並由鄭芝

龍來擔任其前鋒與總帥，全數航往料羅灣，準備進行直接的突擊，這隻龐大船隊

中，甚至包含了 50 艘左右的大型船隻。63 

 

    而在此時的同一時間，普特曼斯所率由 8 艘西式帆船(荷蘭人)以及 50 艘以上

的戎克船(海盜)所組建的聯合艦隊，則停泊在料羅灣這個新月形狀的寬廣海灣當

中。其中更讓海盜盟友在他們的船隻身上，纏綁著繡有「VOC」字樣的藍色三角

旗幟，這亦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縮寫，好以此

來和明帝國的船隻來做區分。64 

 

    而在當日一清早，有艘警戒船放出警告的炮響聲後，鄭芝龍所統帥的明帝國

水師，沒過多久就出現在普特曼斯的視線中，但普特曼斯卻命令艦隊暫勿行動，

他自信自己能夠擊潰這隻船隊，因而靜待敵船的接近。65 

 

    福建巡撫鄒維璉在〈奉剿红夷报捷疏〉此一文獻中，則描述在 10 月 17 日，

明軍發現荷蘭與海盜的聯合艦隊，停泊至金門料羅灣的蹤跡，以及這隻艦隊的船

隻數量。隨後在 10 月 19 日，各方的明軍部隊進行出征的準備。隔日(20 日)，在

各處集結完畢的明帝國船隊，全軍航向圍頭一帶，並在圍頭進行最後的總集結，

                                                      
6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9-131。 

6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8-69。 

6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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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10 月 22 日的黎明之時，全軍往料羅灣發動攻擊： 

九月二十二日(1633 年 10 月 24 日)，據游擊鄭芝龍報稱，狡夷犯順，王法

無赦，卑職攻擊於大擔，偵知夷（舟宗）分泊彭湖，隨即設計剿捕，焚燒夾

版一隻，已經詳解去後。十五日(10 月 17 日)，卑職即督船隻扼要鳥沙頭，

據報夷船夾版九隻，劉香賊船五十餘隻，自南北上游移外洋。移會各路舟

師，十七(10 月 19 日)齊到，十八(10 月 20 日)戧至圍頭，夷船夾版同賊哨

亦戧上料羅。卑職復會南路左翼高副總、泉南右翼張游擊、彭湖遊兵王游

擊、中軍劉、鄧二將，俱曰兵貴神速，乃於二十(10 月 22 日)早五鼓，各自

圍頭開駕，直抵料羅。天才黎明，果見夷船夾版九隻，自恃負嵎，賊哨五十

餘隻，往來駕使，卑職傳令本部官兵前衝，務要攻擒夾版，而駕使賊哨聽各

路零星哨船追捕。66 

 

    當雙方都發現對方船艦接近的身影後，隨即就在料羅灣一帶，展開激烈的交

戰，但此時的日期，已抵達至十月末，台灣海峽的風向，早已化為東北風。有關

料羅灣海戰所發生交戰之區域，其基本都位在台灣海峽當中，而台灣海峽季風交

替明顯，頻繁的偏北風向又極為的強勁，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往往會受到東北

風的影響，而 6 至 8 月則是以西南風為主，且每年強烈的颱風又會伴隨著暴雨，

也因此台灣夏季颱風與冬季東北季風所生成的凶險巨浪，使台灣海峽海氣象在航

海界中， 一直都無法擺脫黑水溝之稱呼。期造成潮水位置的變化劇烈，對沿岸

有著強烈的侵蝕。海峽海流也存在明顯季節變化，冬季以從北向南的沿岸流為

主，夏季則是以從南向北的暖水，以及從太平洋進入的黑潮支流為主。67 

 

    在颱風的威脅下，荷蘭艦隊與其海盜盟友，皆在金門料羅灣內停泊，當戰時

延至 10 月後，風向也以西南轉變為東北風，這對遠道而來的荷蘭艦隊而言，是

極為嚴峻劣勢。但這對於明帝國與鄭芝龍而言，無疑是老天相助的優勢順風，而

在此之前，就可以看出鄭芝龍與明帝國的士官兵們，一直在為決戰進行準備，並

                                                      
66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4-95。 

67
 陳昭銘、許華智、蕭登倨，〈台灣海峽航路海象特性分析－基隆福州航路〉，《台灣海事安全與保

安研究學刊》，第 3 卷第 5 期，(基隆：台灣海事安全與保安研究學會，2012 年)，頁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3%E9%A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C%97%E5%AD%A3%E9%A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C%97%E5%AD%A3%E9%A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97%E6%B0%A3%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9%A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5%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B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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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如歐陽泰在《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

爭》一書中，就曾寫道：「鄭芝龍知道秋風會帶來風暴，因此靜靜等待時機。」

普特曼斯也因為強風的緣故，在開戰前，就先損失了兩條西式船艦，而與其同行

的海盜盟友們，也損失大約 20 多條戎克船。68 

 

    雖然從鄭芝龍在多次的談判中，不斷的進行拖延，以及在 10 月中旬，風向

轉為東北季風後，才向荷蘭人送上具有濃厚挑釁意味的宣戰信，可對鄭芝龍是否

是要藉此取得天時(風向)上的的優勢而進行推斷。69但這也不能排除，鄭芝龍只是

在等待夏季颱風平息的可能與巧合性，就例如：荷蘭人在 10 月 11 日，得知鄭芝

龍與明帝國在沿海的船隻，因為颱風的緣故，受到十分嚴重的損害。雖然不知是

否是因為颱風的緣故促使明軍避戰，但確實與颱風有所關聯，導致這戰事繼續延

長。70 

 

(表 4-1) 停駐在金門料羅灣的荷蘭艦隊 

 船名  類型  船噸位 

 Brouckerhaven  快船(jacht)  200 噸 

 Slooterdijck  快船(jacht)  不明 

 Bredam  快船(jacht)  200 噸 

 Bleyswijck  快船(jacht)  100 噸 

 Zeeburch  快船(jacht)  120 噸 

 Wieringen  快船(jacht)  120 噸 

 Salm(Zalm)  快船(jacht)  100 噸 

 Kouckercke  快船(jacht)  100 噸 

。    資料來源：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127；〈De VOCsiteoverzicht VOC-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68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6-67。 

69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7。 

70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39-140、142-143；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9。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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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2。 

 

 一、 料羅灣的決戰 

    在 10 月 22 日的黎明之際，前來攻擊荷蘭與海盜聯軍的明帝國船隊，將 150

艘戎克船分為兩隊，其中一隊直接主動向荷蘭人發起了攻勢，船隊很快就繞到荷

蘭艦隊的後方，而另外一隊則是搶佔上風處，保持著戰術上的優勢。而繞道荷蘭

船艦後方的明帝國船隊，開始一船接著一船向荷蘭船艦靠攏，將其團團的包圍。

其中快船 Brouckerhaven 號，更是被多艘戎克船圍攻，其中一艘靠上 Brouckerhaven

號的戎克船，再將 Brouckerhaven 號，用鎖鏈死死的勾住後，立即毫不猶豫的就直

接點火自焚，完全不顧自己人的安危。71 

 

    Brouckerhaven 號上的人員，不管是使用大炮還是火槍，都無法阻止圍攻者

們，那無所畏懼的瘋狂攻勢。很快戎克船身上的火勢，就涉及到 Brouckerhaven 號

的船尾，最終當火勢蔓延到火藥庫後，使得 Brouckerhaven 號發生爆炸，整艘船立

即沉沒於海灣當中。72 

 

    而停靠較為接近岸邊的快船 Slooterdijck 號，則是同樣被數艘戎克船圍攻，

Slooterdijck 號對此拼命進行抵抗，甚至兩度將企圖奪取 Slooterdijck 號的明帝國軍

打退。但最終 Slooterdijck 號還是被圍困住，隨後 4 艘較為大型的戎克船，一同展

開了夾擊。Slooterdijck 號隨即敗在人數的劣勢之下，最終慘遭俘獲。73 

 

(表 4-2) 料羅灣決戰當中，荷蘭艦隊所損失之船艦 

船名 類型 船噸位 損失原因 

Brouckerhaven 快船(jacht) 200 噸 被大量的縱火船圍攻，當火勢蔓延至

火藥庫後，發生了爆炸，隨後純毀。 

                                                      
71
 何孟興，《浯州烽煙-明代金門海防地位之變遷之觀察》，頁 180-181。 

72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6-67。 

73
 何孟興，《浯州烽煙-明代金門海防地位之變遷之觀察》，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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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oterdijck 快船(jacht) 不明 被明帝國船隊所包圍，最後寡不敵

眾，而被俘虜。 

    資料來源：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66-67；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127；〈De VOCsiteoverzicht VOC-

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快船 Wieringen 號，則拼命航往外海，數艘大型的戎克船，則在後方緊緊咬

著不放，這些戎克船都想鉤住 Wieringen 號，企圖將 Wieringen 號燒毀或是俘獲。

而快船 Kouckercke 號，則是因為位置過於順風，因而與許多的戎克船交戰，這使

得 Kouckercke 號被明軍的船隻圍困住，令附近的友軍無法確認其身影，進而無法

對 Kouckercke 號進行援助，只得將其放棄，好在 Kouckercke 號最終自行脫困，順

利的脫離戰場，但船體燒損之狀況，卻也是極為的嚴重。74 

 

(圖 4-4) 料羅灣海戰 

                                                      
74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7。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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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為歐陽泰對鄭芝龍的攻擊路線，以及普特曼斯所率艦隊之位置的認知。圖片來源：歐陽

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70。 

 

    最終普特曼斯帶領著 Bredam 號、Bleyswijck 號、Zeeburch 號、Wieringen 號、

Salm 號這 5 艘荷蘭快船，費勁了力氣，才衝出了明帝國船隊的層層包圍網，順利

的往外海撤離。普特曼斯在這時才發現，在明帝國龐大的船隊當中，就算是配備

精良的大型戰船，只要一鉤住荷蘭人的船艦，立刻就點火自焚，直接化身為縱火

船。75 

 

(圖 4-5) 明荷料羅灣海戰位置之灘岸處 

                                                      
7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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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實際走訪金門料羅灣沿岸後，發現東南被改設為碼頭，並進行人員管制，而西南凸出之

輪廓，則為陡峭之懸崖與礁岩，令人難以行進，而從東至西之海岸與該圖大同小異，皆是一片延

長佈有礁石的沙灘。圖片來源：2016 年 7 月 20 日，鄭瑋杰 攝。 

 

    許多提起金門料羅灣海戰的相關研究，都會提起鄭芝龍、明帝國所運用的

「縱火船」戰術，將荷蘭人與海盜們的船隻焚燒擊潰。上述所言的確是事實，明

帝國在料羅灣海戰的勝利，確實也是因為成功運用縱火的船隻，從而獲得這場戰

爭的勝利。這乍看之下，一時會以為運用縱火船，是明帝國獨有的戰術，但實際

上這在西方的海戰史中，卻也是極為常見的戰術，且在過去多次的海戰中，歐洲

人就在亞洲面對過多次的縱火船的攻擊。76此戰荷蘭艦隊的總指揮官，更是身經

百戰的普特曼斯，他在戰前的會議中，就不斷討論要如何防範鄭芝龍的縱火船戰

術，但荷蘭與海盜的聯合艦隊，最終還是敗在了明帝國的縱火船攻擊之下。77 

                                                      
76
 (明)曹履泰，《靖海紀略》，卷 1，頁 45。 

7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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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過去的說法，基本是以明帝國的將士，捨身忘死、奮勇報國，荷蘭人

則是狂妄自大、傲慢輕敵來做為主要解釋。但這其中更大的可能性，則是普特曼

斯被鄭芝龍成功迷惑、蒙蔽。首先是鄭芝龍(明帝國)在和普特曼斯多次的談判，

以及後來的宣戰信中，鄭芝龍不斷吹噓己方的實力和勇氣，更多次的強調，會讓

所有人看見，他將正面擊敗普特曼斯，且鄭芝龍也確實在決戰前，將集結到的戰

船，都安排了士兵與大炮，使得這些在火攻所用到的縱火船，看起來都如同是威

力強大的戰艦。78 

 

    荷蘭艦隊的優勢，在於艦隊中的船艦，能在外海深水區，迅速的移動航行，

以及擁有強力的火炮與優秀的水手。若單單只有荷蘭艦隊參戰，普特曼斯必定會

將艦隊航離開料羅灣，並在深水區對來襲目標，進行猛力的炮擊，以強大的火力

及外洋上的優勢來擊潰敵手。79 

 

    但由於海盜盟友在兵力上的援助，以及鄭芝龍在戰術上的偽裝成功，使得普

特曼斯打算正面迎戰，如同最開始向廈門展開襲擊一樣，正面貼近明帝國的戎克

船，再用猛烈的炮火來殲滅目標。普特曼斯的戰術絕非是錯誤，因為鄭芝龍與普

特曼斯皆認同，荷蘭槍炮火器所造成的死傷，確實足以讓明帝國的船隊整個崩

潰。80 

 

    但事實在決戰開始前，普特曼斯確實有打算，將艦隊開往深水區，但普特曼

斯卻沒有預料到，明軍的船隊在十月東北季風的加持下，其航速遠遠超出他的計

算，這使得荷蘭艦隊，根本來不及起錨轉移，最後也只能讓艦隊停留在原地。81 

 

                                                      
78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9-70。 

79
 歐陽泰，《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頁 358-359；歐陽

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5、69。 

8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5、69-71。 

81
 同上註，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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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芝龍的計策十分的成功，他使普特曼斯認為這些船隻，充分配備大炮與人

員，看起來英勇無畏，成功讓普特曼斯認定這些船隻都是戰艦，成功讓普特曼斯

認為鄭芝龍打算和他來場硬碰硬的海戰。同時普特曼斯也對於他直屬的 8 艘西式

帆船，以及前來相助的海盜盟友(劉香、李國助)們，充滿十足的自信，認為這樣

的兵力，足以摧毀這隻將近 150 艘戎克船組成的明帝國船隊。只是普特曼斯沒料

到，當明帝國的船隊的身影出現後，竟然會直接向他的艦隊發動衝鋒，就算用火

炮、火槍等各種火器猛轟，也無法阻止這些船隻的進攻。82 

 

    發動攻擊的明帝國士兵，被荷蘭人形容為「猶如發瘋絕望之人」一般，完全

不顧自己的性命安危。當這些來自於明帝國的戰船，一靠近荷蘭船艦的身旁，立

即就點火自焚，這時普特曼斯才意識到，眼前整個明帝國的船隊，全都是縱火

船，就算是武裝精良的大型戎克船，也同樣採取這種戰術，鄭芝龍根本就無意要

和他們正面交戰，只是想讓戎克船靠攏貼近，然後進行縱火自焚罷了。普特曼斯

眼見手下人員驚惶失措，艦隊更是陷入了混亂，促使每艘船艦只能各自為戰，最

終只能下令突圍撤退。83 

 

    明帝國方面的戰報，主要是由〈奉剿红夷报捷疏〉這份文獻所記載，其描述

是先從參將陳鵬，最先發起攻擊來開始敘述。當參將陳鵬發起攻擊後，接著則是

趕忙前去接應的把總鄭然。伴隨著林察、陳麟、楊耿、蘇成、蔡騏、林習這些明

帝國武官們，捨生忘死的奮戰，且拼命焚燒船隻，更向荷蘭艦隊中的船艦發起無

畏的進攻，賣力追擊往外海逃竄的荷蘭船艦。84 

 

(圖 4-6) 明荷料羅灣海戰路線流程 

                                                      
8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2。 

83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70-72。 

84
 蘇同炳，〈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臺灣史研究集》，頁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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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巡撫鄒維璉，在 10 月 15 日前往海澄，並在海澄展開了誓師大會，隨後在 17 日發現

荷蘭與海盜的聯軍，正停泊在金門料羅灣躲避颱風；2、明帝國的各方船艦，則是在 10 月 20 日

內，紛紛航往圍頭進行集結，在 10 月 22 日的清晨，以鄭芝龍為首的明帝國船隊，趁著 10 月東北

季風，全數航向料羅灣，迅速展開突擊行動；3、荷蘭艦隊在 10 月 22 日的上午，慘遭明軍擊潰，

並在突破明帝國的圍剿後，隨即往澎湖的方向進行撤退。圖片與資料來源：江樹生(譯注)，《熱蘭

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9-133；〈Google 地圖〉，下載時間：2019 年 4 月 1 日，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3.6110753,117.958494,179747a,35y,31.83t/data=!3m1!1e3。 

 

    明帝國的武官陳豹(千總)在對一艘逃竄的荷蘭大船(疑似快船 Kouckercke 號)，

發動攻擊的時候，差一點就能將這艘船擒獲，可惜因為風向逆風的緣故，從而導

致了失敗。85此外把總林宏與鄭成，則用火銃槍彈與弓弩箭矢進行射擊，哨官洪

輝與吳拱，則是合作進行夾擊，差點就能生擒荷蘭首領的座艦： 

時本都院差官葛聰正在卑職船上宣諭軍令，而各路諸將或為應援，或為夾

                                                      
85
 蘇同炳，〈由崇禎六年的料羅灣海戰討論當時的閩海情勢及荷鄭關係〉，《臺灣史研究集》，頁 35-

3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3.6110753,117.958494,179747a,35y,31.83t/data=!3m1!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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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加銜參將陳鵬首衝入陣，與夷攻擊，仍麾備總林察、陳麟、楊耿、蘇

成，專意滅偽王，因有搗擊大夾版而生死不避者，把總鄭然也；次沖接應，

而夾版之勢隨即披靡者，哨官蔡騏也；三衝與之牽扯，並蔡騏一船俱為焚燒

者，哨官林習由也。嗣而窮追極東外洋，偽夷王二杯大夾版一隻，被千總陳

豹烏尾首衝，火器齊發，幾乎獲矣，不意反風吹火，倏而自不和諧焚卑職令

旗再麾，天鵝聲連催，把總林宏、鄭成銃彈交鋒，矢石如雨。哨官洪輝、吳

拱協力齊擊，偽夷王之船已在掌中，即可坐縛。86 

 

   在這一場戰爭中，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結果，就是荷蘭艦隊中的快船

Brouckersheaven 號遭到燒毁以及快船 Slotendijck 號被俘獲，而快船 Bredam 號、

Bleyswijck 號、Zeeburch 號、Wieringen 號、Salm 號，則順利逃離明帝國船隊的追

殺。87普特曼斯對於這場戰爭的失敗，以及之前風暴的損失，直接表示出至少在

這一段時間(本季)內，公司再也無法有任何的作為。88在〈奉剿红夷报捷疏〉中則

是記載為： 

詎意外洋風狂波濤，粗惡夷船，戧風遠洋，追趕不及，加銜參將陳鵬協同陳

麟、朱華、吳華攻焚大夾版一隻...哨官張梧、千總鄭彩、捕盜黃勝冒險奪獲

夾版一隻，尚有夾版五隻，亦被卑職躬督陳鵬、郭熺、胡美拚命擊走，愈追

愈遠，方始收軍。露布馳報，隨會同各路諸將齊回中左，稽查功級、器仗及

死傷官兵。89 

 

    普特曼斯帶著剩餘的船隻，紛紛向外海逃竄，而與荷蘭艦隊一起戰鬥的海盜

盟友們，在荷蘭船艦紛紛往外洋逃竄時，也隨之一同崩潰，緊接著就在潰逃的途

中，被明軍的船隻，緊緊的死咬住不放，最終被殲滅大半。明帝國對此戰役表

示，武官鄭然(把總)戰死，並有 86 人陣亡，其 132 人重傷，俘擄 84 名紅夷(荷蘭

人)，而對於荷蘭方面的相關紀錄，則表示在這場戰役當中，公司損失了 93 名員

                                                      
86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7-98。 

87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42-144。 

88
 何孟興，《浯州烽煙-明代金門海防地位之變遷之觀察》，頁 180-181。 

89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8-100。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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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90而明帝國在料羅灣海的戰損與戰果，從明代文獻史料〈奉剿红夷报捷疏〉

中，則是記載： 

查得，把總鄭然首衝，身為彈死；各船之目兵陣亡者八十六名，重傷者計一

百三十二名；據千總哨官等各獻生擒紅夷共八十四名、首級五顆、哨船一

隻、賊婦二口、小廝一名、海賊一十九名；又據解到大銃六門、小熕二門、

鳥銃一十三門、劍十把、鐵鍪一頂、鐵甲一領、火藥六筒；續又據陳鵬解到

番書七本、海圖一面、番劍一口；陳秀解到鐵甲、項圍並掩心共三塊；守備

王巳觀、把總許鼐、袁德、周之祥、李國輔呈報撈救溺水目兵共九十二名；

泉南張游擊移送撈救溺水目兵三名。是役也，各路會師前衝者，真如摧枯拉

朽，隨後者無不乘勝長驅。將士渾身是膽，各效一臂。夾版焚者，火焰沖

天，夷眾溺者，屍浮滿目。擒斬累累...所有擒獲紅夷，已經譯開名字，同賊

犯、婦女、首級、船隻、器仗給批上解。91
 

 

 二、 料羅灣海戰之後續 

    料羅灣海戰最終是以荷蘭人的戰敗，且逃離金門而落幕，但之後的續過程，

卻也是極為的戲劇性。當戰爭結束後，戰敗的荷蘭人立即探聽明廷的消息，得知

明帝國想要獲取和平，這場戰爭確實給他們帶來很多的麻煩與痛苦。鄭芝龍對此

也向荷蘭人回覆，表示會用一切的手段讓朝廷允許荷蘭人的貿易活動，但要求普

特曼斯(荷蘭人)對這場戰爭表示認錯與賠償，且鄭芝龍對荷蘭人表示，就算在之

前將他的船隊，近乎全數摧毀，他也將會在明年準備更多的船艦，若是要再次用

武力進犯，隨時奉陪在戰。92而鄭芝龍在表達繼續戰鬥下去的決心外，鄭芝龍也

優待於荷蘭人的俘虜，以此來對荷蘭人示好。93 

 

    靠著這次料羅灣海戰的勝利，使得芝龍獲得了一定影響力，他所做的第一件

                                                      
90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8-70、73。 

91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8。 

92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

頁 68。 

93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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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使北京的朝堂，將福建巡撫鄒維璉給撤換掉。此時認為要將荷蘭人徹底

驅逐的鄒維璉，已經成為阻礙鄭芝龍發展，以及妨礙與荷蘭人和談的最大的麻

煩，因而設法使鄒維璉被調離。94其中在《明史》的〈列傳〉中，就記載： 

海賊劉香數勾紅夷入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遣游擊鄭芝龍等大破之，詔賜

銀幣。俸滿，以京卿錄用。初，振飛論海賊情形，謂巡撫鄒維璉不能辦，語

侵之。維璉罷去...。95 

 

    11 月 23 日，一位名為 Sidnia 的商人，作為鄭芝龍的代表，向荷蘭人送來一

封信件，信中充滿各種沒有什麼內涵的空話與修飾過的謊言，更指責發動戰爭的

普特曼斯必須負責。然而荷蘭人在秘密詢問前來送信的明國人後，得知鄭芝龍與

明帝國的官員們，都很希望獲得和平，他們希望普特曼斯寫信賠罪，然後賠償幾

艘戎克船或是賠償一部份，這樣就可以建立堅固的和平關係，將能進行繁榮的貿

易。96 

 

    12 月 30 日，一艘戎克船向荷蘭人帶來了消息，表示在料羅灣海戰中，被俘

虜的首領(疑指商務員 Paats)與其餘 8 人，將被送往北京交由皇帝(崇禎)，並且表

示所有的俘虜將被合理的善待，此外更說明帝國的官員們，已經取得禮部的許

可，表示每年繳納 4000 里爾(realen)，將允許八艘戎克船，自由來往大員(台灣)進

行貿易。97 

 

    緊接著在 1634 年 1 月 22 日的下午，商人韓布安(Hambuan)作為談判的代表，

前來拜訪荷蘭人，表示有關於明帝國的政策，亦是將荷蘭人所需的貨物送至大

員，更表示荷蘭人的船隻，如果持續出現至沿海，會引起明帝國官員們很大的不

滿，明帝國的官員們認為這會造成許多麻煩，更認為出現荷蘭人船隻(快船)，將

會是一個危險的威脅。荷蘭則反認為這種方式，根本就是一種專營制的壟斷貿

                                                      
9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8-70、73。 

95
 (清)萬斯同，〈列傳第一百六十四〉，《明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頁 50。 

96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6。 

97
 同上註，頁 141。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06988#p40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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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反而會使得物價被哄抬過高。98明帝國對此則亦利用商人開始對荷蘭人進行

施壓，表示若是要繼續進行戰爭，他們將不會再與公司做生意。99 

 

    1634 年 3 月 7 日的早晨，韓布安帶著鄭芝龍要交由普特曼斯的信件，再次前

來拜訪，這次他更帶來約有 130 擔的生絲與大量的絲製品，更提及不久後，將會

有 2 艘戎克船，運載著 100 擔的生絲、瓷器、糖過來進行交易。100表示明帝國的

官員們，已經清楚明白，荷蘭人發動戰爭之目的只是為了貿易，他們只要求荷蘭

人不再靠近沿海、不再攻擊他們的船隻，然後賠償一點點的戰爭損失，其賠償損

失的金額，甚至只要 1000 里爾，讓他們有藉口向皇帝報告說，損害已受到補償，

這樣他們將願意允許和荷蘭人做生意。101 

 

    在料羅灣海戰結束後，鄭芝龍與荷蘭人不斷的進行交涉，最終才使得雙方間

的貿易(走私)再次展開，而在這其中成功的原因，最主要就是主戰派的鄒維璉，

成功被調離福建，轉由沈猶龍(?-1645)來接任新一任的福建巡撫，而鄭芝龍則表示

在福建當局的默許下，商人們將能繼續往大員繼續貿易。102 

 

    明帝國與荷蘭人逐漸開始停戰、和解，卻也引起海盜劉香的怒火，只是由於

巴達維亞在對印尼、北大年用兵，已無法再派遣援軍，加上主戰的鄒維璉被調

離，使得福建的海禁政策，再次逐漸開放，商船航至大員進行貿易也日益增多，

也因此使得荷蘭東印度公司放棄在明帝國沿海進行通商的打算，轉而安心發展起

台灣。103 

 

                                                      
98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43-144。 

99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頁 68。  

10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49。 

101
 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頁 69；江樹生(譯

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56-157。 

10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54-157。 

103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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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雙方的和談，也使得海盜劉香與荷蘭人徹底鬧翻，並多次對荷蘭人進行

襲擊，這又促使鄭芝龍與荷蘭人再次有了共同的敵人，使得雙方再次進行合作。

104 

 

(表 4-3) 1633 年，荷蘭艦隊在料羅灣海戰之總損失 

 船名  類型 船噸位  損失原因  船損時間 

廈門 戎克船(中式帆船) 不明 在攻擊斗美村的路途上，不慎

觸礁擱淺，最終自行燒毀。 

8 月 22 日 

Boucaspel 快船(jacht) 不明 往列嶼的路途上，遭遇颱風而

破損擱淺，眼看修補無望，只

能自行燒毀 

10 月 10 日 

Catwijck 快船(jacht) 不明 往列嶼的路途上，遭遇颱風而

破損擱淺，眼看修補無望，只

能颱風擱淺，自行燒毀 

10 月 11 日 

Brouckerhaven 快船(jacht) 200 噸 在料羅灣海戰中，遭明軍燒毀 10 月 22 日 

Slooterdijck 快船(jacht) 不明 在料羅灣海戰中，遭明軍俘虜 10 月 22 日 

    資料來源：林偉盛，〈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第 45

卷第 4 期，頁 66-67；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126-127；〈De VOCsiteoverzicht VOC-

schepen VOCsite〉，網址：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2、129、131-132。 

 

  

                                                      
10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74-76；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

誌》，第 1 冊，頁 154-157。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7%a8%8b%e7%b4%b9%e5%89%9b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251457
http://www.vocsite.nl/schepen/lij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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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從整體上來看，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明帝國所發動的戰爭，確實帶有

濃厚侵略、殖民、征服...等意味存在，這點從普特曼斯在與明帝國進行談判時，

所提出的數項條件，就能很明顯的看出荷蘭人對於自身的傲慢與狂妄，並企圖從

中明帝國身上獲取暴利。但要說荷蘭人是為了殖民、征服這類的理由，而對明帝

國發動戰爭，卻也不是什麼主要目地，其戰爭的最根本的主要原因，還是為了要

與明帝國進行貿易，荷蘭人正是企圖以戰爭來獲取自身的利益。1 

 

    在料羅灣海戰爆發前，由於手下背叛，導致潰敗的鄭芝龍，曾向駐紮在台灣

的荷蘭長官(普特曼斯)進行求助，在經過多次的商議後，荷蘭人決定協助鄭芝

龍，與他一同來對付海盜，但作為交換，鄭芝龍要為荷蘭人提供一個更加自由的

貿易環境，要使得荷蘭人能在福建沿海自由的通商，對此，鄭芝龍對此做出了保

證，但當與鄭芝龍為敵的海盜，一個個被消滅後，鄭芝龍卻沒有完成承諾，這點

刺激到了荷蘭人，尤其在荷蘭人付出許多人力與財力，協助鄭芝龍擊敗各種強大

的海盜團體，幾乎是拯救了鄭芝龍的地位與權勢，但鄭芝龍卻沒有遵守承諾，無

法讓荷蘭人在明帝國沿海自由的通商，這其中造成資金與利益的損失，使得荷蘭

東印度公司完全無法接受。2 

 

    尤其在第四任台灣長官納茨，引發「濱田彌兵衛事件」，導致荷蘭人得罪日

本幕府，進而導致荷蘭人在日本的商館、船隻...等各種財產，大量被日本扣押或

是封閉。因而使得荷蘭與日本的貿易活動，幾乎徹底的中斷結束，且在該事件發

生後，也導致日本的商船與商人不再航往大員進行貿易，也因此荷蘭人在東亞的

                                                      
1
 李仕德，《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頁 123；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0、

116。 

2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57；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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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貿易，轉而更加需要與明帝國進行通商。3 

 

    但在新任福建巡撫鄒維璉的上任後，又促使整個局勢越來越惡劣，尤其是鄒

維璉將荷蘭人視為閩粵海盜橫行之禍源，因此極端的厭惡荷蘭人，企圖將荷蘭人

徹底從福建沿海驅逐，他認為這樣對於福建沿海的治安，將會有很大的幫助。隨

後鄒維璉開始打壓當地商人與荷蘭人之間的貿易活動，他更加嚴格的實施海禁政

策，企圖徹底將荷蘭人驅離。鄒維璉嚴禁福建沿海的商船，前去大員進行貿易，

使得商人們紛紛躲避荷蘭人。鄭芝龍做為明荷走私貿易的掌控者，更是被鄒維璉

緊盯不放，這也使得鄭芝龍旗下的商人與商船，根本無法順利將商貨運至大員。4 

 

    當荷蘭人與日本的貿易中斷，又無法前往明帝國沿海自由的通商貿易，而明

帝國的商船也不在航往大員，商人們更是避而不見，荷蘭在東亞的貿易活動，基

本完全陷入了停頓與空轉，再加上鄭芝龍違背過去對於荷蘭人的承諾，這導致荷

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要採用武力的手段，來達成獲取貿易與利益之目的，

也因而引發之後的料羅灣海戰。5 

 

    然而在戰爭的過程中(9 月 15 日)，荷蘭人才明白，鄭芝龍所做的一些手段。

原來當鄭芝龍包辦了所有對於荷蘭人的事務後，他不允許沒有他所許可的商人私

自前去大員，鄭芝龍想要獨佔一切與荷蘭人貿易的利潤。也因此鄭芝龍只用他底

下的商人與荷蘭人貿易。他禁止其餘的商人前往台灣通商，也因此當鄭芝龍得知

荷蘭人要以戰爭來獲取自由通商後，他十分的驚慌。6 

 

    對此鄭芝龍先是派遣使者前去面見荷蘭人，像荷蘭人訴說朝廷已經允許數艘

                                                      
3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頁 61-65。 

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54。 

5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1、14。 

6
 同上註，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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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克船，可以自由來往台灣通商。接著又命令部下收集各種貨物，鄭芝龍計畫將

這些貨物送到熱蘭遮城，用來打消荷蘭人的戰爭計畫。並讓他的商人前往南澳，

等待荷蘭人的船隻，再來遊說荷蘭人，使荷蘭人徹底放棄戰爭，只是鄭芝龍並未

料到，荷蘭艦隊的速度實在是過於迅速，使得這場戰爭徹底爆發。7 

 

    從金門料羅灣海戰的結果來講，普特曼斯所率領的荷蘭遠征艦隊，確實是在

最終的決戰中慘敗潰逃，荷蘭人在這場戰役中，是屬於失敗者，但事實上，荷蘭

人在這場海戰所受到損失的船隻及人員，卻也沒有想像中的多，其整體的損失，

反而是天候與地形之因素造成。普特曼斯所率領的荷蘭艦隊，由於不熟悉海域以

及台灣海峽之夏季颱風等因素，因而在開戰之前，就先付出三艘船艦(廈門號、

Boucaspel 號、Catwijck 號)沉沒的代價，反而在最後的決戰中，才損失兩艘船艦

(Brouckerhaven 號、Slooterdijck 號)。8 

 

    料羅灣海戰的最終決戰，位於 10 月中旬，此時夏季颱風結束，風向也轉變

為東北風，這對於遠道而來的荷蘭艦隊而言，似乎是糟糕透頂的劣勢，而且在颱

風的威脅下，荷蘭艦隊與他的海盜盟友們，皆集結在金門料羅灣內，當 10 月 20

日，鄭芝龍與明帝國水師集結在圍頭，隨後在東北風的協助下，迅速航行至料羅

灣。隨後明荷雙方就此展開決戰，結局以荷蘭及海盜聯軍的慘敗潰逃，作為這場

戰爭的落幕。9 

 

    然而明帝國雖然是戰勝的一方，但自身的損失卻又是遠遠超過了荷蘭人，這

是極為慘重的傷害，也因此福建當局也極力希望，能與荷蘭人盡快的和談，而不

是繼續將戰爭進行下去。10靠著料羅灣海戰的大勝，使得鄭芝龍獲取龐大的戰功

                                                      
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23。 

8
 同上註，頁 116、128-129。 

9
 (明)鄒維璉，〈奉剿红夷报捷疏〉，《達觀樓集》，卷 6，頁 94-95。 

10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36。 



 
 

111 
 

與名氣，這點促使鄭芝龍成功讓朝廷，將擔任福建巡撫的鄒維璉，給調離開福

建，這也使得明帝國與荷蘭之後的和平談判，能夠順利的進行下去。11 

 

    最終的談判結果，乃是關於福建的官員們，要求荷蘭人進行賠償與道歉，但

明帝國所提出的這份賠償金額，卻金額又是極為的少，實際就只是一個遮羞的面

子罷了。但最主要的條件，還是福建當局要求荷蘭人，不得再將船隻駛往明帝國

沿海，但作為交換，當局將會在默許之下，允許商人們自由將貨物運往大員，來

進行貿易通商。12 

 

    此時的荷蘭人，也因為巴達維亞雅(亞洲總部)正在對外用兵的緣故，因而無

法再次派遣援軍，這使得普特曼斯已經無法再次開戰，且由於對荷蘭主戰，並抱

有強烈敵意的鄒維璉，被調離開福建，這使得福建嚴厲的海禁政策，逐漸的鬆

懈、開放，商船航往大員進行貿易的次數，也日益的增多，因此使得荷蘭人放棄

前在明帝國沿海通商的意圖，轉而開始認真拓展經營台灣的據點。 

 

    加上本來與荷蘭人，有著同盟關係的海盜劉香，由於荷蘭與明帝國的停戰與

談判，轉而成為荷蘭人的敵人，這又使鄭芝龍與荷蘭人再次進行合作，雙方將劉

香視為共同的敵人，再次進行聯手合作。13 

 

    荷蘭人在和談後，因為沿海商船不斷的前往台灣，使得貿易通商能夠持續，

並且順利的進行，因而不再將目標放在航往明東南沿海，進行直接的貿易，轉而

開始用心經營拓墾台灣，並且從開發台灣的過程中，獲取越來越龐大的利益，這

持續至鄭成功攻台佔下台灣後，才畫下了休止符。 

                                                      
11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68-70、73。 

12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頁 141、154-157。 

13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74-76；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

誌》，第 1 冊，頁 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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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羅灣海戰的出現，對於明帝國或是荷蘭人，不論是獲勝又或是戰敗一方，

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料羅灣海戰中戰敗的荷蘭人，由於成功獲得和平談判，

至此不再不斷前往明帝國沿海，轉而開始認真開墾台灣，普特曼斯拓墾台灣的過

程中，一方面鎮壓收服台灣的原住民，另一方面則掃蕩侵犯荷蘭利益的走私販，

並引入明帝國的移民，來開墾稻田與甘蔗園，更以耕種、獵鹿、製糖、製磚、建

房、鋪路...來發展台灣，使得熱蘭遮城這片區域，逐漸變的繁華起來，市集上更

是充斥著來自世界各的的商品。14 

 

    明帝國則是在料羅灣海戰的勝利後，使得鄭芝龍的聲勢大漲，這成功讓鄭芝

龍將鄒維璉被調離開福建，並且由於鄒維璉的離開，促使福建的海禁再次鬆懈，

閩粵的海外貿易，再次變的繁榮起來，且這讓鄭芝龍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一路

順暢。當 1634 年 5 月，鄭芝龍在在廣東將劉香剿滅後，至此鄭芝龍在閩粵一帶，

在無任何的敵手，閩粵沿海霸主之地位，也在此奠基完成，隨後在 1640 年升至福

建總兵後，明帝國的東南沿海，有如他的領土，這為鄭芝龍提供了龐大的軍力與

富可敵國的財富，也為之後建立的南明隆武朝廷，立下了雄厚的根基。 

   

                                                      
14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城：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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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羅灣海戰之事件年表 

1633 年 

日期 事件紀要 

6 月 2 日 普特曼斯被任命為遠征明帝國的總指揮官，則在 10、24、31 日加派援

軍，總計有 16 艘船艦與 1300 多人，號稱荷蘭在東亞最大的軍事行動。 

7 月 5 日 普特曼斯抵達南澳，荷蘭艦隊在南澳進行總會合。 

7 月 7 日 荷蘭艦隊在南澳進行分兵，留下 2 艘快船、1 艘平底船、1 艘戎克船。 

7 月 11 日 留下的荷蘭分艦隊，主動對南澳展開攻擊，並在隔日離開南澳，航往廈

門與普特曼斯會合。 

7 月 12 日 普特曼斯以 5 艘西式帆船，對駐紮在廈門的鄭芝龍，展開突如其來的襲

擊，其摧毀 25 至 30 艘大船與 20 至 25 艘小船，使鄭芝龍損失慘重。 

 當天傍晚，名為顏伯爺與鄭明祿的華商，作為鄭芝龍的代表前去拜訪普

特曼斯，質問為何要襲擊停泊在廈門的船隊，普特曼斯並未回覆，反而

是其扣押兩。 

7 月 14 日 鄭芝龍再次送來一封充滿恭維的信件，普特曼斯才在當晚釋放華商鄭明

祿，隨後讓鄭明祿帶著一份為何攻擊廈門的信件，並將他與一批被俘虜

的明國人，一同放回廈門的灘岸上。 

 另一位被稱為顏伯爺的華商，則由於虧欠荷蘭人一筆債務，而繼續被扣

押，直到 7 月 21 日，鄭明祿運來一批布料，作為償還顏伯爺所欠之債

款，普特曼斯才將顏伯爺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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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2 艘快船與 2 艘戎克船，被派去浯嶼掠劫。 

7 月 19 日 快艇 Zeeburch 號與戎克船 Blijde Bootschap 號，帶來兩艘做為戰利品的戎

克船與艦隊會合，其分別是來自柬埔賽與廣東。 

7 月 22 日 快船 Salm 號在漳州河一帶，俘獲一艘來自於馬尼拉的戎克船。 

7 月 23 日 快船 Kemphaen 在岸邊，奪取到一艘載有西瓜的小船。 

7 月 24 日 顏伯爺與鄭明祿再次拜見普特曼斯，但額外帶上了兩名隸屬鄭芝龍的使

者。使者帶來了一封求和信，要求普特曼斯退兵，並交還所奪取的船

隻，答應會盡快將各種貨物運往台灣，強調若是荷蘭人還想和明帝國通

商，就必須依照上述要求行動，還責備普特曼斯動用武力，只會造成阻

礙。 

 普特曼回覆使者，述說公司受夠不斷持續請求自由通商的動作，且當公

司協助明帝國對抗海盜，耗費大量資金與心血所付出的結果，卻只是一

個不照市價支付的交易者(許心素) 。而與鄭芝龍進行貿易之時，每年運

來大員的貨物，卻只花費公司四分之一的資金，這造成公司很大的損

失。 

7 月 27 日 荷蘭人對與明帝國的協商與談判，越發得感到不耐煩，但同時又對自己

兵力的不足感到苦惱，因此普特曼斯決議向李國助、劉香等海盜領袖進

行邀請。 

7 月 29 日 鄭芝龍的代表們，在次前來拜訪普特曼斯，隨後普特曼斯讓使者帶回向

鄭芝龍與其餘的官員們，所提出的退兵與和談條件。 

 荷蘭人在當晚襲擊一艘往海澄航行的小型戎克船，這艘小型戎克船上的

人員，紛紛跳船逃離，最終這艘小型的戎克船，被荷蘭人以零傷亡的代

價給俘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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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 這是明帝國最初的反擊，一隊來自海澄的明帝國士兵，對前來採集飲用

水的荷蘭人展開突擊，一名正在盛水的荷蘭人，當即就死在這隻突擊隊

的刀下，並且頭顱被砍了下來，首級成為這隊士兵的戰利品。 

8 月 3 日 荷蘭人俘獲了一艘舢舨，從舢舨上的俘虜口中，獲得明帝國的官員，正

在海澄、劉五店、石潯、安海..等地，集結戰船與縱火船。 

8 月 11 日 普特曼斯任命荷蘭軍官-科斯特，作為分艦隊的指揮官，命令他率領 4 艘

快船、2 艘戎克船，再次對廈門展開攻擊。 

8 月 12 日 科斯特所率領的分艦隊，趁夜登上廈門，並在廈門城外與當地守軍展開

激戰，最終以 5 名人員受傷與彈藥耗損為由而撤離。 

8 月 14 日 當日黎明之際，明帝國展開第一次大規模的反擊，約有 50 艘左右的戎克

船，從金門西側出沒，對停泊在浯嶼、廈門附近的荷蘭艦隊，展開進

攻，除了 Brouwershaven 號，依然停留在浯嶼看管搶來的戎克船與戰利

品，其餘的荷蘭船艦紛紛往大擔島的方向移動。發動攻擊的明軍戎克

船，最先對快船 Weesp 號發動衝鋒，有 7 艘縱火船對 Weesp 號展開突

擊，試圖靠近 Weesp 號。但在附近的荷蘭船艦，隨即將來襲的船隻擊

沉，而這隻被狠狠痛擊的明帝國船隊，最終只能狼狽的沿著海岸逃竄。 

 在不久之後，又有 80 至 100 艘左右以上的戎克船，從金門島的東邊出

沒，企圖對剛激戰完後的荷蘭艦隊，再次發動攻擊，這隻新來的船隊，

最少擁有 10 至 12 艘左右的大型戰船，且這隻船隊正全力搶佔上風處。

看起來都像是被改造成縱火船一般。普特曼斯命令全體艦隊，做好全面

開戰的準備，但接下來全面開戰並沒有發生，明帝國的船隊在發射幾發

炮彈後，就開始往廈門退去，普特曼斯也命令艦隊往大擔島與列嶼之外

的某處海面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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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約有四十多艘的縱火船，趁著早晨從浯嶼至大陸海岸間的海峽出沒，向

荷蘭艦隊的停泊處接近，荷蘭艦隊對此攻擊，則是派出小艇前去攔截，

明軍眼看使用縱火船攻擊的意圖被發現，隨即往附近的海岸撤離，並自

行引燃部份的船隻，荷蘭艦隊則立刻展開了追擊，最終這隻明軍船隊，

白白損失了 18 艘左右的縱火船，還俘虜了數名人員。 

8 月 22 日 2 艘荷蘭快船與 1 艘戎克船(廈門號)組成分艦隊，計畫襲擊斗美村。在路

途上廈門號不慎觸礁，荷蘭人見廈門號修補無望，只好將其燒毀。 

8 月 28 日 荷蘭艦隊往漳州河進行轉移，並有兩艘代表劉香與李國助的小型戎克

船，在一名荷蘭商務員的帶領下，帶著之前派往的使者與回覆給普特曼

斯的信件，向艦隊靠攏。劉香、李國助等海盜首領們，都對於普特曼斯

的邀請表示懷疑，但在最後還是表示支持，同意對荷蘭人進行援助。 

8 月 30 日 荷蘭艦隊轉移至東山灣的東岸處。一艘來自巴達維亞的西式帆船，帶著

一封來自總督的信件，以及運來 100 名士兵與 100 名水手的增援，並在

上述的信件上表示，這些人手可能是本季最後的支援。 

8 月 31 日 2 艘快船被派往東山的城鎮，並在航途中對兩艘戎克船發動攻擊，被襲

擊的兩艘戎克船，則一邊往岸邊逃跑一邊射擊抵抗，最後在沿岸一帶棄

船逃離，逃向東山城鎮外的一座碉堡中，這座碉堡對來襲的荷蘭人，進

行非常激烈的抵抗。但很快就被荷蘭人佔據然後被焚燒。隨後荷蘭人往

東山郊區一帶村落移動，將村落中的建築以及停泊至附近，約有 300 多

艘的戎克船全數燒毀。 

9 月 2 日 普特曼斯親自上岸，巡視對東山城區的攻勢。 

9 月 5 日 當夜，普特曼斯親率兩隊士兵，向駐守東山的明軍，發起了主動攻擊，

普特曼斯率隊出擊，很快就攻下一座城門，並衝入東山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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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 普特曼斯將艦隊中的數艘快艇，派遣至東山灣附近的幾個島嶼，為艦隊

尋找水、柴火..等補給。 

 一名商人送來一封來自於東山官員(海澄知縣梁兆陽)的信件，信中乞求

普特曼斯不要繼續攻擊東山，說明東山的居民，大多都是貧窮的漁夫，

不是荷蘭人的貿易對象，若是荷蘭人要用暴力來獲取自由貿易的權力，

他們實在無能為力，只能提出願意幫荷蘭人通知其他的官員。 

9 月 8 日 在 9 月 7 日，被普特曼斯派往收集補給的荷蘭人，獲得一些牛、豬、羊

牲畜，但在離開的過程中，遭遇上千名士兵的攻擊。遭到埋伏的荷蘭

人，則是直接以武力來強力突破，並且直接射倒 4、50 名擋住去路的明

帝國士兵，而荷蘭方面只有 4、5 名成員受傷。 

9 月 11 日 普特曼斯在當晚，命令全艦隊做好出航之準備，以便在退潮的時候出

港。 

9 月 12 日 在黎明出現之前，艦隊全數出航，沿著海岸往漳州河前進，而在兩日

後，普特曼斯將一百名士兵及一群水手劃分成數隻小隊，將其派上岸去

尋找食物，隨後在中午的時段，其中幾隻小隊，帶回數百頭牛以及一大

群的羊、豬、雞等牲口。 

9 月 14 日 一位名為 Sabsicia 的海盜頭目，帶來了兩艘戎克船，並且送來了劉香、

李國助的信件，聲明若要與他們一同作戰，雙方就必須各派一名重要人

物，作為互換的人質。普特曼斯答應此條件，並命令一名艦隊上的議

員，攜帶攻擊廈門的詳情資料，前去面見劉香、李國助。而海盜

Sabsicia，則是留在荷蘭艦隊中，作為海盜們的代表。 

9 月 15 日 海盜 Sabsicia 帶來一位商人，前去拜訪普特曼斯，這名商人名為

Jackstay，他說出一些有關鄭芝龍對荷蘭人所設的騙局。原來鄭芝龍被招

安以後，他一人包辦了所有對於荷蘭人的事務，因此不允許沒有他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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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商人，私自前去大員。鄭芝龍只用顏伯爺與鄭明祿來與荷蘭人貿

易。既不用也不允許其他的商人，去和荷蘭人進行貿易。除非那些商人

得到他的同意，願意支付百分之 5 至 7 的利潤給他，這使得很多商人，

無法前去大員交易。 

 當鄭芝龍得知荷蘭東印度公司，要以武力來獲取自由貿易後，變得十分

恐慌，他瞞著其餘的官員，先是派名代表前去大員轉述明政府已經允許

8 艘戎克船，可以自由無阻的運載各種貨物前去大員進行交易。鄭芝龍

更特別命令顏伯爺與鄭明祿去收集生絲、布料..等商品，打算將這些物資

送到熱蘭遮城，用來打消公司對明帝國的戰爭計畫。並打算派遣顏伯爺

與鄭明祿前往南澳，等待公司前來的船隻，接著再運用漂亮的承諾，促

使公司放棄戰爭，可鄭芝龍未料到荷蘭人是如此之迅速。 

9 月 18 日 6 艘屬於海盜(劉香、李國助)的戎克船，前來漳州灣一帶與普特曼斯的荷

蘭艦隊會合，並且這次帶來劉香、李國助的信件，但信中的內容，卻表

現出對於荷蘭的懷疑與不信任，這使普特曼斯無法理解，艦隊也在隔日

因為在狂風與強浪的威脅下，再次全艦返回東山。 

9 月 21 日 1 艘隸屬於劉香的戎克船，前來與荷蘭人會合後，普特曼斯才得知，劉

香、李國助懷疑的理由。原來是一名來自柬埔賽的戎克船船長，向劉

香、李國助進言，要小心提防荷蘭人、小心荷蘭人陷阱..等說法，這讓劉

香、李國助決議中止和荷蘭艦隊會合的想法，轉而決定先前往澎湖。 

9 月 23 日 強烈的颱風，使荷蘭艦隊退至東山一帶避風，更從前來支援的海盜口

中，得知一個正在福州流傳的訊息，主要內仍是指福州聚集至少三千名

士兵，將要在鄒維鏈的帶領下，從陸路前往東山，以及有關鄭芝龍派遣

他的兄弟，帶領七百名士兵先行出發，但關於上述之訊息，後來證實為

虛假之情報，是故意要誤導荷蘭人離開東山，但關於明帝國正在集結大

軍，準備進行反擊的這件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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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 5 艘來自於海盜的戎克船，從南方前來助戰，但艦隊不斷遭受到強烈的

東北風吹襲，當晚又有數艘來自海盜的船隻被吹離艦隊。 

10 月 2 日 當日中午，約有 10 至 12 艘，屬於劉香的海盜船隊從南方抵達，海盜

Sabsicia 更拿出一封來自鄭芝龍的信件，告知普特曼斯，這是一封鄭芝龍

的勸降、離間、恐嚇他們的信。普特曼斯對此表示，這些華人海盜完全

不相信鄭芝龍的承諾，他們將鄭芝龍視為毫無誠信的小人，且極為的仇

視他。海盜們盼望與荷蘭艦隊一起戰鬥，更表示願意全力協助艦隊，一

同來對付鄭芝龍與他身後的官府。 

10 月 6 日 當日早晨，普特曼斯帶著幾位指揮官及幾艘海盜的戎克船，往烈嶼出

發。在傍晚的途中，突然吹起強烈的北風。艦隊中的快船 Texel 號，因

為強風而失控暴衝，其錨鉤、繩索和附近船隻糾纏，數艘船隻在繩索崩

毀的情況，幾乎完全失控，更有數條船撞上海中的礁石，但由於即時靠

岸，並未有人受到重傷。 

10 月 7 日 天亮後，風量逐漸地平息後，才發現快船 Boucaspel 號與 Catwijck 號，船

身嚴重受損，擱淺在灘岸上，而跟隨前來助戰的海盜們，也損失了 20 至

25 艘戎克船。 

10 月 10 日 當荷蘭與海盜的聯合艦隊在維修破損擱淺的船隻之時，列島的居民與附

近一帶的明帝國士兵，組成一隻攻擊隊，向一艘維修中的戎克船發動突

擊，當場就有兩人被殺害，但前來助戰的海盜盟友，將來襲擊者盡數擊

潰，送上 15 至 20 顆來襲者的頭顱。 

 荷蘭人盡全力對兩艘快船(Boucaspel 號、Catwijck 號)進行修補，但兩艘快

船的損壞情況，在當前的情況下，荷蘭人無法也無力將其修繕，只能在

10 日與 11 日，分別將兩條船燒毀。 

10 月 12 日 荷蘭艦隊再次回到東山的停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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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又有 7、8 艘來自海盜的戎克船，再次前來增援荷蘭艦隊。 

10 月 14 日 荷蘭艦隊全數出航，再次往漳州河的方向航行。 

10 月 15 日 福建巡撫鄒維璉前往海澄縣，並在海澄展開戰前動員。 

10 月 16 日 荷蘭艦隊展開一場會議，討論如何應對明軍的縱火船與突擊，以及如何

識別盟友與敵人的船隻，決定要全軍航往金門料羅灣，並要求盟友掛上

一面有公司標誌的藍色旗幟。 

10 月 17 日 當天的黎明，在大擔島的附近，艦隊發現快船 Zeeburchc 號，出現在此島

的最南方，而快艇 Texel 號則失去蹤跡，直到 25 日後，Texel 號才再次出

現，並與撤離的荷蘭艦隊再澎湖會合。 

10 月 18 日 荷蘭艦隊往料羅灣出發，並在天亮後，看見金門的北角處，停靠了 40 至

50 艘大大小小的戎克船。 

10 月 19 日 在深夜的兩點左右，荷蘭艦隊才順利抵達至料羅灣。鄭芝龍隨後向普特

曼斯，送出一封宣戰信件，多達二十一位官員的聯合署名，內容充滿著

各種鄙視與嘲諷。 

10 月 20 日 與荷蘭艦隊會合的海盜們，上岸進行搶劫，並送來 20 至 25 頭牛。此時

明帝國的船隻，紛紛航往圍頭進行集結。 

10 月 22 日 10 月 22 日的黎明，在得知敵方數量與位置後的明帝國水師，集結了一

百五十艘以上的戎克船(中式帆船)。在這其中甚至有 50 艘左右的大型船

隻，其中以鄭芝龍為其前鋒與總帥，此刻正全軍航往料羅灣，準備與停

泊於此的荷蘭、海盜聯軍展開決戰。 

 決戰之結局，以普特曼斯戰敗為結束，普特曼斯只能帶著剩餘的船隻，

沖出明帝國的包圍網，向外海逃竄，而那些與荷蘭艦隊一起戰鬥的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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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也迅速的為之崩潰。 

10 月 31 日 普特曼斯召開秘密會議，討論是否要再次發動戰爭，但目前荷蘭的力量

過於薄弱，只能暫緩，因此決議先等待明帝國的官員，究竟會有如何的

說法，在來考慮對策。 

11 月 23 日 一位名為 Sidnia 的商人，作為鄭芝龍的代表，向荷蘭人送來一封，充滿

各種沒有什麼內涵的空話與修飾過的謊言，並指責發動戰爭的普特曼斯

必須負責的內容。荷蘭人秘密詢問前來送信的明國人，得知鄭芝龍與明

帝國的官員們，都很希望獲得和平，要求普特曼斯賠罪與賠償，這樣就

可以恢復貿易。 

12 月 30 日 一艘戎克船向荷蘭人帶來了消息，表示在料羅灣海戰中，被俘虜的首領

(疑指商務員 Paats)與其餘 8 人，將被送往北京交由皇帝(崇禎)，表示所有

的俘虜，將被合理的善待，此外更說明帝國的官員們，已經取得禮部的

許可，表示每年繳納 4000 里爾(realen)，將允許八艘戎克船，自由來往大

員(台灣)進行貿易。 

 

1634 年 

日期 事件紀要 

1 月 22 日 商人韓布安(Hambuan)作為明帝國的代表，前來拜訪荷蘭人，表示明帝國

的政策，亦是將荷蘭人所需的貨物送至大員，要求荷蘭人的船隻不得出沒

沿海。荷蘭人認為這是一種壟斷，會使物價被哄抬過高。明帝國表示如果

繼續進行戰爭，將不會再與公司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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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 韓布安帶著鄭芝龍要交由普特曼斯的信件，再次前來拜訪，這次他更帶來

130 擔生絲與大量絲製品，提及將會運來更多貨物。並表示官員們已經明

白，荷蘭人發動戰爭之目的只是為了貿易，表示只要荷蘭人不再靠近沿

海、不再攻擊他們的船隻，接著賠償一點點的戰爭損失，賠償損的金額，

甚至只要一千里爾，讓他們有藉口向皇帝報告已受到補償，這樣他們將願

意允許和荷蘭人做生意，而荷蘭人也如實照做。 

3 月 22 日 劉香對於普特曼斯與鄭芝龍和談的訊息，表示沮喪與憤怒，此外荷蘭人要

求在大員補給的劉香，盡快離開此地。 

4 月 8 日 劉香對熱蘭遮城的荷蘭人發動攻擊，這使得鄭芝龍與荷蘭人再次進行聯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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