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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本文從環境的面向出發，探究位於澎湖本島南面的離島─虎井嶼─的居民生活史；論述的重心，則著重在島嶼經濟社會文化史上的變遷。由於面對的是長時段變化不大的島嶼環境，因此在問題意識背後的方法論上，本文某種程度參考「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學者Braudel對「環境角色」論述的概念，以及Steward的「文化生態」（cultural ecology）觀點，以祈能從文化與環境的互動上，窺得島嶼居民與其生活的社里村莊之發展史。


在地理特性影響歷史發展方面，本文從澎湖群島的海洋、陸地、氣候、水文與地理區位為論述脈絡，同時關照虎井嶼的個案，分別就海流、潮汐、海岸地形、水深、波浪、地質地形、土壤與植被等，來析論其對航海、漁業、農牧活動等的影響；以及從多風少雨、高蒸發量的氣候特性，和地下水源所扮演的命脈角色，來分析漁農經濟的生計型態；此外，更進一步從地理區位與世界史的觀點，敘述澎湖群島在軍事、貿易、漁業經濟等的歷史發展歷程。


初步研究成果，也確實合乎了環境影響的面向；這包括：（1）移民與聚落發展歷程：18世紀初期，在澎湖人口壓力下的離島移墾，以及虎井聚落的建立過程中，各家族居住的地點，即受到自然環境、謀生技術、家族實力與各種關係而定。（2）生計型態的適應：虎井嶼的經濟生產受到環境影響最深，其中漁業經營型態，基本上即在對海洋資源的運用，而農耕生產更是受到氣候、土壤、水源的無限挑戰；此外，人、物移動與交換下的交通網絡，也是受到海洋環境與船隻動力的影響。（3）社群組織的發展：在虎井的漁業經營上，合股經營與按份配額，正是傳統漁業經濟組織的基本模式；同時也是漁業共力生產的基本型態。此種生產經營模式，仰賴的不是宗/家族組織，而是各種可以使漁業運作的「關係」；此使得虎井的血緣組織被弱化，相對地則提昇、強化了以「甲」、「公司」、「宮廟」為主的地緣性組織。（4）文化創造與社里認同：在虎井，漁業經濟影響信仰活動甚大，除了漁場的公共有的管理與使用外，居民的精神生活，幾為海洋文化所涵蓋。虎井宮廟─大音宮，從主佛：觀音媽的主祀信仰起源，及其他主祀神明的增祀，和附屬廟的建立，都可看出海洋信仰神明（玄天上帝、王爺、水仙王）的特色；此外，各種對觀音媽靈聖的事蹟與傳說，不但建構出屬於虎井人的「集體歷史記憶」，同時透過不斷地儀式操演、宗教活動與口傳論述，而達到鞏固信仰的權利中心，並進而凝聚與強化了虎井社里的自我認同意識。


虎井社里的歷史發展，除了濃厚環境影響的成分外，政治力量的影響也不能小覷；特別是日治時期的社會改造工作上，即便虎井因離島的身分，而使得實施社會改造的時間與程度都既晚且低，但殖民者馴化的力量仍在。此外，工業、資本、高雄的都市化，則影響了1920年代以後虎井的經濟與社會變遷；虎井漁船的動力化、新漁撈技術的引進、及魚類加工製造的增加等，都顯示日治中期虎井經濟社會的成長與改變，並非全然是虎井主觀條件所促成，而是受到近代化與殖民地化的影響所致。而人口的流動與變遷上，又以投向築港造市有成的高雄市，從事短期「出稼」，以及長期移居者的表現最為顯著。


1940年代，虎井居民在國家主義下的軍事動員和戰爭經驗，以及因應戰事所做的種種改變，則又是政治力量影響島嶼歷史發展的一項例證；不過，虎井嶼被列為軍事要地，更多的成分是因於島嶼形勢、航路位置等自然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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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島‧測天島ヲ陸海用地ニ收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1冊17號（1896.4.1.）。


〈仝三月中澎湖島機密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6卷39號（1896.5.11. ）。


〈殖產部員鏑木余三男澎湖島巡回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冊8號（1896.5.20.）。


〈臺灣住民戶籍調查規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1冊27號（1896.8.1.）。


〈澎湖島廳警察分署設置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2冊16號（1896.8.4.）。


〈第十一號澎湖警察署南門巡查派出所設置〉，《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86冊52號（1896.9.12.）


〈（澎湖國語伝習所）明治二十九年九月生徒募集并ニ告諭發布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85冊29號（1896.9.15.）。


〈澎湖島住民戶籍調查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094冊5號（1897.1.）。


〈澎湖列島戶口調查表（29年12月現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7.7.）


〈澎湖島水上警察分署設置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28冊30號（1897.9.30.）。


〈澎湖島國語傳習所分教場設置認可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311冊17號（1898.2.18.）。


〈保甲條例律令二一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49冊34號（1898.8.31.）。


〈本島私立學校一覽表三一、三月現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11冊34號（1898.6.22.）。


〈社寺廟宇調〉，《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395冊2號（1899.4.4）。


〈兵營其他シ使用セル社寺廟宗取調〉，《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91冊12號（1898.4.9.）。


〈澎湖廳管內虎井嶼ノ土地私有地ニ認定方翁元成外一名ヨリ嘆願書提出ノ處官有地ニ認定セラ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581冊23號（1899.6.1.）。


〈三十一年末學校一覽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17冊1號（1899.9.15. ）。


〈澎湖廳公學校授業料規程並收支ニ關スル規程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21冊24（1900.1.17.）。


〈澎湖島國語傳習所廢止及小學校新設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21冊35號（1900.7.14）。


〈大赤崁公學校設置澎湖廳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21冊38號（190012.20. ）。


〈澎湖廳管內へ圖根測量施行ノ件〉，《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4229冊10（1901.1.1.）。


〈三角測量派出所及分派所位置決定（澎湖島派出所）〉，《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4229冊124號（1901. 2.1.）。


〈台東澎湖廳下土地調查事業施行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4681冊9號（1901.12.1.）。


〈派出所閉鎖報告（澎湖島派出所）〉，《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4230冊191號（1902.8.1.）。


〈澎湖廳保甲實施ノ狀況同廳長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813冊8號（1904.7.1.）


〈虎井、桶盤連合組合勤儉貯蓄金保管方認可ノ件（澎湖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223冊4號（1909.3.）。


〈臺灣林野調查規則ヲ澎湖廳下ニ施行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207冊4號（1913.2.1）。


〈大正三年收受件銘簿（第一號至第八三七號；新竹、澎湖、桃園）（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9942冊1號（1914.1.）。


〈鹿港水產試驗所廢止澎湖水產試驗所設置〉，《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284冊6號（1914.3.）。


〈國語教師ノ給料又ハ手當（馬公街虎井書房設立者）（指令第七三一六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0535冊2號（1926.9.1）。


〈國語教師ノ給料又ハ手當（馬公街虎井書房設立者）（指令第二八三三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0546冊3號（1927.11.3）。


〈國有財產準貸付許可ノ件（澎湖廳馬公街虎井；鄭蚵）〉，《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429冊17-2號（1939.1.1）。


（四）政府公報、統計書、年鑑、官方職員錄


1. 公報


澎湖廳


《廳報》，1896--1920。


《澎湖廳報》，1926--1943。


2. 統計書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編


1947《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古亭書屋。


澎湖三十周年招魂大祭奉贊會


1925《澎湖郡統計摘要》台南：台南新報社。


澎湖廳


1918《澎湖廳第三統計書》，澎湖：澎湖廳。


1919《澎湖廳第四統計書》，澎湖：澎湖廳。


1928《昭和二年統計概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9《澎湖廳統計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3-1942《澎湖廳統計概要》，澎湖：澎湖廳。


3. 年鑑


澎湖廳


1919《大正七年澎湖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書》，澎湖：澎湖廳。


1920《大正八年澎湖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書》，澎湖：澎湖廳。


1928《昭和二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29《昭和三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0《昭和四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1《昭和五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2《昭和六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3《昭和七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4《昭和八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5《昭和九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6《昭和十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7《昭和十一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1938《昭和十二年澎湖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澎湖：澎湖廳。


4. 職員錄


臺灣總督府 編


1944《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19年》，台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五）志書、文集、雜著（清代及其以前，按著作年代排列）


1. 清代及其以前（按著作年代排列）


周必大（宋）


1971《文忠集》，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


樓  鑰（宋）


1979《攻媿集》，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


趙汝适（宋）


1961《諸蕃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汪大淵（元）


1961《島夷志略》附錄於《諸番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張  燮


1975《東西洋考》，台北︰學生書局。


台銀經濟研究室編


1971《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仁錫（明）


1967〈皇明世法錄（選錄）〉，收於董應舉（明人），《崇相集（選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夏  琳（鄭氏）


1958《閩海紀要》，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  英


1958（1662）《從征實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施  琅


1958（1683）《靖海記事》，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杜  臻


1961（1683）《澎湖臺灣紀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彭孫貽


1959（約1683）《靖海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謙光


1961（1685）〈臺灣紀略附澎湖〉，收入《澎湖臺灣紀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毓英


1993（1685）《臺灣府志》，南投：省文獻委員會。


高拱乾


1985（1696）《台灣府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郁永河


1959（1700）《裨海紀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日昇


1960（1704）《臺灣外記》，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周元文


1960（1710）《重修臺灣府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文達


1961（1720）《台灣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藍鼎元


1959（1723）《平臺紀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


1959《清世宗實錄選輯‧雍正五》，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于仁、胡格


1961（1736）《澎湖志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范  咸


1961（1747）《重修臺灣府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必昌


1961（1752）《重修臺灣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胡建偉


1961（1771）《澎湖紀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


1963（1862）《臺灣府輿圖纂要》，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叔璥（1722）


1996《台海使槎錄》，南投：省文獻會。


陳杰峰


1960（約1831）〈虎井再生圖記〉，收於周凱，《內自訟齋文選》，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  鏞


1961（1832）《澎湖續編》，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  凱


1961（1832）〈乞風行〉，收於 蔣鏞，《澎湖續編》，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1（1832）〈澎湖雜詠二十首和陳別駕（廷憲）〉，收於 蔣鏞，《澎湖續編》。


陳廷憲（1832）


1961（1832）〈澎湖雜詠二十首〉，收於 蔣鏞，《澎湖續編》。


林  豪


1993（1893）《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2. 日治時期（含中譯本，按作者姓氏筆順）


土屋重雄 編


1996（1898）《臺灣事情一班（一）》，台北：成文出版社。


井田麟鹿


1911《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


井原尹三太郎


1932《澎湖島大觀》，台南：南瀛新報。


杉山靖憲


1925《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台南：臺日社臺南支局。


伊能嘉矩


1985《臺灣文化志（中譯本）》，南投：省文獻會。


東鄉吉太郎


1903《澎湖島》，東京：青木嵩山堂。


澎湖廳


1895（1929--1936）《澎湖事情》，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5（1934）《澎湖廳勢一覽》，台北：成文出版社。


藤川三郎


1985（1932）《澎湖島》，台北：成文出版社。


3. 戰後（按作者姓氏筆順）


吳密察


1997《「二崁地方志」期末報告書》，澎湖：西與鄉公所委託。


李紹章


1960《澎湖縣誌（上冊）》，澎湖：澎湖縣政府。


林朝棨


1957《臺灣省通志稿 卷一 土地志‧地理篇（第一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高雄市文獻會 編


1958《高雄市志‧港灣篇》，高雄：高雄市文獻會。


張默予、郭志成


1977《澎湖縣志-衛生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莊  東


1978《澎湖縣志-文化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許雪姬


1990《澎湖縣志-城市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1992《澎湖縣志-雜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陳正祥


1969《臺灣省通誌稿 卷一 土地志‧氣候篇（第二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紹章


1960《澎湖縣誌（上）》，澎湖：澎湖縣政府。


陳紹馨


1972《臺灣省通志-人口志》，台北：台灣省文獻會。


蔡平立


1984《馬公市志》，澎湖：馬公市公所。


1987《（增訂新編）澎湖通史》，台北：聯鳴文化。


（六）貿易日誌、調查、規劃報告書


1. 貿易日誌


江樹生 譯註


2000《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


周學普 譯


1959《十七世紀台灣與英國貿易史料》，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


2. 調查報告


（1）日治時期（含中譯本）


古閑義康


1917a〈澎湖廳漁村調查（五）〉，《臺灣水產雜誌》17：22-55。


1917b〈澎湖廳漁村調查（七）〉，《臺灣水產雜誌》19：39-5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1899《澎湖列島水產業》東京都：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編


1915《澎湖島之造林》，臺北：臺北印刷會社印刷。


澎湖廳水產會


1932《澎湖廳水產基本調查報告》，澎湖：澎湖廳。


澎湖水產試業所


1915〈大正三年度澎湖列島の海底調查 一〉，收於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編，《臺灣之水產》第一號：49-59。


澎湖廳警務課


1936《衛生概況（昭和十年度）》，澎湖廳：澎湖廳警務課。


1938《衛生概況（昭和十二年度）》，澎湖：澎湖廳警務課。


1939《衛生概況（昭和十三年度）》，澎湖：澎湖廳警務課。


鏑木余三男 著、陳春暉 譯


1998〈百年前澎湖之水產概況（原名：〈臺灣澎湖列島水產の概況〉）〉，《硓咕石：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季刊》13：52-68。


（2）戰後


洪文雄


1990《澎湖縣小離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綜合調查報告》，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系。


薛鍾彝 主編


1948《澎湖群島科學調查專輯》，澎湖：澎湖群島科學調查團。


3. 規劃、研究報告


三能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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