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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大陸東山古為銅山，自明代以來便是大陸東南沿海海防的重要據點之一，亦是海路

往來臺灣海峽以及東南亞的要道，在明末清初鄭成功與滿清的對抗中，銅山更是成

為兵家必爭之地，一直是從事海洋史研究的筆者，希望能前往進行田野調查之地。

因此，趁參加「海峽兩岸黃道周學術研討會」之便，便與立志專研海盜史的碩士班

研究生盧正恒同學，合寫「從黃道周交友圈看明末東南沿海局勢」一文前往東山，

以便參加此次研討會，以及實地進行田野調查訪視東山島周遭的港灣等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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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大陸東山古為銅山，自明代以來便是大陸東南沿海海防的重要據點之一，亦是

海路往來臺灣海峽以及東南亞的要道，在明末清初鄭成功與滿清的對抗中，銅

山更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一直是從事海洋史研究的筆者，希望能前往進行田

野調查之地。因此，趁參加「海峽兩岸黃道周學術研討會」之便，便與立志專

研海盜史的碩士班研究生盧正恒同學，合寫「從黃道周交友圈看明末東南沿海

局勢」一文前往東山，以便參加此次研討會，以及實地進行田野調查訪視東山

島周遭的港灣等局勢。 

 

二、 過程 

6 月 12 日(星期日) 

晚上 19:45 直接由台北松山機場出發，21:25 左右便抵達廈門，接著再搭乘巴士

前往東山，由於巴士司機不熟路況及酒店位置，因此到了凌晨一點多才抵達酒

店。 

 

6 月 13 日(星期一) 

第二天為大會的研討會時間，各與會的學者多是研究黃道周思想的研究者，如

福建師大易學研究所所長張善文討論黃道周的《易象正》、大陸清華大學的瞿奎

風談黃道周對「七十二卦」的看法等，另外則有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王啟發教

授談黃道周的禮記學、華僑大學的張志偉談黃道周的書法等等，多是圍繞著黃

道周生平事跡、學術思想，甚至在音樂及書法、繪畫方面表現的相關研究成果，

著實讓筆者對黃道周的博學與才藝，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有關黃道周在明末亂局中角色的論文，則有中國社科院的莊小霞談黃道周認為

明朝滅亡的原因，江西師範大學的晏雪平談黃道周與江西人士的抗清活動，而

筆者與盧正恒同學所發表之「從黃道周交友圈看明末東南沿海局勢」一文，主

要是從銅山人的黃道周，來看他的交友圈中一些對明末東南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的文人武將，例如曾在銅山擔任把總對抗荷蘭人的黃斌傾，出身銅山在浙江防

禦海盜劉香騷擾的陳璸等等；總而言之，便是藉由黃道周與幾名友人的交往狀

況，以及這些友人在明末東南沿海扮演的角色，來探討黃道周所生活的時代背

景以及其家鄉銅山海防的狀況；從此一研究中，可藉由明朝沿海人士的交友圈，

瞭解當時這些知名人物錯綜複雜的人脈網絡，讓歷史研究得以從平面變得更為

立體。 

 

6 月 14 日(星期二) 

早上及下午為大會所安排的參訪行程，前往東山關帝廟以及據傳聞是黃道周年

少時讀書的小島。東山關帝廟園區內有許多前往石碑，這些石碑與明清的歷史

發展，皆有著許多重要的歷史意義頗值得再研究，如著名的《關永茂碑記》，便

是明末清初在兵災多年後，數姓的東山百姓「共尊關帝聖君為祖」”以「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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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申報丁戶的一段歷史。其他還有許多明代的文人武將提字的碑文，各自有著

其特殊的歷史事件，筆者將之一一拍照存檔，希望未來能在研究中國東南沿海

對外貿易史時，有所助益。 

 

6 月 15 日(星期三) 

早上 07:00 自東山搭乘巴士出發，但沒多久便因有人忘了繳交房卡而停在路邊

等候東山當地人員來取，後又在上高速公路後不久，巴士便故障了，導致得趕

早上十點左右班機的許多學者，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焦急，後終於攔上另一部

至關帝廟晉香的巴士，但最後抵達廈門機場時，同行的邱教授已無法搭上飛機，

再加上其它班次亦已客滿，因此被迫轉往港口循小三通方式回臺灣。筆者則是

在中午 12:50 於廈門機場起飛，於下午 14：35 返抵台北松山機場。 

 

三、 心得及建議 

藉由這次研討會，除了與大陸與香港研究黃道周的學者有了進一步交流機會，

一同與會的研究生盧正恒同學，也因此有了更多向校外學者請教學習的機會，

其表現也獲得許多研究者的稱許。除此之外，筆者此次最實質的收獲便是參觀

東山的關帝廟，以及其廟外的石碑，還有在關廟園區外小山坡上的東山博物館，

該館雖甚簡陋，但收藏達十餘門明代及清代火砲，甚至有些從海中打撈而出，

至今仍浸泡在水池中，據稱是鄭成功軍隊所使用的「紅夷大砲」；受限於參訪行

程的倉促，筆者不及一一細看，只好拍照留待未來進行研究，透過此次行程，

對於銅山在海洋史中特殊歷史地位的理解，有了更親身的體驗。 

最後，誠心而論，由於筆者初入學術研究圈，對大陸的相關研討會舉辦方式較

不熟悉，此次研討會雖有許多學者參與，但學術討論性仍有不足之處，應可供

筆者作為下次參加大陸相關學術研討會之殷鑑，參加前還是得多多瞭解其會議

實質內容，以便在參與研討會時在學者交流與研究交流之間，皆能達到平衡與

實質效益。 

 

 

四、 關鍵字 

    黃道周、黃斌卿、陳璸、銅山、明末清初、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