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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獲邀參加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所舉辦之「第六屆民間歷史文獻論

壇」，以〈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為題發表學術報告，文中指出，

全本《臺灣外誌》包含《前傳》7 種，《後傳》4 種。石印本《前傳》主要分為「四卷

本」、「八卷本」兩種類型（二十卷本者，仍有待考）；《後傳》亦有「四卷本」、「八卷

本」兩種類型，1930 年代《臺灣外誌》在臺灣之流通，與當時全島著名的「蘭記書局」

密不可分。會議期間（2014/12/06-07）和來自臺灣、中國大陸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歷

史學、人類學，乃至於哲學及文學等各領域專家學者充分交流，同時透過「民間歷史

文獻論壇」這個跨領域、跨學科的平臺，結識學術同好，擴大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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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在鄭振滿教授主持下，運用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

究方法，取徑於歷史人類學的視角，以嚴謹的田野調查，長年深入民間蒐集歷史文獻。

自 2009 年起，每年皆舉辦「民間歷史文獻論壇」。本人獲邀參與 2014 年 12 月所舉辦

之「第六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目的在於向來自臺灣、中國大陸各大學或研究機構

中歷史學、人類學，乃至於哲學及文學等各領域專家學者，以〈閩南通俗小說《臺灣

外誌》的版本與流傳〉為題，發表學術報告，同時也透過「民間歷史文獻論壇」這個

跨領域、跨學科的平臺，結識學術同好，擴大研究視野。

二、 過程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第六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由（廣州）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常建華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揭開序

幕，會議總計發表 24 篇論文，最後由（臺灣）清華大學榮譽教授王秋桂、（廣州）中

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常建華、武漢大學歷史系楊國安教

授、（臺灣）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連瑞枝教授、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平亮教授進

行圓桌討論。 

大會安排本人於 12 月 6 日第一場「說唱文獻」中，宣讀〈閩南通俗小說《臺灣

外誌》的版本與流傳〉。本論文旨在說明：歷來關於鄭成功（1624-1662）的史料與研

究，時至今日可謂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2004 年 12 月，《臺灣文獻匯刊》全 7 輯共

100 冊正式出版，收錄了有關臺灣歷史的珍本、古籍、檔案、族譜、私人文件、契約

文書、碑刻等大量資料近二百種，其中第 1 輯為「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輯」，

被認為具有很高的史料與研究價值，然而，《臺灣文獻匯刊》第 1 輯第 6 種收錄廈門

大學圖書館藏「佚名：臺灣外志（誌）」之出版提要中有所謂「現惟廈門大學圖書館

收有全本」，以及《臺灣外記》、《臺灣外誌》兩書相互參照，「將有助於加深對於南明

史的全面瞭解」之說法，尚有討論的空間。本文首先根據筆者調查、蒐集所得，重新

整理《臺灣外誌》版本（《前傳》7 種，《後傳》4 種），目前所知臺南市立圖書館、臺

灣大學圖書館、楊永智等處藏有收有全本《臺灣外誌》，並非僅有廈門大學圖書館一

樣收有全本。 

全本《臺灣外誌》包含《前傳》7 種，《後傳》4 種。石印本《前傳》主要分為「四

卷本」、」「八卷本」兩種類型（二十卷本者，仍有待考）；《後傳》亦有「四卷本」、「八

卷本」兩種類型。1935 至 1936 年間，上海地區出現《前傳》、《後傳》合計全四集的

新式排印標點本，其《前傳》、《後傳》又各自分為兩冊，故「一集」、「二集」為《前

傳》，「三集」、「四集」為《後傳》，可以視之為「四集本」。就筆者寓目，全本《臺灣

外誌》當為《前傳》63 回、《後傳》64 回，前人研究中或有徒以目次所見而記為《前

傳》63 回、《後傳》63 回，實有說明釐清之必要。至於是否有筆者未見的早期版本之

《後傳》確實僅有 63 回，則有待考。 

目前所知，最早著錄《臺灣外誌》的文獻，當推 1931 年由「臺南市役所內臺灣

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刊行的《臺灣史料集成》。1930 年代《臺灣外誌》在臺灣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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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應與日治時期著名的「蘭記書局」密不可分。《臺灣外誌》無論廈門舊刊本、

上海新印本，皆曾經因為蘭記書局引進而流通於臺灣日治時期的圖書市場之上。廈

門、上海印行的《臺灣外誌》之所以在臺灣流通，實與蘭記書局與上海、福建（廈門、

泉州、漳州、福州）、南洋（呂宋島）建立起連結的經銷代售網絡有關。1935 年 3 月

上海文新書局出版之《前傳》的版權頁上清楚載明位於新加坡的銷售據點，說明了 1930

年代《臺灣外誌》已隨著閩南移民走向南洋。 

從臺灣作家鄭坤五、許丙丁留下涉及《臺灣外誌》的資料來看，《臺灣外誌》完

全是一部小說家者言構成的通俗小說，內容性質與江日昇撰寫的《臺灣外記》迥然不

同。總而言之，《臺灣外誌》對於我們在「南明史的全面瞭解」上所提供的幫助恐怕

有限，倒是歷來學者對於《臺灣外誌》的關注情形，以及小說中保留了諸多閩南地方

傳說，乃至於鄭氏王朝及其部將征戰事蹟的文學想像，值得日後繼續深入探討與研究。 

評論人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黃向春教授針對拙作提出建議時表示，有

關鄭成功的傳說，在閩南地區流傳相當廣泛，《臺灣外誌》這部小說的形成，恐怕與

這些鄭成功及相關人物的傳說有關。此外，《臺灣外誌》最初的石印本為廈門會文堂

書局所刊行，廈門會文堂書局原本即是以刊印歌仔冊等閩南唱本、通俗讀物著名，未

來應該還可以從這些面向進行更完整的探討。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鄭振滿

教授另外提示筆者，漳州地區有關「五虎」的傳說迄今不衰，這些傳說的講述重點除

了這些武將效力於鄭氏陣營以外，還強調他們從市井草莽，因為戰功晉身而飛黃騰達

等發跡變泰的過程。 
 
三、 心得 

拙作〈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承蒙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

究中心鄭振滿教授、黃向春教授指出不足及後續延伸研究方向；另與（廣州）中山大

學歷史系程美寶教授，針對閩、粵地方歌謠問題有意見交流；與湖北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陳新立教授，討論「臺灣文獻叢刊」所收《全臺圖說》、《臺灣輿圖》等資料內

容。一方面分享自身近日學思所得，再方面也獲得不同學科研究觀點的刺激，受益匪

淺。 

在聆聽不同領域學者宣讀論文過程中，也深刻領略從事民間歷史文獻研究時田野

現場的重要性，研究者斷不能置民間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現場當下之人、事、時、地、

物的脈絡於不顧。 
 
四、 建議事項 

筆者曾於 2011 年 12 月獲邀參加「第三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時隔三年，2014

年 12 月再度獲邀參加「第六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充分感受到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

獻研究中心鄭振滿教授，以及該中心成員，包括黃向春副教授、劉永華教授、張侃教

授、饒偉新副教授、鄭莉助理教授等幾位青年學者豐沛的研究動能，建議未來敝所亦

可組織研究團隊，效法辦理。 
 
 



閩南通俗小說《臺灣外誌》的
版本與流傳版本與流傳

柯榮三

雲林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理教授

一、前言

• 2004年12月，《臺灣文獻匯刊》全7輯共
100冊正式出版，收錄了有關臺灣歷史的珍
本、古籍、檔案、族譜、私人文件、契約
文書。文書

• 第1輯為「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專
輯」，被認為具有很高的史料與研究價值 。

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
（2004）第1輯第1冊所收「臺灣外
志」。

• 清康熙年間江日昇（生卒年不詳）所撰之
《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確實係兩種
不同之作。

• 「現惟廈門大學圖書館收有全本」？

• 《臺灣外誌》「將有助於加深對於南明史
的全面瞭解 ？的全面瞭解 」？

二、關於《臺灣外誌》的版本

• 《臺灣文獻匯刊》刊印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全本《臺灣外誌前後傳》，嘉惠學界。

• 《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新編》（2013）
未能注意《後傳》已然刊行未能注意《後傳》已然刊行。

• 《後傳》述及荷蘭時代漢人通譯何斌命人
入內地買戲班入臺灣演出的情節 ，被認為
是荷蘭時期已有中國戲班在臺灣演出的事
證。

• 《臺灣省通志卷六：學藝
志．藝術篇》 （1971）
「本省之有戲劇，始於何
時，文獻無考，惟《臺灣
外誌》後傳《繡像掃平海
氛記》記荷蘭時代之通事
何斌有云……可見三百年
前，已有大陸戲劇。傳入前 已有大陸戲劇 傳入
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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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1961）：「惟《臺
灣外誌》後傳的《平海氛記》，曾有這樣一段記
述：……由這一段記錄，我們可以曉得，遠在1624
至1661年間荷蘭政府佔據臺灣的時代，已經就有上
演我們中國戲了。」

•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 》 （2007）：
「《臺灣外記》另有《臺灣外紀》、《臺灣外
誌》、《臺灣外志》、《臺灣歷史演義》、
《三王造反》、《五虎鬧南京》、《五虎將掃
平海氛記》、《賜國姓鄭成功全傳》等異名，
作者亦非僅有江氏一人 ？作者亦非僅有江氏一人。」？

1、四卷本

1-1「五虎鬧南京」甲本（廈門會文堂書局）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一）《臺灣外誌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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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卷本

1-2-1「五虎鬧南京」乙本（廈門新民書社）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圖書館藏，扉頁臺南市立圖書館藏（石暘睢舊藏)，扉頁

五
虎
鬧
南
京

卷

洪
承
疇

卷
一

疇
像

行發局書堂文會門廈

‧廈門新民書社《前傳》
卷末書目廣告

（臺南市立圖書館藏，石暘睢舊藏)

1、四卷本

1-3-1「三王造反」本（上海漢文書局）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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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卷本

1-3-2「三王造反」本（上海漢文書局） ，臺灣圖書館藏

1、四卷本

1-3-5「三王造反」本（上海漢文書局） ，筆者自藏

2、八卷本

「三王造反」本（上海六一書局石印）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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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會文堂
《前傳》繡像

　

廈門新民書社
《前傳》封面

　

上海漢文書局
《前傳》繡像

　

上海六一書局
《前傳》繡像

　

4、四集本

上海文新書局本（1935） ，筆者自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缺扉頁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二）《臺灣外誌後傳》

1-2-1廈門新民書社，扉頁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四卷本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缺牌記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牌記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目次1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目次1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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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廈門會文堂書局，目次2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目次2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1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1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2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2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3，缺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3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4，缺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4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5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5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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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6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6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7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7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1廈門會文堂書局，繡像8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

1-2-1廈門新民書社，繡像8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廈門文德堂書局（1909），台南市立圖書館藏（石暘睢舊藏）

2、八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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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集本（標準印書館）

三、《臺灣外誌》的流傳

• 最早著錄《臺灣外誌》的文獻，當推1931
年由「臺南市役所內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
會」刊行的《臺灣史料集成》。

• 《臺灣外誌》的流傳與「蘭記書局 有關• 《臺灣外誌》的流傳與「蘭記書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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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蘭記圖書部昭和九年（1934）五月改正圖書目錄」

〈嘉義蘭記圖書部圖書目錄（第八期之五） 〉

• 鄭坤五（1885-1959，高雄鳳山人），在其代表作長篇歷
史章回小說《鯤島逸史》（1944）中，頗為隱誨地將《臺
灣外誌》的內容作為寫作素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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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來叛將，莫不
善為掩飾……豈
有因殺一小卒細
故便欲滅其全家
之理，小說家甚
至插造說鄭王素
有斷袖癖 施琅有斷袖癖，施琅
偶因得罪其龍陽
君，遂致父兄被
殺，尤為不倫。

• 根據許丙丁（1900-1977，臺南人）〈臺南市民間說書藝
人〉所言，1950-1960年代間， 《五虎鬧南京》是臺南說
書人的底本之一

四、結語

• 臺南市立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楊永智等處，與廈門
大學圖書館一樣收有全本《臺灣外誌》 。全本《臺灣外
誌》至少包括包含《前傳》7種，《後傳》4種不同版本。

• 《臺灣外誌》無論廈門舊刊本、上海新印本，皆曾經因為
蘭記書局引進而流通於臺灣日治時期的圖書市場之上。廈
門、上海印行的《臺灣外誌》之所以在臺灣流通，與蘭記門 上海印行的《臺灣外誌》之所以在臺灣流通 與蘭記
書局與上海、福建（廈門、泉州、漳州、福州）、南洋
（呂宋島）建立起連結的經銷代售網絡有關。

• 《臺灣外誌》完全是一部小說家者言構成的通俗小說，內
容性質與江日昇撰寫的《臺灣外記》迥然不同。小說中保
留了諸多閩南地方傳說，乃至於鄭氏王朝及其部將征戰事
蹟的文學想像，都值得日後繼續深入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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