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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學術參訪最主要是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研究員劉夏榮博士是專門研究清代中

俄邊界地圖，職曾於民國九十九年籌辦「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疆條約輿圖特展」，

並發表多篇論文，當時獲得劉夏榮博士的注意，曾三次來台北與職會面座談，並決定邀

請職在韓國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總部舉行專題演講，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季西北

邊疆條約輿圖簡介」為題，介紹本院所藏相關條約輿圖。與會相關學者針對西北邊界地

圖提出問題互相討論。會後應邀前往參觀獨島，並與韓國海洋技術研究院海洋政策研究

所的所長梁熙喆教授進行學術交談，對於韓國海洋主權維護的做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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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邊界，是兩國之間極容易滋生事端的國際問題。中俄之間有著全世界最長的邊界，

長年以來，邊境衝突不斷。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外交條約及輿圖，包括為數

不少中俄兩國所簽條約及劃定西北（新疆）地區輿圖。職於民國九十九年籌辦「失落的

疆域─清季西北邊疆條約輿圖特展」，並發表多篇論文，當時獲得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

研究員劉夏榮博士的注意，因劉夏榮博士專門研究清代中俄邊界地圖，劉研究員曾三次

來台北與職會面座談，並邀請職前往韓國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總部演講，經過多次聯絡

後，終於敲定於本年(108年)9月下旬前往韓國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參訪行程，並以「國

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季西北邊疆條約輿圖簡介」為題，介紹本院所藏相關條約輿圖」。 

 

 



 - 5 - 

貳、過程： 

108年 訪問對象 

月 日 國家 機構或個人 行程及工作項目 備註 

09 24 韓國 
東北亞歷史

財團 去程：台北→韓國首爾   

09 25~27 韓國 

1.東北亞歷史

財團 

2.獨島 

受邀在「國際專家學者工作坊對

條約與地圖研究」中發表演講，

並跟該會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

流座談，會後該財團安排前往獨

島參訪 

工作事項

詳如第參

點內容 

09 28~29 韓國 

韓國海洋技

術研究院海

洋政策研究

所 

前往釜山海洋技術研究院海洋

政策研究所參訪。 

回程：釜山→首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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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容  

邊界，是兩國之間極容易滋生事端的國際問題。中俄之間有著全世界最長的邊界，

長年以來，邊境衝突不斷。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外交條約及輿圖，包括為數

不少中俄兩國所簽條約及劃定西北（新疆）地區輿圖。職於民國九十九年籌辦「失落的

疆域─清季西北邊疆條約輿圖特展」，並發表多篇論文，當時獲得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

研究員劉夏榮博士的注意，因劉夏榮博士專門研究清代中俄邊界地圖，劉研究員曾三次

來台北與職會面座談，並邀請職前往韓國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總部演講，經過多次聯絡

後，終於敲定於本年(108年)9月下旬前往韓國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參訪行程，並以「國

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季西北邊疆條約輿圖簡介」為題，介紹本院所藏相關條約輿圖。 

職於本年度(108)9月 24日搭機前往首爾，由該財團劉夏榮研究員接機並至下褟旅

館，劉研究員先介紹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的沿革，該財團是在 2006年 5月成立，該財

團是為深層、研究以及分析韓國歷史問題，並能使韓國人正確理解歷史，向該國人民進

行宣傳，並與國內外學界的合作而設立的。為了強化東北亞地區的歷史研究並加強獨島

主權宣傳，該財團下面設有研究與周邊國家歷史問題的三個研究室及運營企劃、戰略企

劃、交流宣傳室等，所以東北亞歷史財團不僅調查和研究獨島主權以及歷史教材等問題，

還制訂應對策略，與該國政府決策機構相聯繫，發揮對韓國歷史的解釋調整機構功能。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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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25日)，劉夏榮研究員先帶職前往位於該財團所在大樓地下一樓的獨島體驗館，

該館約有 547平方米的空間，分有展覽館、自然館、歷史館，4D影像館等組成，職對該

財團在政府支持下設立此體驗館讓民眾對獨島歷史、當地自然生態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並強化愛國情操，覺得用意頗佳。(照片如下) 

 

←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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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結束後，職與該財團理事長金度亨先生見面，金先生對職能受邀前往該財團演

講參訪表示歡迎，金度亨先生曾來台北訪問過，但未有機會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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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擁有豐富的典藏，也有諸多與韓國有關的歷史檔案，希望能建立起雙方交流的管道。

職則表示歡迎金理事長前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訪，也贈送他本院出版的圖錄，他也

說在演講結束後隨即安排職前往獨島參訪。(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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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即在該財團會議室進行演講，講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季西北邊界條約

及輿圖簡介。職在演講一開始，先說明新疆位於中國西北部，自古以來是絲綢之路的樞

紐，東西方文明在此交會，多元民族在此遷徙融合。新疆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命名之地，

進入大清版圖前，此地分屬於多個游牧部落，如：哈薩克、準噶爾、浩罕。乾隆皇帝平

定準噶爾後，阿爾泰山以北的唐努烏梁海三部先後歸附，大清國亦將愛古斯河以東、巴

爾喀什湖東南地區、特穆爾圖淖爾（即伊斯色克湖）、納林河流域等區域，納入所屬領

地。道光以降，大清國勢衰頹，無力確保新疆領域；俄國乘機節節東進。咸豐十年（1860），

「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國更通過勘界手段，將擴張侵佔領域要求清廷承認。 

同治時期，清廷與俄國簽訂「中俄勘定西北界約記」（即塔城界約）及三個勘界子

約；光緒時期又簽訂「中俄交收伊犁條約」、「中俄改訂條約」以及五個勘界子約。通過

這些條約的簽訂，大清西北領域從沙賓達巴哈至帕米爾高原逐漸向東退縮，據統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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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西北流失疆域達五十多萬平方公里。職將演講內容分為「疆域變遷」、「分界建牌—

北段劃界、中段劃界、南段劃界」以及「總結」三個單元。 

在第一單元，職提到清廷與俄國所簽訂之「中俄北京條約」（亦稱「中俄續增條約」）

第二款規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及雍正

六年（1728）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

特穆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兩國並議定派員會同勘界設立界牌。據此規定，清

廷與俄國在同治時期簽訂「塔城界約」，光緒時期，清廷又與俄國簽訂「交收伊犁條約」

及「中俄改訂條約」，西北邊界又產生重大的變化。從本次展覽相關條約及西北邊界輿

圖，可很清楚看出在同治、光緒時期大清國西北邊界向東退縮的情形。 

在第二單元，職先對西北邊疆北段劃界作說明：「塔城界約」簽訂後，清廷與俄國

陸續簽訂「科布多界約」、「烏里雅蘇台界約」及「塔爾巴哈台界約」等三個子約，烏里

雅蘇台段從最北邊的沙賓達巴哈至布果蘇克止，設立八座界牌，科布多段從布果蘇克至

瑪呢圖噶圖勒幹止，設立二十座界牌，塔爾巴哈台段從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阿蘇山

口止，設立界牌九座，清廷喪失齋桑泊南北邊及塔爾巴哈台嶺以北土地。光緒時期又簽

訂「科塔界約」及「塔巴哈台西南界約」，清廷喪失海留圖河、瑪爾喀庫里湖及阿克喀

巴河流域土地，位於塔城西南的巴爾魯克山區亦借讓俄國。 

接著職提到西北邊界之中段劃界，西北邊界中段（伊犁段），是從北邊的奎塔斯山

往南至那林廓勒。依據「塔城界約」，清廷與俄國在此段邊界劃分即從由奎塔斯山順圖



 - 12 - 

爾根河（亦稱博羅胡吉爾河），沿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霍爾爾果斯等卡倫，至

伊犁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犁河再往西南至那林廓勒止。所以當時的圖爾根河成為兩國在

伊犁段的國界河流。隨後因回部動亂，勘界無法進行，俄國又趁機進占伊犁，經交涉後

於光緒七年簽訂「中俄改訂條約」，雙方再派員會勘此段界務。光緒八年（1882）簽訂

「伊犁界約」後，伊犁段的國界河流又向東移到霍爾果斯河。民國初年北洋政府與俄國

簽訂「霍爾果斯河中俄分水分界條件」，原屬於中國的河中沙洲，又劃歸俄國。從展覽

相關檔案及地圖，可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初年間伊犁段邊界線變動的情形，在前清強盛時

期，原以巴爾喀什湖為界，隨著國力的衰退，邊界線即向東退至圖爾根河，最後退至霍

爾果斯河，甚而連河洲都被劃割，實令人感嘆。 

職在南段劃界部份則說明依據「交收伊犁條約」約文，新疆南段從蘇約克山口至瑪

里他巴爾山劃定邊界。因為清廷拒絕承認此約，曾紀澤再與俄國交涉，議定將此段兩國

交界地方，再派員實地查勘，安設界牌。光緒八年，勘界完成後，雙方簽訂「喀什噶爾

界約」（「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光緒十年又簽訂「續喀什噶爾界約」（「喀什噶爾西北界

約」）。參考本項展覽多張喀什噶爾段界圖，再與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劃邊界做比較，

清廷在新疆南路邊界線，又向東退縮甚多。 

在總結時，職說明北洋政府時期，當時的外交部政務司曾經繪製前清時期西北邊界

地圖，計有西北中俄迭次分界圖附沿革(上、下兩張)及 6張西北邊界分段地圖，此 6張

地圖分別為：烏里雅蘇臺全圖、科塔新舊定界合圖、新疆塔城西南中俄定界圖、伊犁中

俄新舊界合圖、新疆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這些地圖是參考「塔城界約」、「中俄改訂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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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以及兩條約之相關子約內容及清廷所存地圖資料，重新繪製。閱覽北洋政府所繪

地圖，我們對清廷在同、光時期西北地區所失約計 5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及邊界的變化，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些地圖對於研究清代西北疆界極具參考價值。(照片如下) 

 

 

演講完畢後，與會相關學者針對西北邊界地圖提出問題互相討論後結束，隨即由劉

夏榮研究員開車離開首爾，展開漫長前往獨島的行程，經四五小時的車程於夜間抵達江

源道江陵搭船的碼頭，隔日清晨即搭船先往位於韓國東南方海上的郁陵島，航程近三個

半小時。抵達郁陵島已中午，稍事修息即再換搭船前往獨島，獨島位於郁陵島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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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近兩個小時，並非任何人可隨意登島，劉夏榮委員稱韓國政府為提昇該國人民對守

衛領土主權的意識觀念，開放讓民眾申請參觀獨島，但船班一天僅一班來回，等候登島

民眾甚多，一般申請者均要等候通知按照預定時間前往，劉夏榮研究員稱職是因該財團

安排關係，所以能前往獨島。排隊登船時，遇見一位唯一居住在獨島的韓國民眾，他說

他祖父以前即住在獨島，這證明獨島早有韓國人居住，他現在也變成韓國人注目的人物。

(照片如下) 

 

在船上看韓國民眾均拿該國國旗，頭綁國旗或繪有獨島布條，抵達獨島已近下午四

點多，其實獨島並不大(應比釣魚台小)，是兩小島組成，而且只能在島上停留四十分鐘，

但韓國民眾興奮到不行，我的韓文翻譯也說他是第一次登島，非常激動，韓國民眾亦在

島上寫有韓國領土的標記牌上拍照，該島現由韓國派 70名警察駐守，所有物資均從本

島運送至該島，生活艱辛，為的是守護該島主權。(照片如下) 郁陵島與獨島(日本稱竹

島在本院典藏相關地圖亦有載繪，能抵兩島實際參訪，經驗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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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獨島搭船回郁陵島，再搭船回韓國本土又是六小時行程，如此前後來回花了近

十二小時的航程，為的只是那短暫 40分鐘的獨島之旅印象深刻。回到本土後在搭車前

往釜山已近午夜。次日韓國海洋技術研究院海洋政策研究所所長梁熙喆教授接職前往該

研究所參訪，梁熙喆教授畢業於台大法律系博士班，專研海洋島嶼及海洋法研究，曾經

來本院參觀建國百年外交條約展覽，並與職討論清代外交地圖相關問題，接著去該研究

院的海洋博物館參訪。(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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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此次參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進行學術演講，該財團與會學者認為本院典藏相關西

北邊界檔案及輿圖極為珍貴，是韓國學者及相關學術研究單位為重視的並想來作學術參

訪的重點博物館，圖書文獻處所籌辦的展覽，也是他們極想參觀學習研究的項目及課題，

因相隔甚遠，無法及時來院參訪，透過類似的學術講座，將本院所策劃的展覽及相關學

術研究成果，宣傳至韓國，個人認為這對促進台灣與韓國學術交流頗有助益。另外能前

往獨島參訪是非常特別的經驗，領略韓國對於主權宣揚的做法，激發全民愛國之心值得

學習，職與韓國海洋技術研究院海洋政策研究所的所長梁熙喆教授的學術交談，對於韓

國海洋主權維護的做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似乎與本院交流不多，該財團理事長也表達意願與本院能夠在

學術方面能有廣泛的交流及互訪，建議本院能與該財團多接觸交流，促進雙方關係的發

展，另外對韓國在維護獨島主權的作法，成立博物館，並研究獨島的海洋生態環境及歷

史，並鼓勵民眾參觀獨島激發愛國之心，這些作法都值得我們政府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