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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的奉献及成因 

黄明光 

【摘 要】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的奉献主要是平定叛乱，安抚一方；仁慈为官，关心民众；痛击海寇，

利国利民；减免租税，温暖民心；廉能勤敏，善治冤狱；创办书院、社学，热心教育；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促进地

方民族与汉族融合。清朝浙江籍官员能在台湾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有：清朝政府派大陆官员到台湾各地任

职，履行国家主权；清代浙江经济发达；清朝政府对国子监学生入仕为官制度松动；浙江省与福建省毗邻，距离台

湾地理位置近。 

【关键词】清朝；浙江；官员；台湾；奉献 

在清朝对台湾治理的二百余年间，浙江籍的官生、举人、进士前往台湾任职，履行清王朝对台湾的管理。他们中不少人为

台湾的各方面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据 2015年 3月止，在中国知网公开发表论述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做出奉献的文章，仅

限于对个别人的研究。笔者所见，主要有对姚启圣之研究。例如，肖立军《姚启圣与清朝统一台湾》、
①
陈芹芳《姚启圣与汀州

盐政盐业史研究》、
②
张森奉《清代名臣姚启圣》等。

③
缺乏全面讨论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奉献及成因的研究。因此，对

此题目的探讨，对于深入研究台湾建设史、浙江省人才史，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的奉献 

浙江籍官员的奉献，包括政治、军事、税收、法律、教育等多方面。 

（一）平定叛乱，安抚一方 

清朝政府从郑氏政权手中收复台湾之后，先后发生了多起以天地会名义组织的武装起义运动。对这些起义，部分历史学家

认为其性质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之矛盾”，给予正面肯定。对此，也有学者认为，在清王朝作为中央政府统治台湾

地区不久，这类农民起义活动力图推翻清朝统治，客观上起到了不利于台湾和平稳定局面，影响台湾回归祖国，这种观点以解

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季云飞为代表。笔者支持这一观点。
④
因此，清朝官员领兵平定各种战乱，有利于台湾各族人民生活安定，

此类平定叛乱，应予以积极肯定。 

浙江籍官员参加这类军事斗争，实例繁多。例如，沈飏，字廷扬，浙江仁和人。任汀洲同知。 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

天地会首领陈周全率领民众武装造反。杀清军水师军官曾绍龙、朱慧昌等人。攻下彰化，清军副将张无咎、朱澜等官员被杀。

彰化城破时，沈颺召募当地乡民，调动军队夹击，活捉陈周全，歼灭残余。五月奉旨升台湾府知府。
⑤
 

又如，浙江桐乡籍人徐梦麟，监生出身。乾隆年间任淡水县官员。上任期间，出现了叛兵、土匪暴动。梦麟到任后，招集

乡民，调集军队夹击。同时，采用安抚政策，分化土匪、乱兵。在兵力不足时，徐知县招募当地民众数千人，与官军守卫大甲

等地，铸大小炮二百余，屡出溃贼。最后获取胜利。五十三年升台湾知府。
⑥
 

上述案例，可以证实，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刚收复不久，对稳定社会平安，做了一定的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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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慈为官，关心民众 

例如，朱山，浙江归安人。乾隆十六年进士。二十年，知道彰化县，对监狱中犯小偷罪轻之人，运用发放创业经营经费，

遣送回家的改造政策。朱山为政谨慎，审理案件时，不接受犯人钱财。认为法定而外，属横征，为官之人，怎可解百姓贫困？ 一

次，朱山出海远行，一名男子拿了一块黄金欲献给朱山，说：拿了你的创业经费后，我改行卖鱼，已成家了。现在听说你远行，

母亲命令来报恩。朱山拒收。
⑦
又如，俞兆岳，浙江海宁籍贡生，康熙五年间任台湾县知县。上任之初，在该县城隍发誓：不贪

钱财，不畏惧怕邪恶势力，不徇私枉法徇。每到县城农村，慰问平民生活疾苦，有如父父母探望子女子。有刑事案件，对被告、

原告双方，面色安详，民众热爱其为人。
⑧
 

（三）痛击海寇，利国利民 

例如，浙江富阳籍人周凯，嘉庆时代进士出身。后任台湾兵备副使。周凯到台湾以后，平息了张丙之乱，政绩卓然。时为

道光十三年七月。周凯对被胁当土匪的平民者采取释放政策。道光十四年，吕石为首的叛民，沟结海盗，劫掠泉州府安海镇。

安海民众深受其害。周凯自身请令福建衙门，与清军将领窦氏、马氏等官军带领军队，从海面、陆地两路夹击，行动周密，不

畏惧劳苦。运用火烧策略，歼灭叛军，活捉吕石土匪几十人，民众大悦。此后，周凯带领清军剿平海盗多股，因军功升官。平

定台湾地方海盗，对稳定台湾社会治安，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周凯发挥了一定作用。
⑨
 

（四）减免租税，温暖民心 

胡邦翰，浙江余姚籍。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乾隆年间任彰化县知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彰化县一些地方百姓因为欠官

府一万石的赋税，部分民众卖妻子、儿女来还债；一些人被迫离开彰化，外出流浪。乾隆二十七年(1762）下半年，闽浙总督到

台湾考察，到了彰化县衙门。胡邦翰亲自带领总督到灾区检查灾情，而且不辞辛劳的说明民众的艰难。胡邦翰爱民的热心感动

了总督，便将灾情报奏了乾隆皇帝，朝廷最后免除彰化县灾区所欠的田赋。彰化县许多平民免除欠税，化解了苦难。
⑩
 

程起鹗，浙江山阴人。1883 年，任台湾知府。当初，朝廷官员到台湾清赋丈田，台湾部分农民对丈量存在不同观点。程起

鹗允许对丈量以为不公者，可要求比照嘉义尖山堡沙田则例，分三等改正，台湾府人心安定。对遭受水灾农民，程起鹗派人勘

察核实，实行减免地租。
○11
 

（五）廉能勤敏，善治冤狱 

夏瑚，浙江仁和县籍，以监生身份进入朝廷为官。乾隆期间任台湾知县。为官期间善治监狱，主张对民间诉讼案件，受理

官员必须重点审问好其中关键当事人，才是正确处理纠纷的关键。为官判断案件，务必辨别真伪，否则会伤害无辜平民，严重

时造成株连旁人。由于夏瑚办案思路正确，他在任期间，台湾县无冤案。 史书云：“在任三年，无积案，亦无冤狱”。后该任淡

水同知、司马等官职务。
○12
 

(六)创办书院、社学，热心教育 

例如，沈受谦，浙江绍兴籍。同治时考中科举功名。光绪十年（1884 年）任台湾知县。在职期间，为了振兴台湾文教筹备

资金修建了蓬壶书院等教育机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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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外，还建有社学。清朝官府在台湾设立的社学，有汉人与土番（土著居民）的区分。又，蒋毓英，浙江诸暨籍。康

熙二十二年，出任台湾第一知府。为振兴台湾教育，捐俸创立社学，延师督教。社学以教儿童为主，此后扩大至台湾各县。二

十三年，新建台、凤两县儒学。乾隆年间，社学被义学代替。此外，有文昌祠即原来社学，但是社学意义近失尽失。嘉庆时期，

由于民众文化水平提高，加上少数民族大幅度汉化，土著社学，逐渐被汉民社学取代。
○14
 

（七）正确处理民族矛盾 ，促进地方民族与汉族融合 

例如，浙江仁和人钱琦，乾隆十六年以进士身份任台湾府御史一职。台湾旧例，在深山的少数民族杀人，由地方官府处分，

采用法律比居住在平地的少数民族用刑重。乾隆十六年（1751），彰化县少数民族杀死柳树湳等地兵、民几十人，钱琦根据实情

上报朝廷，清朝某总督徇私枉法，串改事实。清廷严旨责其覆查。或劝钱琦修改前奏，以顺督臣之意，钱琦不可，执前奏益坚。

后经闽浙总督崔应阶查清实情上报朝廷，此案得以公平判决。钱琦公平处理民族矛盾的案例，获得台湾民众大力称赞。
○15
 

清朝前期，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之积极作用，由于笔者所见史料局限，远不止上文所云。同时，我们也客观承认，也

有极少数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利用职权，做了一些不利于台湾民众利益之事。比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省巡抚

官员奏报清王朝，揭露巡台御史害民罪行：除收取民众养廉银外，还要求各县下级官员为其供差。出巡外地时，将夫车、吃喝

各种杂税强加于各县民众身上等。在这次差寻贪官行动中，乾隆六年任台湾巡视监察御史的浙江钱塘县人张湄，被朝廷革职查

办。
○16
 

二、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做出奉献的成原探讨 

（一）清朝政府派大陆官员到台湾各地任职，系履行国家主权之需要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管理自己国家领土的权力。浙江籍官员在收复台湾、建立台湾地方政府、维护特社会稳定过程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收复台湾的功臣之一，姚启圣，浙江会稽籍，康熙二年（1663）中举，担任福建总督后，专门负

责平定台湾事宜。主要贡献有：第一，制订平台方略。建议朝廷对台湾土匪及海盗运用武力镇压与安抚结合的方针；第二，壮

大福建水师。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从江苏、浙江省选调战船百余艘，加强福建水师舰队；从外地调拨精兵一万余人，增加福

建水师人数；第二，增加福建近代化枪炮，加强福建水师军事武器，进一步壮大福建军队实力。
○17
 

在台湾局势稳定方面，浙江归安县人张师诚升任闽浙总督后，会通其它清军部队消灭了台湾附件的海盗蔡牵势力。为清朝

收复台湾做了准备。
○18
 

（二）清代浙江经济发达，为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提高了财政实力 

清朝期间，浙江省经济比过去更加发达。浙江省采取开恳荒地等政策，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宁波、杭州等地国

内外商品贸易量有所增加，农作物产量也大为提高。康熙年间，台州的蜂蜜转销处州及新昌、嵊县等地贩卖。嘉庆十一年以后，

台州地区形成了近代颇具规模的药业商团。乾隆时，浙江省茶叶开始在国内大型城市与俄国等外国销售。就地贸易的街市有较

快发展。另外，乾隆年间，温州地区出现了民间“股份制”。记载此事的石碑立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内容系民众集资合股建水堆

一事。
○19
浙江经济发达，为浙江籍平民捐资卖官提供了经济实力。例如，浙江山阴人程起鹗，捐资官至布政司经历，后人台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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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20
 

（三 ） 清朝政府对国子监学生入仕为官制度松动，系浙江籍官员能赴台湾任职原因之一 

明代官吏制度，对任职官员的科举要求非常严格。《明史》有：不是进士功名出身，不准进入翰林院为官，不是翰林出身不

得入内阁为高层官吏的记载
○21
明代官吏制度，获得科举举人、进士功名系为入朝廷为官的前提条件。由于朝廷腐败，清朝出现捐

资买官现象。因此，对入仕的科举功名要求降低。 嘉庆年间，朝廷吏部规定拔贡、岁、恩、优、副贡生等学生也允许进入官府

仕途。
○22
国子监的五贡生入仕途为官，仅需学政与地方巡抚核查即可。

○23
据笔者所见史料，许多浙江籍人为五贡生，非举人或者

进士出身。例如，台湾清治时期的首任知府蒋毓英，浙江诸暨人，官生出身。 

（四 ）浙江省与福建省毗邻 ，距离台湾地理位置近，方便浙江籍官员赴台任职 

康熙年间， 清朝廷从郑氏集团手中收复台湾。以后，清朝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管理。清初，浙江省划归为

福建总督管辖。雍正年间，改巡抚为总督。乾隆时期，复置浙江总督。
○24
 

从大陆与台湾的距离分析，福建厦门距离台湾本岛一百六十五海里，浙江省苍南县霞关港到台湾基隆仅一百二十海里，浙

江霞关距离台湾本岛一百四十海里，而福建福州距离台湾本岛一百五十海里。这些数字证明，浙江省苍南县霞关港到台湾的距

离非常近。方便浙江籍官员赴台任职。 

此外，浙江历代教育与科举事业均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例如，一些学者统计，杭州府明清进士一千三十四人；据历代府、

县志书《选举》进士名录记载，从唐至清，宁波共有进士二千四百八十三位。绍兴府进士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一十六位。浙江省

各府教育发达，参加科举考试，热衷于为官的社会风气流行，也是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探讨清朝浙江籍官员在台湾建设做出奉献的成原，应利用交叉学科理论，从国家主权、经济、官吏制度、文化

等多角度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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