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請用藍、黑色筆作答，以其他顏色或鉛筆作答者不予計分）

系所別：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科 目：台灣史（全一頁）

一、試分析清代台灣的水利興築及其意義。（25％）

二、試述日治時期高雄（古稱打狗）的建設及其影響。（25％）

三、族群關係一直都是臺灣開發以來島內的重要課題，自從清代漢人大量移入之後，閩粵族

群移入時所產生的地緣分類，以及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漢番關係，乃至於日治時期內地

人與本島人的區分，這種新族群的加入與族群關係的調整，至今仍然持續存在。請就上

述列舉的清代閩粵分類、漢番關係、以及日治時期的內台關係，說明這三類族群關係的

內容。（25％）

四、請閱讀下列史料：（25％）

竊查閩省泉、漳二府，向資臺米以濟民食。…不知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

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用，亦圖賣米換錢。一行禁止，則囤積

之米，廢為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泉、漳。…臣(高其倬)查開通臺米，其益有

四：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資藉，不苦乏食；二、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售

賣之益，則墾田愈多；三，可免泉、漳、台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脅勒需索之累；

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買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錄自賀長齡輯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兵政)

請由上述史料，說明其反映出的十八世紀臺灣與福建漳泉的經濟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