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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退潮時會出現的浮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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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治及東寧王朝時期的台江內海及北線（汕）尾地形示意圖／黃蓓珊繪

東寧王朝時期的台江

西元 1661 年鄭成功利用何斌所獻的鹿耳門水道及潮汐資料，帶領大軍

從北線（汕）尾島北方的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於普羅岷遮城北方登

陸，並包圍普羅岷遮城。另令宣毅前鎮陳澤督虎衛將坐銃船駐紮鹿耳門，

牽制荷蘭甲板船，並防守北線（汕）尾，迫使荷蘭人退出臺灣，臺灣從此

開始進入以漢人主政的東寧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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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淺線船不得行

鹿耳門由此港進

鹿耳門

沉水淺線

小砲臺

此岸名海翁線，入鹿耳門至
此一條線內可泊船，線外側
大海。旁註：一名咖咾員。

一帶可拋泊船千百隻，但北
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
天府前尚有壹里淺地，若海
水大潮則直到偽承天府前。

此港原只七尺深，至偽藩
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
流開有一丈七尺深，所以
大船得由此而進，今港底
之沙複填塞依舊七尺深。

此地名北線尾，
搭草屋數間，設
官把守，並盤詰
來往船隻。

從西元 1664 年的臺灣軍備圖中，可知東寧王朝時期的台江內海一帶可

以停泊船隻千百艘，但只有在海水大潮時，船隻才可以航行到承天府前，

而欲進入台江內海的鹿耳門水道在當時亦僅 7 尺深，由此可知當時的台江

雖然十分遼闊，但已有淤淺的現象。

在軍備圖中亦可見到，在台江內海的北線（汕）尾北端搭草屋數間，

設官把守並盤詰往來船隻，同時築小砲臺等描述，可見當時的鹿耳門與北

線（汕）尾在台江內海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戰略角色。

  依西元1664年臺灣軍備圖所敘述台江內海的示意圖（備註：「偽承天府」、「偽藩」等用詞是當時清

廷對東寧王朝政權的稱呼）／黃蓓珊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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