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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羽 著

清代基隆河流域之移墾與黃金的研究



作者簡介

唐羽，臺灣宜蘭縣人，本名蔡明通，字縱橫，一九三三年生於金瓜石鑛山。自幼長於當境黃、

呂與本籍三大農、礦家族間。斯以所聞概及所見，親歷此一鑛山之興衰，大家族之起落。志趣

歷史、窮究史學，專事鑛業史、家族史、方志學之研究；著有公私出版文字達六百餘萬言。又

精於日文與典籍，久任臺北縣松年大學講師，兼從著述為業。其著者，有臺灣採金七百年、臺

灣鑛業會志、雙溪鄉志、貢寮鄉志、臺陽公司八十年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基隆顏家發展史，

暨各類論文三十餘篇。

提    要

本論文集係以臺灣北部最大河流──基隆河流域之移墾開拓為經，次以河流砂金的發見，清

人設立基隆砂金局，施行抽釐採金之始末為緯，附以相關自荷、西二殖民政權，分據臺灣南北，

進行遠東貿易，暨致力於各地找尋傳說中之金鑛「哆囉滿」；乃至鄭氏在臺建立抗清政權，力行

延祚，迄於末年，由於國用陷入窮蹙，亦派探金隊，圖打開傳說中產金地說法；其地也是「哆囉

滿」，此一相關之論說多篇、綜合為一之論文集。

蓋文中所提之基隆河中上游所經，適處後世以產金而著之侯硐背斜與基隆火山群西麓。但

有清一代，始以朝廷嚴行鑛禁，渡臺移民又未諳採金之法；原住族群雖知出金所在，祖傳以來

又口噤守秘，凡言產金，即推其地為「哆囉滿（Turumoan）」應之。甚至，伏莽以待曰：「吾儕

以此為活，唐人來取，必決死戰！」凡歷數百年。其實，所謂「哆囉滿」，也是瞞騙漢人與趨利

之徒，轉換視線而已。

誰知，事及光緒十二年，法事已罷，臺灣建省，巡撫劉銘傳積極從事臺灣之開發，並築鐵

路而由廣東招徠一班去過美洲，受雇築鐵路，又意外親自目睹採金之法的上述路工，擔任工程。

十六年夏間，此批路工於建造七堵鐵路橋時，偶發見河砂含金，以椀試之，果為金苗，成為產

金之發見。

事傳官方，時因劉銘傳經已開缺，改由兼通洋務之前布政司邵友濂，再次調臺出任其缺。

友濂抵臺後發見地利已露，因設立基隆金砂局於瑞芳，以及沿河多處分局，任民眾納釐採金。

擬以釐金所集為臺灣經費。未意，官方設局之事，因利之所趨與官場之暗鬥，致收入未若期待

之成功，邵巡撫也下臺求去。金砂局改歸民營，卻由此採金之逐漸溯源，發見提供金源之九份

山露頭；再進而發現金瓜石鑛山。消息傳揚，致引來時已潛藏於臺從事偵查之日諜所獲知，傳

回日本，至于提早加快其人之侵臺。

斯此，史程雖遠，卻為臺灣本土史重要之一環，其所牽涉，匪唯金鑛之開發而已，今經重訂，

彙為一集，更利於研究之參考，並且，旨趣橫生。

福留喜之助，日本鹿兒島人，一八七一年生，東京大學工學士，精通典籍。一九○四年六月，

來臺首任臺灣總督府鑛務課長，旋出巡金瓜石鑛山，即於當境內九份溪北部小丘上，發見鑛床露

頭，是為此鑛山長仁系鑛床之發見。平生極精鑛藏之學，相關著述甚夥，並任臺灣鑛業會會長。

一九二四年，罷官返日去；唯仍關心臺之鑛業，數次受聘來臺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