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籍中的台灣史資料記載台灣是古人嚮往的蓬萊仙島 

古籍記述台灣是蓬萊仙島，《山海經》云：「蓬萊山在東海中，島上諸仙人及不死

之藥皆在。其物禽獸盡白，宮闕以黃金銀作成。」三國沈瑩「臨海水土志」記事：「夷

洲(台灣)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土地饒沃，
既生五穀，又多魚肉。…」。可知台灣自上古以來，土壤肥沃，生長繁盛，資源豐富，
生活容易，養成台灣的先民就如「蓬萊山仙人」悠哉遊哉地過活。因此台灣就是古代中

國人夢寐以求的蓬萊仙島。 
先賢林資修在《台灣通史》開闢紀序云：「台灣自鄭氏建國以前，實為太古民族所

踞，不耕而飽，不織而溫，以花開草長驗歲時，以日入月出辨晝夜，岩居谷飲，禽視獸

息，無人事之煩，而有生理之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歟？」以此來說明台灣在史前時期，

原住民族的生活、心裡及生理的形態，就是神仙的模式，林資修認為原住民就是神仙，

況且台灣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台灣自上古以來，擁有得天獨厚的四大地

利：1.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2.四周海域地形複雜、海岸的底質和棲地非常
多樣化；3.北赤道洋流的支流及黑潮又分別從台灣之東西兩岸通過；4.中國沿岸流和南
中國海水團三股海流交會，造成南北的水溫差異；因此造成台灣在全球海陸生態最豐富

的地區之一。由低海拔到高海拔幾乎涵蓋各種不同溫度的植物，生物種類數目幾乎與整

個歐洲大陸相當。擁有的海洋生物種類卻多達全球的十分之一，顯示台灣陸上和水域生

物多樣性的資源豐富。又台灣的土地肥沃，農產生長繁盛，有其珍貴性。古代先民在台

灣很容易生活，早就脫離原始生活，形成文明的最初之地，稱為蓬萊仙島。 

 
古人嚮往的蓬萊仙島就是台灣的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