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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驗證歷史、回歸歷史 i

推薦序

驗證歷史、回歸歷史

在歷史著作中，常有作者會選取對自己有利的史料來「合理化」、

「加強」自己的論點，同時又「輕忽」不同意見的材料，從而把歷史引

導到作者自己希望達到的論述。但是這種有意、無意的作法，有時反而

傷害了歷史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也誤導日後歷史的讀者。現今一代歷史

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來驗證歷史、回歸歷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1970年代發表了三大宣言（分別為〈國是聲

明〉、〈我們的呼籲〉、〈人權宣言〉），被當作該教會政治立場的代表作，

也被日後許許多多學者認為係「獨立建國」的指標。但是，有許多實質

問題卻被忽略，例如 1970年代長老教會的政治與文化立場與其以前的

立場是否相合？長老教會要提倡轉移國家認同，那是否已建立一套對於

「制度」、「文化」、「族群」的完整論述？同時，教會內的人士是否都願

意共襄盛舉？而當時的文字用語是否就是「獨立建國」的含意？

這些問題沉澱下來，就成為日後鄭睦群博士在閱讀長老教會史籍

時的疑惑，進而成為他當作博士論文探討的對象。他在本書中，先討論

長老教會台獨形象的形成與其國家認同立場的轉變，再就長老教會文獻

中的「台獨意涵」、「孫文形象」與「中國文化論述」等幾個面向來切入

討論。而他主要依據的史料，即是長老教會的機關報─《台灣教會公

報》。而由於檢驗文獻的範圍是從 1970年一直到公元 2000年，可以說

他的立論建築在相當堅實的基礎上。

這本專書有幾個有趣又重要的發現。第一，長老教會台獨的形象

乃是起源於外界的批評，長老教會起先還在澄清這樣的「誤解」；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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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件的發生，才使得長老教會開始建構台獨的意涵。第二，遲至

1970 年代中期，長老教會官方的立場仍是「反共愛國」，中間經過了將

近 20年的演化，才有「獨立建國」的議案，可見其國家認同有一長期

的演化過程。第三，從 1970與 1980年代對「國父」孫文的稱呼與對

中國族群與文化的認同上，亦可看出當時長老教會的轉變還不大，要到

1990 年代才清楚的對於中國文化與外來政權予以批判。

本書這些重要的論點所顯示的，乃是闡述長老教會之所以主張獨立

建國，係為一個演化和發展的過程。而長老教會之演化，有內在與外在

因素所促成，並非過去學者或教會人士單單套用神學理論或是政治理論

來解釋。而 1970年代或更早時期的長老教會，對「文化」、「族群」、

「國家」的立場上，並未創立新說，也不是採取兩面立場以謀生存。以

上這些論點相當大的修正了過去的歷史解釋，成為本書的重要貢獻，非

常值得為學界重視。

鄭睦群博士在研究台灣基督教史方面有著雙重的身分，一為他是接

受歷史學完整訓練的高材生，從大學、碩士班與博士班都在研修歷史，

以迄博士學位；另一是他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密切淵源，不但是第四

代的信徒，更因父親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從小在教會裡長大，對於教會

有著特殊的感情與認識。所以他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了解與觀察遠勝

於一般人士。這本由博士論文修改完成的專著，就是他探究長老教會歷

史的一個重要成果。相信以他多才多藝的天分和專研精進的努力，將來

必會在他選擇的領域中大放光彩。  

　中央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

王成勉
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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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感謝國史館與政大出版社的等待與不嫌棄，讓拙作在絕版多年後還

有再次問世的機會，特別是一本由博士論文修改且較為小眾的著作，這

是 2013年 6月論文通過時完全不敢奢望的事。

博班畢業十年了，至今依舊無變當初撰寫博論的初衷，就是希望

長老教會對於自我國家認同的論述路徑，能從過往的「本質論」微調至

「建構論」，並且分享從「大中華」走向「台灣國」的過程。因為這樣

的改變本身就是見證，完全無損長老教會對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貢獻，

反而更能凸顯作為台灣最大且歷史悠久的基督宗派，其戰後國家認同轉

換的歷史意義。即長老教會曾被動接受國民黨政權帶來的「中華民國」

與其各項價值觀，但隨著懷疑與追尋，最終覺醒更期盼獨立建國。此

外，也希望這些研究的小小成果，可以獻給我至今依舊身處的長老教

會，我對於本研究的史學方法與史料基礎也有一定的信心。《從大中華

到台灣國》在 2018年初開始流通，至今收到許多學界與教界的正反評

論；出版後也有不少單位演講與稿件邀約，造訪了中原大學、輔仁大

學、政治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建道神

學院等，有著深刻且愉悅的學術交流。

不過拙作的結論依然並不是當前長老教會的主流觀點，亦有論者

認為長老教會在日治時期即有台獨思想，而戰後政府也在 1960年代便

恐嚇與防範該教派的台獨意圖，因為這樣的意圖已透過其信仰生活流露

於外。只是威權時代只能隱藏其意識形態，以免讓長老教會與信徒面臨

難以承擔的災難，儘管該教派的台獨意圖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是以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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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與其方法論，不僅對於歷史事實過於想當然耳，得出的結論自然不精

準。不過我在撰寫博論的過程中，確實有不少長輩「溫馨提醒」是否思

考換一個研究題目。他們擔心即便我對長老教會一片熱誠，但研究結果

出爐後可能會被冷處理，甚至遭受批判或攻擊。因為我試圖挑戰的是幾

乎成為常識，即 1977年的〈人權宣言〉為長老教會公開台獨立場之肇

始，如今已近乎苦路與十字架般的存在。

儘管我的觀點與論述已在拙作中完整呈現，但我仍願再次強調研究

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另一關鍵問題意識在於「什麼是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

《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到緒論中明白表示，書中所指的長老教會

並非僅只於官方文告，以及或若干領導者或意見領袖的言行舉措，而是

將《台灣教會公報》中關於族群、文化與制度認同的文字進行歸納，進

而分析該教派國家認同的轉換。這些文字的作者來自長老教會的不同年

齡、性別、階層與職業等等；而內容包含新聞報導、公報社論、專題文

章、讀者投書等等，許多書寫更無涉敏感的政治議題，一定程度上表露

當下的族群、文化與制度認同，這是與過往研究最大的差異。因此拙作

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觀察與分析《台灣教會公報》所呈現的長

老教會百態，而非只有教會代表與其所組織的中會、大會或是總會。因

此我認為長老教會當時十六萬的普羅大眾，在三大宣言發表的 1970年

代，其意識形態離支持台灣獨立建國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若是能理解

這一點，會更明白我期望在書中要傳遞的概念。

〈人權宣言〉從起草到通過完全符合該教派的民主機制，因此王

曉波稱〈人權宣言〉假設沒有得到長老教會「十六萬會友同意」，那就

高俊明少數人「冒用」總會名義的決定，這是他個人對代議制度與其精

神的錯誤認知。但王曉波確實點出了一個重點，即〈人權宣言〉的主導

者，與總會投下贊成票正議員，以及廣大的十六萬會友，這三個層次對

於〈人權宣言〉的內涵與其通過原因，在理解上可能是存在差異的。所

以即便所有起草者都有台獨意圖，但總會與北大諸位議員接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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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宣言是愛國愛鄉之「非台獨」宣言，無足夠證據顯示投下贊成票的

議員完全明白起草者之苦心，那就更遑論長老教會所有的會友。

此外，不能以台灣政治環境的民意代表來想像長老教會的代議生

態。民意代表通常有其認同理念的政黨，並且主動公開政見爭取選民支

持。因此選民大致上了解民代的意識形態，與其在議事殿堂爭取與監督

的方向。但長老教會在總會多數具投票權的正議員長老們，其主要的

任務是領導與管理地方教會。每當教會進行長老選舉前後，罕見被選舉

人以「積極參與總會事務」作為「政見」，因為這並非會友最關心的事

情，更遑論會友是否皆支持獨立建國。因此正議員乘載廣大信眾之台獨

共識到總會議事場域，最終以〈人權宣言〉宣示終結中華民國並獨立建

國，這在歷史與邏輯上都非常值得商榷。事實上，多數長老教會的會友

對於總會總委會與年會的議事內容是陌生的，因此就〈人權宣言〉的發

表而言，推論大致上是「看了報才知道」。但隨時時代的演進與開放，

〈人權宣言〉的意涵與論述亦不斷被豐富，最終方成為今日眾人所熟知

的模樣。總而言之，《從大中華到台灣國》並非否定長老教會發表三大

宣言的勇氣與承受的苦難，而是希望能以更細緻的角度來探究該教派國

家認同的轉化過程，不僅無損其貢獻，更擴大與歷史及社會對話的空

間。

文末，再次感謝國史館與政大出版社讓《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得以

再版，也感謝多位師長及好友願意聯名推薦拙作。我仍願將此一小小的

研究成果，獻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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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一個長老會的家庭，從小在淡水基督長老教會長大，國、

高中亦就讀該教派所屬之淡江中學，成長過程滿是上帝的恩典。因此儘

管自己的學業與課外表現皆不突出，卻也不斷思考著究竟能回饋什麼給

天上的父，以及自幼栽培我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中畢業後因興趣與

地緣關係，我選擇進入淡江歷史系與其研究所就讀，接著負笈文大取得

博士學位，研究這片土地的往昔成為我服事上帝的主要器皿。經過數個

寒暑的祈禱與等待，如今博士論文總算是以出版之姿問世，而今年又是

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發表四十週年，躬逢其盛無限感恩。

談起博士論文的誕生，首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張瑞德教授。張老師

不僅在課堂上給予我相當大的啟發，課後的對談與討論也使我能夠從諸

多理論中釐清最適合自己的研究途徑，並且鼓勵我放手去做最想做的領

域。我在張老師身上感受到最寬廣的心胸與最嚴謹的治學態度，這是我

一生都應該追求與學習的典範，我有幸能在其門下成長與學習。而論文

能夠通過審查要感謝擔任口試委員的薛化元、鄭仰恩、陳志榮與王成勉

等四位教授，每位老師都有著專精淵博的學識，不論是初審或是最終的

口試，皆給予中肯深切卻又讓我帶著前進動力的建議，讓我的論文能修

正盲點不斷突破。其中要特別感謝王成勉教授，我曾在他主持的台灣基

督教史學會中擔任秘書長，這個職位讓我認識許多研究基督教史的前輩

與同好，增添許多請益、交流與切磋的機會，至今依然獲益匪淺。細數

這些年來王老師對我的照顧，可說是我博班生涯的第二位指導教授，他

願意為拙作賜序實在榮幸。此外也感謝國史館的接納與政大出版社的協

助，國史館外審委員的意見讓我看見論文中許多再次調整的空間，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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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版社的專業讓本書比起原著有更好的呈現。

再來要向博論生產過程中相遇的夥伴們致敬。自 2008年 9月進入

矗立於陽明山麓的文化大學開始，我認識了許多相互支持、砥礪的同

窗、學長姊與學弟妹。除了一同分擔令人皺眉的原文文章外，我們共組

讀書會、工作坊，甚至讓我有機會在史學系壘延續游擊手的棒壘生涯。

其中不能不提到住宿大莊館時期的室友們，家顯、老田、天瀚學長，特

別是目前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胡適故居的岑丞丕博士。在我初進文大時，

阿丕給予我許多生活上的幫助，讓我在最短的時間內適應山上的環境。

我們都喜歡棒球、爵士樂、電影，以及每當是日的工作告個段落後，那

愜意的宵夜與小酌時間。即便冬夜的文大有時溫度只有個位數，但咱們

仍然挺住寒風外出補貨，為的就是苦讀後淋漓盡致的談天說地。後來阿

丕介紹我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除了擔任潘光哲老師的研究助

理外，也讓我認識了許多同輩但卻遠比我傑出的學術同道。每次與其互

動皆深覺自己的不足，返家後無不警惕與反省，成為鞭策精進的另類

動力。阿丕與我至今依舊是兄弟，我們都懷念著當年大莊館 C317的歲

月，以及從窗外望去的無價夜景。

接著是感謝我的家人、長輩與好友們。感謝我的父親鄭宏輝牧師

與母親蕭素蘭師母，他們除了將我拉拔到大之外，至今仍然無條件接納

我所有的一切。即便台灣的博士有如過江之鯽，但當年我宣布投考博班

時依舊全力支持，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會親自帶領我前面的道路。我的兩

位弟弟睦迪、睦哲雖然與我從事不同領域的事工，但不時的問候仍然溫

馨，睦哲還特地幫我規畫了專屬的畢業餐會。感謝我的表妹芮吟，我們

不時交換著彼此的研究心得，也恭喜她在今年取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

究所的碩士學位，家族裡有人一起研究歷史是開心的事情。感謝我的外

婆蕭李乃女士與聖望教會吳西梅長老，就讀博班時期為了生活與學費四

處兼課，而她們的幫助減輕了我當時的生活負擔；感謝八角塔男聲合唱

團所有弟兄們，認份聽我這位學歷史的團長講古，一同拿到了傳統藝術

金曲獎最佳宗教專輯的榮耀；感謝我在馬偕醫學院的學生昀容，她的細



自序 ix

心校對替我分攤了不少時間與心力；謝謝一路陪伴我的怡婷，但願未來

的人生路繼續有妳的鼓勵與支持。

最後，感謝創造天地的至高上主，謹將本書獻給您，以及我摯愛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