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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已有的東西，而仍然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所以問題是，你能不能丟掉前面

那個工具，而不是不應該丟掉那個工具 。通常那些我們認為不能丟掉的，就是

一些價值規範，但是按照工真理性的想法，這個都可以丟掉了 。 功能主義如果

是取後面這個意思，再推到某一程度時，它就會產生虛無主義 。因為那個時候，

所有我們肯定的東西，原則上都是可以丟掉的 。

我現在提出這三個進路(approach) ，三個理論態度來說，當然解析是無窮無

盡的，別人也許也可以提五個態度來講，這都沒有關係 。這三個理論態度都涉

及至關重要的問題(也e crucial problem) ，這些重要的問題(the crucial problem)都不

直接和問題的解答相關，但都涉及要找尋問題的答案時的方法論上的問題 。

最後我要再講幾句話，因為我們是在談文化的延續啊、斷裂啊、這些問題，

我們很容易選擇某些資料、某些論點，然後就支持一個主張。但我今天不是做

這些事情，我並不提出一個主張，而是提出說，你在提出一個主張時先經過一

個澄清(clarification)的過程，使得我們不管談傳承、 談斷裂都能有一個清楚的意

義(signification) 。

說到這裡我再加一句話來結束令天短短的談話 。 我們處理一個理論問題、

做一個理論研究的時候，我們原則上是在絕對的(absolute)和模糊的(ambiguous)

兩個極端之間找意義(signification) ，有時我們說一些絕對的(absolute)話，而我們

知道它不是真的，我們有時也說一些模糊的(ambiguous)的話，雖然它是真的，但

卻是不值得說的 。 而我們乃是在這兩端尋找意義(signification) ，至於如何尋找就

靠我們有一個嚴格的、清醒的思考。這樣我們才可以建立有意義的論斷，也才

可以幫助別人進行有意義的論斷 。

我今天就大概地說到這個地方，我們這個會議接下來要繼讀開，我相信會

有很多好的論文，我就祝你們會議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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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 2005 年 5 月 6 日

--島台灣的歷丈棍，于

曹永和

中央研究院院士

今天這個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這不但

是形而上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很實際問題。勞院士的專長是哲學，我是專作

歷史研究，其實歷史的意義是很多元的。談到歷史，簡單來說是要有歷史意識

的，用歷史的意識看待事情，把這些事情寫下來，那就是歷史，而且歷史本身

是有多元的歷史意識 。 歷史意識從哪裡來的，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變化種種，

是引起我們想留下來寫下來的歷史動機。歷史可以分為政治史、經濟史等的分

門別類，過去比較著重的是這類政治史、經濟史;但綜合是對歷史的認識 。 我

們一般來說大致上歷史分有三個要素，一個是人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

的時間、人群所活動的空間等三要素。

台灣人是由多元族群所構成，人類社會本來就是非常的複雜，如民族主義、

民族國家近來也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民族思想是對於歷史的發展影響很大，

像南斯拉夫戰後到現在叉分裂，那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人總是要有個活動

的空間場所，人在一個空間的活動，放在時間軸的延伸，就是歷史記憶，這種

歷史記憶是有歷史意識的 。 我們每個人活動的空間可大可小，看我們是從台灣

看世界，或從世界反過來看台灣。我們可以從全球看台灣，也可以從東亞看台

灣。

以前我一個經驗，就是在荷蘭海牙檔案館時，有各種人來查詢檔案館裡的

資料。有荷蘭人也有印度人 、 日本人，休息的時候要去喝咖啡或喝茶，自然而

然歐洲人就和他們歐洲在一起，我們台灣人 、印度人、 日本人也會自動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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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像一個 TE必1 ' 一種亞洲的共同認識，這是一種自然的親近意識。就台灣文

化來觀察，台灣現在有獨立或統一的不同看法或台灣人 、 中國人的認同差異，

就像我們在這裡生活，分作下港人、頂港人，台北人也可分作大稻坦人，或是
蜢研人，這種認同雖然有所不同，不過台灣仍是一個共同體的空間。

台灣人的形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我們台灣最初不是漢人的台灣，而是南

島語系族群生活的地方 ， 南島語族本身叉分很多族群，後來漢人進來，荷蘭人

進來，日本人也來，各種人進來，台灣這個歷史的變台，不同的人來到台灣，

都會留下他們的文化因素在這裡'這些文化元素也會持續保存。台灣文化不能

完全由漢人的文化來看，而是歷史的過程不斷的有變化。漢人基本上是農業民

族，而以前台灣的南島語系民族他們並不是以農業為主要生業。漢人最初是在

荷蘭人或西班人來的時候，在村落或部落作交易買賈。到荷蘭時代，開始有農

業開發，不過荷蘭時代以來，他們以大員來當作轉口貿易基地，漢人也隨著荷

人的農業開發逐漸進來台灣，所以那時候的台灣已經不是一個單線發展的方向。

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也好，對岸的中國政府都認為台灣自古以來與大陸

是不可分割的 ， 這是個政治上的神話，我們的歷史意識是要分開神話與事實，

這點非常重要，所以什麼台灣與大陸是自古以來血濃於水，是不可分割的史觀，

這些都是政治的神話，都是為了要統一台灣的說詞。我們要怎樣看待歷史發生

的變化 ， 怎樣記錄過去在台灣發生的史事，這是對台灣存在的認識。我們也要

知道歷史事件與歷史意識之間有落差存在。紀錄下來的歷史叉囡每個人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也會因世界的潮流與歷史的思考而有所轉變，我們要在這種轉變

中了解台灣的特殊性。

台灣最初是被荷蘭人當作貿易基地，也開始有相當規模的建設，在更早之

前是海盜會來盤據的地方。荷蘭人在台灣開始進行開發，也引進中國漢人勞力。

荷蘭人在大航海時代，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可供經營、貿易的長久基地，倒並沒

有佔領廣大土地的觀念。荷蘭人對於台灣的政策一直都是貿易的基地考量，不

過要使這個基地能夠安定就必須擴張控制的區域，所以台灣變成荷蘭殖民地。

但在荷蘭本國與在台灣之間的統治方針也有些許衝突對立，台灣是荷蘭東印度

公司的第一個殖民地，當時它的根據地在巴達維亞，只有建造巴達維亞城及總

督府為主，沒有對於土地的全面控制。所以中國方面都認為台灣被荷蘭人侵佔，

其實荷蘭人對於台灣土地並沒有野心 ， 這是馬列主義的錯誤解釋。那時候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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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數慢慢的變多，但是相對台灣總人口還是少數。直到鄭成功趕走荷蘭人

的時候，台灣才逐漸變為由漢人主導控制的社會。

鄭氏王國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鄭成功曾有打著反清復明的口號，政

經也會反攻大陸，與蔣介石在台灣所喊的口號反攻大陸相同，鄭成功一直沒有

辦法反攻大陸，它的勢力自從攻打南京失敗之後 ， 一直不斷地萎縮，甚至連廈

門也站不住腳，才決定跑來台灣，算是流亡到台灣才重新建立起它的王國力量。

等到在台灣立定基礎以後，下一個的目標則是菲律賓，所以鄭成功的構想不是

要反攻大陸，而是要以台灣為中心，建立起鄭氏海洋王國的規模。可是鄭成功

死掉後鄭氏王國的大方向政策叉改變。所以鄭成功的反清復明是創造的口號 ，

政治口號所帶來的政治神話與歷史事實，我們應該要加以分別。

台灣的歷史也是一樣，面向相當的多樣，譬如現在施瑕在中國被當作民族

英雄，位階比鄭成功更高，因為他是統一台灣的英雄，當然比鄭成功更偉大 。

不過我們也要分別其所代表的歷史意識與事實的差別，施琪攻打台灣首先是關

於個人與鄭成功的個人恩怨與家仇，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男外一個攻打台灣

的理由是想要效法鄭家將台灣當作其海外賀易的資產。例如當時鄭家投降後，

北京當局認為台灣這是一個不屬於中國的土地，原本要放棄這塊土地，只要不

再成為抗清的基地就好，所以將鄭氏政權在台灣的舊部屬及原有武力遣返回大

陸安插原籍 。 施碩認為這個時機不要隨便開放，他還是有他的私心希望能夠將

台灣當作如鄭芝龍時期一樣當作個人資產來進行擴張。以前我有一些文章內容

敘述這段經過，令天在此就不要討論 。

康熙皇帝將台灣歸納入清朝並且開放治海海禁，開海禁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就是要打破施現獨佔的野心，讓大家都可以出海經營台灣，並且不要讓台灣成

為抗清的基地。所以清朝開始時的統治政策是不讓人隨便到台灣來，到台灣來

之後也不能超越漢人所開發的地方，不可以越界。以致台灣後來變為擁有政府

執照來台的人少，而福建廣東等地在原鄉沒有土地沒有執照的偷渡者多，所以

台灣的農業開發倚賴政府的較少，大多數皆是由私人力量進行開墾'民間開發

土地拓展到那裡，政府的力量才隨後而至，設立政府機構及組織，官方的措施

及組織都是走在民間的後頭。台灣的開發是以偷渡來的為主，當然之間有渡台

法令的放鬆與嚴格之間的差別。這種限制渡台的命令，一直到清光緒年間，也

就是日本牡丹社事件後才開放漢人來台不再受限制。所在清朝政府統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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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開發並非由政府力量來開拓的，而是由偷渡來台變成台灣人的民間力量

進行開拓的，這是我們要了解的。剛剛偷渡來台，開始時當然會有族群與族群

之間的分類械鬥與矛盾，不過這種矛盾後來經過時間的淡化，現在褔佬人與客

家人或是其他族群之間逐漸融合和諧相處。

清末台灣叉有第二次西方的衝擊，更加強了台灣的內部融合，比方說清法

戰爭(1884-1885 年)的時候，台灣民間的民勇或團練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台灣意

識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內部更加凝聚，只剩下台灣人、日本人或者是本島人、

內地人的區別，加強了台灣的主體意識的抬頭。不過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時期，

為了統治的需要叉再度撕裂台灣住民間的一體性，破壞族群融合，褔佬人與客

家人在國民黨分而統治的手段下，叉造成了族群的歧異，並且誤導了台灣人的

認同意識。

我們要建立台灣的認同，從空間的認識，原先的歷史研究都是從陸地來看

待歷史，現在逐漸的從海洋的觀點來看待歷史的發展，這是從布勞岱爾(Braudel)

的地中海研究開始的，以海洋來看歷史，從這樣的世界歷史潮流的演變，從海

洋來看陸地的經營，過去的台灣是我們自己的台灣，而現在的台灣因為角度的

不同，而變成為海洋世界台灣的認同，慢慢地形成出來。這個大陸不是單指中

國大陸，這個大陸是指歐亞大陸。這個大陸的陸塊四周有著海洋、半島、與無

數的海島，這歐亞大陸的西太平洋是最能夠凸顯所謂的海洋世界。

我們可以從阿留申群島、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一直往南到東南亞，

形成一個南北向的島鏈。島鏈延伸到東南亞時叉以爪哇島為中心'向東西方向

延伸，形成一個東西向的島鏈。由前述的南北向島鏈再加上東南亞的東西向島

鏈形成了環西太平洋的島嶼世界，而台灣剛好位在南北島鏈與東西島鏈的中間

十字路口重要樞紐位置。所以台灣是地理上、空間上、海洋世界上的十字路口，

更因為是在此十字路口，在戰略上具備高度重要性，所以在荷蘭人的佔領台灣，

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的第二次入侵等等都是看重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使得台

灣站在世界重要的舞台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亦是如此，在冷戰時期，分為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

對抗，台灣依舊保持著特殊的戰略地位直到今日，所以台灣在這種特殊空間造

就了台灣的命運，為什麼大陸在一直處心積慮地拿下台灣，就是想要突破陸權

國家，想要成為一個海陸兼具的大國夢想，所以台灣可以從我們特殊的空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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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海洋世界的台灣，因此我們對於台灣的未來走向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所以

我想做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應該要以台灣為一個主體，以海洋世界的台灣為一

個主體，來開創建立一個正常化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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