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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成功印記

　　雖然鄭成功（1624～ 1662）來臺約僅一年即因病去世，鄭氏政權亦不過 23年

（1661～1683），但一般臺灣人並不會因軍事或政治失敗，而只將他視為海寇的頭目；

相反地，在臺灣民間中，有不少關於鄭成功的神聖傳說，祭祀他的寺廟多達一百多

間，且漢人也多奉其為開拓臺灣的始祖。在官方塑造的形象上，清廷為壓抑反清勢

力，最初雖以「逆賊」稱呼鄭成功，但清末、日治、戰後的統治者，出於各自的政

治目的，則將鄭成功形塑為「民族英雄」，地位崇高。晚近臺灣社會以「多元族群」

觀點，從新審視鄭成功的事蹟，其地位或稍有動搖。本實作將實際調查、蒐集資料，

具體了解鄭成功在臺灣社會的印記。

1.了解鄭成功生平及在臺活動。

2.調查鄭成功在臺留下的印記。

3.培養調查與分析資料的能力。

4.運用所學具體設計文創商品。

H i s t o r y  A c t i v i t y



傳說故事 內容

鐵砧山劍井的由來

鄭成功率師北伐，駐紮在大甲鐵砧山，被原住民圍困，

水源斷絕。於是，鄭成功向天禱告，拔劍刺地成井，

一股甘泉隨即湧出，為官兵解渴。

士林劍潭的由來

鄭成功率軍北伐，途經臺北士林一帶，正當軍隊過河

之際，河中魚精出來做怪，鄭成功大怒，於是將寶劍

投向潭底斬死魚精。但鄭成功的寶劍也因而沉入水

中，在無月光或氣候不佳時，河底寶劍會閃閃發光。

龜山島的由來

虱目魚的由來

請再找一找還有哪些傳說與鄭

成功有關。

鄭
成
功
留
下
之
各
種
印
記

Ⅰ 　　請各位同學分組調查下列與鄭成功有關的事物，並將調查、蒐集之資料，填

入下列表格。

一、傳說印記 舉例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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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中鐵砧山劍井

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還有很多，例如國姓塭、國姓魚、國姓餅、

無尾田螺、蟾蜍山、蚵仔煎的由來，茲述如下：

1. 國姓塭：臺南七股鄉附近有國姓塭，傳說由鄭成功所築，所以
名為「國姓塭」。

2. 國姓魚：鄭成功喜吃虱目魚，故亦曾獻給魯王品嚐，魯王乃賜
名為「國姓魚」。

3. 國姓餅：鄭成功為行軍士兵準備的軍糧，香甜可口，臺北市衡
陽路口曾有一家餅舖專售國姓餅。

4. 無尾田螺：相傳臺中鐵砧山的田螺無尾，因當年鄭成功率軍至
此被原住民族包圍，飢餓之下只好撿拾田螺；但他們食後所拋

棄的螺殼，又重新長出肉來，不斷地供應士兵食用，只是長出

者沒有尾巴，故至今當地的田螺沒有尾巴。

5. 蟾蜍山：相傳臺北市公館地區以前住有蟾蜍精，常常噴出毒霧，
加害百姓與牲畜，鄭成功為解民困，乃發大砲擊之，從此蟾蜍

精不敢作怪，就化為蟾蜍山。

6.蚵仔煎：相傳臺南安平早年端午節有用煎代替粽子的習俗。此
係鄭成功為攻荷蘭守軍，徵購民糧，導致端午節時安平居民無

米包粽子，於是使用番薯粉打槳，再加上蚵、蝦子、糖、花生

等料煎成油餅，之後就慢慢演變成蚵仔煎。

鄭成功率軍途經噶瑪蘭時，見海上有一隻大龜精帶著兩顆

巨卵，正傲慢地吐霧。不久，大龜精攻擊鄭軍，於是鄭成

功下令發砲將其擊沉，之後已死的龜精再度浮上來時，已

化為龜山島，旁邊兩個小島就是兩個巨卵，而被砲彈擊中

之處積水，成了島上的湖泊。

相傳鄭成功初抵臺南安平，看到漁民獻上虱目魚，便詢問

這是「什麼魚」，漁民乃相傳國姓爺賜此魚名為「什麼魚」，

之後再訛音為「虱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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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名印記

地名 由來

草鞋墩（草屯）
鄭成功的軍隊行軍經過，軍隊因雨天休息時，將舊草鞋脫下換穿新

草鞋，而舊草鞋就堆成了「草鞋墩」。

鶯歌

鄭成功向北進軍，至此為煙霧所

困，失蹤許多士兵。於是，他下令

以大砲射擊，打中鶯歌妖石的頭與

鳶鳥妖石的嘴，自此妖石不再興風

作怪。這就成了現今所看到的兩塊

巨石，也是「鶯歌」地名的由來。

國姓鄉、國姓埔

成功路

請再找一找還有哪些地名與紀

念鄭成功有關。

圖 1-2　鶯歌石

在南投縣有國姓鄉、國姓村，臺中市清水區有國姓里，淡水有國姓埔，彰

化有國姓井，這些都是為了紀念國姓爺鄭成功。

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臺中市、南投市、臺南市、高雄市都

有成功路，且在下轄區的不同區、鄉皆有成功路，而這些成功路大多數是

為了紀念鄭成功。

延平鄉（臺東縣）、延平南路（臺北市）、延平北路（臺北市），以紀念

鄭成功受封為延平郡王；開山路（臺中市），紀念開山聖王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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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名印記

層級 校名

　大學 成功大學

　高中 延平高中

請再找一找還有哪些學校的校

名與鄭成功有關。

四、廟宇印記

廟宇性質 廟宇名稱

　官方祭祀的紀念祠 臺南 延平郡王祠

　鄭氏族人的宗祠 彰化 鄭成功廟

　民間信仰
臺中 鐵砧山國姓廟
臺北 內湖護國延平宮

請再找一找還有哪些廟宇的主

神為鄭成功。

圖 1-4　戰後的延平郡王祠

圖 1-3　日治時期祭祀
鄭成功的開山神社

成功高中（臺北市）、延平國中（臺南市）、延平國小（臺北市、臺南市）、

成功國中（臺南市）、成功國小（臺南市）、國姓國中（南投縣）、國姓

國小（南投縣）等。

本題老師可以指導同學搜尋學校附近有關祭祀鄭成功的寺廟，以宜蘭縣為

例，相關的廟宇有：宜蘭市的開興廟；羅東鎮的鎮安宮、慶安宮、永福宮；

蘇澳的聖安宮、建安宮、永安宮、國聖廟；頭城的中興廟、福興廟，礁溪

的國聖廟；壯圍的延平廟；五結的國聖廟、開山廟、慶興廟、明德宮、新

安宮、福興宮、成安宮、金安宮、聖安宮；冬山的進興宮、龍安宮、福安宮；

三星的泰安宮、武同宮；大同的鎮安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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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養問題

鄭成功來臺僅短短一年的時間，活動範圍大致在今天的臺南市一帶，但為何會在全臺各地都留下許

多「印記」，請說說你的意見。

鄭成功來臺一年左右即過世，活動範圍僅在臺南一帶，但有關鄭成功的傳說、故事、祭祀鄭成功的廟宇卻遍及

全臺，凡此皆顯示民眾對鄭成功的崇拜。鄭成功一生從事反清復明事業，他前往孔廟焚儒服、告別儒生、整軍

經武、小金門誓師、驅逐荷蘭人、建立臺灣第一個漢人政權，功業不凡。但又英年早逝、壯志未酬，此一充滿

傳奇性不凡的人生，深受後人景仰，故臺灣各地諸多事物都託鄭成功創造或與其有關。



沈葆楨題臺南延平郡王祠對聯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
塑
造
」
鄭
成
功
為
民
族
英
雄
之
過
程

　　三百多年來，臺灣歷經多次政權更迭，其為了各自的政治需求，利用民間鄭

成功信仰的興盛，以及東方強調忠義的文化價值，共同形塑出鄭成功是民族英雄

的形象。請各位同學針對下列三個時期，調查一下塑造原因、具體作為，並將你

調查的結果填入下列表格。

一、牡丹社事件後

塑造者 沈葆楨（1820～ 1879）等人

塑造原因

具體作為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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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沈葆楨對鄭成功的崇拜，從延平郡王祠的對聯即可看出

1683年 8月，鄭克塽降清，當時清廷為徹底剷除朱明勢力，最初曾下令嚴格
禁止祭祀鄭成功；其後，康熙皇帝雖曾褒揚鄭成功為明室忠臣，但對於臺灣

民眾祭祀鄭成功仍不鼓勵。臺灣民眾因感鄭成功恩澤忠心，乃不顧清廷偷偷

立廟祭祀。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沈葆楨以武力外交擊退日軍，此後清
廷為安定臺灣民心與避免日本的覬覦，於是刻意提倡鄭成功信仰，將其由「反

清復明義士」轉型為「忠心愛國」、「驅逐外族」的英雄。

沈葆楨以「鄭氏明之孤臣，非國朝之亂賊」，上〈為明季遺臣生而忠正歿而

英靈懇予賜諡摺〉，建議為了「順應民情」、「教化人心」，請求清廷同意

在臺灣為鄭成功建祠。1875年，清廷允准為鄭成功建祠，封其為延平郡王，
並諡「忠節」。於是沈葆楨鳩工興建，在臺灣府城為鄭成功建立專祠，並以

明末忠義之士甘輝、張萬禮等 114人為配祀。自此，鄭成功的祭祀活動受官
方認可，由「淫祀」轉為「官祀」。而於臺灣不同時代的各個政權皆於該處

舉行「官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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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統治時期

塑造者 臺灣總督府

塑造原因

具體作為

圖 1-6　1941 年
《台灣日日新報》刊

登了「國姓爺合戰」

的電影廣告，鄭成

功中日混血的背景，

使他也成為日本人

的民族英雄。

臺灣總督府運用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人田川氏的背景與鄭成功忠烈性格源於日本武士道，試圖

淡化鄭成功的民族性與宗教性，並藉此消彌臺灣人的抗日舉動，並拉近與臺灣人的距離。再

者，由於鄭成功具有日本血統，可以將其視為日本人的開臺祖，是日本人開拓臺灣的先鋒，

故總督府藉此來強調日本統治臺灣的正當性。

日本在臺所設神社，依等級高、低可以分為：國幣社、縣社、鄉社、無格社等 4種。1897年，
總督府將臺灣祭祀鄭成功的廟宇，升格為「開山神社」，位階屬於縣社，顯示了總督府對鄭

成功的禮遇，亦有降低臺灣人排斥日本人國家神道教的意圖。其次，總督府將鄭成功宣傳為

一位從蠻夷手中奪回臺灣、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半日本人，根據 1918年的調查，以鄭成功為
主祀的廟宇 48所，名列全臺廟宇數量的前 20名。1939年，曾景來參與宗教調查，提及許
多祭祀鄭成功的廟宇成立於日治時期，還有不少寺廟在皇民化時期，改以鄭成功為祭祀主神，

以避免諸神升天的政策壓力。凡此都可以看到臺灣總督府對鄭成功信仰並不排斥，甚至成為

臺灣人紓解受迫害壓力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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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時期

塑造者 中華民國政府

塑造原因

具體作為

四、素養問題

有人認為鄭成功是「復臺」，有人則認為「開臺」，請說說你的看法。

圖 1-7　2012年鄭成功文化節內
政部長李鴻源（1956～）代表中樞

祭祀國姓爺

欲藉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之事跡，類

比中華民國政府驅逐日本人、收復臺灣，以證

明統治的正當性。

1950年，蔣中正總統親題「振興中華」華匾，掛於延平郡王祠之正殿，形同明、清時期的「封
爵」。1961年，又成立「民族英雄鄭成功史蹟修建委員會」，對延平郡王進行修復，成為當
時臺灣唯一由官方興建的大型專祠。再者，明訂 8月 27日為鄭成功誕辰，官民集會舉行秋季
祭典。此外，行政院還訂定 4月 29日（登臺日）為鄭成功紀念典禮，該日由內政部長擔任主
祭，並於臺南延平郡王祠舉行春季祭典。

教師引導同學理解「復臺」、「開臺」意涵的不同，意識形態差異者可能使用的詞彙也有不同。再者，可邀請

同學發表看法，說明他認為鄭成功是復臺或開臺，並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