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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陳星聚是在臺灣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之一。迄今學界圍繞陳星聚的總體評價、

施政措施、教化思想、臺北築城和文化資源開發、資料文獻的整理等方面，業已取得較大進展。

但總體而言，學界對陳星聚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間，還需進一步挖掘和整理資料、拓寬視

角、開拓新領域、嘗試新的研究方法，並加強臺灣地區與海外學界的交流與對話。

陳星聚的生平事蹟在《順昌縣誌》《古田縣誌》以及有關臺灣史、中法戰爭史等著作中都

有論述，從中可以看出陳星聚是一位性情剛毅、急公好義、體恤民情、勵志圖強、熱愛臺灣、

深受人民愛戴的民族英雄。他身上突顯出的這些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雖然在其他千萬的中華

民族脊樑身上也能找到，但其獨特性並不能被抹去。

陳星聚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就是他的人格精神，可以概括為「恪盡職守的為官意識」、「不

忘故土的愛鄉情結」和「不畏強敵的反抗精神」。陳星聚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普通官吏，平生

最關注的就是「尋常之時為國家培養人才，造福一方百姓；關鍵時刻則不計個人安危，誓死守

衛疆土，保境安民。」他強敵的反抗精神，尤以中法戰爭期間保衛臺北最為卓著。發掘陳星聚

文化就是要弘揚陳星聚的這些人文精神，使民眾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豐富人生感悟。

二、內容介紹

陳星聚（1817-1885）字耀堂，中國河南省臨潁人。1849 年中舉人。1853 年河南境內發生捻亂，

他督率鄉團平亂，因功授知縣。

1871 年，他奉命前往臺灣擔任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政績頗佳。1875 年（光緒元年），光

緒正式批准臺北建府，他則為籌建府城要員。1878 年，臺北正式建府，陳星聚調任中路撫番同

知，不久後，因試署的臺北知府林達泉驟逝，他升任臺北知府，也是臺北城的真正督工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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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府城於 1882 年（光緒八年）動工後，隨即在城內南門內建造文武廟，皆座北朝南，文

廟在左，武廟在右，即為臺北府的官建孔子廟。臺北孔子廟初建時，是利用臺北築城之剩餘款，

由陳星聚督工，先完成了大成殿、儀門與崇聖祠。次年，由士紳提議募款，再造 禮門、義路、

櫺星門、泮池與萬仞宮牆，直到 1884 年（光緒十年）竣工，完成了頗具規模的臺北府城孔廟。

其後歷經中法戰爭，陳星聚竭盡全力守住臺北。1885 年，於中法戰爭和議後不久，於臺北

府知府任內去世。臺北各界人士為紀念這位勤政、愛民、清廉、愛國的知府，特別在臺北為他

修建了一座「陳公祠」。同時，還聯名奏請清政府，要求對他旌表晉級。清朝政府追封他為三

品道臺「御賜祭葬如例」。

陳星聚在外做官 20 多年，對家鄉人民十分關愛。據《臨潁縣誌》記載，「光緒三年大饑，

道饉相望，星聚捐谷千石，又賑本鄉數百石」。因此，臨潁家鄉的人民親切稱呼他為「陳官」，

「陳官」的美名至今在民間盛傳不息，津津樂道。因他在臺北為官，又追封為「道臺」，為了

紀念他，就把他的家鄉陳村改為「臺陳」，即現臺陳鎮所在地。

從《艷陽下的北斗星：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的序文中可以了解編

寫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編寫是很有歷史使命感的，不僅是為了發潛德之幽光，也是要為歷史

關鍵人物陳星聚重新就史蹟史實給定位歷史地位，要為歷史失落的環節找到接合點。」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述臺灣「循吏」陳星聚，由馬以謹、張正田、閻亞寧、

徐裕健、李乾朗、廖俊傑、王震邦等人撰寫，內容包含「軍功出仕．儒士衛鄉土－陳星聚其人

其事及來臺過程」、「身教言教．設官學義塾－對北臺灣文化教育的貢獻」、「官民齊攜手 賑

孤苦百性－在社會救助和民間信仰的建樹」、「臺北城的政治意涵－從清治時期臺灣地方城的

發展談起」、「臺北城的人文思維－清代的城市規劃理念」、「建城波折多．堅持終底於成－

陳星聚是建造臺北府城的知府」等十五篇；第二部分細說陳星聚在臺灣的那些日子，由譚建昌

撰寫，內容包含「在那遙遠的地方—輕車簡從越洋到臺灣」、「築城撫番不遺餘力—臺北知府

重責一肩挑」、「列強覬覦戰鼓頻催—中法戰爭撩起風雲」、「臺閩情深隔海望—故舊相惜駕

鶴歸去」；第三部分珍粹補遺，內容包含「出任淡水同知時自撰之出身履歷」、「陳星聚接任

淡水同知之薦文」、「陳星聚行述」、「陳星聚年表」、「陳氏家族世系簡表」、「陳星聚相

關傳記輯錄」等。

《艷陽下的北斗星：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一書，2017 年 9 月，由

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出版，有系統介紹了陳星聚的事迹，鉤沉發微、爬梳剔抉，積

數年之功寫成，是近年陳星聚研究的標誌性學術成果，是一部研究陳星聚最具有參考價值的書

籍。

三、簡評（代結論）

陳星聚是我國近代史一位傑出人物，作為從基層做起的官員，陳星聚只能以他樸素的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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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情懷去盡自己的一份職責勤奮地耕耘、守衛著臺北城。在清末同治年間先後任福建省順昌、

建安、閩縣、仙游、古田縣令，興利除弊，政績卓異。同治十一年擢升臺灣府淡水同知，光緒

四年代理臺北知府，光緒七年成為正式知府。光緒八年臺北城正式動工興建，十年告竣，陳星

聚為建城傾注了巨大心血。他在臺灣期間，為政清廉，關心民瘼，興文重教，抵禦法國侵略，

是循吏，也是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建設臺灣的功臣。

讀完《艷陽下的北斗星：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乙書，本人對於此

書有下列幾項建議，作為參考。

（一） 本書邀請知名學者專家撰寫有關臺北知府陳星聚的事蹟，其內容涉及非常廣泛，可以歸

納為綜合性研究（陳星聚評傳）、陳星聚對閩臺的治理、陳星聚的農本及教化思想、陳

星聚與臺北府城的修築、陳星聚作為名人資源的利用與開發等主題，另外附有陳星聚年

表及陳氏簡譜，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是一本值得推薦閱讀的書籍。

（二） 陳星聚研究，目前已經得到海峽兩岸專家學者們的充分重視，並已取得豐碩成果，但在

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時，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需要學者們展開更為深入細緻的工作。

（三） 原始檔案史料使用比例偏低。以往關於陳星聚的學術研究，學者們所使用的資料多為地

方誌，以及連橫的《臺灣通史》和地方文史資料等，使用第一手的原始檔案資料進行研

究的比例明顯不足。本文中也使用《淡新檔案》來研究陳星聚治理淡水的功績和糾正史

志文獻中的錯誤，肯定了這批原始檔案在陳星聚研究中的積極作用。從已有研究成果看，

資料運用方面仍然有可補充之處。要想在陳星聚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化，建議利用檔案史

料進行研究是一個突破口。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關陳星聚史料，如果能夠將第一

歷史檔案館藏這批最具權威性的原始檔案整理並充分利用，必將推動陳星聚研究的進一

步深入。另外也可參考 2009 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纂，由九

州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可資利用。

（四） 陳星聚的仕宦經歷中，後人對其任臺北知府時的事蹟研究成果較多，對其前期在福建的

施政實踐研究較少，關注不夠。當然這是因為陳星聚在臺灣任臺北知府時級別最高，趕

上臺北築城、法軍入侵等重大歷史事件。但要完整地認識和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他的早

期從政履歷對其以後的施政思想也會產生很大影響，所以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五） 海峽兩岸的田野調查尚待深入。陳星聚在臺的英勇事蹟至今仍在臺灣地區流傳，雖然正

史對其事蹟記載不多，但相關的傳說、遺跡仍有留存。為了更深入地進行研究，就應該

使用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既要加強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又要重視口述

史料的收集使用，相信透過兩岸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和相關學科之間的合作，有關臺北知

府陳星聚歷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一定會更豐碩。

在我國近代史上，有不少人居官清廉，秉政勞民，抵禦外侮，毀家紓難，視死如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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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們的高風亮節，足以風範後世，激勵往來。在這個璀璨的星群裡，清朝

光緒年間的臺北知府陳星聚便是其中的一個。

陳星聚曾長期擔任地方官吏，注意對地方的教化是他治理各地的重要特點，長期親身實踐

並形成了豐富的教化思想。陳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實踐主要體現在發展教育、宣導德治、舉辦慈

善、親民為民和處理教案等方面。陳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實踐構成了其治理地方的重要內容，也

是影響其歷史地位的重要因素。它有利於儒家文化在臺灣的普及和深入，從而加強了臺灣與大

陸聯繫的緊密性，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陳星聚在臺灣為官的 12 年，大部分時間是北臺灣的實際最高行政長官，

為北臺灣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臺北府的選址、規劃，到建設，陳星聚均是其中的重

要參與者，臺北能有今天的繁榮，陳星聚功不可沒。

在豐富的史料中，尤以《淡新檔案》、《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在陳星聚研究中的文獻

價值做了點粗淺的分析，旨在拋磚引玉，希望有志於陳星聚研究的同道，充分利用其中蘊藏的

豐富資源，取得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