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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何以“出圈”中外？(上)

中新社泉州3月
6日电 题：郑成功何
以“出圈”中外？

——专访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原副院
长、教授邓孔昭

中新社记者 孙虹 
曾福志

3 0 0 多 年 来 ， 郑
成功一直作为中国的
民族英雄被两岸同胞
传颂。不只如此，他
所代表的郑氏海商集
团不仅是17世纪东亚
海 域 上 最 活 跃 的 力
量，而且与欧洲的东
印度公司、东南亚各
国、日本间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使他成为
中国文化史上最国际
化的人物之一。

郑成功何以“出
圈”中外？厦门大学
台 湾 研 究 院 原 副 院
长、教授邓孔昭近日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独家专访，深度
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郑

成 功 驱 逐 荷 兰 殖 民
者、收复台湾，成为
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
英雄。300多年前，
他 是 如 何 收 复 台 湾
的？

邓孔昭：郑成功
收复台湾，令人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他一系
列高明、睿智的战略
运筹。

为确保胜利，郑
成功集中优势兵力，
复台大军第一梯队和
第二梯队的兵力加起
来，相当于荷兰东印
度公司在台湾兵力的
10倍以上；选择了一
个 最 有 利 的 出 兵 时
机，即清朝顺治皇帝
新 丧 ， 清 军 无 暇 用
兵，确保自己在东征
时不会腹背受敌；避
实就虚，避开热兰遮
城堡强大炮火，利用
天文大潮从“港道淤
浅”的鹿耳门航道进
入台江内海，迅速完
成在禾寮港的登陆。

他 注 重 瓦 解 敌
军 、 攻 心 为 上 ， 一

再 向 荷 兰 殖 民 者 宣
示——台湾是属于中
国的，中国对台湾拥
有主权，荷兰人只有
离开台湾才是唯一的
出路。

他 采 取 分 割 包
围 、 各 个 击 破 的 策
略，将荷兰人的两个
城堡分割开来，让彼
此无法呼应，很快就
迫使实力较弱的普罗
文查城堡内的荷兰人
投降；他采取围城待
降的策略，经过长达
9个月的围困后，下
令猛烈炮轰热兰遮城
堡，荷兰殖民者只好
投降。

中 新 社 记
者：2022年是郑成
功 收 复 台 湾 3 6 0 周
年，海峡两岸各界纷
纷 举 办 各 种 纪 念 活
动。为什么郑成功会
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
尊崇？

邓孔昭：郑成功
的复台壮举，至少有
三方面的历史贡献和
时代意义。

其一，收复了被
荷兰殖民者侵占达38
年之久的中国领土。

从三国时期的东
吴政权派遣卫温、诸
葛直率领万名士兵到
达夷洲(台湾)开始，
历代政权和东南沿海
的民众就不断经营和
开 发 台 湾 、 澎 湖 地
区，这表明台湾很早
以前就是中国人事实
拥有的地方。

1624年，荷兰人
侵占台湾后，不但残
酷压迫和剥削台湾民
众，还对中国东南沿

海不断骚扰，对从事
海上贸易的中国商民
进行掠夺。为收复“
先人故土”，从根本
上解决与荷兰殖民者
的矛盾，也为了给抗
清事业建立一个回旋
余地更大的根据地，
郑成功举兵东征，结
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
殖民统治，使台湾重
新回到了中国人的手
中。

其二，为台湾的
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郑成功和他的继
承人在收复台湾的过
程中，对台湾进行了
政 权 建 设 、 经 济 开
发、文化传播等开创
性的工作。

1 6 6 1 年 5 月 ， 在
第二批复台大军抵达
台 湾 当 天 ， 郑 成 功
就下令将已收复的赤
嵌改为“东都明京”
，并根据中国传统的
郡县制，在台湾设立
了承天府和天兴、万
年二县。郑成功逝世
之后，继任的郑经在
1664年将“东都”改

为东宁，撤销了承天
府，把二县改为州。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设
立的行政建置，是台
湾行政区划的嚆矢，
为清初台湾一府三县
的设立乃至以后的行
政区划奠定了基础。

在围困热兰遮期
间，郑成功为解决当
时的军粮供应和实现
长 期 立 足 台 湾 的 打
算，派出军队到南北
各地屯垦，还鼓励官
员和百姓开垦，使台
湾土地开发取得很大
进展。

收复台湾后，一
大批不愿降清的明朝
遗老和文人学士随之
入台，郑成功对他们
予以礼遇和优待。他
们在台湾著书立说，
创办私塾，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为台湾文
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贡
献。郑成功逝世后，
郑经、陈永华在台湾
土地开垦已具成效、
社 会 较 为 安 定 的 情
况下，修孔庙、建学
校，推行科举制度；
郑氏政权还多方鼓励

台南赤崁楼庭园中的郑成功议和图
雕塑。李培献 摄

福建泉州大坪山顶的郑成功铜
像。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