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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 居 民 的 儿 童 入
学，从而使中华传统
文 化 在 台 湾 扎 下 深
根。

正是郑成功在开
发台湾、建设台湾方
面立下不朽功绩，台
湾人民不但把他视为
民族英雄，而且把他
尊奉为“开台圣王”
。

其三，一定程度
上阻止了西方殖民者
在 亚 洲 的 进 一 步 扩
张。

厦门大学已故史
学 家 傅 衣 凌 先 生 认
为 ， 郑 成 功 收 复 台
湾为亚洲人民反殖民
斗争打响了胜利的一
炮，鼓舞了东南亚各
地 人 民 的 反 殖 民 斗
争，在一定程度上阻
止 了 西 方 殖 民 者 东
进，有利于日本、朝
鲜等国保护国家独立
和经济发展。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亚洲
历史进程，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中新社记者：近
年来，相关史料不断
涌现，海内外兴起郑
成功研究热。郑成功
研究为何成为中外学
者研究远东海域的热
门课题？

邓孔昭：在清代
大部分时间里，由于
政治上的原因，郑成
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的重要价值被统治者
掩盖了。辛亥革命之
后，一些有识之士才
逐渐认识到郑成功的
重要意义。

身处日本殖民统
治下的史学家连横，

对郑成功驱逐荷兰殖
民者、收复台湾的英
雄业绩特别有感触，
给予了极高评价。他
在《台湾通史》一书
中褒扬郑成功使“台
湾复为中国有”的历
史功绩，鼓舞了一代
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
爱国志士。

郑成功对日据时
期台湾人民反对日本
殖 民 统 治 有 引 领 作
用。台湾民族运动的
主要领导人蒋渭水、
林献堂都十分推崇郑
成功。1943年，在大
陆参加抗战的台湾义
勇 队 第 三 巡 回 工 作
组，曾特地到福建南
安石井祭奠民族英雄
郑成功。祭文中，“
继 公 何 人 ， 谁 来 追
踪。东都遗范，台儿
服膺，克复故土，驱
倭东瀛”的句子，说
明他们决心以郑成功
为榜样，完成光复台
湾的壮举。

抗战胜利后，台
湾光复初期，台湾省
编译馆编辑的初级小
学教材中就有《郑成
功》(一、二)。近年
来，中国大陆一些义
务教育阶段的课本也
都编入了“郑成功收
复 台 湾 ” 的 内 容 。
这充分说明郑成功在
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价
值 。 郑 成 功 在 西 方
强权面前表现出的自
立、自强、自信的民
族精神，成为中华民
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此外，荷兰、意
大利、比利时、西班
牙 、 美 国 、 日 本 等

国，都有学者研究郑
成功。根据荷兰海牙
国家档案馆里收藏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
案资料，或是西方传
教士记载的资料，欧
美学者注意到郑成功
和郑氏家族在当时国
际 舞 台 上 扮 演 的 角
色。他们认为，郑成
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人物，也是
17世纪世界史上一位
有影响的人物。郑成
功在东南亚海域发挥
着关键作用，欧洲人
想要从东方海上贸易
中分享利益，就必然
会 与 郑 成 功 进 行 竞
争。不论在拥有的兵
力、贸易数额，还是
经济战略方面，郑成
功都是不容轻视的对
手。

中新社记者：大
航海时期，郑成功堪
称反抗殖民侵略并取
得胜利的第一人，这
种精神超越国界、民
族，至今为人称道。
在国际形势复杂的当
下，郑成功精神有怎
样的现实意义？

邓孔昭：郑成功
是少数了解“西方语
言”的中国人之一。
他敢于和当时的海洋
强国荷兰、西班牙相
抗衡，用实力和他们
打交道；他可以封锁
荷 兰 人 侵 占 下 的 台
湾、西班牙人侵占下
的吕宋，最后迫使他
们妥协，也赢得了他
们的尊重。郑成功面
对 西 方 强 权 敢 于 斗
争、善于斗争，并最
终取得胜利的事例，

在中华民族史上树立
了光辉的典范。

今天的中国已非
昔日的中国，但国际
上企图染指台湾、干
涉台湾的，还大有人
在。

在缅怀郑成功伟
大 业 绩 的 同 时 ， 更
要 学 习 郑 成 功 不 畏
强敌、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的精神，沉着
应对两岸关系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不论“
台独”及国际霸权主
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
余孽在两岸关系问题
上制造多少障碍，我
们都要朝着既定的目

标，完成国家统一大
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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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满载游客从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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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前经过。陈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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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何以“出圈”中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