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年 5 月
第 33 卷 　第 3 期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 ournal of L iaoning Universit y ( Phi losop hy and S ocial Sciences)
May. 2005

Vol. 33 　No. 3

明清历史文化

清康熙时与台湾郑氏之和战及其历史启示
3

李春光
(辽宁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 清初台湾郑氏政权逐渐蜕变为与清政府相抗衡的地方割据政权 ,且日渐腐朽。康熙初年一

个空前未有的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在形成。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

势。清政府力主和谈 ,促成统一 ,坚拒“别立乾坤”。澎湖之战后 ,郑氏政权终于做出正确抉择 ,实现了统

一。其间之和战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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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之后的台湾形势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

荷兰曾乘明朝统治衰弱之际侵占了台湾 ,清康熙

元年 (1662)郑成功率军躯逐了荷兰侵略者 ,为中

国收复台湾领士和维护国家主权建立了不朽功

勋。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和大陆的统一。

不久郑成功去世 ,他的儿子郑经继续统治台湾。

此时台湾郑氏政权逐渐蜕变为与清政府相抗衡

的地方割据政权。郑氏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

裂痕 ,郑经肃清了异己势力 ,才稳定了政局。但

已失去了昔日的凝聚力 ,将士叛离而投顺清朝的

事件时有发生。郑经也失去了乃父的勤政自励

的作风 ,沉迷于酒色之中 ,尤其在他统治的最后

几年里 ,意志消沉 ,贪图安逸 ,“极岛中之华丽 ,优

游其间”〔1〕( P77) ,而将政事委托他人。他用人唯

亲 ,重用邪恶佞臣冯锡范 ,而将对台湾经济文化

的发展很有建树的陈永华排斥在外 ,统治趋于腐

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政治上丧失了已往

反对民族压迫的进步色彩 ,逐渐演化为损害国家

利益的分裂势力。在康熙十三年清朝发生三藩

之乱后 ,郑氏集团与三藩相勾结 ,参与了叛乱活

动。与据守在福建的耿精忠一同燃起了东南沿

海的战火 ,一时来势凶猛 ,曾一度攻占了泉州、漳

州、潮州等地。三藩之乱平息后 ,郑氏退守台湾 ,

与清朝继续保持对峙局面。康熙二十年郑经死

去 ,郑氏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统治权 ,发生了

激烈的斗争。本来作为监国的郑经长子郑克臧

应继为郡王 ,郑克臧颇有才干勤于政事 ,有郑成

功之遗风。但握有实权的重臣冯锡范与其同伙

以非“嫡出”为由 ,谋杀了郑克臧 ,而拥立了他的

女婿、郑经的次子郑克 为郡王。郑克 年仅

12 岁 ,昏庸无知 ,大权主要掌握在主持政事的冯

锡范和握有军权的刘国轩手中。郑氏的统治更

加日趋没落。为了继续保持割据 ,与清朝相抗

衡 ,郑氏集团不得不加重对台湾百姓的搜刮 ,加

重对台湾民众兵役和赋税的负担 ,每十人要出一

人从军 ,否则就要纳银一百两 ,加派的赋税名目

繁多 ,甚至修建房屋都要纳税 ,以致不少百姓不

得不毁其居室以避赋税。频年征战 ,不仅兵士怨

望 ,而且百姓男女老幼“咸出供役”,搞得民不聊

生 ,“人人思危 ,多有离叛之心”〔2〕( P407) 。

康熙初年的清朝政局

与此同时 ,刚刚兴起而富有生机的清朝 ,从

入主中原、消灭南明残余势力 ,到康熙年间平息

三藩之乱 ,逐步稳定了在全国的统治。加之实行

停止圈地 ,招民垦荒 ,赈饥济贫 ,蠲免钱粮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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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患、惩治贪官等一系列措施 ,恢复和发展了社

会经济 ,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一个空前

未有的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

在形成。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已经成为清统治者

越来越关注的大问题。早在康熙初年正在浙江

任巡抚的范承谟就曾说有一篇极大文字要作 ,就

是指的要奏请清朝攻取台湾 ,实现统一。而身为

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更是多次向朝廷陈述讨伐

机宜。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搁置。海峡两

岸的长期对峙 ,不仅给台湾百姓造成沉重的负

担 ,而且也给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的人民带来了

极大困苦。特别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与郑氏为

首的海上反清势力联系而实行的迁界令 ,涉及到

东南五省 ,将“百姓尽徙内地 ,筑台寨为界。”“荒

畜牧 ,焚庐舍 ,”〔3〕使沿海二三里变为废弃的边

地。据统计福建自迁界以来 ,民田废弃有二万余

顷 ,鱼盐之利损失更大。福建的赋税每年就减少

了十余万两之多 ,广东的地丁税每年减少三十万

两之多。不仅造成地方经济穷困 ,政府财政收入

减少 ,而且使小民离开家园流离失所 ,谋生无路。

失去土地的男女老幼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

其数 ,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官为此

大伤脑筋。此外还必须指出郑氏集团在与清朝

对立的过程中 ,在东南沿海一带发生多次战争 ,

双方将士南北转战 ,连年劳瘁。人民在战火中遭

到涂炭 ,田园荒芜 ,福建和广东地区受害尤为严

重。康熙皇帝曾深有感触地说 :海氛“一日不靖 ,

则民生一日不宁”〔4〕( P114) 。显然清统治者需要

统一 ,两岸的民众渴望统一 ,统一势在必行。

和谈 ,不容“别立乾坤”

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当然是最

好的一种选择。为此清朝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

努力。在郑成功死后 ,从郑经继为郡王不久的康

熙元年 ,到康熙二十二年 ,清朝先后派遣使者并

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了多次交涉。在前几次的和

谈中 ,清朝谈判官员指出台湾郑氏集团不要浮沉

海外 ,苟全一时 ,要顾念百姓背井离乡所遭战争

创伤之苦 ,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审时度势 ,通权

达变 ,作出果断决定 ,“翻然归命”,使“海隅变为

乐土 ,流离复其故乡”,从而“泽流子孙 ,名垂青

史”。但必须“削发登岸”。希望郑氏不要错过时

机。而郑经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要依照朝鲜事

例 ,不削发登陆 ,称臣纳贡。双方各执己见 ,谈判

没能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 ,双方虽然

都一致赞同休兵息民 ,避免生灵涂炭。但清朝则

一再申明郑氏向清称臣纳贡的同时 ,必须剃发以

表明接受统治。而郑氏则三番五次地坚持请依

照“琉球、朝鲜外国例”称臣纳贡 ,拒绝剃发。并

道出台湾 ,“僻在海外 ,与版图渺不相关”〔5〕

( P58) ,表明要在“版图疆域之外 ,别立乾坤”〔6〕

( P256) 。当然更不肯登岸。所谓“依照琉球 ,朝鲜

外国例”,“别立乾坤”,稍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是意味着什么 ,这实质上等于要将台湾独立于大

陆之外 ,这样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连一个松散

的联邦都谈不上 ,更谈不上统一了。对此清朝当

然决不能容忍 ,予以严正反驳 ,指出“朝鲜系从来

所有之外国 ,郑经乃中国之人。”而台湾大多为闽

人 ,和朝鲜、琉球的情况根本不同 ,因而绝不能允

许依照外国例 ,而“别立乾坤”。双方虽然在剃发

一事也相持不下 ,但清政府并没有把剃发这一形

式看得很重。康熙八年康熙谕旨中曾说 :“归顺

全在一点真心 ,不在剃发登陆。”为了能促成和谈

成功 ,使“兵民乐业 ,干戈不用。”康熙帝同意再作

出重大让步 ,把条件进一步放宽 ,认为只要诚心 ,

可不必登陆 ,“若郑经等留恋台湾 ,不忍抛弃 ,亦

可任从其便。”对于高爵厚禄也“不惜封赏。”郑氏

可世守藩封 ,“永为圣朝柱石。”但不能以朝鲜为

比而别立乾坤。其实质是不能允许在台湾出现

一个与朝鲜类同的外国。后来清朝又不遗余力

地进行反复劝说 ,“言尽语极”〔7〕( P253 ,329) ,始终

未能改变郑氏初衷。尤其是左右政局的冯锡范

更为顽固 ,以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五月 ,也就是

澎湖之战的前一个月 ,仍在坚持依琉球、朝鲜例

的立场。郑氏集团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澎湖之战与和平统一

在谈判中 ,郑氏集团还以符坚讨伐东晋 ,隋

炀帝远征辽东为鉴 ,警告清统治者不要轻易对台

湾动用武力 ,又以为有“汪洋万顷之隔 ,波涛不测

之险”,作为天然屏障 ,有天堑可恃 ,觉得清朝动

用武力绝非易事 ,成为他态度比较强硬、不肯退

让的原因之一。但清政府并没有把和平谈判作

为统一台湾的唯一选择 ,而是采取了剿抚并用的

09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两种策略。清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国力有

所增强 ,军事力量也大大提高 ,为了攻取台湾 ,再

次任命了颇有军事才能 ,并对台湾情况颇为熟悉

的老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他训练了一支战法

习熟 ,纪律严明 ,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队

伍。军械、船舰、火器及粮饷等后勤供应得到了

充分的保证 ,“粮无匮乏之患 ,兵有争先之勇 ,壮

志胜於数万甲兵。”〔8〕( P396 ,409) 经过一番周密的

筹划部署之后 ,施琅成算在胸 ,“虑胜而动”,于是

抓住有利时机主动请战。当时镇守澎湖岛屿的

是郑氏集团最高军事统帅刘国轩 ,他能征善战 ,

有勇有谋 ,以前曾屡立战功 ,是郑氏集团中最为

有名的军事将领。为了加强对清兵的防御 ,凡是

船只能登岸之处 ,都构筑了短墙 ,设置了炮台。

环岛二十余里修建了堡垒工事 ,配备了火炮及各

种火器。驻守二万多精兵强将。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二万 ,战舰三百艘 ,从

铜山出发 ,打响了进攻台湾的澎湖之战。这是一

场扣人心弦的战役 ,尤以六月二十二日的战斗最

为激烈。清兵分三路进军 ,左右两路分别进攻牛

心湾和鸡笼屿。施琅则带领五十六艘战舰 ,分为

八队 ,攻其中坚。确定了不列大阵 ,人自为战 ,以

五船攻敌一船的战术。两军对阵 ,郑军火箭喷筒

齐发 ,烟火遮天蔽日 ,声震数百里。从黎明一直

鏖战到黄昏 ,清军无不以一当十 ,奋勇冲杀 ,“裹

创力战无生志。”在这次海战中先锋蓝理为敌炮

击中 ,腹破肠出 ,施琅也被敌箭射中眼睛 ,血流不

止 ,但都仍坚持坐阵指挥 ,军威为之大振。场面

极为壮观 ,惊心动魄。经七个日夜的奋战 ,共焚

毁敌船近二百艘 ,歼敌一万二千人 ,又有四千郑

军临阵倒戈 ,攻占了澎湖三十六岛 ,终于取得了

这次战役的胜利。刘国轩则从吼门乘快船逃回

台湾。澎湖之战在中国古代海战史是一次罕见

的激战 ,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这次战役是

顺乎历史潮流发展维护统一的战役 ,因而清军上

下一心 ,斗志高昂 ,是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战役击溃了郑军的主力 ,使其丧失了斗志。

大大减弱了郑氏继续抵抗的能力。澎湖为台湾

之门户 ,是战略要地 ,攻取澎湖打开了通往台湾

的大门。“胜势已据其半。”同时这次战役也显示

了清军海上作战能力 ,使郑氏“依朝鲜例”“别立

乾坤”的想法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最后和平统一

台湾奠定了基础。占领澎湖后 ,施琅并没有立即

发动对台湾本岛的进攻 ,考虑到为避免更大的损

失 ,尤其是为使台湾百姓免于战祸 ,于是派遣使

者与台湾郑氏谈判 ,申明只要归顺 ,不计前嫌 ,官

得保其官位 ,民得保其安宁。并将郑军受伤的士

卒给予治疗 ,被俘的士兵给予衣食 ,放回台湾。

澎湖失陷后 ,郑氏集团一片惊慌 ,面临清军压境 ,

究竟何去何从 ,进行了争论。一种意见主张逃亡

到吕宋 ,冯锡范则想要分兵死守。可是此时台湾

岛上民心已散 ,又值灾荒 ,米价飞涨 ,饿死甚多 ,

早已厌战。从澎湖放回的士卒 ,又争相传说清朝

的优惠政策 ,于是民心大悦 ,“各思归顺。”“唯恐

王师之不早来。”〔9〕( P94) 面对现实 ,思前想后 ,刘

国轩总算是头脑清楚过来 ,感到去吕宋 ,死守抵

抗 ,都是行不通的 ,只会招致更大的伤亡。归顺

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冯锡范再

三阻挠 ,刘国轩立即指责他 ,澎湖之败就是由于

当初没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而今如再犹豫就会祸

起萧墙 ,引起哗变。冯氏的意见被否决 ,刘国轩

的主张得到赞同。这样郑氏终于向清朝前来谈

判的使者表明归顺之意。“不劳王师”〔10〕( P61) ,

郑克 便向清朝缴出了“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

的金印与台湾版图 ,清朝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

县 ,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金瓯得以不缺 ,江山从

此一统。

历史的启示

清朝康熙年间统一台湾的历史史实告诉我

们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民众都是赞成统一 ,

反对分裂的。分裂只能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带来巨大的损失。“别立乾坤”的道路是行不通

的。人民渴望统一 ,渴望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生

活 ,这会对两岸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美好的前

景。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 ,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是实现统一的最

好途径 ,是对历史负责和对民族负责的明智之

举。我们一定要避免无谓的牺牲。澎湖之战无

论是对胜者还是对败者来说都造成了巨大的伤

亡 ,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 ,这种战争是一场

可悲的内耗。但一旦和平方式难以实现 ,武力又

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可是当和平统一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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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展现在我们面前时 ,我们千万不能做导致战争

的历史罪人和民族罪人。康熙年间尽管发生了

澎湖之战 ,但对台湾本土来说 ,仍然还是通过和

平方式实现统一的 ,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战争灾

难 ,刘国轩虽然有其过错 ,但迷途知返 ,仍不失为

是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一位人物。如果他的选

择能够更早一些 ,就更可贵 ,损失会更小 ,对于国

家和民族的贡献当然就更大了。今天我们以史

为鉴 ,回味一下这段历史还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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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nciliation bet ween Kangxi Empire and Zhengπs Government of

Taiwan and Its Historical Teaching

L I Chun2guang

( Col 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L iaoning Universit y , S heny ang 110036 , China)

Abstract : In early Qing Dynasty , Zhengπs Government of Taiwan had t urned to be a separatist

regime which acted as a counterweight to Kangxi Empi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 he reign of Kangxi ,

a vast , unprecedented , feudalist , multinational count ry came into being. The unifying of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was inevitable in t he develop ment of history. Qing Government insisted on unif2
ying by negotiation and was opposed to have a separatist regime. After t he War of Penghu , Zhengπs

Government made a correct choice to realize unification. The reconciliation gives us enlightenment .

Key words : Kangxi ; a separatist regime ; t he War of Penghu ; peace and unification ; histor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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