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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匡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不断地移植台湾
，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台湾文化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自1895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1949年以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人民对台湾的了
解十分有限。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大批的台商和各界人士纷纷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经商和从事文化交流
，然而大陆人民进入台湾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台湾的社会经济、历
史文化。
为了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组织了一
批研究台湾的学术工作者编写了“图文台湾”丛书。
这套丛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
，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
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我们期望，这套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能陪伴您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欣赏台湾的秀丽风光，让您
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流连于古迹佳景，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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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到1683年的二十余年间，清王朝与郑氏政权之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争与
和谈，最终以施琅率师克服澎湖群岛，逼迫郑克爽奉表请求“纳土归顺”，结束了两岸的对峙局面。
历史虽然不可重复，但却可以借鉴。
两岸的中国人期盼着重新统一的时刻早日到来。
　　书中百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将领你直观清朝初年两岸的历史图景。
　　鲜活的文字叙述，将带你走进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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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耿继茂、李率泰派总兵林忠、都司王维明等前往厦门招抚。
郑经考虑到此时郑世袭已据台湾，而清军又大兵压境，在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若答应清军的招降
，就会辜负了先父郑成功矢志不渝的反清复明宿志；但如果断然拒绝和议，清军势必会趁机进犯，那
样自己会进退不得，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如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假意接受招抚，先同意与清方谈判，这样可为自己赢得稳定内部局势的时间
，等把台湾内乱平定后，再见机行事。
于是，郑经派中军都督杨来嘉、吴荫二人作为郑方代表与清方谈判，以此来稳住清军。
七月十日，吴荫、杨来嘉到漳州会见耿继茂和李率泰，先作谈判前的试探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郑泰又派遣游击姚万前往漳州，要求清方派代表到厦门进一步商谈，清方随即派都司王维
明、李振华及副将林忠前往厦门。
八月二十五日，清方代表带回了郑泰等人交出的南明皇帝颁给的三道敕书和郑氏文武官员、兵民、船
只、兵械总册，以及郑泰、洪旭、黄廷三人给耿继茂、李率泰的公文等。
郑方作出愿意归顺清朝的姿态，以换取清朝信任，借此来拖延时间。
九月六日，杨来嘉又从厦门前往漳州，再次主动带来了6颗郑泰等人的公、侯、伯印，以及以前由郑
军缴获的沿海几个州、县的官印15颗。
杨来嘉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随同耿继茂、李率泰的差官赴北京“题请待命”。
耿继茂等人皆被其麻痹，以为和谈将成，遂放弃攻取厦门的准备，与郑氏的金、厦诸将展开谈判。
清廷提出只要郑氏军民从台湾迁回内地，剃发易服，就会得到朝廷的厚爵加封。
而郑方的答复却是：不削发，仅称臣纳贡。
此次谈判，双方你来我往，费尽口舌，前后历时半年之久。
郑经见清方中计，已经放松了对郑军的军事压制，即于十月初六日下令让洪旭守厦门，郑泰守金门，
他自称“招讨大将军世子”，整兵东渡赴台平乱。
初七日中午，队伍驻扎在澎湖娘妈宫（今马公市），郑经提七立即攻向台湾。
此时陈永华建议：“宜先礼后兵，先通知再出兵不迟。
”陈永华先派礼官郑斌持郑经口谕前去台湾发布告示称：“世藩即将亲统兵马抵台奔丧，各镇将士应
原地待命，设位迎接。
”这个消息马上使在台的大多数将领保持中立观望态度，但拥立郑世袭的一伙将官并不接受。
黄昭、萧拱宸等将以前拟定好的假遗书交给郑斌并公开抗拒郑经来台。
郑经即在十六日从鹿耳门水道入台。
十七日早晨，适逢大雾蔽天，周全斌率兵不鸣鼓，不打旗，静悄悄自潦港、洲仔尾登岸。
黄昭听到水声人语，知道郑经部队要趁雾登岸，即下令阻击。
周全斌率先冲出，双方即展开激战。
一时喊杀声震天，混战一直持续到午后。
乱战中，黄昭被箭射死，叛军一时军心大乱，不久即倒戈投降。
郑经率部登岸后，以叔侄之礼请出郑世袭。
叔侄相见，抱头而哭。
郑经说：“我们叔侄两人险些就被奸人所离间。
”郑经仍像以前那样宽待郑世袭，但对鼓动郑世袭造反的蔡云、张骥、李应清、曹从龙、萧拱宸等则
严惩不贷。
这几个人被逮捕后于市街斩首示众。
郑经在抓捕郑世袭党羽时，无意间搜出了黄昭与郑泰之间的往来信函，信中有“支持世袭，反对郑经
继位，占据金、厦二岛”等话语。
郑泰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秘信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郑经平定台湾内乱，继承藩王位以后，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镇守金门的伯父郑泰。
郑泰长期担任郑氏集团的户官，主管军需、商贸，财力丰厚，其所辖兵员、舰船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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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经担心郑泰在得知台湾内乱平定后，乘机攻取厦门与自己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于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十一日，郑经让统领颜望忠守安平镇，勇卫黄安负责承天府及南北
二路兵马与地方军务，自己随即与叔父郑世袭、周全斌、陈永华、冯锡范等将官一起率兵丁4000余人
，大战船90余艘自台湾返回厦门。
金、厦众将纷纷前来祝贺他平定台湾内乱，继承延平王位，但唯独郑泰称病不来。
郑经一气之下，当即就想借机去捉拿郑泰。
周全斌、陈永华等人说：“郑泰舰船颇多，不可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这年六月，郑经用陈永华调虎离山之计，先封郑泰为“金厦总制”，并制官印一枚，让人送往金门
，说自己将要去台湾主政，要把金、厦二地交给郑泰管辖，以共谋抗清大计，以此来诱郑泰来厦。
但郑泰也心存戒心，虽受印信却借辞不往厦门致谢。
又隔了数日，刘国轩带领郑经的部分家眷乘船开往台湾。
郑泰之弟郑鸣骏得知后，就力劝其兄说：“我们与郑经乃骨肉至亲，况且他这次又授金、厦两地之重
托，你理应前去致谢。
”在郑鸣骏的多次劝说下，郑泰寸于六月初六日，携带饷银10万两，亲兵50人，前往厦门当面向郑经
谢恩。
第二天，郑经设置酒席宴请郑泰，暗中于帷帐之内埋伏刀斧手。
酒过三巡，郑经摔杯勾号，刀斧手左右冲出遂将郑泰拿下。
陈永华当堂宣布郑泰十条罪状，其中包括：贪污贸易巨银寄藏日本；扣发东征大军的粮食、军饷，不
发一船；阻上官员到东都赴任；策动金、厦众将联合抗命；暗中勾结黄昭谋反等等，郑经还出示了郑
泰与黄昭的来往信件。
郑泰见状，后悔不已，大骂郑经不忠不孝不义。
郑经念及郑泰是自己伯父，况且当年对自己还有救命之恩，传令先将郑泰囚禁起来，并将郑泰的来船
扣住，但独独有蔡璋一船逃回金门。
郑经急派周全斌率兵前往金门收编郑泰部下。
郑鸣骏于半夜三更时分听到蔡璋报告，大惊失色，料想郑经必派兵来抄家，急忙找来郑泰的亲信商量
对策。
在参军蔡鸣雷等人力主降清的建议下，郑鸣骏带上郑泰的儿子郑缵绪，率所属文武官员400余人、水陆
兵士约8000余人，各带家眷，乘大小船只近300余艘，自金门入泉州港降清。
等到周全斌赶到时，已追赶不及，只有少部分将士被招回。
郑泰听说其子、弟已投清，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金门已被郑经收编，无奈之下竟自缢身亡。
不久，郑泰的另一个弟弟、都督郑赓也率官兵315名，家属342名降清。
而呆在郑经身边的郑世袭也不免兔死狐悲，担心夜长梦多，也于当年十一月主动率文武官员224名，亲
兵120人，各携家眷、船只寻机队郑营脱逃降清。
经过这两次内讧，郑经先后清除了叔父郑世袭与伯父郑泰的势力，巩固了自己在台湾和东南沿海诸岛
的领袖地位，然而金、厦的军力也因此顿失一半，尤其是财政上的损失更大。
此时郑经内患已除，无所顾忌，遂大胆挑战清廷所提出的谈判底线。
他提出“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等条件，拒绝履行与清廷的和谈条件。
这样，双方的第一轮和谈宣告失败。
郑经同时下令各都督、总兵等武职官员加紧整修大小船只，招募兵丁，积极备战。
种种迹象表明，郑经要以台湾为依托，以沿海厦门、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等岛屿为据点，向清
方发起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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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中国历史的走向来看，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实现祖国统一，一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清王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康熙、施琅始终将和平谈判作为双方妥协的首选和基本策略，加以长期
运用，这是他们在反复权衡各种利弊得失之后所作出的正确抉择，最终也因此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
平统一。
同时也应看到，在长达20多年双方的较量当中，清政府一直重视对郑氏集团进行民心的安抚工作。
在施琅攻克澎湖后，他最大限度地争取台湾兵民的理解，从而促使台湾的军心、民意向着有利于和平
解决的方向变化，为和平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由此可见，军事压制和争取民心是清朝统一台湾，实现四海归一的两大法宝。
需要指出的是，在施琅收复台湾之后，清政府一度对台湾的定位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种错误的认
识在整个大清王朝持续了长达200多年。
到中法战争时“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廷方才认识到了台
湾海防的重要性，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台湾正式建立行省，任命刘铭传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进程，台湾由此成为我国东南海上的军事重镇和当时最发达的几个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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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王朝统一台湾之路》是为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所编写的
。
该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既
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湾的
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
文化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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