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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斋公和乐斋公

南安康店乡郑成功坟墓的墓碑上刻有
� “

乐斋公暨批郭氏
” 、 “

五世祖
、

六世祖
、

七世祖
”

等字
。

乐斋公究系何人 � 据郑经所撰 《橄榄山墓志 》云
� “

乐斋公
,

经七 世 祖也
” 。

据 最

近新发现的 《郑氏家谱 》载
� ‘

确斋公
,

讳格
,

字用格
。

井居公长子
。

避侨难走杨子山下被

害
。

女比许氏
,

葬娘子宫下
。

子六
�

辉 �疡�
、

盟
、

耀 �出家�
、

魁
、

哗�出家�
、

浩�疡�
” 。

“

乐斋公
,

确斋公次子
。

讳盟
,

字日盟
。

姚郭氏
,

合葬康店山大墓
。

子五
�

贡
、

谦
、

省
、

荣
、

志
。 ”

如果我们把郑经 《橄榄山墓志 》等的有关记载和 《郑氏家谱 》的上述记载加以对照研

究
,

就可以发现两者完全符合
。

查 《橄榄山墓志 》云
� “

长玄伯祖悦斋公附于左
,

三玄伯祖

批王氏附于右
,

玄祖于野公暨祖批许氏
,

玄叔祖深江公暨批郭氏俱附葬于前
” 。

·

金门发现的

郑经所撰 《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 》也说
� ‘

于野公暨姚许氏
,

经之六世祖也
,

与叔祖深江

公为伯仲
,

暨叔祖批郭氏俱附葬康店大墓
” 。

显然
,

《郑氏家谱 》所载的郑贡即
“

悦斋公
”

郑省即
“

三玄伯祖
” ,

郑荣即
“

于野公
” ,

郑志 即
“

深江公
” 。

这样
,

我们可以明白
,

乐斋公的坟墓原来葬的除乐斋公郑盟及姚郭氏之外
,

还附葬了长

子郑贡 �悦斋公 �
,

三子郑省之妻王氏
、

四子郑荣�于野公 �夫妇
、

五子郑志 �深江公� 夫妇
。

到了康熙八十三年 �� � � �年�
,

郑克姨归附清朝后的十六年
,

又将其祖父郑成功
、

父亲

郑经和
“

曾大父 �芝龙� 灵主
,

曾祖母翁 �即成功母日本人田川氏�
、

祖母董
、

母唐
”

等的

灵枢附葬在这康店山大墓内
。

对郑克姨来说
, �

如以乐斋公为一世祖
,

则郑芝龙就是五世祖
,

郑成功就是六世祖
,

郑经就是七世祖
。

因此
,

墓碑正中下方的
“

六世祖气实际上就是指的郑

成功
。

这座坟墓准确地说是郑氏五代 �乐斋公父子二代和郑芝龙
、

郑成功
、

郑经三代 � 合葬

的大墓
。

谈它是郑成功的陵墓当然也可以
。

关于确斋公
,

《郑氏家谱 》说他是
“

井居公之长子
” ,

这对考证郑氏先世世系关系重大
。

以往
,

中外学者在研究郑氏先世世系时
,

多据 《石井本郑氏宗族谱 》一书
,

但此书自六世至

九世缺载
,

中间断了这几代
,

致使郑成功究竟是那一支派的后裔
,

便难以断定
,

许多学者虽

然作了种种猜测
,

但多谬误
�

现在
,

我们根据 《郑氏家谱 》这个记载
,

对郑氏的先世 �六世

以上 � 世系可以准确无误地排列如下
�

隐石公 �郑解 �—
隐泉公 �郑岱�

—
低石公 �郑

拭�
—

纯玉公 �郑锡�
—

井居公 �郑亮 �
—

确斋公 �郑格�
—

乐斋公 �郑盟�
。

西庭公和象庭公

关于郑成功的祖父象庭公
,

曾祖父西庭公的生平
, ‘郑氏家谱 》是这样记载的

�



“

西庭公
,

于野公之子
。

讳溶
,

字德重
。

浩赠镇国将军
。

姚李氏
、

锤 氏
、

继 吾 氏
、

谭

氏
。

子二
�

士铸
,

锤出
� 士表

,

谭出
” ,

而士铸
,

字毓觑
,

号春庭公
, “

姚黄氏
,

无出
。

继

黄氏
。

子二
�

芝鳌
� 芝兰

,

太学生
” �

士表
,

字毓程
,

号象庭公
,

即郑成功的祖父
�

这条新资料
,

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当是可信的
。

一
、

郑经所撰 《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 》

中云
� “

西庭公谭氏妈原葬陈膺乡
” 。

所称
“

谭氏妈
”

即家谱所载的西庭公第 四个 妻 子 谭

氏
。

二
、 “

耿继茂等题为郑鸿逃之子及郑芝豹生母等投诚事本
”

�载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

料选辑 》第�� 页� 中记载郑芝豹生母黄氏称芝兰为
“

侄
” ,

黄氏是士表之妻
,

芝兰是士侍之

子
,

在档案中黄氏称芝兰为
“

侄
” ,

这与郑氏家谱的记载也相符
。

如果我们承认 《郑氏家谱 》的记载可靠
,

那么关于西庭公就有两个间题须要重新探讨
�

一
、

日本人叶山高行所撰 《善庵随笔 》称郑成功的曾祖父名
“

寿寰
” ,

这与 《郑氏家谱 》完

全不符
,

值得怀疑
�

二
、

南安石井地方传说
,

郑成功的曾祖母死时
,

家贫无力营葬
,

其二子

只好用米篮纳尸
,

草草收埋
,

至今石井尚有
“

米篮墓
” ,

相传即成功曾祖母之墓
。

传说反映

西庭公家境可能很穷困
。

但现在据 《郑氏家谱 》
,

西庭公先后竟娶了四妻
,

谭 氏妈又系葬于
“

陈膺乡
” ,

则其家境是否真的很穷困
,

也令人不能无疑了
。

关于象庭公
,

《郑氏家谱 》载
� “

象庭公
,

西庭公次子
。

讳士表
,

字毓程
,

浩赠镇国将

军
,

葬南安三十三都金坑山
。

姚徐 氏
,

浩赠镇国夫人
,

葬晋江口都大觉 山
。

黄氏
,

浩封镇国

夫人
。

子五
�

芝龙
�
芝虎

� 芝麟
,

疡
�
芝凤

,

官名鸿建
。

俱徐出
。

芝豹
,

黄出
” 。

这告诉我们
�

郑成功的祖父象庭公原来名叫郑士表
,

字毓程
。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
。

过去
,

中外学者在研究郑 氏家世时
,

都是根据江 日异 《 台湾外纪 》等书
,

认为郑成功的祖父

名
“

绍祖
” ,

字
“

翔宇
” ,

日本许多著作还进一步推断 日本文献中的
“

祖官
”

即
“

绍祖
”

的

别称
,

几乎已成定么 现在
,

根据家谱
,

都应予校正
。

至于家谱记载西庭公和象庭公二人都
“

浩赠镇国将军
” ,

这显然是因为郑芝龙等显贵之后朝廷浩赠的
,

并非实职
。

郑成功的祖母姓氏为何
,

这也是过去没有彻底解决的间题
�

不少学者都认为她姓黄
,

台

湾学者廖汉臣先生在 《郑氏世系及人物考 》 中也说
� “

绍祖的嫡配姓黄
,

后娶 继 室姓 氏 未

详
” 。

现在
,

发现了家谱
,

间题可以顺利解决
�

原来象庭公先娶徐氏
,

生芝龙等四人
,

后娶

黄氏
,

生芝豹一人 � 徐氏是芝龙生母
、

黄氏是其继母
。

考郑经 《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 》中

也说
� “

祖姚徐氏
,

原葬大觉
” ,

与家谱记载完全吻合
�

徐氏先死
, “

浩赠镇国夫人
” ,

黄

氏则享高龄
, “

浩封镇国夫人
” 。

郑成功起兵之后
,

黄氏尚在
,

不但长期与芝豹住在安平
,

料理家务
,

还经常参予国政
,

对郑成功施加影响
。

清廷在迫郑成功投降时
,

也时时以这位年

迈的
“

令祖母
”

相威胁
。

现在我们知道她实际上是郑芝豹的生母
,

郑芝龙的继母
。

郑芝龙兄弟

邵廷案 《东南纪事 》
、

吴伟业 《鹿樵纪闻 》 和 《福建通志 》等书几乎都认为郑芝龙有四

个兄弟
,

即长芝龙
,

次芝虎
,

三芝凤 �鸿遴�
,

四芝豹
。

有的还认为四人均是黄氏所生
。

今

人的著作也多沿袭其说
�

但仔细推敲起来
,

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故宫保存的明清大量档

案中
,

收有郑芝龙降清后给清廷的多件揭帖
,

其中屡称其
“

第四弟名鸿述
、

第五弟名芝豹
” 。

这出自郑芝龙之口
,

必无错误之理
,

证明郑芝龙最少应有五个兄弟
,

而芝凤 �鸿建� 乃是四



弟
,

不是三弟
,

芝豹乃是五弟
,

不是四弟
。

芝龙本人
,

一般公认他居大 �芝龙小名一官 �
,

芝虎居二也无疑问 �郑鸿遴在 《及春堂诗集 》 中也称芝虎为
“

仲兄
”

�
,

既然芝凤居四
,

芝

豹居五
,

那么还有一个老三又是谁呢 �

清初闽南人江 日异所著 《台湾外纪 》一书记载郑氏历史最为详尽
,

但书中所提到的郑芝

龙兄弟竟多达一二十人
,

有
“

十八芝
”

之称
。

究竟其中谁是同胞兄弟
,

谁是堂兄弟
、

从兄弟
,

甚至是海上结拜的兄弟
,

也含混不清
。

再查 《石井本郑氏宗族谱 》
,

其中虽记载芝虎是芝龙
“

二弟
” ,

芝凤 �鸿遴 � 是芝龙
“

四弟
” ,

芝豹是芝龙
“

五弟
” ,

但在芝鹏名下 又 记 载 是
“

虎芝兄
” 。

由于前后矛盾
,

有的学者早已表示疑问
,

于是大家只好相信 《东南纪事 》等书

的记载
,

认为郑芝龙兄弟只有四人
。

现在
,

由于发现了 《郑氏家谱 》
,

才首次揭开了真相
,

多年含混不清的 间 题
,

终 获 解

决
。

根据 《郑氏家谱 》的记载
,

原来郑芝龙的父亲象庭公郑士表娶徐氏
,

生芝龙
、

芝虎
、

芝

麟
、

芝凤 �鸿逛� 四人
,

后娶黄氏
,

生芝豹一人
。

但其中老三芝麟早死
,

不 为世人所知
,

所

以在南明史籍和明清档案中当然也就没有一字记载
。

五兄弟之变成四兄弟
,

原因就在这里
�

另外
,

南明史籍中还有关于郑芝鹏
、

郑芝莞
、

郑芝彪等人的一些记载
。

南安石井郑氏祠

堂中的
“

官阶总录
”

也有芝鹏
、

芝莞之名
。

关于郑芝鹏
,

过去我曾根据 《王忠孝公全集 》等

史料
,

考证他就是芝龙的三弟
,

后 因失守厦门
,

被郑成功所斩 �载 《中国史研究 》 � � � �年第
� 期

“

郑成功杀叔考
”

一文�
。

现在
,

既然发现芝龙的三弟是芝麟
,

我的考证显然有误
,

理

应更正
。

总之
,

根据新发现的 《郑氏家谱 》
,

我们现在知道
�

郑芝龙确实有五个同胞兄弟
,

其中

芝龙
、

芝虎
、

芝麟
、

芝凤四人是同父同母
,

芝豹一人是同父异母
。

其次
,

论堂兄弟则只有郑

士侍之子芝鳌
、

芝兰二人
。

其余都只能是从兄弟或远房的宗叙 因此
,

不论郑成功所斩的是

郑芝鹏 �《海上见闻录定本 》主此说� 抑或郑芝莞 � 《先王实录 》主此说� 他们都不是月诚
功的亲叔或堂叔

,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上接第�� 页 �
“

建义侯林兴珠
,

镶黄旗汉军
,

无袭
�

”
明崇祯十七年

,

即顺治元年 ��� � �� 清军入关
,

明亡
�

自� ��� 年至 ���� 年 �康熙

二十四年〕
,

刚好四十年
,

此时林兴珠与康熙面言兵事
,

参加抗俄
�

若林兴珠在崇祯末
、

顺治初是位二十五岁的明遗将
,

那么到 ��防年该是六十五岁的老将了
。

康熙说
� “

林侯南人且老
”
是有根据的

�

老者
,

年过花甲之谓也
。

又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 �����
�

�
�

���
,

林兴珠抗俄胜利回师之后
,

康熙皇帝下令讨伐噶尔丹之乱
,

其中提到
� “

林

兴珠等官员
,

有愿效力者
,

令与火器营兵同行
�

如有劳绩
�

酌量提用
,

其晓谕之
� ”
�
心
清圣祖实录》卷���

、

�� 页� ��� �年

到 ��的年
,

又过五年
,

林已七十岁了
。

七十岁
,

康熙还提议他上阵是可能的
,

因其
“
年老知兵

”
。

可惜
,

此后的消息来查

到
,

是否上阵不得其详
�

以上判断如果合其大概
,

就可以推论
,

林兴珠生在明天启年间 ���� �一���  ! 死在康熙中期 �� �肋年� 以后
。

� 据王一元的 《辽左见闻录 》载
� “
乙丑

,

命建义侯林兴珠等率兵讨鄂尔多期国 �俄罗斯一笔者 �
·

亦名老枪
�

破字�

降其众千余人
,

十月至盛京
� ”

又 心广阳杂记 》卷一载
� ‘�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
,

建义侯林兴珠
、

提督刘兆麟
,

率福建藤牌

手征罗刹国
,

胜之
。 ” 以上二条记载

,

互为注释
�

�详林传甲著 ‘龙江旧闻录 》第六章《水师营制考》第 �页
�

民国三年
�

上海商务印书馆
�

�以上详 嘴清高宗实录》卷��� �
,

页��一��
�

其中乾隆曰
� “

闻奉天
、

锦州一带沿海地方
, 卜

竟有阂人在彼搭蔡居住
,

渐成村落
,

多至万余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