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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动抗清的发展过程及其动摇妥协倾向
陈 碧 笙

对子郑成功抗清的认识和评价
,

有过两种倾向
� 一种是极力颂扬郑成功的忠君报国

思想及其在抗清中的表现
,

认为郑成功生平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抗清
,

象收复台湾这样

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行动也不外是抗清的继续
。

这是两三百年来的传统倾向
,

多多少

少中了一些封建思想意识的余毒
。

另一种倾向是强调郑成功抗清的人民性和正义性
,

说

他如何如何得到了沿海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

又如何如何争取与农民起义军团结合作

等等
,

把郑成功大大现代化了
。
两者的共同特点是

,

对于郑成功抗清的历史事实缺乏正

确了解
,

对于许多重要历史资料没有运用阶级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
,

仅

仅根据主观想象或一些不可靠的记载作出结论
。

恩格斯说
� “ 一切历 史上发生的斗争

� 不论它是在政治的
、

宗教的
、

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
,

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

发生的 �
,

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 的表现
。 ” � 本文试图从郑成

功代表海上商业资本利益这一基本史实出发
,

比较系统
、

全面地分析其在抗清中对于海

上武装集团
、

明清统治阶级以及沿海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关系
,

进而对郑成功抗清的进步

性和局限性提出若干初步的看法
,

错误与不当之处
, ’

希望史学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 一 � 郑成功抗清的发展过程及 特点

从其发展变化过程看
,

郑成功 的坑清活动大约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
�

第一期
�
从隆武二平 � �� ��年 � 海上起兵到永历五年 � ���� 年�建立金厦根据地

。

郑成功初起时
,

从者仅三玫百人
, “

船械两缺
,

都旅单弱
” ,

在当时海上反清武农

中是比较弱小的一支
。

最初两年
,

曾出兵攻打泉州
、

海澄
、

同安
,

在强大清军阻击下
,

一再败却
。

永历三年 � �� �矛拼 � 以后
,

转至粤东揭阳一带活动
,

先后攻破潮州外围南

洋
、

达壕
、

霞美等十数若寨和潮阳
、

揭阳
、

惠来三县城
,

招降张礼
、

杨广
、

朱尧
、

唐玉
、

黄亮采
、

黄海如者部
,

进围潮州
。

永历四年 � �� � �年 � 八月
,

回师厦门
,

以计杀其族兄

郑联
,

并其军
,

又招徕郑彩涂部
,

兵力扩充军四万佘人
。

永历五年 � �� � �年 � 四月
,

追

究厦门失守和放走马得功的贡任
,

斩堂叔艺莞以示众
,

迫胞叔鸿遴交出所有水师
,

同时

吸收浙海海上武装张名振
、

周崔芝
、

阮骏
、

黄大振诸部
,

兵力扩
一

充至六万余人
,

声势始

大
。

经过前后互年对内对外的种种尖锐斗争
,

成功凭借其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杰出的政治

军事才能
,

以次 , 、平闽南 粤东活海诸豪强武装
,

初步完成了郑艺龙旧部的统一
。

郑彩对

洪政说
。 “

细观诸子弟
,

能继志者夹木 � 成功 �之 � 耳
”

污
“
鸿逃在金门

,

见成功举动

威严
,

执法无私
,

亦将船只悉付之
” ‘ , 这样才取得了海上武装集团公认的抗清领袖的

地位
,

奠定丁进一 步扩穴杭清活劝的基础
,

是为火规摸抗清的准备时期
。

。

甘扭
。



第二期
�
从永历五年建立根据地到永历十一年 �� � � �年 �决策北上江南

。

永历五年三月
,

成功率师南下粤海
,

厦门被清军乘虚攻破
,

库藏尽失
,

军心动摇
,

不得已班师回救
。

经过这一次教训之后
,

成功深感倾师远出之非计
,

乃改取以金厦为根

据
、

恢复漳泉为基业 的稳扎稳打的战略方计
,

先后出兵攻打漳泉诸属邑
,

与清军大小十

数战
。

永历六年 � ��  �年 � 三月江东桥之役
,

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之师
,

陈锦为家丁所

杀
。

同年四月至十月围困漳洲之役
,

城内军民俄死过半
,

至食人 肉
。

永厉七年 � � �  �年 �

五月海澄之役
,

击退固山金砺所率满汉精锐数万
。

永历八年 � � � � �年 � 二月
,

顺治下令

招抚
,

成功一面与清吏和谈
,

一面仍分兵四出
。

同年十一月
,

先后收复漳州府城及南靖
、

漳浦
、

同安
、

南安
、

惠安
、

仙游诸县城
,

基本占领了闽南沿海地区
。

在同满洲精锐长期

战斗中
,

郑军愈战愈强
,

军事进展很大
,

兵力扩展至二三十万人
。 “

海外诸国推日本最

富强
,

闻郑氏兵精
,

颇惮之
。 ” � 政治上则遥奉永历正朔

,

尊重明室元老遗臣
,

改中左

所为思明州
,

设六官
,

建制度
,

通贩 日本
、

南洋诸国
,

以恢复中兴相号召
,

金厦地区成

为东南抗清的中心
,

这是杭清斗争迅速发展时期
。

第三期
�
从永历十一年决策北上江南到永历十五年 � � ��� 年 � 收复台湾

。

永历十一年以后
,

成功看到西南抗清形势每况愈下
,

一旦清军
“
会天下 之兵以攻

我” ,

两岛很难独全
,

因决策大举北上
,

以求扭转抗清战争的颓势
,

这是战略方针上一

个重大的改变
。

北征准备自永历十一年起积极进行
,

永历十二年 � ����年 � 五月
,

亲率

水陆精锐十万余众
,

配船二百余号北上
,

军容整齐
,

声势浩大
,

是成功起兵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

永历十三年 � �� �� 年 � 五月
,

进入长江
。

六月十六 日
,

在瓜州大败

清军
,

破滚江龙
,

俘朱衣佐
。

廿三 日
,

歼灭管效忠部满洲精骑数千人
,

进克镇江
。

七月

初
,

围南京
,

大江南北四府
、

三州
、

二十四县闻风纳款
,

东南大震
。

但成功为胜利冲昏

头脑
,

骄兵轻敌
,

疏不为备
。

清军于廿三 日乘虚出击
,

郑军大败
�

精锐损失近半
,

大将

甘辉
、

万礼
、

张英皆阵段
。

成功退至镇江
,

休息三 日
,

看到抗清前途无望
,

决定全师南

返
,

另作别图
,

这是战略方针上又一次根本性的改变
。

八月
,

军次崇明
,

派蔡政赴京向

清廷求和
,

遭到拒绝
。

永历十四年 � �心� �年 � 五月
,

在厦门击退达素率领的三省覆岛大

军后
,

即集中全力于收复台湾
,

以迄于死
。

这一时期的抗清战争
,

以大踏步前进和大踏

步后退为特征
,

可以称为杭清的决战时期
。

如上所述
,

在前后十四年的抗清活动中
,

最初五年主要致力于自身力量的扩大和充

实
,

与清军很少接触
,

用成功 自己的话说
,

那就是
� “

南下数年
,

已作方外之人
。 ” �

最后一年 � 永历十四年 � ,

主观打算上 己决定退出抗清
,

不过一时还不可能立即退出
。

而抗清斗争进行得最活跃
、

最有进展的
,

不出永历五年六月至十三年七月的最后七年间
,

其中又可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永历十一年以前
,

以固守观变为主
,

闽南粤东沿海是活

动的中心
, 永历十一年以后

,

采取决战姿态
,

以大江南北为进取的对象
。

这两个阶段的

抗清活动
,

又大部分是在边战边和
,

和战并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

点
。

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
,

始终是以保全
、

壮大 自己为决策的中心
。

随着抗清斗争的进

展
,

郑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 也就迅速得到增长和扩大
。

从最初的三数百人扩充到北

征前夕的二三十万人 , 从海上孤旅一跃而成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
。

成功坚持
、

推动抗

清斗争的过程
,

同时也就是自身军事政治力量不断发展
、

壮大的过程
。

这是我们应该注



意的又一个特点
�

。

搞清楚这些基本史实
,

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郑成功抗清斗争的各个方

面的问题
。

�二 �海上武装集团在抗清中的动摇
、

妥协倾向

郑成功在坚持
、

发展抗清活动的过程中
,

一刻也离不开海上武装集团的拥护和支持
,

然而海上武装集团对抗清却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

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
。

在海上武装集团中
,

郑芝龙是最早有意识地对封建专制政权寻求妥协的一个人
。

当

其以
“
海盗

” 面目横行海上之时
,

即曾
“两次大胜洪都司 � 先春 � 而不追

,

获卢游击

�毓英 � 而不杀
” ,

百计求抚
,

以是得厕身于明季权贵豪门之列
。

清军入闽
,

芝龙本

其过去投靠明廷的经验
,

不听子弟劝谏
, � 既首进 降表于前

,

又亲往见贝勒于后
,

结果

还是被挟北上
,
田川氏继复受辱而死

,

不仅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自由
,

连田园
、

第宅
、

子

女
、

玉 帛也不能自保
。

清军又进一步加强军事进剿
,

严禁人民下海通番
,

企图彻底消灭

这一批化外的海上武装
。

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

不仅血性男儿如郑成功要带头反杭
,

海上武装集团中任何一个人 从郑门骨肉鸿逛
、

郑彩
、

郑联以至芝龙旧部陈豹
、

林察
、

周瑞这些人
,

只要力所能及
,

也无不蜂起反抗
。

在这一时期
,

海上武装集团对于抗清的

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

也是坚决的
。

经过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
,

清廷逐渐发现这一批海上武装是颇不容易对付的
。

倚海

为长城
,

出没波涛
,

满洲铁骑无所施其技
,

此其一
。

沿海人民交通接济
,

神出鬼没
,

禁

不胜禁
,

防不胜防
, 此其二

。

与李定国
、

孙可望诸军遥相呼应
,

隐为东南肘腋之患
,

此

其三
。

因此乃改取以抚为主
,

剿抚兼施的方针
,

先对郑成功本人百计诱降
,

除允许其保

持海上通商利益外
,

还以海澄公爵和漳
、

泉
、

潮
、

惠四府地盘相饵
。

此计不售之后
,

又

转而向郑军将领开展分化
、

收买活动
,

他们说
� “

悬此印 � 按
,

指海澄公印 � 于国门
,

彼中岂无有内应者 �
” � 在清朝诱降

,

分化政策的影响下
,

�

海上武装集团抗清的态度开

始发生变化
,

妥协投降的倾向逐渐抬头
。

加上郑军内部加强控制与反对控制之间
、

文官

与武将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和
,

郑军将领率众降清的事件就层出不穷
,

影响到杭清
�

战争

的顺利开展
。

根据各书记载
,

成功回师厦门以来郑军 内部因投降或通敌而发生的异动事

件
,

比较重大的有
� � � � 永历四年十二月后劲镇陈斌降清 , � � � 同年同月黄海如通

清 , � � � 永历五年五月左先锋镇施郎出走
� � � � 永历八年四月援剿前镇黄大振因通

清嫌疑被杀
, � � � 永厉十年六月前冲镇黄梧献海澄降清 , � � � 永历十一年十一月英

兵镇唐邦杰率前锋
、

亲随二营降清 � � � � 永历十一年六月
,

左冲镇洪善阴通施郎 ,

� � � 永历十二年九月北征途中
, 北籍将领因通清嫌疑全数撤职 , � � � 同年十月后冲

镇刘进忠率众降清 , � �� � 永历十四年五月右武卫陈鹏通清 , � �� � 永历十五年六月右

冲镇蔡禄
、

宣毅左镇郭义据铜山降清 � � �� � 永历十六年三月镇守南澳
、

忠勇侯陈豹降

清等十二次
。

永历十六年 � �� � �年 � 成功病段
,

郑氏骨肉相残
,

军心离散
,

降将更如过

江之卿
。

倪在 田《续明纪事本丰》云
�

“
时成功新亡

,

复有袭
、

泰之役
,

郑氏将佐多生心
。

江
、

浙
、

闽
、

广四

省
,

复有满汉兵部郎中各一人专司招抚
,

无论真赓
,

降四级叙实官
,

或以武资

换文秩
,

人心浮动
。

尹是郑广及忠勤伯 � 按
,

当为忠靖伯 � 陈辉
·

庆郁伯王秀



奇
、

武卫杨富
、

虎卫何 义
、

都督附美
、

郑殷
、

陈舜穆自台湾
,

林顺自镇海、

周家政自温州
,

将士军民数万先 后降
。 一

终别部 汉梁山者亦为降将析光秋所败
。

经势衰乱
、

⋯⋯

“
总兵翁球多以 其军民降

。

黄廷
、

周全成粼不协
,

滋及周瑰
、

杨淬
、

周珍
、

曾付
、

黄宝
、

林英 张隆
、

阮里
、

欧瑞
、

陈麟 赖工
、

张岳及兵民三万六千有

奇先后降
。

南山
、

镇海
、

佛潭桥诸屿皆没
、

台湾属地几尽
。 ”

在清郑双方军事政治斗争 日益尖锐化的过程中
,

清将降郑的的固然为数也不在少
,

但绝大多数都是中下级将吏
,

象成功所破格摧升 为右提督的马信原是清台州府守将
,
左

提督郝文兴原是海澄县守将
,

后期抗清名将刘国轩原是漳州城门千总
,

其余都是府县城

守将或副将
,

总兵以上一个也没有
。

反之
,

郑将通敌降清的
,

如刘进忠
、

蔡禄
、

郭义
、

陈鹏
、

杨富
、

何义等都是手握重兵的镇将
,

黄廷是前提督
,

周全斌是承天府南北两路总

督
,

王秀奇是总制五军戎政
,

封庆都伯 �一作祥符伯 �
,

陈辉是水师统帅
,

芝龙时代老

将
,

封忠靖伯
,

陈豹也是老将
,

长期镇守南澳
,

地位在五提督之上
,

封忠勇侯
�
他如施

郎 �后改名施琅 �
、

黄梧
、

唐邦杰等都是成功一手提拔的亲信
,

郑鸣骏
、

郑攒绪更是郑

氏一门骨 肉
,

镇守后方重镇金门
,

家黄巨万
,

精兵八千
,

是海上有数的豪门
。

大多数清

将都是在优势郑军的长期围困下势穷被迫出降的
,

所带去的队伍也不多
。

而郑将则多是

乘形势比较缓和
、

防务稍疏之际
,

或则主动献城
,

或则带去大批人马
、

轴重
、

武器而降

清
。

如黄梧降清时就 曾
“
带领官八十余员

,

兵一千七百余名
,

并红衣抱三百余位
,
⋯ ⋯

粮粟二十五万
,

军器衣甲杭器不计
” ,

蔡禄
、

郭义降清时带去右冲
、

宣毅左右两镇兵丁

四千名
,

郑鸣骏
、

郑攒绪带去精兵七千三百多名
,

陈辉
、

黄廷
、

周全斌等前后两批带去

的一则 “数万 ” ,

一则 “三万六千有奇
” 。

象这样大规模集体出降的现象
,

在当时其他

抗清武装中是很罕见的
。

过去有人 以之归咎于郑成功的
“
用法严峻

,

果于诛杀
” �如阮

吴锡 《海上见闻录 》 �
, “

滥用权威
,

人多思叛” �如朱希祖 《明延平王户官杨英 �从

征实录� 序 》 �
,

显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木质
。

应该说
,

这是海上商业资本及其武装集

团抗清不彻底性
、

动摇性的一个很 自然的表现
。

海上武装集团的抗清动摇牲还表现在大多数将领重视金厦
,

反对倾师出击
,

反对与

清军决战这些行动上
。

关于这一类性质的斗 争进行得较为隐蔽一些
,

见诸记 载的也不

多 ,
但却代表着郑军内部思想情绪的主流

,

对成功坚持抗清的大计和方针是有重大影响

的
。

下面试就三个较重要的军事行动略加分析
�

�

� �  永历四年 � � � � �年 � 一五年 � � �  �年 � 间第一次南下
“ 勤王 ”

’

之役
。

永历四年十一月
,

成功奉永历召
,

率师南下
“ 勤王

” 。

卜二月二十日
,

大军行至广

东揭阳
, “

时父老 � 留 � 辙劝驾
” 必

。

五年正月初 四 日 至南澳
, “

镇守南澳地方忠勇

侯陈豹清见
,

告日
�

⋯ ⋯闻二酋已破广州
,

比永和入琼南矣
, �比去或恐不遇

,

而中左根

本
,

亦难拾也
。

不如将此南澳地方听落主驻节
,

居中调度
,

豹愿前驱
,

督同各镇南下
,

诣会王师
,

候有信
,

请藩亲行
,

未晚也
” 珍 。

接着
, “

左先锋施郎入告日
� ‘

勤王臣子

职分
,

但郎昨夜一梦
,

似大不利
,

乞藩主思之
。 ’

藩如来意
,

心含 �嘟 �
,

许之
,

遂令将

左先锋 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
” 。

揭阳父老的留辙
,

西澳陈豹的劝阻
,

看来都不是孤立的行动
,

阻师不成之后
,

施郎



乃以辞去左先锋一职相要挟
,

成功不为所动
,

即卸去施郎兵权
,

这就是施郑反目的起因
。

三月二十二 日
,

大军开至大星所
,

清军袭陷厦门报至
, “

时三军闻之
,

哭声遍闻
,

诸镇亦来劝驾回掉 �掉 �
,

谓三军各怀家属
,

脱巾亦是可虞
“ 。 ” 面 临着全军瓦解的形

势
,

成功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师
,

第一次出师
“

勤王
” 之役就此宣告结束

。

� � � 永历八 年 � 王� �� 年 � 第二次南下
“勤王” 之役

。

永历八年十月
,

成功接李定国约期会师之信
,

派左军辅明侯林察
、

右军闽安侯周瑞

等统率
“
官兵数万

,

战船百只
,

⋯ ⋯发行粮米十个月
” , “赶日南征

” 。

这是一次规模

不小的军事行动
。

时值北风初发
,

顺流疾驶
,

一

于余 日可抵粤海
。

定国师于十月十四日围

新会两个月
,

十二月十四日始因清军援至解围
。

郑军如能剑及履及
,

兼程以赴
,

双方会

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无如林察等虚应故事
,

在海上逗留观望到翌年五月
,

全军不发一

矢折返厦门
,

失去了与西师会师
、

挽回战局的良机
。

《实录 》第�� 页云
�

“
五月

,

藩驾驻思明州
。

总督辅明侯林察并周 瑞等入 粤勤王班师回到思

明
。

时西宁王师望我师不至
,

被虏战败
,

退入梧州
,

我师不遇而回
。

藩集文武

官吊林察等责之日
� ‘

勤王入援
,

君命原无候驾
,

逗留观望而 回
,

朝典何在 �尔

等合心畏避
,

当尽正罪 �
’

· , ,

⋯于是众俱以闽安侯对
,

落令正罪
,

以狗军中
,

诸将劝免
。 ”

事后虽欲正罪示做
,

也碍于诸将情绪而未能果行
。

成功在其后致李定国书中也承认

说
� “

诅意船师未到
,

而大师先 已班回数日⋯⋯但敝船逗留
,

既不能先期会师
,

又不能

奋图后效
,

使丑虏长驱
,

�

实与有罪焉
” 。

第二次出师
“
勤王

” 之役又以毫无结果而告

终
。

� � � 永历十一年 � � � �  年 � 一十三年 � � � � �年 � 北上江南之役
。

在永历十一年决策北上的一次军事会议上
,

文官如潘庚钟
、

冯澄世
、

陈永华等皆主

张倾师北上
,

与清军一决胜负
,

得到了郑成功的赞同, 惟武将领袖甘辉
“
坚执以为不

可
,

恐邯郸学步
,

反失其旧
” , “

倘大 队前进
,

而贝勒侦知
,

会合水师
,

出攻两岛
,

岂

不危乎 �
” � 到了永历十二年四月大军出发前夕

,

甘辉仍向成功进言
� “以辉愚意

,

未

可深入
,

不如埃李定国
、

孙可望二人会师信到
,

然后进兵
” � 。

同年八月
,

大军至羊山

遇风
,

漂没将士数千
,

船只军器亦多损环
, “

诸提督咸劝成功暂回厦门
,

功以业己出

师
,
理无再还

” � 。

这种将士不愿远征的情绪
,

成功大概也不无所闻
,

所以有 “传谕官

兵搬眷随征
” 之举

。 � 北上江南
,

成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
,

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的
。

南

京之战虽败
,

但
“全军犹在

, 娜
一

“
兵势尚强

” , 公 清军暂时亦尚无力大举反攻
,

所 以不

听张煌言
、

罗子木等人劝阻
,

毅然决然放弃瓜镇南下
,

顾虑到士气军心不愿再战�
,

恐

怕是主要原因之一
。

在前后十余年的抗清斗争中
,

郑军采取主动进攻
、

战略意义较大的军事行动仅有如
上三次

,

结果都因为郑军内部的种种阻力而没有收到应有的战果
。

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

舞台在海上
,

根本利益也一刻离不开海上
。

当他们为了抵御清军进犯
、

保卫自己的既得

利益而战时
,

可以勇敢杀敌
,

并且充分发挥其所么 但如果要他们为了所谓
“
恢复中

兴
” 而远离闽粤沿海

,

舍水就陆
,

与清军角逐
、

决胜于千里之外
,

那就不是他们所愿意

的了
。

特别在抗清战争后期
,

海上商业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郑军高级将吏或多成少

�

��
�



都兼营一些洋船贸易
, � 利之所在

,

谁亦不愿轻易放弃
。

郑成功虽然壮志满怀
,

屡以
“
驱逐糙虏

,

恢复中原
”
相号召

,

而面临着整个集团根本利益的矛盾
,

也是无能为力的
。

郑成功抗清不可能彻底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

注 �

「

� 息格斯 《马克思� 路易
·

波拿 巴政变记� 德文第三版序言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 两卷

集 � 》第 �卷
,

外文书籍出版局
,

莫斯科
, � � � �年版

,
页����

� � 江日升 《台湾外纪 》卷六
。

� 郁永河 《伪郑逸事 》
。

� 杨英 《从征实录 》第�� 页
,

成功复其父芝龙语
�

又第�山页载再复芝龙书云
� “

虽然
,

儿于己

丑岁 � �时 � � 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炎
。 方

� 函 � � 《台湾外纪 》卷三
,

卷书
。

� 成功谏其父说
� “

夫虎不可离 ���
,

位不可脱渊
,

清朝兵马虽盛
,

亦不能长驱而进
。 ”

一 吾

父若藉其崎岖
,

拒其险要
,

则地利尚存
,

人心可收也
。 ” � 《外纪 》卷五 � 鸿逮也说

� “
况

兄尚带甲数
一

卜万
,

舶舶塞海
,

根晌充足 , ⋯ ⋯何必委身于人�
” ‘同上 � 这些话可以代苹

上种装集团不
‘

愿降清的真实打算
,

要不要效忠明室是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中的
。

� 夏琳 《闽海纪票》
�

� 袭即成功胞弟郑袭
,

�� �� 年随师入台
, �� � 年阴历五月成功暴卒后

,

留台将领拥为护理
,

与

郑经对抗
。

郑经在厦门闻讯
,

急率师渡侮击平之
。

泰是成功谊兄
,

掌捆郑军财政
,

拥资数百

万
,

长期镇守金门
,

阴通郑袭之将黄昭
, ��� �年被掷经用计诱杀

,

泰弟鸣骏
,

子姗绪率众降

二
清

。

� � 娜 。 � 《从征实录》第 �� 页
,

第 ���页
。

� 《闽海纪略》
。

·

� 见 《从征实录 》第 �� � 页
�

徐孚远有 《北伐命偏裨皆携室家行因歌之 》
、

《再咏移家 口 》两

诗专泳其事 � 《钓磺堂存稿 》卷�� � 。

� 《海上见闻录 》载苏明对顺治奏对之语云
� “

海师不能持久
,

指 日当有捷音
。 ”

苏明也是郑

军降将
,

深悉海上虚实
,

所谓
“

不能持久
”
云云

,

大概也是指掷军将士不愿远离闽海说的
。

� 徐孚远 《钓磺堂存稿》卷二 《遣兴 》诗云
� “

邻居何辉煌� 朝夕列鼎食
。

问君何能尔� 飞钱

行海舶
。

舶多聚水工
,

纵横生羽翼
。

奏请披金紫
,

大者侯乌河白
。 ” 卷三 《人城 》诗云

� “

偶

来城市中
,

车马纷相见
。

东家印初悬
,

西家舶又至
。

高位与黄金
,

所求各已遂 , 。

卷四 《 邻

右》诗云
� “

邻右者谁子 � 寄身在军垒
。

自矜有资财
,

起宅荒山里
。 分 卷五 《贾客》诗云

�

“

舶盛金多频奏请
,

君看贾客尽封侯
。 ”

卢若腾 《岛隐集 》 《荒芜 》诗云
� “

世乱多豪强
,

兼并态狂图
。

膏腆连降陌
,

犹欲争区区
。 ” 《拗歌 》云

� “去年争构连云宅
,

去年争买青腆

田
。

去年二八婚婷女
,

明珠争买不论钱
。 ” 《石丈 》歌云

� “

为山为坞为亭台
,

豪家颐指给

欣赏
。

胡为日费千夫力
,

长途肇运成尘块
,

金谷平原不让奢
,

役人岂惜千万镊 �
”

从这些避

地海岛的明室遗巨的吟咏中
,

也可窥见当时海商资本发展以及郑军将吏兼营海舶
、

亦官亦商

情况之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