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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成 功 谈 判 艺 术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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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论述 了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抗清

、

驱荷复 台斗 争中
,

善于等待时机
,

把握火候
,

坚持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
,

成功地与清廷和荷兰 殖民者展开谈判
,

进而 取得 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的双

重胜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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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郑成功坚持抗清达 �� 年之久
, �� � � 年挥师东渡

,

驱荷复台
,

在军事上战功赫赫
,

不愧是杰 出的军事家
。

在同内外敌人的谈判斗争中
,

他文韬武略
,

有勇有谋
,

又充分显示 出高

超的谈判艺术与政治外交风采
。

本文拟就郑成功的谈判艺术做初步的探讨
。

�� 世纪上半期至中期
,

荷兰殖 民者窃据台湾
。

过去某些专家学者在谈论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动机问题时
,

过分强调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为了抗清
,

认为郑成功北伐新败
,

仅剩 弹丸之地

金
、

厦
,

目的是想把台湾作为抗清基地
。

应该说
,

何廷斌向他献图
,

促使他下定决心收复台湾
,

如果把这作为收复台湾契机或动机之一
,

乃无可非议
。

驱荷复台是郑成功升华为伟大 民族英

雄而彪炳史册
,

使其成为包括东方许多被压迫
、

被侵略民族 的反殖民主义国际英雄
。

郑成功
,

不仅在战场上军功卓著
,

成为东南半壁山河抗清的主要武装集团
,

而且在谈判桌上成就斐然
。

古今中外
,

不乏事例
,

一般在军事上失败后
,

往往借用谈判
,

争取喘息时间
,

麻痹对方斗志
,

采

取突然袭击手段
,

达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

在血与火严酷的战场上
,

郑成功经受了严峻

的考验 �在与敌人谈判斗争中
,

郑成功同样经历严峻的磨练
。

谈判
,

虽然没有硝烟弥漫
,

但处

处有陷阱
,

险象丛生
,

唇枪舌剑
,

需要大勇大智
。

对此
,

郑成功能保持冷静 的头脑
,

高度瞥惕
,

不上或少上敌人的圈套
。

清廷挟持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北京做人质
,

并通过郑芝龙诱降郑成功
。

郑成功
“

将计就

计
,

权借粮响
,

以裕兵食
” � 。

从永历七年 � �� � �� 五月至八年九月
,

先后与清廷进行三次和谈
。

在谈判中
,

他坚持
“

不剃发易服
,

并要求给予三省之地安插部队
,

不奉东西调遣
,

不受部抚节

制
”

为条件
,

同时利用和谈
,

乘敌不备之机
,

袭击沿海诸县
,

补充粮响与兵源
,

将队伍扩充至 ��

余万人
。

待谈判破裂
,

即发动强大攻势
,

迭克漳
、

泉两府诸属县
,

并占领仙游
,

威逼福州
。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前
,

与荷兰殖民者进行了几次交锋
。

坚持耐心等待
,

积极准备
,

周密计

划
,

采取有理
、

有利
、

有节的斗争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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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荷兰殖民主义者侵 占台湾和奴役 台湾人民的种种行径表示极大的民族义愤
。

在同

荷兰殖民主义者海上贸易斗争的第二回合中
,

曾传示各港澳并东西夷 国州府
,

不准到台湾通

商
,

由是断绝两年
, “

船只不通
,

货物昂贵
,

夷多病疫
” 。

荷兰新任侵台长官撰一在 �� � � 年曾派

代表渴见郑成功
,

要求恢复通商
,

表示愿
“

年输晌五千两
,

箭枉十万支
,

硫磺千担
” 。 � 郑成功在

收复台湾工作准备未充分时
,

暂时答应其通商要示
,

由厦门派一些商船到台湾去
。

�� �。年
,

侵台荷兰长官撰一为窥探郑成的军情
,

又 派使 臣携带钱物至厦 门向郑成功
“

议

贡
” 。

郑成功为稳住敌人
,

迷惑敌人
,

照收不误
。

谈判是斗争与妥协
,

进取与让步的辩证统一体
,

谈判是一项专业很强的学问
,

必须掌握原

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策略
,

坚持原则而不死板
,

注意灵活
,

但不出格
,

谈判要有实力做

坚强后盾
,

原则性是前提
,

灵活性则是落实原则性的保障
。

在处理与荷兰的谈判关系时
,

郑成功站在代表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
,

维护 中华民

族的尊严
,

捍卫中华民族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独立 � 同时又与世界各国建立民族平等和睦相

处
,

和平友好贸易往来
。

当时
,

收复神圣宝岛台湾是郑成功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原则
。

摆一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一书中
,

曾经记述郑成功的庄严宣告
� “

该岛一 向属于 中国的
,

⋯ ⋯现在
,

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
,

来 自远方客人
,

应把它归还原主
,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 ’, � 郑成

功理直气壮地指出
,

台湾是 中国的神圣领土
,

收复台湾是天经地义
,

理所当然 的事
。

连横在

《台湾通史》一书
,

精释郑成功对荷兰劝降书中
,

义正辞严地指出
,

台湾者
,

中国土地也
,

久为贵

国所踞
,

今既来索
,

则地当归我
,

珍瑶不急之物
,

悉听尔为
。

在这里
,

郑成功大义凛然
,

理直气

壮
,

申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

绝不允许侵略者染指
,

强烈的爱国心
,

报国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

在驱荷复台的战斗中
,

郑成功娴熟高超的指挥艺术更是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
。

首先在军事上
,

郑成功于 �� � � 年 � 月 �� 日亲率将士 �� � � � 名分乘战船数百艘
,

从金门

料罗湾扬帆东征
,

一夜间
,

大军浩浩荡荡直抵澎湖群 岛
,

稍作休整
,

又下令全军将士冒狂风恶

浪
,

奋勇向台湾岛前进
。

东征军船队直抵鹿耳门外
,

出敌不意
,

攻其不备
,

胜利登陆 台湾岛
。

经过海陆战斗
,

击败荷兰殖民者侵略军
,

郑成功要荷兰殖民立即离开台湾
,

并限于 � 月初 � 日

�� 月 � 日 �上午八时以前荷兰殖民者作出决定
,

是否离开全 岛
,

还是继续顽抗
,

以 白旗或血旗

为标志
。

描难实叮在赤嵌城挂白旗投降
,

守台湾城的挨一则挂血旗顽抗
。

于是
,

郑成功集中

优势兵力围困台湾城
,

运用围城打援战术
,

严密封锁台湾城
,

多次击溃荷兰殖民者从 巴达维亚

大本营调来的援军
。

撰一痴心妄想
,

采用缓兵之计
,

妄图争取喘息时间
,

困兽犹斗
,

妄想 以千

万两白银为条件
,

要求郑成功退兵
。

郑成功断然拒绝
,

敌人又无理要求保 留台湾城
,

允许荷兰

人 自由出人
,

同样遭到郑成功严词拒绝
。

在战场上
,

郑成功猛烈攻击敌人
,

不给予喘息机会
。

将近十个月的围困
,

郑成功命令将士

向台湾城倾泻 �� � � 多发炮弹
,

台湾城成为一片火海
,

撰一处于灭顶之灾
。

在
“

第二
”

战场
—

谈判桌上
,

郑成功又与敌人斗勇斗智
。

下面引用郑成功交给荷兰侵略者樱一及荷兰驻台湾议

会的缔和条约的条文和荷兰殖民者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的条件
。

从两篇条文看
,

双方谈判

在主要一些大的方面交换了条件
。

郑成功采用
“

高压态势
,

又留有余地
” ,

通过谈判
、

斗争
,

迫

使对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意见
。

�一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首先双方缔和条约文第十条均同意忘记过去一切仇恨
,

即

结束战争
。

撰一给郑成功缔和条约上的第 �� 条写道
,

在公司人员撤离以前
,

这城堡 �台湾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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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只挂一面旗
�
第 � 条

,

热兰遮城及其城外工事
,

火炮及其他武器⋯ ⋯都交给国姓爷
。

这是按

照郑成功多次给荷兰殖民者的通碟
、

警告
、

要求执行的荷兰殖 民者必须全部离开台湾岛
,

必须

放下武器
,

停止反抗
,

这是实现郑成功坚定不移的原则
�维护 中华族尊严

,

捍卫领土完整和国

家独立
,

建立和睦相处
,

和平友好
,

贸易往来的先决条件
,

是铁 的原则
。

荷 兰殖民者头 目摆一

是在刀架在脖子上面临灭顶之灾
,

挂起 白旗投降
,

签订和约的
。

其次
,

荷兰缔和条约第 �� 条
、

第 �� 条
,

双方交换全部战俘
,

交换人质
,

这是对等的也是原则问题
。

其三
,

出于人道主义和宽

宏大度
,

对荷兰殖民者提出的合理要求
,

尽量给予合情合理满足
。

第 � 条至第 �� 条
,

允许平

民兵士
、

官员携带足够食 品
、

家私财物
、

货币
,

这是为实现原则的重要保 障
,

即政策
、

策略的灵

活性
。

其四
,

照常理
,

败军之将只能堰旗息鼓如丧家之犬
,

灰溜溜地滚出台湾
,

但摆一等给郑

成功和约条文第 � 条要求依荷兰的习惯
,

举着打开的旗子
,

打着鼓上船
。

这是荷兰殖 民者打

肿脸充胖子的无赖要求
,

但不是原则问题
,

为照顾其 面子
,

郑成功也予以认可
,

体现了郑成功

何等宽大的襟怀 � 其五
,

由于西方殖 民者葡
、

西
、

荷
、

英都是著名的
“

海上强盗
” ,

他们之间也常

常互相火拼
,

互相劫掠
。

从台湾到巴达维亚海上波诡涌濡
,

需要武装 自卫
,

郑成功给予充分理

解
、

体谅和允许荷兰人把子弹
、

火绳及其他物品
,

凡所有被包 围者从台湾到巴达维亚航程中所

必须者
,

可以毫无阻碍地上船
。

和约条文第 � 条规定
,

且给予必要的协助
、

帮忙
,

安排足够的

船只给公司
,

以便运送人员和物品上船
,

包括供应足够的航程生活必须品等等
。

所有以上这

些
,

都充分体现出郑成功的人道主义和以德报怨的精神
,

表现郑成功涣映大国宽宏大度 的伟

大胸襟
,

郑成功的雄才大略
、

儒将风度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

就连荷兰殖 民者驻 台长官樱一也

深受感动
,

曾高度赞扬
、

推崇郑成功的人道主义行为
。

这是郑成功在谈判斗争 中巧妙运用谈

判艺术即坚持原则与策略灵活相结合的表现
。

�二 �把握时机
,

稳操主动
。

郑成功善于把握时机
,

密切注视战局变化
,

稳操谈判主动权
,

取得最佳效果
。

谈判要取得成功
,

达成协议
,

取决于双方的诚意
,

各 自都要有必要的让步和妥

协
。

当然
,

这种让步和妥协不是对等的
。

过早提出让步和妥协
,

会给对方认为是软弱可欺
,

或

者会漫天要价
,

不利谈判的成功
。

郑成功 同荷兰殖 民者的谈判
,

选择在荷兰殖民者海陆交战

均受到沉重打击
,

尤其在台湾城长期被围困
,

援兵增援受阻无望
,

郑成功发起重炮轰击
,

敌人

处于灭顶之灾绝望境地
,

就是说
,

对荷兰殖 民者来说
,

是刀架在脖子上
,

要么是顽抗到底
,

全军

覆灭 � 要么是俯首投降
,

竖白旗
,

放下武器
,

在投降和约上签字
,

争取宽大优待
,

二是必居其一
。

在这关键时刻
,

郑成功审时度势
,

同时为 了缩短战争时间
,

减少台湾人民的损失
,

减少 自己将

士的流血牺牲
,

不让敌人困兽犹斗
,

作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
,

同时也给敌人留一条生路
,

从而

适时提出劝降通煤
。

郑成功在同荷兰殖 民斗争中
,

政治与军事并用
,

兵临城下
,

围困和强攻的

同时
,

也采取宽大怀柔给予出路的策略
,

终于迫使撰一于 �� � � 年 � 月 � 日在投降书上签字
。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
,

取得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双重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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