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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胜利条件

柯 其 成

彪炳千古
、

蜚声海内外的郑成功不仅是抗清的民族英雄
,

而且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抗击西

方殖 民主义者的伟大 民族英雄
。

他领导我国东南沿海抗清武装集团
,

以金门
、

厦门为根据地
,

驰骋沙场
,

南征北战
,

坚持抗清达 �� 年之久
。

� � � � 年 � 月
,

他亲率雄师横跨台湾海峡
,

经过

海上战斗
,

首战告捷
,

击败荷兰殖民军
,

收复赤嵌城
,

最后围困台湾城
。

经过九个月的攻坚

打援
,

终于迫使荷兰驻台湾殖民者头目撰一在投降书上签字
,

把盘踞台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

兰侵略者完全彻底地赶出台湾
,

使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

一
、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定的民族意识

郑成功从小受到 良好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熏陶
,

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定的民族

意识及忠君爱国思想
。

明末清初
,

中国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

郑成功首当其冲地被卷

入复杂矛盾的漩涡之中
。

这漩涡
,

是两种有着质的区别的民族矛盾和斗争
�

一是中华 民族内

部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同满州贵族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 二是包括满洲贵族在 内的中华民族

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矛盾和斗争
。

为维护民族尊严
、

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

郑成功早就抱着驱荷复台的坚强决心和

坚定信念
。

在同满州贵族长期激烈的生死搏斗中
,

郑成功一刻也没有忘记对荷兰殖 民主义者

的民族仇恨
。

尽管暂时腾不出手从军事上对付荷兰殖民者
,

然而在政治上
,

经济上他曾同荷

兰殖民者长期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
。

这表现在
�

�
�

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和奴役
,

把台湾人民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洲之 中
,

忧国忧民的郑

成功随时给予台湾人民亲切的同情和密切的关注
。

� � � � 年
,

郭怀一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
,

就是在郑成功的支持和策动下发动的
。

这是连荷兰殖民者也是耳熟能详的
。

用他们的话说
,

郭

怀一的起义受到郑成功的
“

教唆和支持
” 。

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荷兰殖民者残酷镇压下去
。

郑成功闻讯后
,

义愤填膺
,

大为震怒
,

从而促使他解救台湾人民于倒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

加强烈
。

�
�

荷兰殖 民主义者的海盗掠夺行径严重损害了郑成功的经济利益
。

由郑芝龙长期经营
、

实力雄厚的海上贸易
,

成为郑成功抗清的重要经济来源
。

荷兰殖 民主义者在海上的贸易垄断
、

霸权地位和海盗抢劫是三位一体的
,

他们对中国商人以及 日本
、

朝鲜
、

东南亚各国商人的海

上强盗行径
,

使郑成功经济受到严重威肋和破坏
。

对此
,

郑成功深恶痛绝
,

从经济制裁
,

外

交照会
、

警告
、

抗议
、

直到采取断然措施
,

多次下令沿海中国商人和 日本
、

朝鲜
、

东南亚各

国商人断绝同荷兰殖民者贸易往来
,

迫使困守台湾的荷殖经济陷于萧条窘境
,

驻台荷兰殖民

当局不得不于 � � � � 年派官员运载贡品前往厦门向郑成功求饶
。

由于时机尚未成熟
,

出于策略
,



郑成功在严厉警诫荷兰殖民者后
,

才准许荷殖同上述各地商人平等地进行海上贸易
。

二
、

当机立断的战略决策

� � � � 年春
,

在台湾的南安籍荷兰通事何斌
,

暗中携带他所绘制的台湾详细军事地图
,

来

到厦门
,

献给郑成功
。

何斌代表 台湾人民
,

恳请郑成功下定决心
,

挥师东渡
,

驱逐荷殖
,

收

复宝岛
。

何斌还 自告奋勇
,

表示愿意担当领航员
,

引导郑成功雄师东渡台湾海峡
,

驱荷复台
。

何斌的献图和恳请
,

使郑成功大喜过望
。

郑成功久存
“

台湾者
,

中国之土地也
”

之心
。

在

强烈的民族 自尊心
�

坚定的民族意识和收复宝岛台湾的民族责任感的驱动下
,

他马上召集部

将商议驱荷复台大计
,

排除个别将领畏难消极情绪
,

当机立断做出驱逐荷殖
、

收复台湾的伟

大战略决策
,

并立即着手部署东征
�

一面筹集粮响
、

弹药
、

武器
、

船只
,

加紧操练水兵
� 一

面加强留守金门
、

厦门根据地事宜
,

以解后顾之忧
。

三
、

对比双方力量
、

正确估量驱荷复台必胜因素

�
�

双方物力
、

财 力
、

军事力量的对比

无论是物力
、

财力和军事力量的对 比
,

荷兰殖民者都占有相当的优势
。

荷兰殖民者从十

七世纪初 叶起
,

就拥有世界上最宠大的商船 �
�

� 万多艘
,

垄断 了全世界 的贸易
,

曾被称为
“

全世界海上马车夫
” ,

取得海上霸权的地位
。

它利用海上霸权地位
,

疯狂向亚
、

非
、

拉美经

济落后地区进行殖民扩张
。

� � �  年
,

荷兰在印尼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 建立了第一块殖民据

点
,

做为殖 民大本营
,

然后向周边国家地区渗透
。

� � � � 年
,

又占据 中国台湾
。

以后它把触角

伸进印度
、

日本
,

并涉足北美及拉美一些岛屿
。

� �  ! 年还在南非控制了海上交通要冲好望角
。

在当时
,

荷兰是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
,

占据着贸易垄断地位
。

它不仅经济力量雄厚
,

而且还

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康复枪
、

威力较大的大炮和坚固的军舰
。

而郑成功无论从物力
、

财力

和军事力量的对 比
,

都占居相对的劣势
。

而且抗清北伐新败
,

损兵折将十分之八
、

九
,

号称

八十万人马只剩十来万
,

元气大伤
,

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敌人
。

但是
,

决定 战争胜负的不

仅仅是财力
、

物力
,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

而更重要的是人力
,

特别是人心
。

在后一方面
,

郑

成功却占有绝对的优势
。

�
�

荷殖海土霸权地位和 贸易霸权宝座在动摇

随着十七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

荷兰海上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

� �  � 年
,

英

国针对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发布关于非经英国政府许可的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的

法令 � � � � � 年
,

又颁布 《航海条例》
,

规定进 口货物须由英国船只或产地国船只运输
。

结果沉

重地打击专营海
�

上转运贸易的荷兰
,

英荷矛盾骤然尖锐
,

导致 � �  !一 � � �� 年第一次英荷战争
。

经过海战
,

荷败英胜
,

荷兰被迫承认英国的 《航海条例 》
。

随后又连续发生第二
、

三次英荷战

争
,

结果都以荷兰战败而告终
。

几次战争使荷兰军事和商业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

十七世纪 ��

年代起
,

荷兰已逐步丧 失海外贸易垄断地位和海上霸权地位
。

郑成功看准了荷兰殖民者同英

法等西方殖 民者之间的矛盾
、

斗争
,

同时洞察荷兰殖民者树敌太多
,

同亚
、

非
、

拉
,

特别是

东南亚的印尼
、

锡兰等殖民地人民的矛盾
、

冲突
,

严重地削弱它的殖民势力
。

由于战线太长
,

兵力分散
,

荷殖顾此失彼
,

捉襟见肘
,

它在印尼爪哇巴达维亚殖民大本

营的军事力量受到印尼人民的牵制
,

台湾荷兰殖民军人数仅有 � � �。人左右
。

而郑成功却集中

� � � � � 名精兵的优势兵力
,

比敌人多 �� 一 �� 倍以上
。

经过反复分析
,

认真对比
,

郑成功大大

地坚定和提高了实现驱荷复台的伟大战略 目标的决心和顽强意志
。



郑成功的战略决策还来自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

坚韧不拔的毅力
,

高度的爱国主

主义思想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

北伐新败
,

军事上大受挫折的郑成功
,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久经沙场的磨练
,

他既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

又经得失败的考验
。

只有具有非凡的气魄和超

人胆略的郑成功
,

才能在北伐新败后
,

毅然宣布
“

台湾非吾亲征不可
”

的伟大战略决策
。

�
、

正义之师
,

得道多助
,

所向披靡
。

战争的正义性
,

人心的向背
,

得道多助
,

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 因素
。

郑成功驱逐荷兰
、

收复台湾的决策和壮举
,

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

广大将领
、

士兵磨拳擦掌
,

欢呼

雀跃
,

士气高涨
,

在战斗中奋勇杀敌
,

勇敢无畏
�
东南沿海人民

,

尤其是金
、

厦
、

漳
、

泉一

带人民
,

积极支持帮助
,

使郑成功东征雄师在短期内筹集到充足的几百艘船只和必要的粮食
、

弹药
� 还有沿海 的青壮农民

、

渔夫
、

水手及原郑芝龙的部下及爱国志士
,

纷纷主动请战
,

随

军东征
,

或当水手
、

或当船老州弋
、

或当民可夫
�
台湾高山族和汉族人 民象久旱望云霓一样

,

革

食壶浆
,

迎接东征雄师
,

他们送物送粮慰劳雄师
,

或为雄师带路当向导
,

在海边迎接雄师的

达 � � � � 多人
。

在围攻赤嵌城时
,

因城堡坚固不受炮
,

久攻不下
。

这时熟悉地形的台湾父老 乡亲建议用

断水困城法 �原来赤嵌城的水源是靠城郊外的河水流入的 �
。

郑成功采纳这一建议
,

果然引起

守敌的慌乱
,

城不攻 自破
,

数日后
,

守敌献城投降
。

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义举得到亚洲人
、

非洲人
、

欧洲人
,

黄种人
、

黑种人
、

白种人
,

所有

被压迫民族和正直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

他们中有 日本人
、

朝鲜人
、

柬埔寨人
、

法 国人
、

荷

兰人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黑人兵
。

在郑成功的东征军中有两 队特种兵
,

起码有 �� � 人以上
。

他

们大多数原来是荷殖的奴隶或雇佣兵
,

受尽歧视和欺凌
,

因此把 自己解放的命运和郑成功驱

荷复台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

有的被俘后掉转抢 口
,

有的倒戈起义
,

参加驱荷复台战斗
。

这些

黑人兵善于使用来复枪和滑膛枪
,

作战又特别勇敢
,

冲锋陷阵
,

为驱荷复台战争的胜利立了

功
。

�
、

高超的指挥艺术
、

灵活机动的战米
。

郑成功文韬武略
,

有卓越的军事才华
。

他治军严肃
,

赏罚分明
,

训练有素
。

他操练的水

师
,

特别英勇善战
。

他还有一批出类拔萃
、

驰骋沙场
、

军功卓著的部将
,

其中有藤牌军都督

黄丽宇
、

陆军参将李树华
、

马信
、

陈永华
、

杨朝栋等
。

值得一提的是郑成功有两支训练有素

的特种兵—铁 甲兵和藤牌兵
。

这是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两支杀手铜
,

在东征战斗中
,

曾使敌

人闻风丧胆
,

发挥过特殊的作用
。

在东征战斗中
,

郑成功娴熟
、

高超的指挥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
。

首先
,

一鼓作气
,

进军澎湖群岛
。

郑成功于 � � � � 年 � 月 �� 日
,

亲率将士 � � � � � 名
,

战

船数百艘
,

从金门料罗湾扬帆东征
,

一时百炯争流
,

浩浩荡荡
,

一夜间
,

大军直达澎湖群岛
。

在澎湖群岛稍作休整
,

隐蔽
,

又以
“

坚冰可渡
”

的决心和 出敌不意
、

攻敌不备的战术
,

传令

全军将士冒狂风大浪奋勇前进
。

� 月 � 日
,

东征军船队直达鹿耳 门港外
,

收到奇袭的效果
,

荷

兰殖民者大惊
,

以为郑成功东征雄师是从天而降
。

其次
,

创造性地运用
“

撒豆为兵
”

和
“

拉网战术
” 。

针对荷兰殖民者船坚炮利
,

军舰高大
,

每舰有大炮 �� 多门
,

而 自己船小炮少
,

每船仅有土炮 �龙贡 � 二门的悬殊实力
,

郑成功采用

密集的
“

拉网战术
” ,

即以 �� 多艘战船迎战荷殖战舰
。

鹿耳门港外的海面上出现小船打大船



的海战奇观
。

擒贼先擒王
,

勇士们先攻打敌人最大的舰船
“

赫克托号
” 。

郑成功指挥五六艘舰

船从正面紧紧咬住敌舰
,

其余船只迂回绕到敌舰侧面或背后
,

形成弧形包围圈
,

使荷殖腹背

受敌
。

勇士们凭着勇敢
、

无畏的精神和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
,

把 自己的小舰靠近敌人大舰
。

荷

殖见到铁甲兵从头到脚披挂铁盔铁甲
、

枪弹不入
,

吓得魂飞魄散
,

束手无策
。

而藤牌兵也发

挥他们的特长
,

手持藤牌护身
,

身上披着湿棉被
,

枪弹难入
。

两支特种兵
,

奋勇杀敌
,

使敌

人难以招架
。

郑成功的将士还创造性地运用
、

发展
“

撒豆为兵
”

的战术
,

将豆粒撒到敌舰甲

板上
,

使敌人的炮手
、

水手
、

船员脚下打滑
,

立足不稳
,

纷纷跌倒
,

甚至掉到海里淹死
。

郑

成 功的将士们越战越勇
,

大炮
、

来复枪
、

弓箭
、

大刀一齐发挥作用
,

一鼓作气将
“

赫克托

号
”

炸沉
,

舰上 � �� 多名官兵也被炸得血肉横飞
,

葬身鱼腹
。

将士们乘胜追击
,

又火烧敌舰

斯
·

格拉弗兰号
。

其余敌舰狼狈逃往巴达维亚
。

在围困赤嵌城和 台湾城的战斗中
,

郑成功采用灵活的战术
,

更是得心应手
。

对赤嵌城和台湾城虽然都采用围城攻坚打法
,

但具体战术又略有区别
。

对赤嵌城
,

先是

围困攻坚
,

后断水围困
,

使敌人陷于
“

孤城援绝
”

境地
,

不战自乱
。

而对台湾城
,

则采用围

城打援的战术
。

台湾城守敌荷兰殖 民者总头 目撰一指望巴达维亚出兵救援
,

郑成功就严密封

锁台湾岛
,

多次击溃从巴达维亚荷兰殖 民大本营调来的援军
,

使撰一得不到一兵一卒一枪一

弹的救援
,

幻想破灭
。

郑成功命将士在城外高山上高筑炮 台
,

几十门大炮居高临下
,

向台湾

城倾泻 � � � � 多发炮弹
,

台湾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

撰一处于灭顶之灾
。

眼见大势已去
,

敌人

只好投降
。

� � � � 年 � 月 � 日
,

撰一在投降书上签书
。

随后
,

撰一带残兵败将
,

灰溜溜离开台

湾
,

返回巴达维亚
,

郑成功胜利收复台湾
,

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

总之
,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定的民族意识
,

是郑成功驱荷复台胜利的先决条件
� 当机

立断的战略决策
,

是郑成功驱荷复台胜利的关键步骤
� 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和高超的指挥艺

术
, 、

是郑成功驱荷复台胜利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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