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物

郑芝龙（１６０４－１６６２年），号飞黄，小名一官，福建
南安人。是郑成功的父亲。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
军事集团首领，该集团形成于明末，斡旋于海内外霸
权之间，在闽台海域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其势力之强
大，以致于在明、清两代政权在福建地区的权力交替
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施琅（１６２１－１６９７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
人。初为郑芝龙、郑成功部将。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
督。康熙时，率军收复台湾，是清朝著名军事家，海军
统帅。

揆一（？－１６８７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最后
一任长官。揆一可能于１６１５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
摩，进入荷属东印度公司后，经历各种职阶，１６５６年为
台湾长官。１６６２年为郑成功军队包围而投降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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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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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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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居海上

生于日本

福松这个名字，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降生时父

母给他起的。

郑成功为什么降生在日本平户？这要从他父亲

郑芝龙说起。

郑芝龙，从幼年起喜欢舞拳使棒，武艺不凡。长

到１８岁的时候，就偷偷地离开泉州南安石井，跑到

粤东香山澳，跟着舅舅黄程学习经商。

有一天，黄程有一批货物要用商船运往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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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便委派２０岁的郑芝龙押运。他事情办得很

好，运去的白糖、麝香、沉香等贵重货物都安全高价

售出了。

当时，在日本平户有一位名叫李旦的大商人，福

建泉州籍，是旅日的华人首领。见到郑芝龙这个小

老乡长得魁梧奇伟，聪明干练，也雇用他带领武装人

员，押运商船去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地进行贸易，每

次都大获成功而还。从此，李旦便收郑芝龙为义子。

在李旦死后，大部分财产和部众都由郑芝龙继承了。

在郑芝龙常住的日本平户同一条街上，有一位

年满１７岁的青春少女翁氏，长得非常美丽娇艳。翁

氏和她的父亲翁翊皇，都看上了郑芝龙这位美男子．

郑芝龙也见翁氏天生丽质，温柔多情，便与她彼此来

往甚密，不久，二人结为夫妻。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身怀有孕的翁氏觉得

肚痛，渐入昏迷状态。梦见海上波浪滔天，海涛中有

一条大鱼出没翻腾。她同众人正在观看之际，大鱼

跳跃扬威，直冲其怀。她惊得醒来，即分娩一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郑成功。这一天是明朝天启四年七月

十四日（１６２４年８月２７日）夜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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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在街上与朋友聚会的郑芝龙，听说爱妻

生子，不胜欢喜，于是匆匆往回走。邻居见了他，大

声呼喊：“赶快救火！”郑芝龙问：“火在何处？”邻居

说：“刚才，你家中火光冲天。”郑芝龙回到家中，见到

爱妻和新生儿安然无恙。哪里是什么着火，原来是

儿子降生时灯火射出，光亮达天。众人皆以为此种

天象是大喜征兆，便纷纷前来道贺。

上述情节，是来自清人江日升著《台湾外志》。

有关郑成功降生的故事，在日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翁氏怀着郑成功时，有一天，她到平户千里滨去游

玩，在海边拾贝壳。就在这时，翁氏肚痛难忍，便靠

在千里滨内的一块巨石上生下了郑成功。巨石旁有

一株古松，长得十分茂密。因此，郑成功降生后，父

母给他起名叫福松。而今，当地人仍把这块巨石称

为“儿诞石”。人们为了敬仰郑成功的伟绩，常常有

人来此凭吊。

郑芝龙在日本平户有一帮要好的朋友，共计２８

人，大多是来自中国福建沿海的老乡，皆为血气方刚

的青年人。他们到日本经商，离乡背井，受人驱使，

日月煎熬。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这２８人结拜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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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推举体魄雄健、武艺高强的颜思齐为老大（盟

主），郑芝龙年龄最轻，为尾弟。他们结盟的真实意

图是想发动武力暴动，夺取地盘，称霸一方。就在郑

成功降生前夕，他们定计在七月十五日举事，不料走

漏了消息，日本派兵四处追捕他们。郑芝龙为了活

命，抛下爱妻和儿子，与其他２７个兄弟乘船于十五

日逃离日本，经过８昼夜航行，到达中国台湾北港

（位于今台湾西南部）。他们分为１０寨安营，辟土伐

木，抚恤土番，齐力垦植，谋足食衣；尔后整船入海，

一面继续经商，一面控扼海上航道，掳掠海船货物。

盟主颜思齐广招流民，扩大势力，不多日，队伍便猛

增至３０００多人，变成了一伙名副其实的商人海盗集

团。这时，郑芝龙的二弟郑芝虎、三弟郑芝豹、远房

弟郑芝莞等人，也来到台湾入盟。

第二年（１６２５年）九月，盟主颜思齐病死于猪罗

山（今嘉义市），郑芝龙当上了盟主，并决定对这支队

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的想法是：这支队伍，不

应是人们痛骂的那种海盗，而应是一支一面经商、一

面劫富济贫和惩恶扬善的商贸武装集团。为此，第

一，设立军中帅旗，树立盟主的权威；第二，将原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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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按军事编制，改为１８芝，芝官既是经商之主，又是

武装之主；第三，他放弃郑一官之名，正式起用郑芝

龙之名；第四，任命了参谋、总监军、督造、监守、粮官

等官职，加强集权；第五，严明纪律，约束部众不得扰

害平民，不得掳掠妇女，不得焚毁民屋，不得杀害俘

虏。队伍发展很快，几年内，猛增至七万多人，帆船

１０００余艘。

明朝廷对郑芝龙崛起东南沿海，一筹莫展。此

时，来自西北部的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为

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来自东北的努尔

哈赤创建的后金及其继承人皇太极改号的大清，已

经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盘，满洲八旗劲旅勇猛无比，

对明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明朝廷为了集中力量

对付农民起义军和满洲八旗劲旅，决定对郑芝龙进

行招抚。而郑芝龙则想借助于明朝的“官军”名气，

进一步扩大势力，称霸东南沿海。由于这两方面的

需要，郑芝龙与明朝巡抚熊文灿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

年）七月达成招安协议。九月，明朝廷授予郑芝龙守

备之职。明守备之职位在游击将军之下、把总之上。

郑芝龙集团成为“官军”之后，所踞地盘未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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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也未被改编，对所在州县征收富户的资饷依然如

故。然而，郑芝龙却打着官军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打

击海上与之对抗的各种势力。

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与侵占中国台湾的荷兰

军舰首战厦门外围，焚死、溺死荷军官兵数百人，生

擒夷酋一名。九月二十日，荷舰５９艘游弋外洋，向

明军显示其威风。郑芝龙指挥舰船从三面夹击荷

舰，一举焚毁荷船五十多艘，焚死、溺死荷军官兵上

千人，生擒红毛１１９人、海贼１９人，缴获夷船６艘、

锐炮２１门，海图一幅。荷兰人无可奈何地逃离了厦

门。

郑芝龙打着官军的旗号，开始横扫各路海盗。

他接二连三地扫灭了盘踞金门、横行澎湖一带海域

的大海盗首领李奇魁；盘踞乌洋一带的海盗首领杨

禄（杨六）、杨策（杨七）；盘踞南日、劫掠闽安的海盗

首领褚采老；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及福建沿海的

海盗首领刘香（亦称刘香老）。收编了他们的部众，

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郑芝龙荡平海盗之后，控制了台湾海峡水上交

通，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成为独霸一方的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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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武装作盾牌的大海商。当时，在东南亚进行殖

民活动的荷兰人惊呼：“郑芝龙！海上之王。”这是西

方人对郑芝龙势力的最恰当不过的表达。

郑芝龙还抓紧了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他多次

向台湾运送大陆的灾民。其中一年运送福建灾民就

有两万人之多。他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资，给

灾民每人发银３两，还买了一万头牛，运往台湾，每３

人给牛一头，让他们开荒种田。这样一来，灾民有了

生计，台湾得到了开发，他郑芝龙也得以大批收租。

由此，郑氏集团财富日益剧增，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扩

大了他的势力范围。郑芝龙的上述举措及其成就，

为其儿子郑成功尔后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雄厚的

物质基础。

七岁回国

郑芝龙在红红火火干事业的日子里，始终没有

忘记远在日本平户的爱妻翁氏和爱子福松。

他在逃离日本后的几年里，也曾偷偷地去平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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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翁氏、福松相会过。但由于他来去匆匆，年幼的儿

子福松已经记不得父亲的模样了。

翁氏在日本平户精心抚育儿子。小福松长得胖

胖的，壮壮的，眉宇舒展，气宇轩昂，聪明伶俐，举止

异人，人见人爱。母亲教小福松许多知识，不仅会讲

日语，也会讲汉语。母亲还为小福松拜请了剑道老

师，每日教他练习拳剑不辍。

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五月，郑芝龙遣人驾海船

去日本，迎接翁氏和儿子福松回福建。由于日本幕

府的限制，只同意福松回中国，而翁氏仍然留在日

本。九月，福松随船在海上航行十日，来到了福建南

安县安平镇，这里是郑氏集团大本营所在地。父亲

郑芝龙亲自出门迎接。郑芝龙看到儿子福松仪表不

凡，说话声音洪亮，屈指一算已是７岁。他追忆福松

降生时出现的火光奇兆，心中大喜，想必儿子长大定

成大器。

郑芝龙望子成龙，期望福松刻苦读书，将来进取

功名，光宗耀宗。他为儿子聘请了专职老师，教福松

读书、习字、操练剑术。老师将福松的名字，改为郑

森，森者，茂盛直立、整齐严肃之意也。郑森，这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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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从７岁一直叫到２１岁。

郑森经过家教和师教，读书很努力，加上天资聪

明，凡老师所教，皆一一娴熟。

郑森喜读《春秋》《资治通鉴》及历代正史，尤其

喜爱熟读《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他还十分崇拜

中国历史上那些足智多谋、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治

国安邦的英雄豪杰。对正史中有关这些人物的列

传、本纪，更是爱不释手。

郑森为了进取功名，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

他认真练习制艺时文，而且八股文章作得相当不错。

郑森也常常持剑骑射，像他父亲那样，重视习练

武艺。至于吟诗赋词，他也作为业余爱好不忘练习。

郑森志存高远。在他１１岁时，老师从其所读之

书中拈出“洒扫应对”四字，让他命题作文。这四个

字，本来是指日常生活之事，但郑森却把这四字看成

是天下兴亡的比喻。于是，他联系历史，引经据典，

语出惊人。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

让，一进退应对也。”老师看后，对学生居然把日常生

活洒水扫地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联系起来，十分欣

赏，批阅：“颇为新奇惊异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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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森由于表现不凡，甚得老师及长辈的喜爱。

尤其是叔叔郑鸿逵，对郑森格外器重。郑鸿逵是明

朝的一员武科举人，后来中了进士，先后升任都指挥

使、副总兵、总兵及南明隆武朝大元帅等职，慧眼识

英才，常常夸奖郑森说：“此系吾家千里驹也！”千里

驹，意指少壮的骏马，长大后必定出类拔萃。

有一位从外地来福建的相士，在一个偶然的机

会见到了郑森，惊奇地对郑芝龙称贺道：“郎君英物，

骨相非凡。”郑芝龙谢说：“我乃一介武夫，此儿倘能

博得一科目，为门第增光，则甚幸矣。”相士说：“郎君

实为济世雄才，非止科甲中人。”相士对郑森的夸赞，

是故意卖弄玄虚，还是真的看出了某种奥秘，此处暂

且不论，但郑森后来的实际发展和壮举，却被相士言

中了。

郑芝龙按着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多个妻妾。除

了在日本的翁氏之外，又先后娶陈氏、颜氏，另有侧

室李氏、黄氏。这些妻妾为他生有６个儿子。郑森

作为长子，处处为弟弟作表率。几个弟弟参差不齐，

有的虚心向大哥学习，有的则不然，常以富家子弟自

居，因此，常常受到父亲和大哥的训斥，逐步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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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郑森对弟弟们的关心和爱护，受到继母颜氏的

赞许，故而颜氏对郑森也逐渐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对

待，而郑森对颜氏也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去孝敬。

童年的郑成功，终究还是个孩子。他离开慈母

之后，孩童思母之情萦系心怀。每当夜深人静、读书

告一段落之时，他总要跪到庭院中，翘首向着母亲所

在的东方张望，还时常独自叹息，掩面流泪，寄托思

念母爱之情。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长进，

他把思母之情埋在心底，并且作为发愤图强的一种

动力。

国学监生

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初，２１岁的郑森从福建

南安县来到明朝南都———南京，进了国学，成为监

生。国学，是国子监的简称，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

学府。当时，明朝国学有两座，一座在国都北京，一

座在南都金陵。作为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始设于

晋武帝咸宁二年（２７６年），时称国子学，此后历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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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虽异，但皆为最高学府。唐代起，始称国子监。明

清两代所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兼国学性质，教育对

象乃属于更高级官员之子弟。郑森其父郑芝龙此时

已成南安伯。

国学的任务是给国家培养未来的栋梁之才，为

朝廷培养统治工具。因此，对每个监生要求相当严

格。国学设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

堂。所学课程，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当朝的

特别课程，要精读明太祖朱元璋御制《大诰》《大明

律》。监生们每日与教官一道会讲、复讲、背书、轮

课；每月要考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

二道；每天要练习毛笔字２００多个，用王羲之、王献

之、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字帖作范

本。监生的衣食由官府供给，监生的衣冠、饮食、步

履、作息等都要严格遵守统一规定。

严师出高徒。人们看到成年的郑成功，有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且有很深造诣的古文修养，能写一手

好文章，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南都国学，由大学问家钱谦益掌管。钱谦益是

南都的礼部尚书，后又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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