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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涉台文物是历史上两岸民众共同创造的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存，是闽南地方

文化的珍宝。保护涉台文物就是保护两岸共同的文化财富，保护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闽台一水之隔，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并以其密不可分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

法缘”关系实物遗存形式，在闽台两地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因此，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一

直都是大陆涉台文物资源最重要的聚集地。据统计，全国涉台文物1354处，其中福建有1076处，

占全国的80﹪.出于对涉台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福建省的各项保护举措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05年起福建省即开展了全省范围的涉台文物专项普查，2008年底“涉台文物保护工程”在福建

正式启动，2009年《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设专章规范涉台文物保护工作，2011年《海峡西

岸文化遗产（涉台文物部分）保护总体规划》正式出台。福建省的涉台文物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显

著成效和丰硕成果，受到两岸民众和各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欢迎。

然而，以往涉台文物保护工作的调查对象和研究重点多为不可移动的涉台文物，即涉台古建

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纪念性建筑等，至于可移动的涉台文物，由于范围宽广、内容庞杂、难以

界定等客观原因，调查和研究的力度相对较小，所以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在此背景下，《台海遗

珍——厦门博物馆藏涉台文物赏鉴》一书，创新视角，弥补遗缺，以可移动涉台文物的研究与探索

为著述，尤显难能可贵。

长期以来，厦门市博物馆以打造闽南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发展方向和

目标，将涉台文物的调查和征集纳入工作重点。凭借着地域优势，该馆已收藏1000余件涉台文

物，包括字画楹联、契约文书、碑匾石刻、武器关防、玺印徽章、股票钱币等遗珍藏宝，门类繁多。

现编著者精选40余件代表性文物，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真相和文化内涵，围绕“明郑遗宝”、

“台海扬帆”、“碑匾记史”、“菽庄轶事”、“厦台传情”、“德泽惠台”、“丹心救国”等7个专题，依

凭文物述说故事，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资料性和可读性强。文中所记文物都与台湾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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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人物息息相关，是反映海峡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最

生动的实物证据。

积极开展涉台文物保护和研究，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途径，对于促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现实的意义。兹在《台海遗珍》

即将付梓之际，应邀作“序”，一贺《台海遗珍》善于创新实践，以载入史册的历史缘脉和城市记

忆的历史遗存深化拓展了“两岸之缘”；二勉厦门文博工作者不断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开拓涉台

文化遗产保护之路，让更多闽台历史文化瑰宝重放异彩！

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长

厦门市文物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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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台湾行乐图

乍一听“行乐图”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起旧时公子王孙或富家子弟，酒足饭饱之后游山

玩水或是踏雪寻梅作风雅状。但本文论及的这幅画，反映的却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

台湾的一个生活场景。这幅画征集于北京郑成功三子郑聪后人处，现收藏在厦门市博物馆。

该画系绢本，画心高123厘米，宽47.6厘米。除原裱的包首题有“台湾行乐图”5个字外，画

面上别无任何款跋、钤章。其中段画两人比肩并立，左者头戴黑色进贤冠，身穿蓝色交领大袖袍，

着赭色便履。其面貌清癯，颧骨较高，唇上及颔下有须，年纪约40岁，显然是画中的主角。右者

稍矮，但较壮实，进贤冠及交领大袖袍均为皂色，左手持纨扇一柄，年纪与左立者相当，神态萧然。

画幅上段为松林，有一便服老者与一身穿浅蓝色直裰的少年席地对弈。下段则为一小僮携食榼

过桥而来。画面呼应有致，一派超然物外的景象。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这幅画中描画的人物应是郑成功及其下属陈永华等人。笔者却

不敢苟同，这幅画的主人公不应该是郑成功，原因有二：其一、 郑成功于公元 1661年4月21日

率军东征台湾，经过9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次年 2月，侵占台湾30余年的荷兰殖民者宣布投降，

同年6月，郑成功病逝于台湾，这中间仅有4个多月的时间，且国土新复，百业待兴，尚有数十万

军民嗷嗷待哺，压在郑成功身上的担子自然是轻不了，他又怎么可能会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

呢？其二、 台湾属于新收复的国土，荷兰殖民者在岛上实行了30余年的横征暴敛，并未对台湾

进行过开发。而此前明朝政府因为一直忙于应付蒙古和满清等大陆北方游牧势力的侵袭无暇东

顾，所以郑成功收复台湾时，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仅有区区12万人，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岛基

本上还处于蛮荒状态，郑成功即使是有闲情逸致怕也是找不到一块适合行乐的地方。

近日拜读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先生的一篇大作，对于《台湾行乐图》所描绘的内容作出了新

的解释，本人对先生在文中阐述的观点非常认同。丙仲先生认为，该幅作品上的主者应是郑成功

之子郑经，也就是郑成功的继任者，台湾郑氏政权的第二代领导人。郑成功去世后，郑经被立为

嗣，封世子。其后郑经亦自称“世藩”、“嗣王”，在台湾的所有行事均恪遵明朝旧制。《明史·舆

服志·二》载：“郡王长子、夫人……大衫深青（即蓝色），纻丝，金绣。”虽然这幅《台湾行乐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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