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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与惠安的文缘

柳影中

今年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电影剧

《郑成功》曾重复播映。泉州南安市也举办过纪念活

动。郑成功抗清复明整军经武，躯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和

开辟台湾的英雄业绩，几乎家喻户晓，但是郑成功与惠

安的一段文缘，却是多数人未能知道的。

据《惠安县志·文苑篇》载：“张若字伯羹，英德令

字孙，少孤，母李孺人鞠育之。九岁能文，宫詹庄际昌

召试，奇之，目为神童。十岁进泮。郑成功为诸生时，

每自南安来惠，住若濠濮斋(书斋名)，论文赋诗，风

雨连床，不少间也。”

这节县志记载提供如下史实：第一，张若是曾经任过

广东英德县令张字的孙子。当时惠安张氏家族是书香门

第、官宦之家，称为望族。早在明朝正德和嘉靖年

间，该族张岳中过进士，官至右都御史，谥为太子少保、

“襄惠”(俗称“襄惠公”)，曾编纂过《惠安县志》和多

种理学书籍。现在列为福建省和泉州市历史名人。张若

由母亲抚孤读书，应该有家学底子。第二，张若“九岁

能文，十岁进泮”已属于县学诸生，其才华必在同俦之上，

因而能引起泉州府状元庄际昌的赏识，并且召试后称赞

为“神童”；这种评价和殊荣，其知名度必为泉州府属

各县士子折服和仰慕。第三，郑成功为“诸生”时，估

计郑是在南安县丰州县学读书时，耳闻张若才华萌生结友之



念，因而“每自南安来惠”与张若会晤，并经常住宿在张

若的书斋——濠濮斋，“论文赋诗，风雨连床，不少间也。”

可见两人情谊非泛泛之交，而且探讨学问应是相当认真

的。古代读书人为扩大眼界，切磋学问，不管是同学或

非同学，相识或不相识，往往由于仰慕和志趣相投而建

立友谊，联结文缘。

但是，郑成功与张若“论文赋诗”却不知论何文赋何

诗，未见留下痕迹。幸亏老友郑国梁生前遗下一则有关

郑成功和张若共赋诗的笔记。郑老一生任中学文史教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退休后，协助惠安县志搜集

整理史料，范围甚广；有关郑成功与张若交往之事可能

是当时记下的。笔记原文：“据云，郑成功常与张若共赋

诗。有诗云：‘月在水中发，水清光不灭。游鱼数百头，

争抱半轮月。’今日三复斯篇，词采清婉，寄兴高逸，

其襟怀风度，如见其人。”郑老善诗亦能评诗，对郑成功

与张若共赋之诗确为好评。此诗以比兴手法，抓住月夜

咏游鱼题旨，遐想联翩，既有物趣，也有象征寄意。想当时

大明朝末风雨飘摇之际，或有感悟寄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政协螺城镇学习组(联络组)庄

澄甫老友建议我把郑成功与张若交往的文缘撰写短文：

“⋯⋯追思往事，缅怀人杰，咏绝以诘之：

嘤嘤求益友，百里乐驰驱；

书剑知肝胆，文缘奕代殊。”

我把诗文写成条幅，并署以政协惠安文史委员会和螺

城镇政协学习组名义，用镜框装潢，乘游览参观南安石井

郑成功纪念馆之便，持赠该馆作为纪念；既是郑成功与张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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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段文缘的史录，也是惠安与南安再续文缘之举。

郑成功后半生的英雄业绩，素为人知，而前半生——

青少年时代读书，为人和志趣等轶事少为人知，不妨提

供一些资料，藉以观照他短短一生(39岁)的风貌。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南安石井人。貌奇伟，强臂力，

好拳棒，善应变，熟知水性。该地水域宽广，与厦门、金

门、安海近在咫尺，海路直达澎湖列岛和台湾。芝龙早

年参与海上走私活动。青年时代的郑芝龙曾投奔到广东

香山澳门其母舅黄程处，帮他经管商务，学会葡语。后

来舅父有货运往B本，命芝龙押船到日本长崎，并呆在

日本与平户市女子田村松结婚，生下郑成功(1624-1662)名

福松。田村松是泉州商人翁翌皇与日本女子婚生的女儿。按

中国传统习惯，应该姓“翁”。又按血统论，福松(郑成功)有

四分之一的日本人血统。郑芝龙早年就受到泉州海商李

旦和漳州颜思齐的重视，对李旦“以父事之”。因得到李、

颜的重用，大搞海上走私，海域扩至日本、菲律宾以及

安南等处，抗击明朝廷围剿，被目为海盗。李、颜死后，

郑芝龙被奉为头领，兼并了其他海盗集团如李魁奇、杨

六、杨七等，成为海上霸主，也与荷兰争夺海上据点，

财雄势旺。郑成功五岁时，郑芝龙受明朝福建巡抚熊廷灿

招安，委为海防游击，进而参将、潮漳副总兵、总兵，

郑芝龙在安平港(晋江安海)建了府第。

郑成功七岁时，郑芝龙托堂弟郑芝鹗到日本接回郑成

功来安平港府中。因母亲仍在日本，福松年幼语言不通，

思母心切，孤独自处，不与伙伴交往。郑家望子成龙，

特聘家庭教师曾其五任教席。曾年35岁，晋江九都苏厝人

飞≯



(现属安海镇)。曾其五家遭变故，放弃科举应试，多处富

家官商争相聘请。他为人敦厚笃实，学问渊博，涉猎诸

子百家，能文善书。曾其五字福祥，而郑成功幼名福松，

?福祥”与“福松”闽南语音谐音，有犯老师名讳之

嫌。郑芝龙授意曾老师为郑成功改名。曾见郑成功天庭

饱满，耳聪目明，甚得人爱，就以“福松”之意，取名为

郑森字明俨，祝愿如林之盛。曾老师颇有一套教书育人

方法，在识字教学中，兼从汉字六书特点，教会辨别形、

音、义的文字衍化和词性，以加深理解，因而郑森学习

进步很快。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能学写文章，十一

岁能熟读春秋、左传、战国策诸书；曾其五常在讲述古

代英雄人物时启发郑森，使其较早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为

人立世的宏愿和儒家哲理。

郑家是航海起家的。郑森的叔父郑鸿逵是武士出身，

看到侄儿相貌非凡、身体结实，和曾老谈论，采取“文武

兼进，学用并重”方针，在课程中安排了武术和游泳。时

常派来郑芝龙水师中熟谙水性的将士当教练，教习郑森

游泳技术，学会在海中潜水和“立泳”窍门，以浮游立泳，

动作敏捷并能胸部露出水面(两乳露水面)为限；同时

又请永春拳师练鹤拳猴拳以及刨狮等训练，甚至能持盾操

刀作战，经常到船上学习掌舵、张帆、抛锚、投缆、过

帆、转向、乘风、避浪一系列基本功工夫，还有举行游

泳潜水比赛，水中摸物等等，其中又授以兵法和作战布阵

等知识。 ·

郑森学武学文，勤学苦练，领悟快，进步也快。在良

好的学习环境中，加上名师指点，武艺大进，文章也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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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老师以《洒扫与进退》为题，郑森学做策论，开篇

写道：“有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有尧舜之揖让，一进退

也⋯⋯”承题发挥，借喻得体，议论宏发，老师惊叹立论

奇警，非常人所能道出。又一次，曾老师回家，郑森随行，

路过一座寺庙，以即景写对联，曾老师以“紫云”为

冠顶，命郑森撰冠顶楹联，他就撰出：

紫极焕璇玑，笙歌锦缔观音阁；

云轮开宝相，日月照耀莲花台。

能以奉祀神明之意写出冠顶楹联。曾老师常以指事借物，

启迪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有一年秋天，师生同游灵源

山，见到山涧流水潺潺，崖上有两块巨石状如公婆，曾

老师脱口道： “公婆有心，天荒地老看乡土。”郑森联

想到家乡石井海景有“五马不移”的传说，即对道：“五马

不移，石烂海枯守海门。”老师称赞应对敏捷。

郑森师受曾其五督导教育有八年，十五岁时以优异成

绩考取博士弟子员进入南安县学为廪生，学业总列前

茅。估计郑森与张若缔结文缘应萌生于这阶段。

郑森21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南京国子监(太学)深造。国

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全国只有北京和南京二所，都配

备一流鸿儒为师资。郑森入学后拜鸿儒钱谦益为师。钱

见郑森器宇轩昂，曾试郑森诸种经籍，对答如流，知其

学养厚积，并为郑森起了个号叫“大木”，寄望他日后

成为国家栋梁。有一次钱老师邀郑森和几个学生到金陵

(南京)名胜剑门游览，见西山兀峙，长江浩荡，气势万

千。归后郑森写《游剑门》一诗：

西山何其峻，峥岩暨苍穹。



藤垂涧易步，竹密径微凉。

烟树绿野秀，春风草露香。

乔木倚峰高，流泉挂壁长。

仰看山岭碧，俯视菜花黄。

涛声移众眼，松风吹我裳。

静闻天籁发，忽见林禽翔。

夕阳在两岭，白云渡后梁。

愀郴争突兀，青翠更苍茫。

兴至方下山，归鸟宿池旁。

钱老师批语为“视野开阔，下笔不俗”。

此时明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李白成民军在京都，

满清大军压境，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末皇帝崇祯自缢，

清兵挥师南下，明朝宗室和遗臣纷纷逃到福建，拥立唐

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郑芝龙因拥立有

功，被晋封为平国公兼八闽军事指挥大权。郑森感到时

局紧张，不知其父拥有重兵大权作何打算，便告别国子

监师友，结束了约有一年的学习回到福建。隆武帝召见

郑森，见其英姿俊伟，遂赐姓名为“朱成功”(明朝系朱

姓)，以示恩宠，也是维系郑芝龙能为明室效忠。因而史

上和民间称“朱成功”为“国姓爷”。

郑芝龙权重财雄，拥有重兵据有闽海地盘，对时局萌

生异心，又受洪承畴(明末降清，南安人)和满清大员贝勒

博格的许愿封王的诱惑，郑成功看出苗头写信劝告其父

“大人不顾大义，⋯⋯投身虎口，⋯⋯从来父教子以忠，

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后倘有不测··⋯·”但是

郑芝龙爵令心迷，利令智昏终于降清，结果被召离福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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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同软禁。而清兵南下安平港，芝龙之妻也受污辱

而死。当郑芝龙降清之FI，郑成功正高举抗清之旗，父子

决裂，分道扬镳。郑成功表达坚定抗清之心，到文庙焚青

衣立誓： “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惟先师

鉴之!”又派人送信给启蒙老师曾其五，申明为国难家

仇，愿与诸英杰共伸大义，焚儒冠，着戎装，投笔从戎，已

难静心研习文事⋯⋯并将屏风、八仙桌、文房四宝，榕

树盆景等送与老师纪念。

郑成功抗清复明义旗一举，得到各方响应。以厦门(思

明)为据点，泉州、漳州等地为后应，l 647年在鼓浪屿

建水操台练水军。1661年命儿子郑经率部留守厦门，自

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数百艘战船赴金门、澎湖列岛，

经八个月苦战，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并着手设置

府县，继续招徕大陆沿海移民屯田垦荒，派“农师”向

高山族同胞传授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加速台湾社会经济发

展。但是，郑成功因患疟疾病逝，享年39岁。郑成功复台

后写了一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复克先基。田横

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豪情壮志跃然纸上。郑

成功纪念馆中存有其书法作品如对联： “养心莫善寡欲，

至乐无如读书”等不少墨迹，甚有功底，武功文事，相互

辉映。

郑成功与惠安的文缘，既有青少年时代的张若，也有

后半生的王忠孝(1593-1667)。忠孝字长儒，号愧两，惠

安县南埔镇沙格村人(现属泉港区)。崇祯元年(1628)进士，

授户部主事。隆武帝时擢光禄寺少卿。郑成功起兵后，

忠孝入佐军政事务，备受郑成功推重，在抗清复台的筹谋
7



决策中出力甚多。郑成功确!厦门设立储贤、育胄两馆，

广纳明朝遗臣、贤士。王忠孝年长郑成功三十岁，两人

意气相投成为知己，经常对奕。在一幅郑成功与王忠孝

对奕图上，王忠孝亲书《百字赞》：“俨乎其神若有思，

蔼乎其容若可即。盖其气吞湖海，胸藏甲兵。自为秀才，

便以天下为己责。而况遭H寸艰，能不奋然一击!睹公雄

姿，直欲一蹴而抵黄龙府!为何有半壁，无忘淝水之捷；

足快人心，偶托墅以自适。公之胜算早在局中，是岂寻

常所能测识!”对郑成功的宏图大志，运筹帷幄推崇备

至。

郑成功与王忠孝之交是忘年之交；与张若之交是青少

年之交，都是志趣相投之交。郑成功与惠安一少一老之

交，堪称古人文缘结谊的历史佳话。

注：参考资料《惠安县志》、郑成功纪念馆资料和

《炎黄春秋》2002年二期中文章，尤以许然的《中华传统

文化孕育的郑成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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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关系所知录

庄澄甫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

败，梦想反攻大陆，重新统治中国。把中国的台湾看作

是西太平洋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美国，也在觊

视台湾，并需利用蒋介石遏制新中国，给予蒋介石以大

力的支持。因此，海峡两岸处于十分紧张的敌对状态，

中国内战并未结束。福建与台湾仅一条海峡之隔，是对

台的前线，而惠安位于福建东南部，其崇武港是大陆与

台湾相距最近的地方，从崇武港乘木帆船一夜西风便可

到达台湾。所以当时发生在惠安及其周边的两岸对抗的

事情就不少。

新中国成立时，大陆沿海的一些岛屿还被蒋军盘踞

着。1949年10月解放厦、金之役，沿海各地群众踊跃地做

了大量的支前工作。那时，解放军的海军、空军的力量

还很薄弱，作战的主力是陆军，运载解放军渡海作战的

是沿海渔船民的木帆船。惠安沿海的渔船民都把自家的

船只准备好，听解放军随时调用。群众还有组织地用大

口径的竹筒制作许多三角形的架子，代替救生圈，以备

解放军在海上需要时作泅渡工具。有一大批支前船工，

担负运载解放军渡海作战的任务，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不少。其中惠安支前船工牺牲的有净峰乡洋边村康产条、

杜厝村杨来吉、杨谈成、杨士成、赤土尾村陈神贵、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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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陈产笑、城前村曾戆兴、小蚱乡南塞村庄元顺、庄伙

金、崇武镇大蚱村张万金、螺阳乡金山边村汪国音等人。

1950年1月，惠安支前船工曾亦成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

工农兵模范和功臣代表会议，去来都受到县领导和群众

的热烈欢送和欢迎。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即有名的

“8-23炮战”，头两天，解放军共打出炮弹95000发，至

10月6日，解放军宣布“偶数日休战”，自此，奇数日解

放军炮击金门，偶数日金门蒋军炮击大陆。这场炮战，

至1978年12月15日即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前的十多

天才停止，整整持续了20年，为世界罕见。炮战虽然不直

接发生在惠安，但在炮战期间，在惠安的人们天天都可

听到隆隆的炮声。

1965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夜间，台湾当局

海军“永昌号”、 “永泰号”二军舰乘黑夜闯进崇武海

域，妄图进行骚扰破坏，被解放军舰艇截击，双方发生激

烈战斗。结果， “永昌号”被解放军击沉，“永泰号”被

击伤狼狈逃逸，蒋军被俘9人。此为有名的“崇武海战”。

此外，1950年1月6日，有不愿为蒋介石效劳的蒋军李

庭兰(青岛人)等10人，从台湾驾军用汽艇1艘，到崇武来投

诚。1951年9月3日，台湾当局派遣特务携带大批假人民币

窜入惠安扰乱金融市场，人民银行惠安支行即开展反假

斗争，将假币收集烧毁。台湾当局多次派遣小股武装偷

偷从惠安登陆，企图在大陆建立反革命据点，进行破坏

渡动，但都一登陆即被我高度警惕的军民发觉并将之一

一剿灭。台湾当局的军用飞机不时闯进惠安县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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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扫射轰炸、丢细菌弹、投反动传单，曾低飞侦察

在惠安境内的军用机场并进行拍摄。据不完全资料，自

1949年10月至1955年7月，惠安群众被台湾当局军用飞机

扫射死18人，伤11人，民船被炸沉l艘，炸伤7艘。台湾当

局的海军舰艇不时闯进大陆沿海海域，从海上炮击大

陆，抢、抓、杀在海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大陆渔船民，据

不完全资料，自1951年9月至1982年6月，惠安民船被台湾

当局舰艇击沉9艘，击伤2艘，劫走155艘，渔船民被打死

37人，打伤40人，抓走738人(抓后放回179人)。台湾当局

还从其盘踞的大陆沿海岛屿顺着风势用风筝、漂浮物向

大陆空飘、海飘大量反动传单，1966年飘至惠安的反动传

单有2万余张；1970年7月20日，空飘大量气球至大陆，飘

至惠安的有30多个，携带小型反动传单20多万张和“心战

物品”等，这些空飘海飘来的东西，都立即被我民兵和

群众收集，送交有关部门集中烧毁。

当时国家对地处对台前线的福建，侧重战备工作，较

少安排重大经济建设项目，据说鹰厦铁路的建设，是陈

嘉庚向国家争取来的。

在那两岸关系紧张的岁月里，台湾当局严禁两岸同胞

一切往来。然而广大台胞的祖籍地在大陆，两岸同胞是

血脉相连的，这种人为的藩篱，使两岸亲人无法互相联

系，更无法团聚。两岸同胞都希望祖国能够和平统一，

改变这种状况。当时身在台湾的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

元老、强烈主张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于右任(1879-1964。陕

西三原县人)就曾于1962年赋《望大陆》一诗，寄托其怀

念大陆思念故乡之情。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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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

当时，新中国最高层领导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

直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据说，中央

有个打算，如果台湾和平回归祖国，将给蒋介石担任合

适的国家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工作，例如担任国家副主

席。但当时新中国领导人和台湾蒋介石是中国内战双方

的当事人，要蒋介石这样“屈尊”，实在太难了。蒋介

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而他已经于1972年5月把台湾权

力的接力棒交给他的长子蒋经国。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

月9日逝世，在他晚年时感到要在他手里解决台湾问题，

已经时间不足。据传，他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解决台

湾问题，只好留给以后的领导人，他们自会有好办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倡议举

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和平

统一。时任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却以“不接触、不妥协、

不谈判”或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回应，局面未能

打开。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廖

承志，是辛亥革命元老廖仲恺的儿子，蒋介石出任黄埔

军校校长，据说是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的，廖蒋两家是

世交，廖承志与蒋经国从小是称兄道弟的同窗挚友，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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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毅然以

个人名义致书蒋经国，以肺腑之言，苦口婆心，敦促蒋

经国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倡议，趁时在他手里完成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为国立功，留名青史。信全文如下：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

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

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

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

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

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

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

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

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

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与世界和平。吾

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

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

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

促东隅，终非大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

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

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

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

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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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

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

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

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

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

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 “屈事”、

“吃亏”、 “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

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

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

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

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

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诚

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

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

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

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

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

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

吾弟近曾有言： “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

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

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

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

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于己。千秋

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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