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立和统一
评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

王 宏
,

忽

在中国古 代的历史长河里
,

有许多知名人物处在对立的状态
。

他们之中
,

有的自始至终

是敌对的双方
,

如忽必烈和文天祥
,

多尔衰和史可法
,

等等 有的则曾经处于一个统一体内
,

后来却转变为敌对的双方
,

如刘邦和项羽
,

曹操和诸葛亮
,

等等
。

上述对立着的人物
,

都在

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生动的一幕幕
,

都在不同的方面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

的贡献
。

本文所要讲到的郑成功和施琅
,

就属于后一种状况的敌对双方
。

如何评价对立双方

的历史人物呢 这是个值得探讨而又很有意思的问题
。

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对立的双方
,

简

单的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

事实上
,

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
,

因而对立

双方的历史人物不少都是在历史上值得肯定的杰出人物
。 ’

本文仅就对立中的施
、

郑之间的关

系加以评论
。

郑成功和施琅原本处于一个统一体内
,

他们都参加了抗清活动
,

而且
,

施琅是在郑成功

的领导之下任左先锋
,

二人关系
“

相得甚
” ,

郑成功很看重施琅
, “

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

谋
” ,

彼此之间曾经有
“

鱼水之欢
” 。

由于清军入关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

明末清初的

人民抗清活动在相当一段时问里
,

是应当值得肯定的
。

郑成功和施琅在这时既然都处在抗清

的统一体内
,

且两人都战绩卓著
,

自然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

然而
,

不久 以后
,

他们分手了
,

由处在统一体内转变为处于对立的地位
,

即
,

郑成功仍

然坚持抗清 而施琅 已投降清朝
,

为清初的统一效力
。

为什么两人会分手呢 主要是三个问

题引起的

一
、

要不要南下支持南明永历政权 顺治七年 年
,

清军攻占广州
,

不久
,

基本上

占领广东
,

并向广西进军
。

在两广的南明永历政权遭到清军围剿
,

处境危险
。

郑成功决定率

兵南下
,

全力救援
,

施琅反对南下
。

于是
,

郑
、

施之间在这件 事上就出现了对立的看法
。

那

么
,

施琅反对救援永历政权对不对呢 史家一般认为施琅的看法是不对的
。

我以为施琅反对

的有道理
,

因为 永历政权不值得救援
。

其主庸碌无能
,

在抗清活动中只知保命逃跑
,

人

称
“

走天子
”

官僚大部分腐败
,

只知争权夺利
,

勾心斗角
,

无所作为
。

这样的政权已经失去

恢复明江山的可能
。

从抗清的形势看
,

其时已是顺治八年 年
,

抗清的农民军主力

已被消灭
,

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多数已覆灭
。

清朝的统一在顺利进行
,

中国正处在战乱之末
,

急

需停息战乱
,

结束分裂的局面
,

恢复发展生产
,

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

这是中华民族的最

大利益
。

郑家军擅长水战
,

不习惯陆战
,

加之清军已入广州
,

救永历不可能收到成效
。

而

且
,

郑军主力南下
,

其根据地就有可能遭到清军袭击
。

由此可见
,

施琅反对南下救援是颇有

眼光的
,

说明他对当时的形势有所认识
。

而郑成功虽对形势也有所认识
,

但从
“

我家世受先

帝厚恩
”

的感情 出发
,

不听劝告
,

一心南下
,

并因此事对施不满 责令施琅将左先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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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兵权移交副将苏茂
,

然后随定国公郑鸿述返回厦门
。

这实际上就是夺其兵权
。

施琅是郑军

的大将
,

兵权被夺对他的刺激会是相当大的
。

这是造成郑成功和施琅分手的重要原因
。

二
、

应不应当靠掳掠解决军队的粮铜 那时候郑军严重缺乏粮响
,

主要靠掳掠
,

也有一

些靠军队屯田
。

郑军的掳掠主要在广东的惠州
、

潮州和福建的永宁
、

崇武等地
。

在其余郑军

所到之处
,

也有掳掠
。

《先王实录 》中记有郑军进驻潮州后
,

向潮阳县的
“

近 山土豪
”

剿逆
,

结果
“

兵晌裕如
” 。

其实
,

郑军掳掠对象并非只限土豪
,

而是包括了广大普通百姓
,

甚至

还有
“

准掠妇女
,

以鼓用兵
”

的命令
。

施琅反对用掳掠的方法解决军队的粮晌
,

对郑成功

的这种做法
,

多次
“

正言以阻
” 。

而郑成功由于视野所限
,

找不到别的办法 解决粮响来源
,

只好仍然依靠掳掠
,

为此
,

他对施琅不满
。

在这个问题上 自然施琅的意见是对的
‘

三
、

在一些人际关系的小问题上
,

双方处理不当
,

引发成公开分裂的导火线
。

这里主要

举三件事 郑成功手下一员勇将陈斌
,

屡立战功
,

颇有谋略
,

受到郑的重用
。

但高傲的

施琅对此人不以 为然 常欺负他
,

并向郑成功进谗言
,

致使陈斌叛逃
。

为此
,

郑成功对施琅

很不满
。

施琅的家丁与右先锋黄廷手下的人争执
,

施琅竟率人到黄廷的行营谩骂和摔毁

东西
,

黄廷状告到郑成功处
,

郑派人去责备施琅
,

施琅
“

面从心违
” 。

施琅手下的曾

德触犯了他以后
,

跑到郑成功那里要求袒护
,

郑成功答应了 施琅知道此事后 将曾
“

立斩

之
” 。

郑成功十分愤怒
,

继而发展到逮捕施琅及其父亲
、

弟弟
。

施琅靠部下帮他逃跑
,

但

父亲和弟弟为郑成功杀死
。

从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出
,

施琅傲慢暴躁不能容人
,

对小事又不能

顾全大局
,

尊重郑成功的意见
,

反而采取伤人的举动
,

是令人不易容忍的 而郑成功也是性

情暴躁
,

遇事不冷扑
,

缺乏团结部下的宽阔胸怀
,

甚至滥用权力
,

滥杀无辜
,

终于逼走了施

琅这员大将
。

总之
,

从郑成功和施琅分手的原因看
,

郑成功应多负些责任
。

以大的问题来说
,

包括要

不要支援永历政权
,

能不能通过掳掠解决粮晌问题
,

施琅的见解都是对的
。

如支援永历政权

一事
,

郑成功率大军离厦门去广东后
,

清军就来袭取厦门 郑军粮晌损失惨重
。

也正 由于清

军袭取厦门
,

郑成功不得不从广东率师回闽
。

史载他当时为形势所迫说的一番话
“

不意中左

厦门 失守
,

将士思归
,

脱巾难禁
。

非臣不忠
,

势使然也
” 。

这次郑军南下
,

并没有起到

支援南明永历政权的作用
,

说明施琅的反对是正确的
。

至于二人分手的具体问题
,

双方都有

责任
,

但当时郑成功是主帅
,

他轻易诛杀施琅的父亲和弟弟
,

是造成二人最后分手的关键所

在
。

施琅被迫降清以后
,

郑
、

施的关 系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内的上下级关系
,

转变为对立的

地位
。

作为清军将领的施琅
,

开始主要的战场在广东
,

同李定国的抗清队伍作战
,

与郑成功

没有直接冲突 后来
,

他的主战场转到了福建
,

与郑成功的对立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与

郑军交战和进行招抚活动
。

顺治十三年  年
,

郑成功攻入福建闽安
,

很快包围福州
。

清

朝用施琅为前部先锋与郑军直接交战 施琅接连克捷
,

收复闽安 还招降郑军万余人 以功

授福建同安副将
。

顺 治十五年 年
,

施琅乘郑成功北上 向留守福建的郑军进行招抚活

动 取得一定成效
。

郑军将士前来投诚的人数不少
。

进攻厦门的失败
。

顺治十六年

年
,

清军利用郑成功北伐失败
,

攻打厦门
,

施琅是这次进攻中的主要将领
。

然而
,

清军这次

进攻失败
,

施琅退 回同安
,

加紧设防练兵
。

不久
,

他升任同安总兵
,

继续与郑成功处于对立

状态
。

但清军不敢再轻易进攻厦门了
。

在攻占厦门
、

金门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

郑成

功收复台湾后很快逝世 不久 施琅升任福建水师提督
。

郑成功去世后
,

施琅的对立面由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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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而转为以郑的儿子郑经为首的郑氏集团
。

他在任水师提督期间
,

多次向郑军发动进攻
,

并

争取
“

独 自袭取厦门
”

的专征权
。

但后来由于清军的行动为郑军侦知
,

施主动放弃攻厦门

的专征权
,

而是采取各方面的清军共同攻取厦门的办法
,

终于在康熙二年 年
,

攻占了

厦门
。

接着
,

清军攻占了金门等岛屿
,

郑军退守台湾
。

在攻取厦门和金门的战斗中
,

施琅起

了重要的作用 两次征台受阻
。

在清军取得厦门后
,

施琅驻守厦门
。

从康熙三年

年 开始
,

他就建议
“

当乘其 民心未固
、

军情尚虚
”

的时刻
,

进军澎湖
、

台湾
,

消灭郑氏
,

并

指出
, “

若不早为扑灭
,

使其生聚教训
,

而两岛必为窃据
” 。

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

令他统

兵 征台
。

然而
,

这一年的首次征台为
‘’

咫风所阻
,

以故暂停止
” 。

次年
,

施琅再次出征
,

仍

为咫风所阻
,

他乘的船
, “

漂流至南方
” , “

驶 入南澳
” ,

几天以后
,

才回到厦门
。

这一时期
,

施琅两次进军澎湖
、

台湾都没有成功
。

他后来虽然再次上疏要求征台
,

但没有得到清廷的允

诺
。

从康熙七年 年 开始
,

施琅被调往京师为官
,

长达 年
,

在这段时间里
,

施琅虽

在朝为官
,

但仍不忘关注和钻研收复台湾的问题
。

施的子侄为郑氏所杀
。

施琅的儿子施

齐在家乡时于康熙十三年  年 为郑军所俘
。

后来原在郑军中的施琅侄儿施凤
,

与施齐

合谋企图擒拿 郑经献于清廷
,

此事为郑军大将刘国轩得知
,

将施齐
、

施凤等
”

全家沉死于

海
” ,

多达 余口
。

施琅与郑经等郑氏集团的对立更加剧烈了
。

在对立状态下的郑成功和施琅
,

有无统一的地方呢 有
,

就是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

领土
,

应该收复
,

应当管理
,

应 当建设
。

在施琅降清十年以后
,

郑成功做了一件大事
,

那就

是从西方殖民者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
。

这是使郑成功 由抗清将领转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的伟大壮举
。

施琅也是积极主张收复台湾的
,

具体表现在

一
、

从郑氏手中收复台湾
,

完成祖国指土的统一
。

康熙二十年 年
,

郑经病死
,

郑

氏内部彼此争权
,

政局动荡
。

清朝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消灭郑氏的时机已到
,

就向康熙上疏

要求收复台湾
,

并多次推荐施琅继续任福建水师提督
。

康熙经过再三考虑
,

同意了姚启圣的

意见
。

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以后
,

积极训练水师
,

督造战船
,

选拔将领
,

全心筹措征台计

划
。

同时
,

他屡次上疏
,

请求专征台湾
“

臣职领水师
,

征剿事宜理当独任
”

康熙最终同

意了他的请求
,

让 他
“

相机 自行进剿
” 。

当然
,

康熙也要他与福建总督等要员同心协力
,

完

成征台任务
。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  年 六月中句
,

大举进攻
,

二十二 日占领澎湖
,

一

部分郑军官兵投降
,

刘国轩逃亡台湾
。

收复澎湖后
,

郑氏的败局 已定
,

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取

台湾 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氏及其军队的工作
。

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将士
,

稳定民心 同时
,

建议朝廷
“

颁赦招抚
”

郑 氏
,

以争取和平收复台湾
。

康熙同意他的招抚政策
。

这一政策起了重

大作用
,

施琅由于在澎湖
“

抚绥地方
,

人民乐业
,

鸡犬不惊
” ,

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

官兵
,

就使得澎湖
、

台湾军民
“

莫不感泣
,

愿内向
”

郑克姨
、

刘国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
,

见施琅
’‘

无屠戮意
” ,

也就愿意归降
。

施琅不费兵卒地抵达了台湾
,

台湾得以收复
。

这

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
,

使台湾又 一次回归祖国
、

使中国的疆土得以统一的又一壮举
。

二
、

以复台大业为重
,

不复私仇
。

清军攻下澎湖以后
,

有人向施琅进言
“

公与郑氏三世

仇
,

今郑 氏釜 中鱼
、

笼中鸟也
,

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
”

施琅却说
“

吾此行上为国
、

下为

民耳 若其衔璧来归
,

当即赦之
,

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 何私之与有
”

他还向郑氏手下的

人声 明
“

断不报仇 当日杀吾父者已死
,

与他人不相干
。

不特台湾人不杀
,

即郑家肯降
,

吾

亦不杀
。

今 日之事
,

君事也
,

吾敢报私怨乎
”

对杀他子侄的刘国轩
,

施琅在俘虏中找到刘

的亲信
,

对他说
“

我决不与为仇
,

他肯降
,

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
。

前此各为其主
,

忠臣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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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故无罪
,

吾必与之结姻亲
,

以其为好汉 也
。 ”

甚至还 当场
“

折箭立誓
” 。

刘国轩在当时是

郑 氏方面掌握军权的主帅
,

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郑氏方面的态度
,

施琅明白刘国轩在台湾

的地位和作用
,

因此不计个人家仇
,

倾心招抚刘国轩
。

从后来势态的发展看
,

郑 氏降清
,

刘

国轩的确起了主要作用
。

山于施琅在澎湖击垮了刘军主力
,

又 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
,

郑氏集

团 终于认清形势
“

民心既散
,

谁与死守 浮海而逃
,

又 无生路
。

计唯有求抚之着耳
” 。

“

挟之天时人事
,

悉 已顺于清朝
,

若不见机
,

恐有不测
,

反为大丈夫之羞
。

今全举版图
,

清朝

宽恩仁慈
,

未必深加罪谴
。 ”

即
,

逃亡海外没有出路
,

而投降清朝对国家统一有利
,

总会给

以出路
,

因此决定降清
,

并请施琅迅速到台湾稳定局势
。

施琅到台湾后
,

果然做到了不计前

仇
,

他见到在关键时刻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降清的郑克姨等人时
,

与之
“

握手开诚
,

矢

不宿怨
” ,

且认真执行政策
,

妥善地安排了郑氏和刘国轩等将官
, “

礼待优厚
,

出郑氏望外
”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施琅还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致祭
“

自南安侯入台
,

台地始有居民
。

逮赐姓

启土
,

世为岩疆
,

莫可谁何
。

今琅赖天子威灵
、

将帅之力
,

克有兹土
,

不辞灭国之诛
,

所以

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也
。

但琅起卒伍
,

于赐姓有鱼水之欢
,

中’微隙
,

酿成大庚
,

琅于赐姓

剪为仇敌
。

情犹臣主
,

芦中穷士
,

义所不为
。

公义私恩
,

如是而 已
。 ”

从文中不难看出
,

施

琅对郑氏父子收复台湾的功绩是充分肯定的
,

同时也
“

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
” “

语简要
,

得

大体
” ,

表现了他宽阔的胸怀和对郑成功的敬仰
。

三
、 ·

在台湾的去留之争中
,

主张留守台湾
。

郑氏降清后
,

清廷内部产生了对台湾的去留

之争 许多大 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 竟然糊涂地认为台湾
“

原 系荷兰之地
,

人即住

荷兰之人
” 。

因此
,

不少人主张放弃台湾
,

说那里是
“

海外丸泥
,

不足为中国加广
,

裸体

文身之番
,

不足与共守 日费天 府金钱于无益
,

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
” 。

就连一向支持施

琅收复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 也认为
二

台湾隔在大洋以外
,

声息 皆不相通
” ,

可以
“

空其地任

夷人居之
” , “

即为贺兰有亦听之
” 。

康熙在这 个问题上 开始头脑也是不清楚的
。

他认为
“

台湾属海外地方
,

无甚关系
” , ”

即台湾未顺
,

亦不足治道之闻
” , “

台湾仅弹丸之地
,

得之无

所加
,

不得无所损
”

勿
。

但施琅却不这么看
,

尽管在收复台湾的开始
,

他上疏时对台湾的去

留没有明确的态度
,

在这点上不如福建总督姚启圣
,

姚早在收复台湾的当月即八 月
,

就明确

表示应当留守台湾
, ‘’

若弃而不守
,

势必仍作贼巢
” 。

而施琅至十二月才上 《恭陈台湾弃留

疏 》
,

请求 留守台湾
。

不过
,

施琅的上疏是经过对台湾的亲身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
,

即从台湾

的人口
、

物产资源说明留守台湾并不会增加朝廷的财政负担 从台湾的地理位置说明其战略

地位的重要
, “

北连吴会
,

南接粤娇 延裹数千里
,

山川峻峭
,

港 立纤回
,

乃江
、

浙
、

闽
、

粤

四省之左护
” 。

因此
, ’‘

台湾一地
,

虽属外岛
,

实关四 省之要害
” , ‘

弃之必酿成大祸
,

留之诚

永固边围
” 。

而且
,

他从郑氏几代留居台湾的角度
,

说明如 果放弃台湾
,

一些
’‘

载渡不尽
”

的

人
,

同当地
“

土人
”

以及从内地逃 民勾结在一起
, ‘’

造舟制器
,

剿掠滨海
” ,

仍为祸患
。

更重

要的是
,

他从荷兰敏民者曾在台湾盘踞的角度
,

说明
”

红毛
” ”

无时不在涎贪
,

亦必乘隙以图
。

一为红毛所有 则彼性狡黯
,

所到之处
,

⋯⋯ 必合党伙窃窥边场
,

迫近门庭
。

此乃种祸后来
,

沿海诸省
,

断难晏然无虞
” 。

因此
,

施琅强调台湾断断不可弃
。

他还提出了留台设官兵的

具体建议 由于施琅的上疏具体 有说服力 康熙和朝臣认为他说的有逆理
,

所以台湾的去

留之争的结果是留守台湾
。

四
、

主张建设台湾
。

郑成功和他的后代在收熨台湾之后
,

就若力建设台湾
,

设管理机构
,

开垦荒地
,

发展生产 和文化教育事业
,

取得一定成绩
。

施琅收复台湾后
,

向朝廷提 出开发建

· ·



设台湾的具体建议
,

一是在台湾设府县官吏
,

属福建管辖 一是鼓励开荒 一是减轻台湾人

民的租税负担
。

这些建议大都为清廷采纳
,

有利于台湾的开发和建设
。

综上所述
,

原处于一个统一体内的郑成功和施琅
,

后来成为对立面
。

然而
,

在对立之中
,

他们都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

什 么原因呢 还是由于他们仍有统一之处
, 、

这统一之

处
,

就是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和对待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
,

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

因

而都收复了台湾
,

他们都反对西方殖民者占据台湾
,

认为台湾应当由中国来管理
、

来建设
。

这

就是他们的统一之处
,

也是 使他们都能成为杰出人物的关键所在
。

郑成功和施琅所处的时代
,

就世界形势来看
,

西方已步入了蒸蒸 日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

而

东方还滞留在古老的封建时代
。

西方殖民者的利剑已经仲向了东方
,

使用各种手段掠夺那里

的财富
,

抢占殖民地
。

它 们的利剑也仲入了中国
。

年
,

葡萄牙殖民者盘踞了中国的澳门

年
,

荷兰殖民 者占领了中国的台湾
。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抗西方殖民者

的斗争 但都没有显著成效
。

而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所取得的第一次

伟大胜利
。

这是在航海 条件和武器状况远不如西方硫民者的情况下取得的
,

也就是说
,

是在

落后的东方同先进的西方较量的情况下取得的
,

所以它是伟大的壮举
,

值得中国人民骄傲
。

施琅的收复台湾 也有重要意义
。

因为当时的郑氏政权 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
,

只想保持

在 台湾割据的局面
。

在与清朝的谈  中 , 他们多次要求
“

不剃发
,

执朝鲜事例
” , ‘

称臣纳

贡
” , “

世守台湾
”

留
, “

照琉球
、

高丽等州习例
,

称臣进贡
” 。

他们的这种设想
,

从主观上

看
,

未必意识到要想分裂中国
,

但客观效果是会造成中国分裂的
。

如果清朝同意了郑氏的要

求
,

基于前面所说的当时世界形势
,

台湾的割据局而就会为西方殖民者所利用
,

其后果是可

以想见的
。

所以
,

施琅收复台湾
,

不仅使中国的版图统一 而且具有防范西方殖民者插手的

重要意义
。

在台湾问题上
,

施琅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

就是在清廷对台湾的去留之争中坚持 留台
。

施

琅 由于对西方殖民者的情况有所了解
,

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
,

而且也能看出
,

如

果清朝放弃台湾
,

荷兰破民者就会卷土重来
,

这样
,

不仅台湾重新沦于荷兰殖民者手中
,

而

且中国沿海几 省也不得安宁
。

施琅的这种认识同李光地相比白不 必说
,

就是同康熙
、

姚启圣

比
,

也高出一筹
。

在闭关锁国
、

自以 为是天朝大国的清初「寸代
,

能对西方殖 民者有这点初步

认识
,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也是他的同时代人所不及 的
。

正是荃 于 他的这种认识
,

说服了康

熙
,

说服了朝中 多数大臣
,

使清朝没有放弃台湾
,

而是将台湾正式划入 清朝的版图
。

应当说
,

施琅的这一贡献 比起他收熨台湾来说
,

在反对西方敏 民者的问题上
,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可

以说
,

在收复台湾 和反对西方敏 民者的斗争
「 , ,

施琅在郑成功的荃础上
,

又前进了一大步
。

今

天
,

我们评价他们的功绩时
,

应当摒弃当才清朝人和明朝的遗老对他们的偏见
,

而是用科学

的历史观来分析
,

就能 从他身上看 中华民族具有反抗外来浸略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
。

陶元藻 《靖海 侯施琅传》
,

《碑传集》 卷 巧
,

炜扛熙朝功臣》 下
。

江 日升 《台湾外记 》
。

杨英 《先 上实录分 校注
。

勿 施德馨 《襄壮公传 》
、

《施 襄壮受降辨 》
,

见 《靖海纪事》
。

阮吴锡 《海上 见闻录》 卷
。

杨英 《从征实 录 》
。



《党务礼等题报施琅拟袭厦门事本》
,

见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

《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
,

见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

《优畏轩奏疏 》
。

《清圣祖实录 》卷 二十年十月初六

《康熙起居注 》第二册
。

施琅 《书求抚疏 》 见 《靖海纪事 》
。

施琅 《富鸿 基序》 见 《靖海纪事 》
。

李光地 《榕村语录 》 续集 卷 《本朝时事》
。

郁永河 《裨海纪游 》
。

《东华录 》
,

康熙三十二年
。

施琅 《恭陈台湾弃留疏 》
,

见 《靖海纪事》
。

《清圣祖实录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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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恐未易再见成效
。 ”

他尖锐地指出 台湾地理位置之重要
,

关 系到四 省的安危
, “

弃

之必酿成大祸
,

留之诚永固边困
。 ”

施琅还从经济上
、

政治上多方论证了台湾之不可弃的理由
。

他针对着清廷怕在台湾设防增加经济负担的想法
,

提 出裁减内地一部分官员
,

以分防台湾
,

并

具体提出台湾官员的设置
。

他的主张得到大臣苏拜
、

姚启圣的支持
,

康熙皇帝采纳其议
,

并

在 年设立台湾府
,

隶属于福建省
。

施琅军事上统一台湾的胜利
,

其意义固然十分重大
。

但是
,

如果如康熙设想
,

出兵台湾

仅仅是为了靖海
,

剪除反对势力
,

那就没有多大意义
。

施琅的想法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而出兵

台湾的
。

早在 年他就说过
,

进攻澎湖
,

直捣台湾的 目的是为使
’‘

四海归一
,

边民无患
”

江 日升 《台湾外纪 》卷
。

爱国主义的思想跃然纸上
。

正因为这样
,

他才会置康熙皇帝之

议于不顾
,

力主在台湾置治设防
。

施琅的这些重大历史功绩
,

是应该受到后人垂青的
。

他的

爱国主义思想
,

以及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
,

民族的团结
,

并为此作出贡献
,

这才是真正的大

节
,

才真正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

本文所举郑成功
、

施琅都属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

都是应

该加以肯定的历史人物
。

至于施琅等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
,

或个人作风粗暴
、

居功 自傲等问

题
,

在作微观研究时可以认真考察 但这并不影响从宏观上对郑
、

施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充

分的肯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