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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複台之志
鄭成功及其家族與臺灣的因緣可以說是由來

已久。1624年，荷蘭殖民者侵佔臺灣之前，大陸

移民便已在“開台王”顏思齊與其繼承人鄭芝龍

的領導下大規模開發經營臺灣，為臺灣發展和兩

岸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鄭芝龍便是鄭成

功的父親。這使得鄭成功對臺灣的歷史與現狀、

主權歸屬等問題的認識處在時代的前列，鄭成功

清楚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是以其父鄭芝

龍等為代表的中國人民居住開發的地方，荷蘭殖

民者屬於竊據。因此，鄭成功一直希望驅逐荷蘭

殖民者、恢復祖先基業，這也成為他收復臺灣的

重要動機。

同時，收復臺灣，對於鄭成功所支持的南明

政權抗清鬥爭來說，同樣有著重大意義。當時鄭

成功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據點僅有廈門、金門兩島

，土地生產力有限，難以支持與強大的清軍長期

作戰，而臺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

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

至基隆、淡水，硝磺有焉。且橫絕大海，肆通外

國，置船興販，桅舵銅鐵不憂乏用”，非常適合

作為抗清根據地和戰略補給的後方。因此，隨著

抗清鬥爭的深入發展，鄭成功收復臺灣的志向也

愈發強烈。

鄭成功實力的崛起，亦引起荷蘭殖民者的恐

慌，擔心影響到自己在亞洲的霸權。荷蘭屢次派

出艦隊劫掠鄭成功的船隻，嚴重威脅到中國的海

洋安全。與此同時，荷蘭在臺灣的殖民統治也日

趨腐朽，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變本加厲。1652年

，臺灣人民在郭懷一的領導下發動反荷起義，遭

到殖民者的血腥鎮壓，消息傳到廈門，聞者無不

義憤填膺，“彼等（荷蘭人）被孩童大人嘲罵為

紅狗，並時常在街上挨投石頭”。所以從維護國

家利益、解放臺灣人民的角度出發，鄭成功也感

到自己有責任、有義務承擔起收復臺灣的神聖使

命。

1659年，鄭成功率軍北伐失敗，正在此時，

又有一位名叫何斌（也稱何廷斌）的商人從臺灣

來投，為鄭成功提供了有關當地狀況的第一手情

報，並勸說其出兵收復臺灣，這讓鄭成功最終下

定決心。1661年2月，鄭成功在廈門召集眾將，正

式宣佈了他的計畫：“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

，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

，吾民鱗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佔據，城中夷

狄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

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

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

二、大軍渡海
1661年4月21日，鄭成功親率由400艘戰艦、

2.5萬名官兵組成的大軍從金門料羅灣起航，踏上

了收復臺灣的征程。

然而，此舉背後，鄭成功實際上承受著巨大

的反對聲浪，因為當時大部分人並不像鄭成功這

樣，對臺灣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在許多鄭軍官兵

眼中，臺灣只不過是一個“海中荒島”，他們不

理解此次出兵的意義何在。其他南明陣營人士更

是激烈反對鄭成功在此抗清艱難時刻離開大陸前

往臺灣，認為這是因小失大。曾與鄭成功合作多

年的浙江抗清武裝領袖張煌言就多次發來信函，

勸說他終止這一計畫，稱“區區臺灣，何預於神

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

將碎肢體于沙礋，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這些

都給鄭成功帶來了沉重壓力。但鄭成功最終還是

力排眾議，毅然將收復臺灣的志向付諸實踐，充

分體現了一位民族英雄的膽識與擔當。

鄭成功的此次渡海遠征，一開始並不順利。

大軍於4月22日抵達澎湖後，便因風向不利，被迫

滯留當地數日，軍糧出現短缺。面對這一困境，

鄭成功果斷決定冒險逆風起航，於4月30日淩晨抵

達臺灣大員港（位於今臺灣台南市）外。當時，

荷蘭殖民者在大員修築了一座堅

固的要塞作為其大本營，名為熱

蘭遮城（中方文獻稱其為臺灣城

），控制著進出當地的主航道。

鄭成功的艦隊如果由主航道駛入

，勢必會遭受到熱蘭遮城炮火的

猛烈攻擊。不過，鄭成功依靠何斌等人提供的情

報，對於大員的自然地理狀況已經了然於胸，於

是他選擇避實擊虛，從另一條航道突入大員，這

條航道就是鹿耳門。

鹿耳門位於大員主航道的北面，雖然也能通

往大員港，但航道崎嶇狹窄，水位較淺，所以荷

蘭殖民者認為這裡不適合艦隊通行，防禦十分薄

弱。然而，鄭成功抵達大員時正值漲潮，鹿耳門

水位上升，大船亦可行駛。在何斌與當地人的引

導下，鄭成功軍隊的所有船隻首尾相連，魚貫而

入，最終成功地從鹿耳門航道駛入大員，未損一

兵一卒，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當荷蘭殖民者

在熱蘭遮城上望見這支龐大艦隊時，“長官和評

議會只能瞠目結舌，完全束手無策”，以為是神

兵天降。隨後，鄭成功軍隊兵分兩路，一路佔領

了大員北面的北線尾島，主力則在大員西部的普

羅文察市（中方文獻稱其為赤崁）登陸。鄭成功

軍隊登陸後，立即受到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的臺灣

人民的熱烈歡迎。數千民眾湧至岸邊，用貨車及

其他工具協助裝卸物資。在他們的支持下，鄭成

功軍隊很快完成登陸部署，控制了大員大部分地

區，取得了相當有利的戰略形勢。

三、勇鬥強敵
面對鄭成功大軍的進攻，荷蘭殖民者慌忙準

備迎戰。雖然當時荷蘭軍隊在大員的兵力只有

1000多人，但他們自恃武器裝備精良，仍然妄想

將鄭成功軍隊趕出大員。1661年5月2日，荷蘭殖

民者從熱蘭遮城派出部隊，對鄭成功軍隊發動反

攻，一場大戰正式拉開帷幕。

荷蘭反攻部隊分為海陸兩路，海路由戰艦赫

克托號、格拉弗蘭號、快船瑪利亞號及小帆船白

鷺號組成，負責進攻大員港內的鄭成功的艦隊。

荷蘭是當時歐洲首屈一指的海上強國，有著“海

上馬車夫”之稱，其戰艦在中方文獻中又被稱為

“巨舟”“夾板船”，不僅高大堅固，而且火力

兇猛，縱橫大洋，罕逢敵手。此戰荷蘭艦隊同樣

來勢洶洶，其中主力戰艦赫克托號一馬當先，擊

沉擊傷多艘鄭成功軍隊船隻。但鄭成功軍隊官兵

不畏犧牲，駕駛火船從四面八方對赫克托號發起

圍攻，將其炸毀。荷蘭軍隊的另一艘戰艦格拉弗

蘭號也被點燃起火，與瑪利亞號和白鷺號一起狼

狽逃離大員，鄭成功軍隊從此掌握了當地的制海

權。

就在海上激戰正酣時，由240名火槍兵組成的

荷蘭陸路部隊在指揮官貝德爾的率領下，也開始

向北線尾島的鄭成功軍隊發起進攻。戰前，貝德

爾根本不把鄭成功軍隊放在眼裡，稱“中國人受

不了火藥的氣味和槍炮的聲音，只要放一排排槍

，打中其中幾個人，他們便會嚇得四散逃跑，全

部瓦解！”但是現實卻與其預料的相反。兩軍交

戰後，無論荷蘭軍隊如何射擊，鄭成功軍隊都不

為所動，反而冒著槍林彈雨勇猛發起衝鋒，其視

死如歸的精神令荷蘭軍隊震撼不已，驚呼對方

“好像每個人家裡還有另一副身體似的”。最終

，荷蘭軍隊在鄭成功軍隊的衝殺下死傷慘重，240

人中僅有約80人生還，指揮官貝德爾也被當場擊

斃。

荷蘭軍隊在海陸兩路的反攻均遭慘敗後，只

得龜縮于熱蘭遮城和另一要塞普羅文察城中，再

不敢出城與鄭成功軍隊較量。在鄭成功軍隊勝利

的鼓舞下，臺灣各地少數民族紛紛揭竿而起，投

入鄭成功麾下，“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

至，各照例宴賜之，土社悉平懷服”。荷蘭在臺

灣的殖民統治頓時土崩瓦解。一名荷軍士兵哀歎

道：“我們明白，我們所統治的人民，包括臺灣

土人在內都起而反抗我們了。”荷蘭在臺灣的長

官揆一見形勢不利，慌忙派遣使節求見鄭成功，

企圖以重利換取其退兵。鄭成功義正詞嚴地說：

“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余

既來索，則地當歸我。”荷方使節見鄭成功態度

堅定，悻悻而歸。

1661年5月4日，普羅文察城的荷蘭守軍見大

勢已去，宣佈投降，但揆一依然負隅頑抗，率部

死守熱蘭遮城，一再拒絕鄭成功的勸降。5月25日

，鄭成功率軍向熱蘭遮城發起強攻，然而該城經

荷蘭殖民者多年苦心經營，防禦十分堅固。鄭成

功軍隊遭遇荷軍猛烈炮火轟擊，損失嚴重，被迫

退回。因此，鄭成功決定改變作戰策略，“以臺

灣孤城無援，攻打未免殺傷，圍困俟其自降。”

複台之戰由此演變為一場鄭荷雙方比拼耐力的艱

苦較量。

四、艱苦對峙
除了驅逐荷蘭殖民者之外，鄭成功來到臺灣

的另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經營這座寶島。因此，

鄭成功在圍困熱蘭遮城的同時，也開始著手推動

臺灣的建設開發。1661年6月，鄭成功將赤崁改名

為東都，設承天府，下轄天興、萬年二縣，初步

建立起在臺灣的行政統治架構。隨後，他又將大

批官兵派遣到臺灣各地，“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

屋，開闢田地，盡其力量，永為世業”，並明令

禁止圈佔當地人民的田地，一場轟轟烈烈的臺灣

農業大生產運動由此展開。

不過，當時臺灣許多地區還是人跡罕至的瘴

癘之地，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加上隨著戰爭的長

期化，鄭成功軍隊攜帶的糧食逐漸耗盡，而大陸

方面派出的運糧船卻因風向不利等遲遲無法抵達

，導致軍糧短缺問題日益嚴重，這些都讓開墾工

作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危險，不斷有人在傷病與饑

餓中倒下。時人盧若騰的詩作《東都行》中對此

曾有過描述：“土壤非不腴，區畫非不平……木

杪懸蛇虺，草根穴狸鼪。毒蟲同寢處，瘴泉供飪

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聲。況皆苦枵腹，鍬

鍤孰能擎。”鄭成功與官兵就是在如此險惡的條

件下，懷抱著收復臺灣、建設臺灣的堅強決心，

與有形和無形的敵人展開了一場艱苦卓絕的對峙

。

另一方面，死守在熱蘭遮城內的荷蘭殖民者

，其處境同樣艱難。由於長期遭受圍困，城內的

食品、飲水和藥品都相當缺乏，導致部隊疾病流

行，非戰鬥減員嚴重，剩餘人員也已疲憊不堪，

士氣低落。然而，荷蘭殖民者依然抱有一線希望

，認為只要其在亞洲的總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

加達）派出援軍，就能夠助他們反敗為勝。

1661年6月24日，鄭成功進軍臺灣的消息傳

到巴達維亞，當地的荷蘭殖民者大驚失色，匆忙

拼湊了一支由10艘戰艦、7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前

往增援。7月5日，這支艦隊在指揮官卡烏的率領

下從巴達維亞起航，於8月12日抵達大員。援軍的

到來，令熱蘭遮城的荷軍欣喜若狂，也給戰局增

加了變數。但隨後大員便遭遇風暴襲擊，卡烏為

了避風只得暫時率艦隊離開。鄭成功借此寶貴時

間，從臺灣各地緊急調回不少部隊，為戰鬥做好

了充分準備。

1661年9月16日，荷軍增援艦隊會合熱蘭遮

城守軍，向鄭成功軍隊發起大規模反攻，卻被嚴

陣以待的鄭成功軍隊再次打得慘敗而歸，損失戰

艦兩艘、小艇三艘，上百名士兵陣亡。這場戰鬥

的結果，對戰爭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荷蘭軍隊

因此徹底喪失了戰略反攻能力，“自是甲板永不

敢犯”。讓鄭成功感到振奮的是，到了10月，大

陸方面的運糧船隊也成功抵達臺灣。此後，鄭成

功軍隊在臺灣各地開闢的田地亦開始陸續收成，

從而逐漸緩解軍糧短缺的問題。經過長期的對峙

，鄭成功終於率領屬下將士們度過了最為艱苦的

歲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五、克復臺灣
1661年10月以後，戰爭的天平已經愈發向鄭

成功一方傾斜。

=反攻的再次失敗，使荷蘭殖民者不僅在人員

、物資方面損失慘重，士氣上更是一落千丈。荷

蘭在臺灣的長官揆一與援軍指揮卡烏之間原本就

在權力分配問題上存在矛盾，此時更是因戰敗而

互相指責，導致內部分裂。12月，揆一為挽救局

勢，決定派遣卡烏前往大陸，向清朝方面求援。

但卡烏出發後不久便以遭遇風暴為由，率船逃回

巴達維亞。卡烏臨陣脫逃後，荷方的精神防線日

益瓦解，不少人開始對這場戰爭的前景感到絕望

，紛紛逃出熱蘭遮城，投向鄭成功一方。這讓鄭

成功敏銳地意識到，發起最後總攻，收復先人基

業的時機已經來臨。

1662年1月25日，鄭成功集中全軍火力，向

熱蘭遮城外的重要制高點烏特利支堡發起猛攻。

在短短一天之內發射炮彈多達2500餘發，將堡壘

徹底摧毀，最終奪取了這一戰略要地，徹底擊碎

了荷蘭堡壘堅不可摧的神話。荷蘭殖民者在其日

記中十分沮喪地寫道：“我們從未見過像敵人今

天把那牆厚十英尺的堅固碉堡夷為平地的事，這

使士兵們心灰意懶了。”隨著烏特利支堡的失守

，整個熱蘭遮城已經完全暴露在鄭成功軍隊的直

接攻擊之下。荷方兵力卻所剩無幾，且大都精疲

力竭，火藥等許多重要物資即將告罄，外援更是

沒有了指望。面對如此絕境，即便是揆一等死硬

勢力也喪失了繼續抵抗下去的勇氣：“如果繼續

戰鬥下去，可怕的命運將降臨到每一個人頭上，

而這樣堅持對公司也沒有什麼好處。”

1662年1月27日，荷蘭殖民者向鄭成功請求

停戰。經過數天的談判，鄭、荷雙方最後達成協

議，荷蘭同意交出熱蘭遮城堡以及城堡中除私人

財產之外的所有物品。2月1日，荷蘭在臺灣的長

官揆一正式在投降協議書上簽字。2月9日早晨，

揆一與鄭成功的代表在熱蘭遮城外會面，將城堡

鑰匙交給鄭成功方，隨後帶領荷蘭所有人員乘船

離開臺灣，返回巴達維亞，荷蘭在臺灣長達38年

之久的殖民統治終結，歷時8個多月的鄭成功收復

臺灣之戰，至此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鄭成功收復臺灣之戰的勝利，有著十分重大

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場戰爭中，鄭成功擊敗

了不可一世的西方資本主義強權荷蘭，使臺灣重

回祖國懷抱，包括大陸移民和臺灣少數民族在內

的全體臺灣人民由此從長期的殖民剝削壓迫中獲

得解放。這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反殖民反侵略鬥

爭史上最為光輝的篇章之一。

鄭成功在收復臺灣的同時，還抱著將這塊海

島建設成為自身重要基業的志向，率領官兵披荊

斬棘，含辛茹苦地開發當地，以實際行動為臺灣

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這些壯舉背後所體現出的

愛國精神和民族情感，使鄭成功無愧於中華民族

的偉大英雄這一讚譽。

最後，讓我們引用鄭成功收復臺灣後所作的

一首名詩《複台》，作為本文的總結：

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

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

“開闢荊榛逐荷夷”
鄭成功收復臺灣之戰

今年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擊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360周年。

鄭成功是兩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1662年，鄭成功率部驅逐

荷蘭殖民者、收復中國神聖領土臺灣，這是一場中華民族反抗西方

殖民侵略的偉大勝利，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