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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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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纵横

在开辟新航路的大航海时代海盗与海商之

间其实并无明显的界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英国的崛起背后海盗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利润驱使东南沿海一

带的海商们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与明、

清两代所推行的海禁政策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当时一位官员曾说道：“海盗与商人并无二致。

海禁开，盗即商；海禁行，商即盗”。如果朝廷的

海禁措施趋于放缓，那么海盗就会转化为合法

贸易的商人；如果朝廷的海禁措施变得越发严

厉，那么商人为突破禁令就势必转型成为海盗。

正是这些不被官方正史所关注的海盗们书写着

那个年代属于中国人的“海洋传奇”。

在海禁最严格的时代，福建、广东沿海地区

一些靠海吃海的居民远走东南亚、印度洋从事

贸易和海盗活动。这些人的活动北及日本、南到

爪哇，而中间则以台湾为据点基地。他们把产自

中国、日本的货物贩运到南洋一带即可获得成

倍的利润。这种贸易当然是走私，不过越是走私

就越有利可图，因此禁令愈严反而获利愈厚。各

路走私商人不仅要应对官府的检查，而且彼此

之间也一再发生大火并。

当时活跃在南方海洋上的有两个林姓人

物：一个名叫林道乾、一个名叫林凤。他们的活

动甚至影响到了明朝在台澎地区的政策方向、

机构设置。他们在台湾早期的发展历史上扮演

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林道乾一说是广东澄海人、

一说是潮州惠来县人。据乾隆年间的《潮州府

志》记载：“此人少为县吏，机变险诈，有罪亡命

海上为盗。”亡命海上的林道乾带领一帮人占

据着澎湖列岛从事走私贸易。

1563 年，林道乾被福建总兵俞大猷打败后

退往台湾。俞大猷率军追至澎湖。俞大猷见水道

迂曲不敢冒进，于是留偏师驻守澎湖稳扎稳打

地派兵到台湾鹿耳门一带追缉。这是有清晰记

载的一次大陆官兵到台湾本岛追缉海盗的行

动。林道乾带着部下来到台湾后足迹遍及如今

的高雄、屏东、台南、嘉义、台中、宜兰等地。林道

乾以台湾为基地恢复实力后再度称雄海上，其

势力一度遍及如今的柬埔寨、泰国等地。

与当过县衙小吏的林道乾不同，广东饶平

人林凤从 19 岁起就是海盗。林凤的海上活动以

澎湖为基地。大约在明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

林凤很可能跟林道乾交过手。这次冲突的结果

是作为战胜方的林凤吞并了林道乾的党羽和船

只。1574 年，林凤被另一位福建总兵胡守仁击

败后逃到台湾魍港（今嘉义布袋镇）。胡守仁招

募渔民和台湾少数民族一起合剿林凤。一年后

林凤离开台湾前往当时已被西班牙殖民者占据

的菲律宾。

林凤的队伍包括兵船 62 艘、男丁三千、妇

女儿童数千。船队急航两天后到达吕宋岛边界。

林凤率领部下攻占了密雁，西班牙守将撒示洛

驾舟逃走。林凤船队乘胜前进直逼马尼拉。当晚

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巨浪如山。林凤的船只有

一半在风浪中沉没。这导致他损失了 200 余人。

当他辗转赶到马尼拉时西班牙人已有准备，林

凤的队伍攻入西班牙人的指挥部杀死总指挥高

第后直攻总督府。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勒比撒

里亲督卫队百余人及城内西班牙人死守。林凤

见一时难以拿下马尼拉就率领部众退入玳瑁港

并在班诗兰建立都城。几个月间林凤率部众建

立了住所，还建立了城寨、炮台等军事设施。林

凤被部下和当地土人拥戴为国王。西班牙人见

海峡两岸交流的历史概况（三）

□ 任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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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凤筑城建国视其为心腹之患。总督勒比撤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调集六千多人于明万历三

年（1575 年）三月协同明军潮州把总王望高联

合围剿林凤。

林凤率众抵抗达四个多月。西班牙方面兵

力、军械源源不断，而林凤却是孤军作战粮械不

继。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林凤仍于 1575 年

八月四日夜成功突围，率舰四十余艘返回台湾。

林道乾和林凤每当遭遇挫折时几乎都把台湾作

为落脚地和避风港。这两个姓林的枭雄在立场

不同的叙述中有时被当成凶残的海盗、有时被

当成开拓海洋的民族英雄，其实当年他们的主

观想法很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家人和部下填

饱肚子而已。

林道乾和林凤的职业其实就是海盗，这样

的人要生存就得在风浪里找出路。林道乾和林

凤其实是那个年代无数华人在台湾、南洋等地

挣扎求生的缩影。主观上只是为了吃饱饭的林

道乾、林凤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活动竟会

影响台湾的发展历史。

元朝于公元 1281 年设置的澎湖巡检司是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管理台澎地区的第一个

行政机构，可到了 1384 年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实

施海禁政策把这个机构给废除了。

林道乾占据台澎期间明王朝为保障东南海

疆的安全，在 1563 年复设澎湖巡检司，等到林道

乾被打跑后澎湖巡检司又被裁撤了。到了林凤频

繁活动的时候，此地局面更加复杂：不仅东南海

疆各路势力越来越活跃，而且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等西方殖民者也纷至沓来。福建巡抚许孚针对

于此上疏请求开海禁并在澎湖设将屯兵。1597

年，明朝在澎湖设置“游兵”，此后又计划在澎湖

增设将官、守军、建城、屯田、筑炮台。

可此时明朝的统治已到后期，明朝统治者

所面对的难题实在太多了。加强台澎防务的计

划推进得并不顺利，海盗照样出没于台湾海峡，

洋人在这一带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明朝对这一

地区的实际管控力度变得越来越弱，这就留下

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既然朝廷进退失据力

有不逮，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想去填补这个空白。

林道乾和林凤其实算是先驱人物，在他们之后

台湾海峡一带开始出现更多的海上力量。

颜思齐、郑芝龙这些后来者比当初林道乾、

林凤做得更大更强。公元 1589 年生于福建海澄

县（今厦门海沧青礁村）的颜思齐体魄雄壮、

精通武艺。从小就有“大哥范儿”的颜思齐有

一次因为打抱不平打死了官员家的仆人。事后

颜思齐一路逃到了日本平户。颜思齐在这里开

起了裁缝铺。生性豪爽的颜思齐很快在异国他

乡站稳脚跟，经过一番打拼成为纵横海上的大

商家。颜思齐声名鹊起之后，28 位华商义结金

兰奉他为老大。

这些人中就有日后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

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这些华商因不满日本势力

对华商的诸多压迫而计划攻占平户港。不料起

事前众人为一位兄弟庆生豪饮，其中一位醉酒

后无意中泄露计划引来幕府官兵围剿。得到通

报的颜思齐匆忙中和众兄弟逃往海上。不过也

有声音认为颜思齐密谋推翻日本幕府政权乃传

说，系小说笔法，不足采信；江户时代以来，原本

以平户等离岛为集散地的日本对外贸易，渐渐

不能再由松浦家等地方势力垄断；掌握日本中

央政权的幕府当局开始整顿对外贸易，推行朱

印船（特许贸易船）制度以掌控贸易通路，又

对西洋人，以及为经商而到日本的华人的活动

范围加以限制，致使华人海商集团在日本不再

有利可图。由此观之，日本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

可能才是颜思齐等人离开日本的原因。而康熙

年间的郑亦邹记载，颜思齐因为聚众势大，遭幕

府怀疑对己不利，被逐出日本。

1624 年，颜思齐率船队在笨港（今台湾北

港）靠岸。地肥水美的台湾岛有大片荒野等待

开垦。颜思齐决意在此干一番事业。颜思齐率领

大家伐木辟土、构筑寮寨，同时对岛上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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