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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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扬

2024.39 台湾周刊 17

郑 成 功 是 我 国 历 史 上 伟 大 的 民 族 英 雄。

1661 年 4 月，郑成功率 25000 名将士、数百艘战

船，在金门料罗湾集结，越过台湾海峡，奋战 8

个月，于 1662 年登陆台南鹿耳门，打败荷兰殖

民者，收复中国固有领土台湾。郑成功“开辟荆

榛逐荷夷”，“确保台湾入版图”，建立了彪炳千

秋的历史功勋。岛内民众感念郑成功驱逐殖民

者以及开发建设台湾的一系列壮举，对其非常

崇拜，尊称他是“开山王”、“开台圣王”，并兴

建庙宇祭祀郑成功。

300 多年来，郑成功一直作为民族英雄被

两岸同胞传颂。在岛内，以郑成功崇拜为核心的

“延平郡王”信俗已成为民众敬仰先圣、慎终追

远的重要标识，也是两岸同胞之间天然的精神

纽带和共同的文化资产。

一

郑成功（1624 年 8 月 27 日—1662 年 6 月

23 日），原名森，乳名福松，福建省南安市石井

镇石井村人，祖籍河南固始，明平国公郑芝龙长

子。明天启四年 (1624 年 ) 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

户千里滨，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唐王赐姓朱，改名成功。郑成功以“国姓成

功”自名，此后终身不变，民间亦多称其为“国

姓爷”。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故台湾民间又多

以此封号称呼郑成功。

1659 年 (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 )，

台湾郑成功信仰的历史、现状及其影响

□ 韩 冰

郑成功北伐南京失利，退守厦门，有人建议他进

取台湾，理由便是收取故土。据黄宗羲《赐姓始

末》记载：“成功之败而归也，以厦门单弱，为

谋所向，中途遇红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也，谓

成功曰：‘公何不取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有台

湾，则不患无饷也。’”1661 年 4 月 21 日 ( 永历

十五年三月廿三 )，郑成功率兵 25000 人，大小

战船数百艘，浩浩荡荡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

台湾，“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

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

教训也”。

在驱荷复台过程中，郑成功表现出强烈的

国家领土主权意识。郑成功率大军进攻台湾时，

向侵占台湾多年的荷兰殖民者明确发出招降檄

文，严正宣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

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郑重宣告台

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侵占者必须归还。郑成功攻

取台湾后写《复台》诗有云：“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

忍离。”在第二句“十年始克复先基”后面特

别注明：“太师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荷

兰夷酋长弟揆一王窃踞。”在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过程中，饱受荷兰殖民统治之苦的广大台湾

民众全力支持郑成功驱荷，“四社土民男妇壶

浆，迎者塞道”，他们筹集军粮、捐献物资、参与

战斗，展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为取得胜利作出

重要贡献。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积极清除荷兰殖民余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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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大力推进台湾开发建设。在政治上废除荷兰

殖民者的体系机构并设府置县；在经济上实行

屯田制度，积极改进当地生产方式；在文化上废

除荷文学校，建立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教育制

度。郑成功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中华文明和

中华文化在台湾扎根播扬，在推动台湾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一是开发台湾农业。郑成功为减轻台湾民

众负担，助其休养生息，提出“寓兵于农”和屯

田主张，“留勇、侍卫二旅，以守安平、承天二

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日以什一者

了望，相连接应，轻留迭更，是无闲丁，亦无逸

民。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

无旷土，而军有余粮。”郑成功及其部属，通过

屯田，开垦荒坡、荒地种植农作物，增加岛内粮

食产量，实现了部队粮食自给。在实行屯田制度

的同时，郑成功还把从大陆带去的耕牛和农具，

分赠给当地的农民，教他们使用先进技术，修筑

水利，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使当地民众受益匪

浅。清康熙时出版的台湾《诸罗县志》记载：“耕

作之兴自郑氏肇始也。”

二是推动贸易发展。除了积极开垦土地外，

郑成功的参军陈永华等人还“教民插蔗煮糖”、

“教匠取土烧瓦”、“教民晒盐”、“烧材为炭”、

“创建庄屋”。《台湾通史》记载，陈永华“劝农

桑，禁淫赌，诘盗贼，于是地无游民，番地渐拓，

田畴日启。其高燥者，教民植蔗，制糖之利，贩运

国外，岁得数十万金。”

三是爱护岛内民众。在发动官兵去各地屯

田时，郑成功着力整改法纪、军纪，除贪官、反腐

化，尊贤吏，爱人民，及时颁布八项条例，再三申

明：“不准混侵土民 ( 高山族 )、百姓 ( 汉人 ) 现耕

作物”、“不可斧斤不时，竭泽而渔”、不准乱征

赋税等等，“如有违越，依法必究”。此外，郑成

功为团结各少数民族，多次深入高山族地区视

察。“(1661 年 ) 四月六日，各近社土番头目，俱

来迎附，如新善、开感等里。藩 ( 指郑成功 ) 令厚

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由是南北路土社闻

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又“( 四月 ) 十二日藩驾

亲临蚊港，相度地势，并视四社土民向背如何。

驾过，土民男妇壶浆迎塞道。藩慰劳之，赐以酒

肉，甚是喜慰。”郑成功到“新港、目加溜湾巡

视，见其土平坦膏腴，土番各社俱罗列恭迎。成

功给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跃欢舞。”

遗憾的是，正当郑成功着手对台湾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建设时，不幸于 1662 年 6

月 23 日 ( 农历五月初八 ) 在溘然辞世，年仅 39

岁。郑成功治台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给台湾社会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以及宝贵社会财

富。如清《伪郑逸事》一书记载：“昔郑氏治台，

立法尚严，犯官与盗，死不赦。有盗伐民间一竹

者，立斩之。开承峻法后，犹有道不拾遗之风。市

肆百货露积，委之门外，无敢窃者。”

二

郑成功英年早逝，台湾民众深切感念其驱

逐西方殖民者、屯垦台湾、发展贸易、大兴文教

等壮举，逐渐将郑成功神格化，形成了影响深远

的“延平郡王”信俗。这一渐进过程主要由郑

氏家族、清政府、台当局和民间自发信仰四股力

量共同推动。

一是郑氏后人建立家庙祭祀郑成功。“延

平郡王”信俗始于郑成功薨后。据史料记载，在

郑成功去世后的第二年（1663 年），其子郑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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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府宁南坊为郑成功建立郑氏大宗祠堂。台

湾归入清廷版图后，郑氏大宗祠堂更名为昭格

堂。1945 年台湾光复后，再度改称郑氏家庙，

2002 年正式更名为郑成功祖庙。据其庙史载：

“始于明永历十七年（1663 年），其时，嗣王郑经

为褒王父成功驱荷夷、拯台民、辟荆榛之丰功伟

绩，寄托悼念哀思之情，择地兴龙建祠，供奉“延

平郡王”肖像、神主暨夫人董氏、列代祖先神

位。民者亦因感恩之念，趋之膜拜者甚众。康熙

二十二年（1683 年），嗣王克塽归清，郑氏后裔

或随王进京，或散居四方，家庙顿失掌理。”

二是清廷建立专祠祭祀郑成功。1874 年 5

月，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政府在证实日本侵台

后，照会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并于 1874 年 5

月 14 日命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带领轮船

兵将，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受侵地区察看，

“不动声色，相和筹办”。沈葆桢巡按台湾期间，

“台湾府进士杨士芳等上禀为郑成功追谥建祠，

复得台湾道夏献纶、台湾府周懋琦等之议，乃奏

请朝廷，准在台湾为郑成功赐谥并建专祠”。沈

葆祯在奏折中称：“……明末赐姓延平郡王郑成

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少服儒冠，长遭国

恤，感时仗节，移孝作忠。顾寰宇难容洛邑之顽

民，向沧溟独辟田横之别岛；奉故主正朔，垦荒

裔山川，传至子孙，纳土内属……合亟仰恳天

恩，准予追谥；并于台郡勅建专祠，俾台民知忠

义之大可为，虽胜国亦华衮之所必及。于励风俗

正人心之道，或有裨于万一。”沈葆祯上奏朝廷

后，翌年（1875 年），光绪帝悉准其奏，正式在台

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忠节”。同年三

月，沈葆桢拆除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福州

式建筑式样之“延平郡王祠”一座。沈葆桢亲

写对联一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

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

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自此，郑成功信仰成

为公开活动，并提升为官方祀典。当时台湾府每

年二月及八月下旬，举办春、秋两季“延平郡王”

祭典，祭典费用由台湾县拨付，主祭者台湾兵备

道及台湾府、台湾海防同知府、台湾县、县经历、

县右堂，陪祭者台澎水陆总镇府及城守营参将、

中营协镇府、城守左军、城守右军。据学者统计，

到清朝后期，台湾兴建的主祀郑成功的各种寺

庙总数约 36 座，其中，兴建于康熙中叶以后的 2

座，乾隆时期的 3 座，嘉庆时期的 3 座，道光时

期的 6 座，咸丰时期的 2 座，同治时期的 3 座，

光绪时期的 4 座。

三是台当局延续郑成功祭祀。“延平郡王

祠”经历台湾政局飘摇，依然保存完好。1945年，

台湾光复后，第二年农历正月十六日举行春祭，

由台南市政府主祭，另于农历八月十六日举行

秋祭，仍由市政府主祭。1948 年，台湾省参议会

第五次大会始建议定每年 4 月 30 日郑成功登

陆台湾之日为“兴台纪念日”。1950 年 8 月 15

日，台当局以每年 8 月 27 日为郑成功诞辰（农

历七月十四日）纪念日，此后，延平郡王春秋

两季祭典，固定于 4 月 30 日及 8 月 27 日举行。

1961 年，为庆祝郑成功开台 300 年，台南市政府

成立民族英雄郑成功开台 300 周年纪念筹备委

员会，扩大办理庆典活动，并决议重建“延平郡

王祠”，进一步彰显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与功业。

四是岛内民众自发祭祀郑成功。岛内民众

一开始祭祀郑成功的初衷是出于感恩和纪念，

仰慕郑成功之忠节和他收复台湾、开发台湾的

丰功伟业，后来逐步将他神化，祈求他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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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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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佑台湾，使岛内民众安居乐业，具有避灾、治

病、赐福、保平安等功能，因此对他膜拜的人越

来越多。屏东县麟洛的徐俊良及其后人推动建

立的郑成功庙是一个典型例子。徐俊良，广东客

家人，原系郑成功军中的管粮官。郑克塽归顺清

王朝后，徐俊良被清廷遣送回原籍广东。康熙

四十五年 (1706 年 )，他又潜回台湾，并带领一批

广东客家人到屏东麟洛垦荒种植和定居，是该

地移民的一位领袖。由于他原是郑成功的一位

部属，对郑成功有深厚感情，郑成功逝世后，徐

俊良就在他家中摆设郑成功的神位牌，进行祭

祀。光绪年间，乡人动员徐俊良后人让出这个

神位牌，建造郑成功庙，供乡中民众祭拜。这个

神位牌由私家改为公众供奉后，其信徒人数大

大增加，其作用也远远超出原来的范围，当地

人遇到自然灾害或生苦病痛等等，均来向郑成

功求助，祈求平安。类似的例子还有台湾中部

的“五股尊王”信俗，最初是几家人祭祀郑成

功，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并成立“中华五股开

台尊王协会”，已经发展成为跨地域的“延平郡

王”信俗。

三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彰

显了民族大义和英雄气概，维护了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为

台湾开发建设夯实了经济社会文化根基，为中

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郑成功在岛内被视为守

护宝岛的神明，围绕其崇高人格建立起来的“延

平郡王”信仰系统，对台湾社会产生广泛且深

远影响，岛内诸多文化现象都与此有密切联系。

一是同郑成功相关的名胜古迹。郑成功对

台湾的影响极其深远，岛内许多文化景点都与

其相关。如台南王城（又称热兰遮城、台湾城、

安平古堡）、台南承天府（也称普罗民遮城、赤

嵌楼）、台南郑成功攻台处、谈判与受降处、洲仔

尾墓址以及金门郑成功下棋与练兵处、国姓井、

郑军铜炮等，均为台湾著名的历史景点。其中，

台南市郑成功庙即“延平郡王祠”，祠堂广大，

清静庄严，古榕树参天高耸，翠绿成荫，是人们

到台南的必访之地。

二是岛内遍布祭祀郑成功的庙宇。郑成功

死后，岛内民众为感念其恩泽，开始建祠庙对郑

成功加以供奉。截至目前为止，全台有一百多

座祭祀郑成功的宫庙。全台湾最早兴建郑成功

庙的地方为台南，“延平郡王祠”与郑氏家庙

均历史悠久，其他还包括三老爷宫、鹿耳门天

后宫、安平开台天后宫、内湖护国延平宫、铁砧

山国姓庙、彰化郑成功庙、竹山沙东宫、国姓护

国宫、下南震天宫、大湾国姓宫与花莲延平王

庙……这些宫庙均是岛内民众缅怀纪念郑成功

的信仰中心。

三是郑成功相关传说。郑成功的一生波澜

壮阔，充满传奇色彩，台湾民间也由此诞生了许

多传说。这些传说基本围绕天助郑成功、郑成功

大显神威等主题展开。宜兰龟山岛据说原本是

为郑氏载运军用补给的大海龟，因行动迟缓、不

服军令而延误军机，被郑成功以火炮射杀，临死

前这只母龟游到基隆外海产下一颗龟卵就是基

隆屿，最后海龟游到宜兰外海化成龟山岛。台北

莺歌原有一只莺歌精为害地方，当郑成功部队

行经此地，莺歌精口吐毒气阻扰部队前进，被郑

成功射杀化为“莺歌石”。台北市剑潭昔有鲤鱼

精作怪伤人，后来被郑成功以宝剑刺杀，鲤鱼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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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宝剑都沉入潭底，而每年端午节郑成功的

宝剑就会浮出水面。公馆蟾蜍山则是蟾蜍精喷

毒气为害民众，后来被郑成功炮击受伤化成蟾

蜍山。大甲铁砧山郑成功率军到此却无水可引

用，郑成功拔剑插地，宝剑没入地下清泉立即涌

出，解除部队缺水危机，民众在此建井称为“国

姓井”，且言端午节中午所取井水可治百病。南

投草屯原名“草鞋墩”，传说郑成功率领部队到

此，更换草鞋弃置成墩故名“草鞋墩”。高雄地

区还流传“郑成功取三宝”的传说。

四是郑成功相关的地名。郑成功在台湾实

施军镇屯垦制度，现在在台南、嘉义、高雄等地

区，仍可找到许多带有“营”字的地名，如左营、

中营、下营、项营、柳营、林风营、林圯埔、新营、

旧营等，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在台湾，几乎所

有的城市中都有“成功”、“延平”、“国姓”命

名的村镇、街道或学校，如成功大学即是为了纪

念郑成功而命名，校歌第一句歌词为“延平拓

土兴邦地”，明确反映出其与郑成功的渊源。

五是郑成功相关的民俗文化。郑成功不仅

留在台湾民间传说中，也在台湾民众的日常生

活留下印记。台北芦洲地区每三年举行一次“国

姓醮”，起源于清朝时期，当地人在郑成功的保

护下战胜了漳泉的敌人。在台南，每当明崇祯帝

殉国的农历三月十九日，都会用“九猪十六羊”

糕点祭拜，取明朝国姓“朱”与“猪”字的谐

音，祭品之“九猪”即有郑成功“救朱”的谐

音。此外，“烧王船”，又称“送王船”，据传，此

俗源于台湾，清初渔家为缅怀郑成功的丰功伟

绩，以王爷作为代天巡狩的神而奉祀，并造“王

船”送之入海，通过祭海神、悼海上遇难的英灵，

祈求海上靖安。

四

当前，民进党再度“绿色执政”后，掀起新

一波“去中国化”浪潮，郑成功信仰也受到波

及。民进党当局人为降低郑成功祭典的规格，台

当局官员在提及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刻意以

“来台”二字代替，意在将郑成功歪曲为“外来

政权”代表人物，利用抹黑郑成功来加速建构

“台独史观”，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和文

化联结。

今年是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晋封延平王

366 周年和收复台湾 362 周年，在近四百年的历

史积淀和时代变化中，郑成功不仅是历史人物、

民族英雄，还在由“人”到“神”的持续建构

中，逐渐积淀、形成伟大的郑成功精神。他的一

生虽历经剧变、动荡，但从未改变台湾是中国土

地的认识，他驱逐荷兰、复台和建设台湾的丰功

伟绩，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他在台湾传

承中华文化，彰显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中

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郑成功传承中

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确保中国领土完

整、反对殖民主义，其追求国家统一的精神成为

两岸同胞精神财富、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也是

凝聚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民族英雄，都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

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之

际，回顾郑成功光辉的历史，梳理台湾地区郑成

功信仰的历史、现状及其影响，正是为弘扬郑成

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崇高品格和伟大爱国主

义精神。这对两岸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

大义，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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