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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三藩之亂期間

鄭經在東南沿海的軍事活動

葉 高 柯

清康熙 η年 (“93年 )底 ,平西王吳三桂等人發動反清我爭 ,史

稱 「三藩之亂」 。亂事期間 ,耿精忠 、吳三桂相繼邀約台灣鄭氏波海助

戰 ,使鄭經有機會貴現鄭成功轉進台灣以恢復中興遼志的可能 。然此時

鄭經在決策上面臨了幾項重大的考驗 :就 外在形勢而言 ,必 先生清與三

藩或清政權的關係 ,以確立戰鬥目標 ;就戰略運用而言 ,必須慎選合作

對象 ,以確係參我的自主權 ;就政治號召而言 ,須能唉起漢人 「反清復

明」的意識 ;就內部維發而言 ,則 須設法凝聚部眾的向心力 ,以避免重

蹈當年鄭成功失敗的覆轍 。             .

雖然鄭經選擇三藩叛清期間西進 ,在時機上極為明智 ,亦 為 「反清

復明」陣營帶來短暫的希望 ,但跨過海峽之後 ,再也沒有 「波濤之險」

可恃時 ,其陣營內部的隱憂即一一浮現 。加以鄭經在東南沿海征我的成

效 ,受 到外在形勢變化的影響 ,以致由盛轉衰 ,則 反映出鄭氏主牛全局

能力的不足 。因此 ,三落之亂期間鄭經在東南沿海軍事活動的情形 ,至

多只是將整個形勢回復到鄭成功時代而已 。

關鍵詞 :三藩之亂 鄭經 吳三桂 耿精忠 台灣 反清復明 清軍

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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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笓年 (%73年 )底 ,平西王吳三桂殺雲南巡撫朱國治 ,以所部兵

反 ,並致書 「平南 、靖南二藩 ,及黔 、蜀 、楚 、秦官吏舊識者 ,要約黨附發兵

反」
l。

自此 ,「 偽檄所至 ,叛者四起 ,勢如鼎沸」
2,直

到康熙∞年 (“B1

年 ),清廷始再次收復雲南 ,其間歷時八載 ,蔓延十餘省 ,史稱 「三藩之亂」。

這次變亂 ,為清政權入主中國以來 ,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危機 ,然其統治權的鞏

固 ,亦因亂事的平定而確立 。變亂期間 ,遠在台灣的鄭經部隊亦渡海加入戰局 ,

使原本日趨和緩的鄭清關係再次轉為緊張 ,而 日後清政權決意攻取台灣 ,亦與此

次戰事有關 。

三藩的主要成員 ,大多為明朝降將
3,時

人對其印象甚為惡劣 。例如 ,亂世

爆發時任雲南府同知的劉中憲 ,即曾痛斥三藩首腦吳三桂 ,日 :「 順治元年 ,若

輩迎王師入關 。十八年 ,又執永曆帝於緬甸 。前明之亡 ,誰實為之 。在明亡明 、

事清叛清 ,兩朝亂賊 ,天地不容」
4。

仕清漢人對之觀感尚且如此 ,更遑論逸民

遺老 ,是以清初以來的官私載籍皆給予極差的的評價
5。

其次 ,清順治年間鄭成

功在東南沿海建立的抗清政權 ,由於其個人樹立的領導權威 ,被視為帶有傳奇色

彩的民族英雄 ,以致事蹟多為史家 、文人所渲染
‘;加之鄭氏祖孫三代始終 「附

l 《清史列傳》 (台 北 :台 灣中華書局 ,1962年 3月 ,台 1版 ),卷 SU,頁 5,〈 連臣
傳 .吳三桂)。

蒼舟山樵 ,《吳逆取亡錄》 ,收入 《筆記小說大觀 .四編》 (台 北 :新興苦局 ,1981年

亞月 ,初版 ),頁 S●63。

抹 《清史列仔》 ,卷 BU,頁 1-田 ,〈 逆臣傳),參與三落之亂的主要成員共計31人 ,

其中原仕明朝或南明而降清者 l2人 ;原 仕邦氏而降清者4人 ;降將子弟5人 ,其餘則為
清朝官員。

劉健 ,《庭開錄》 ,台灣文獻裝刊第舛8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1968年 5

月),卷 5,頁 41,〈 稱兵滅族〉。
例如康熙皇帝才旨女吳三桂 ,曰 :「 反覆亂常 ,不忠不孝 ,不 義不仁 ,為一時之叛首 ,守 萬
世之罪魁」 ,見 《清玄錄 .聖祖仁皇帝實錄》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 9月 ,第 1版
第1次印刷 ),卷 如 ,頁 14,康熙 13年 2月 辛丑條 .

Struve,LynnA.,η比SU〞乃ε用五仇g,I“召-I662.(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

tyPress,1984),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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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永曆正朔」
7,後

人常認為是具有民族意識的 「反清復明」活動 ,而備受推

崇 。另一方面 ,主政期間平定三藩之亂 、攻克台灣的康熙皇帝 ,在文治武功方面

有其特殊成就 ;在對漢民族政策上 ,主張用人唯才 ,「 不拘滿漢」
8;擴

大了漢

人的政治參與 ;在文化思想上 ,則試圖將儒家思想中的 「治統」與 「道統」結

合 ,塑造 「聖君」的形象
’,其種種作為皆得到當時漢人的認同 ,且深為後世史

家稱道 。在這些因素交錯之下 ,後人論及三藩之亂 、鄭氏抗清史事 ,以及對康熙

皇帚個人的評價時 ,常呈現兩極化的現象 ,致使許多問題都被刻意迴避 ,三藩與

鄭氏間的關係即是一例
1U。

鄭氏政權揭櫫的理想與抗清的成效 ,遠較同時期的南明諸王政權為高
l1,

7 江日昇 ,《 台海外記》 ,台 灣文厭裝刊第.U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馬印 ,19●U

年 5月 ),卷 6,頁 ”3。

中國第一歷史檔索館整理 ,《康熙起居注》 (北京 :中 華書局 ,1984年 8月 ,第 1版 第

1次印刷 ),頁 姻7,康熙19年正月” 日壬子 。

參見黃進興 ,<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 :政治化的道統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年刊》 ,兒 本 1分 (台 北 :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9年 3月 ),頁 1U8-

121 。

影 響清初 政 權 準 固甚 鉅 的三 藩之 亂 ,整體 而深 入 的研 究成 果至 今 仍甚 為 有 限 ,日 前 佳早期

的 Tsao,Kai-fu,” TheRebeⅡ Ion oftheThreeFeudatoriesagainst theManchuThrUne:n

China:ItsScttingandSignincance.” Ph.D.thesk(ColumbiaUniversity,1965).晚 近 則 有 劉

風雲 ,《 清代三藩研究》 (北京 :中 國本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9月 ,第 1版第1次印

刷);另 李治亭 ,《吳三桂大傳》 (長 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U年 9月 ,第 1版第 l

次印刷),則偏重於異落的活動。至於三路與郎氏關係的研究 ,尚停留在史守的敘述 ,缺

乏分析討論 ,相 關論著參見張支;《都經鄭克塽紀事》 ,台 海研究裝刊第s● 在 (台 北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6年 6月 );黃玉齊 ,〈 明延平三世子邦經的反攻大陸與

三藩的反清〉,《 台灣文獻》 ,㏑ 卷1期 (台 中 :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1%5年 3月 〉,

頁S9-lM;黃 玉齊 ,〈 明延平三世子邦經光復問年〉,《 台灣文厭》 ,1● 卷2期 (1965

年6月 ),頁 99-131;黃玉齊 ,〈 明延平三世子都經在閩粵的抗清〉,《 台灣文欣》 ,

㏑卷3期 (1965年 9月 ),頁 巧9191;黃 玉齊,(明延平三世子薌經在閩浙沿海的抗

清〉,《 台灣文獻》 ,“ 卷4期 (1965年 12月 ),頁 1U3-132;黃玉齊 ,〈 明延平三世

子鄭經在間浙抗清與三藩的崩潰〉,《 台灣文獻》 ,17卷 1期 (19●6年 3月 ),頁 1U9-

139;金成前 ,〈 鄭耿交惡之前因後果〉,《 台灣文獻》,17卷 1期 ,頁 ㏑9174;未堵

璋 ,〈 三藩之役邦經西征始末〉,《 台灣文獻》 ,29卷 2期 (1976年 9月 ),頁 1●8-

182 。

參見崇高樹 ,《 降清明將研究 (1618-1683)》 ,國 立台灣師我大學歷史研究所年刊 (239

(台 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93年 lU月 ,初版 ),頁 294-295。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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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軍隊組成 、政權結構以及意識型態等方面 ,自創立之初 ,即存有隱憂 ,全賴

鄭成功一人之力來維繫 甲 ,且始終無法擺脫 「地方頻得頻失 ,終無了局」的困

境
l3。

迨順治 1s年 (“61年 ),鄭氏決意東渡 ,欲以台灣為 「根本之地 ,安頓

將領家眷 ,然後東征西討 ,無內顧之憂 ,並可以生聚教訓」
∥ ,才獲致解決 。

此後 ,因大海相隔 ,使鄭清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而鄭氏內部的諸多問題亦暫

告化解 。誠如鄭氏降清將領施琅所言 ,其部眾 「縱使有新投誠者 ,既無陸路可

通 ,又乏舟楫可渡 ,故不得不相依為命」 ;鄭成功之子鄭經 「得馭數萬之眾 ,非

有威德制服 ,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
b。

及三藩亂起 ,耿精忠 、吳三桂相繼邀約鄭軍渡海助戰 ,無疑使鄭經有行其父

鄭成功轉進台灣 ,以期 「進則可戰而恢復中興」潭志的可能
㏑ :並為 「無隳先

王之志」的使命
1’ ,提供了實現的良機 。然此時鄭經在決策上面臨了幾項重大

的考驗 :就外在形勢而言 ,必先釐清與三藩或清政權的關係 ,以確立戰鬥目標 ;

就戰略運用而言 ,必須慎選合作對象 ,以確保參戰的自主權 ;就政治號召而言 ,

須能喚起漢人 「敦念故主之恩 ,上雪國家之恥 ,下救生民之禍」的意識
1s:就

內部維繫而言 ,則須設法避免重蹈當年鄭成功失敗的覆轍 。

二 、鄭經繼位後的鄭清關係

鄭成功崛起的因素之一 ,在於清軍長於騎射而拙於海戰。從滿洲統治階層的

立場來看 ,與其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 ,在沿海地區採取駐守戰略 ,或是建立一

參見同註 11引 苦 ,頁 2U9毛 14。

《台灣外記》 ,卷 4,頁 ㏑4。

楊英 ,《 從征守錄》 ,台 灣文獻叢刊第笓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鎬印 ,1958

年 l1月 ),頁 185,永曆 15年正月條 。
施琅撰 ,王鐸全校注 ,《 蜻海紀事》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 1U月 ,第 1版第
l次印刷 ),卷上 ,頁 9,(盡 陳所見疏〉,康熙7年 4月 日。
《台灣外記》 ,卷 5,頁 191.

川口長孺 ,《 台灣邦氏紀事》 ,台 灣文獻叢刊第5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鎬
印 ,19$年

一

月),頁 6U。

同上 。

眳畤眽畤眥

；

畤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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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專司對付海寇的水師 ,不如下令海禁 、實行遷界等堅壁清野的措施 ,使鄭軍得

不到立足點 ,也失去攻準的目標
1’

。尤其在鄭氏率師渡台之後 ,東南沿海受到

的騷亂減少 ,是否有加強追剿的必要 ,亦是值得清政權重新評估的 。

台灣是鄭成功鞏固抗清基礎的希望所在 ,惟其志未伸 ,便於東渡的第二年 ,

即康熙元年 (K62年 )病逝 ,鄭軍頓時失卻精神領袖與實際的領導人 ,進而引

發了繼承權之爭 。當時在台諸將擁立鄭成功弟鄭襄為 「護理」 ,留廈官員則奉鄭

經稱 「世藩」 ,出現 「叔姪爭權」的局面 ,其餘諸將則 「陰持兩端觀望」
∞

。

政爭的結果 ,鄭經一派雖能掌握政權 ,然為求控制全局 ,乃將嫡系軍隊自廈門撤

至台灣 ,逐漸喪失在中國本土的抗清據點 ;同時 ,也造成部將 「相互猜疑 ,心懷

芥蒂 ,貌合神離」的不良影響
”

。其次 ,鄭經 「人材在中知之間」
η ;為人雖

稱 「仁慈儉恤 ,謙恭愛人」
23,不

同於其父 「用法嚴峻 ,果於誅殺」的作風
2

4,但
「嚴毅果敢弗如厥父之風」

巧 ;尤其在治軍御下方面 ,其私德頗招人非

議 ,部眾甚且認為 「觀其所行 ,真不堪為人上」
%,自

是無法與 「以忠義自

哲 ,嚴治軍旅 ,推心置腹 ,臨陣身先」的鄭成功相提並論
” ,是以 「人心解

散 ,鎮營多叛」
困 °由於鄭氏政權活動重心的轉移 ,以及權力核心的更替 ,其

抗清的態度 ,也由進取漸轉為自保 。

自鄭經繼位至三藩之亂爆發的這段期間 ,鄭氏以海外小島與大清相抗衡 ,鄭

19  Stmve,pp.158-159.

∞ 《台灣外記>,卷 5,頁 212-214。

21 度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發館編 ,《康熙統一台灣檔索史料選輯》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S3年 8月 ,第 1版第1次印刷〉,頁 l1,〈 党務裡等題報施琅提班
皮門事本〉,康熙2年 6月 留 日。

η 都亦鄒 ,《都成功傳》 ,台 灣文獻技刊第σ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縞印 ,196U

年

一

月),卷下 ,頁 39。

羽  《台灣外記》 ,卷 s,頁 2UU。

舛 阮旻錫 ,《 海上見間錄》 ,台 灣文獻裝刊第留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馬印 ,

1958年 8月 ),卷 2,頁 的 ,順治 1S年 m月 條 。
巧 《台灣外記》 ,卷 5,頁 2UU。

% 同前書,卷 5,頁 212。

” 同前書,卷 5,頁 21l。

困 《海上見開錄》 ,卷 2,頁 砭 ,康熙2年 8月 條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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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關係發展的主導力量 ,實取決於清廷而非鄭氏 ,其間又歷經兩個階段的轉變 :

一 、康熙元年至 6年 (“67年 ),即索尼 、蘇克薩哈 、遏必隆 、鰲拜四大臣輔

政期間 ,代表著入關後第一代滿洲統治階層剿撫並行 ,而以武力為後盾的征服策

略 ,即使清軍 「不諳海性」 ,登舟合便 「暈眩不能成列」η ,仍堅持採取嵹硬的

態度 。例如 ,康熙 2年 (%“ 年 ),清軍為彌補海上戰力的不足 ,即試圖邀約

荷蘭海軍助攻 ,以剷除鄭氏在沿海的殘餘勢力 ,惟察覺荷人 「一則欲取台灣 ,二

則以圖通商」 ,並非真心相助 ,且 「遇事游移 ,疑慮重重 ,時而捨命助剿 ,時而

推托不前」
3U,而

告中止 。康熙 3年至 4年間 (“64∼∞年 ),則前後三次派遣

鄭氏來降諸將率兵渡海往剿 ,然皆因 「舟師行至洋面 ,驟起颶風 ,難于逆進」
31,無

功而返 。二 、康熙 6年至 也年 ,康熙皇帝親政以後 ,認為在台的鄭氏對

其統治甚無大礙 ,加以長期堅壁清野的結果 ,雖使鄭軍無處就食 ,亦造成沿海地

區的殘破 ,迨 「閩海餘氛 ,遠竄台灣」 ,地方大吏即請 「略寬界限 ,俾獲耕漁 ,

稍甦殘喘」
a2,中

央基於休養生息的考量 ,自須重新調整對鄭政策 ,不復專意

征剿 。又康熙皇帚曾經指出 ,「 台灣屬海外地方 ,無甚關係」 ,「 即台灣未順 ,

亦不足為治道之缺」
33:且

此 「彈丸之地 ,得之無所加 ,不得亦無所損」
田 °

其言雖出自平台之後 ,然以當時全中國的形勢來衡量 ,台灣問題並非嚴重到須要

立刻解決的地步 ,尤其在三藩之亂爆發後更是如此
3s。

另從康熙 7年 (“68

溫容臨 ,《 南疆年史 .摭避》 ,台 灣文獻技刊第132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印,1%2年 8月 ),卷 1U,頁 “9,〈 武臣列傳 .都成功)。

《康熙統一台沖檔卡史料選輯》 ,頁 21,〈 耿繼茂等題報荷商船助攻出力並窺伺台潛字
本〉,康熙2年 11月 ∞ 日。

同前書 ,頁 m,〈 施琅題為舟師進攻台灣途次被風飄散擬克共復征事本〉,康熙4年 5

月初6日 ;另 同苦頁S2︸ω ,〈 耿繼茂題為密報進攻台灣舟師被風事本〉,康熙4年 5月

初7日 。

《清實錄 .聖祖仁皇帝女錄》 ,卷 18,頁 6,康熙5年正月丁未條 。

《康熙起居注》 ,頁 1U76,康 熙η年 1U月 初 1U日 丁未。
同前書 ,頁 1U9S,康熙22年 lU月 l1日 成中。

參見孔立 ,<康熙二十二年 :台 潛的歷史地位>,收入陳在正 、孔立、鄧孔昭等著 ,《清
代台灣史研究》 (皮 門 :廈 門大學出版社 ,1986年 4月 ,第 1版 第1次 印刷 );頁 91-

lU8 。

眳眽眥眻眽眽眽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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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及亂期間鄭經在東南瑎海的軍事活動
.9.

年 )裁福建水師提督缺 ,「 悉焚諸戰舟合」 ,改設總兵一員守海澄來看
筘 ,可知

固守海疆遠比消滅鄭氏來得重要 。

在滿洲征服中國的過程中 ,總是以 「剿」與 「撫」二策交互運用 ,無論以剿

為主或以撫為主 ,又常佐以議和的方式 ,達到其 「假退步以求前進」的目的
3’

,對付鄭氏亦不例外 。據近人的整理 ,自 順治 9年 (“52年 )至康熙” 年

(“路年 )的 m年間 ,清 、鄭雙方往返談判 ,包括試探與正式的和議 ,達 6次

之多 ,其中鄭成功時代計有 6次 ,鄭經時代 8次 ,鄭克塽時代 1次 ;就鄭經在位

期間 ,而以三藩之亂爆發為分界 ,則前後各有 4次 3s。
值得注意的是 ,鄭成功

於順治 11年 (巧弘年 )首先提出 「和則高麗 、朝鮮有例在焉」
” ,要求 「不奉

東西調遣」 ,「 不受部撫節制」 ,「又比高麗不剃髮」
的 ,做為和議的交換條

件 ;鄭經繼位之後 ,亦 「總欲傚朝鮮例 :不剃髮 ,稱臣納貢而已」
姐 ,藉以抗

拒清廷的招降 。堅拒剃髮 ,是導致清 、鄭屢次談判破裂的關鍵之一 ,而在剃髮與

反剃髮鬥爭的背後 ,除了是滿 、漢雙方民族意識的對抗之外
砲 ,此事對鄭成功

父子而言 ,又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 :鄭成功的一貫作風 ,是在議和中仍向清軍持

續施加座力
仍 ,以 「不剃髮」為前提的談判 ,責為 「將計就計 ,權措糧餉以裕

兵食」
“ ;鄭經則將之視為自保的護身符 ,其所恃者 ,唯有 「波濤之險」而已

45 
。

筘 《台灣外記》 ,卷 6,頁 2伯 。
39 羅振玉編 ,《 天聰朝臣工奏議》 ,收入李鴻彬等編 ,《清入關前史料選輯》 ,第 2輯 (北

京 :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S9年 5月 ,第 1版第1次印刷),頁 留 ,〈 高士俊註陳管

見奏〉,天聰6年 8月 。
3B 參見莊金德 ,〈 清郎和議始末〉,《 台灣文獻》 ,12卷 4期 (1961年 l2月 ),頁 l-● U。

a9 《從征安錄》 ,頁 姻 ,永曆8年 2月 初7日 條。
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 明清史料》 (台北 :維新書局,1992年 3月 ,再版),

丁編 ,第 2本 ,頁 lU6,〈 候代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密揭帖〉,順治11年 1U月 日。
41 《台灣外記》 ,卷 5,頁 214。

佗 參見吳琦 ,〈 清初的薙受與反雍愛一一兼論民俗心理與民族意識〉,《 中南民族學院學

報》,1989年 5期 (武漢 :中 南民族學院 ,19S9年 9月 ),頁 兒→3。

43  Struve,pp.159-162.

“ 《從征守錄》 ,頁 砭 ,永曆9年 8月 條。
的 《台灣外記》 ,卷 6,頁 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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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心向背而言 ,歷經明末清初多年的動亂之後 ,人們期待的是和平與治

安 ;在恢復舊秩序的要求下 ,當時由清朝來實現的可能性 ,已遠比抗清陣營為高
..。

另一方面 ,清廷為斷絕鄭軍在海上的經濟來源 ,於順治 l3年 (“%年 )下

令 「嚴禁商民舟合隻私自出海」
η :順治 1S年更將 「山東 、江 、浙 、閩 、廣海濱

居民盡遷於內地 ,設界防守 ,片板不許下永 ,粒貨不許越疆」
姻 ,這些防堵措

施 ,導致 「人民失業 ,號泣之聲載道 ;鄉井流離 ,顛沛之慘非常」
妙

。加以鄭

軍因 「餉無常給 ,分地掠取而已」
sU,沿

海郡縣無不被害 ,尤其手段過於殘暴
51,遂

造成當地居民對之印象惡劣 ,甚至恐懼 。因此 ,即便是以 「反清復明」

為號召的義師 ,亦缺乏舉事的條件 。至於鄭軍內部的向心力 ,當初鄭成功下令東

渡時 ,「眾俱不敢違 ,然頗有難色」
兒 ,又 「多以過洋為難 ,思逃者多」干 :

且其 「屬下原為內地之民」 ,渡台之後 ,「 豈有不思骨肉親朋祖宗故里之理」
’

。在此軍心浮動之際 ,若率然出兵 ,自 非明智之舉 。

鄭軍轉進至台灣之後 ,雖不時前往東南沿海進行掠奪或貿易 ,但所得畢竟有

限 ,而台灣 「遠隔汪洋 ,貨物難周 ,以致興販維艱」
“

;加之清廷海禁 、遷界

的策略 ,常致 「外給不至 ;而軍需迫切 ,民苦征役」
珀 ,對鄭氏的打準極大 。

Spence,JonathenD.′ wilk,J。 hnE.,Jf.(eds.),FrU〞 �呦刀grUε几切 ξ CU刀〞︴ε“,比
。

UK,

aη〞CUK6o刀 ∥J妙
。
刀εε昭刀比ε刀r力 -εε刀t“〞 C力加口.(NewHavenandLondon:YaleUni● efsity

PΓ ess,上979.),pfeface,xVii.

《明清史料》 ,丁編 ,第 2本 ,頁 155,〈 中展海禁敕論〉,順治 13年 6月 ㏑ 日。

夏琳 ,《 閩海紀要》 ,台 灣文厭技刊第1l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19S8

年 4月 ),卷上 ,頁 田 ,順治 18年冬 1U月 條 。

《台灣外記》,卷 6,頁 ”2。

凌雪 ,《 南天痕》 ,台 汗文欣叢刊第9.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196U年 6

月),卷 巧 ,頁 砭5,〈 鎮臣.郎成功〉。

參見蘇同炳 ,〈 清初東南沿海運界史事考守〉,收入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四十週年紀

念論文字輯》 (南投 :台 灣省文厭委員會 ,19ss年 6月 ),頁 加8-留9。

《從征玄錄》 ,頁 158,永曆 15年正月條 。

同前書 ,頁 185,永曆 15年 3月 初 1U日 條。

《康熙統一台灣檔卡史料選輯》 ,頁 朽 ,〈 史偉琦題報台灣情形升陳室切斷錢校來源以

破郎錦事本〉,康熙7年 7月 初7日 。

《台灣外記》 ,卷 6,頁 238。

《問海紀要》 ,卷上 ,頁 33,康熙2年春正月條。

硈畤硒眥畤眥

眹畤眲眥畤眻

眳畤眽畤眥

眻畤眵眻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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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之亂期周鄭經在東南沿海的軍事活動 .9.

因此 ,不得不採取 「勿得騷擾沿邊百姓 ,善與內地邊將交」的方式
’ ,以設法

改善與清朝的緊張關係 。久之 ,清 、鄭雙方亦建立起 「相安」的共識
ss,鄭

軍

「不以騷擾為事 ,輯和逸界」 ,清方 「守將亦以寧靜是安」 ,進而呈現 「雖汛地

謹防 ,而透越不時可通 :有佩鞍穿甲追趕者 ,明是護送 ;即巡哨屢行 ,有耀武揚

威纔出 ,明使迴避」的景象 ,故台灣 「貨物船料 ,不乏於用」
”

。此外 ,由於

有海峽天險為之屏障 ,鄭經在台 「分諸將土地 ,安居逸處」
.U,欲

「傚張仲堅

遠避海外」
‘1,其

抗清的態度 ,亦漸轉為 「株守而無西意」
ω

。故於康熙朝初

期 ,鄭清關係得以維持暫時的和平 。

三

一

三藩亂起與鄭軍的西進

順治初年 ,滇 、黔 、桂為南明桂王抗清的根據地 ,粵 、問諸地則是鄭成功的
.

勢力範圍 ,清朝的統治力遲遲未能到達該區 :尤其地處荒僻 ,氣候 、民情與北方

迥異 .欲在此久駐 ,實非滿洲 、蒙古八旗勁旅所能勝任 ,即便是漢人降將 ,一時

間亦無法適應
.3。

迨順治 “年 (“”年 )南方略定 ,清廷鑑於北人視往駐南疆

為長途 ,而吳三桂 、尚可喜 、耿繼茂諸王既長期在南邊鎮壓反抗勢力 ,又征伐有

功 ,遂決定將新征服的地區暫交三王管理 。當時廷議 「平西 、平南 、靖南三藩內

應移一王駐雲南 ,漢中已屬腹裡 ,兼有四川阻隔 ,不必藩王駐防 ,應移一王分鎮

粵東 ,一王分鎮蜀中」 ,順治皇帝裁示以平西王吳三桂駐鎮雲南 ,平南王尚可喜

《台灣外記》 ,卷 6,頁 竻8。

同前書 ,卷 6,頁 巧9。

同前書 ,卷 6,頁 2j7η58。

川口長孺 ,《 台灣割據志》 ,台 灣文祑技刊第1種 (台 北 :台 汗銀行經濟研究室鎘印 ,

199年 8月 ),頁 ●U。

《台灣外記》 ,卷 6,頁 筠3。

同前書 ,卷 6,頁 ”8。

例如 ,順治 9年 (㏑S2年 )定南工孔有德此辭年征廣西事時 ,即 曰 :「 臣生長北方 ,與

南荒煙瘴不習 ,每解衣自視 ,刀 箭癡痕 ,宛如刻il(,風雨之夕 ,骨痛痰湧 ,一 昏幾絕 。」

見 《清史列傳》 ,卷 爾 ,頁 4,〈 貳臣傳甲 .孔有純〉。

硈硒眹絇畤眴眳眽眻眻眻；

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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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鎮廣東 ,靖南王耿繼茂駐鎮四川
“

;旋命靖南王移駐廣西
“ ,再徙福建

“
,

是為三藩並建之始 。至康熙 1U年 (“71年 )耿繼茂疾卒 ,改命其子耿精忠裝

爵 。

三藩權力的形成 ,來 自於清政權的授予 ,除吳藩一度兼管雲 、貴民政 、錢糧

外 ,主要任務為在邊疆地區進行軍事統治 ,其勢力的坐大 ,實與滿洲統治階層的

禮遇與放任有關 :及康熙皇帝親政以後 ,對藩權的限制甚為留意 ,中央對藩王的

控制力遂日漸增強
.’

。惟康熙也年3月 ,尚可喜疏請 「歸老遼東」 ,康熙皇帚

以其 「能知大體」 ,乃准其所請 ,並命議政王大臣等 ,會同戶 、兵二部 .速議搬

移安捧事宜
惢

。吳三桂聞訊 「不自安」 ,乃於同年7月 「具疏請撤」 ,耿精忠

亦 「不得已疏請撤兵」 ,豈料朝廷竟照前例 ,立刻派員前往安排接收善後事宜

.’

。情勢發展至此 ,吳三桂自忖 「地險財富 ,所屬親軍與兩迤諸鎮將健卒皆百

戰之銳 ,素得其死力 ,即他直省平日所植黨 ,起兵當無不從命 。且開國諸宿將多

先後物故 ,無足抗顏行者」
’U,決

定放手一搏 ,遂爆發動搖大清半壁江山的

「三藩之亂」。

清廷下令 「撤藩」 ,是引起三藩叛清的導火線 。時人或指吳三桂為禍首 ,或

以尚之信 「凶殘暴虐 ,賦性豺狼 ,其父可喜慮其包藏禍心 ,戕害諸弟 ,因有移歸

遼東之請」 ,「 三桂即藉撤藩倡亂 ,耿精忠效之 ,群逆蜂起 ,皆之信啟其端也」 ,

“ 《清女錄 .世祖幸皇帝女錄》 (北京 :中 華書局 ,1985年 8月 ,第 1版第1次印刷 ),
卷l24,頁 9-1U,順 治㏑年 3月 甲寅條 。

“ 同前書 ,卷 13U,頁 ll,順治 16年 笓月壬子條。
“ 同前古,卷 138,頁 9,順治 19年 7月 i丑條。
.9 參見葉高樹 ,〈

「撒亦反 ,不撤亦反」?——三落叛清原因的再檢討),《輔仁歷史學

報》 ,第 4期 (新莊 :輔仁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 ,19呢 年 12月 ),頁 92-1U4。

“ 《清玄錄 .聖祖仁皇帝玄錄》 ,卷 41,頁 19,康熙 12年 3月 士午條 。
ω 勒德洪等修 ,《 平定三連方咯》 ,台 灣文獻裝刊第困4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印 ,199U年 8月 ),卷 l,頁 ●-7,「 康熙十二年七月庚午 ,吳三桂疏請撤兵」條 、「康

熙十二年七月丙子 ,耿精忠疏請撤兵」條 。
9U 《庭間錄》 ,卷 4,頁 3B,〈 開落專制〉。
71 《清史列傳》,卷 SU,頁 η ,〈 連臣傳 .尚之信 )。

砲 佚名 ,《 吳連始未記》 ,收入趙詒琛 、工大隆輯 ,《辛巳技鎬》 (板橋 :藝文印苦館 ,

19η 年 ),頁 3。

93 《吳連取亡錄》 ,頁 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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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之亂期周鄭經在東南瑎海的軍事活動
. 1l .

實為亂源
71。

官私載籍多以 「不軌之跡漸彰」
’2、

「漸蓄異志」等語
’3,來

說

明三藩之亂是有計畫的活動 。康熙皇帝甚至強調 :「 吳 、尚等蓄彼兇謀已久 ,今

若不及早除之 ,使其養癰成患 ,何以善後 ?況其勢已成 ,撤亦反 ,不撤亦反 ,不

若先發制之可也」
π ,撤藩是其既定的政策 ,只是手段由溫和轉為激烈而已 。

唯清人魏源獨持異議 ,認為 「部議撤藩之時 ,或稍遲數載 ,或召入朝覲 ,而杯酒

釋其兵權 ,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s,然

其意見似未受到後世學者應有的重視

76 °

然就清廷限制藩權的成效而論 ,魏源所論實甚具參考價值°以中央的財政貞

擔為例 ,據順治 19年 (“6U年 )戶部奏報 ,日 :「 合計天下正賦止八百七十五

萬餘兩 ,而雲南一省需銀九百餘萬兩 ,竭天下之正賦不足供一省之用」η 。主

康熙初年 ,吳藩將弁每年 「糜俸餉百餘萬 ,近省輸輓不給 ,徵諸江南 ,歲二千餘

萬。偶絀則連章入告 ,既贏則不復請稽核」,加上耿 、尚二藩所需 ,遂至 「天下

賦半為所耗」
’s:群

臣對藩王的耗費過鉅深以為憂 ,屢次疏請朝廷加以約束 ●

左都御史王熙即指出 ,「 直省錢糧 ,半為雲貴、湖廣兵餉所耗。就雲貴言,藩下

官兵歲需俸餉三百餘萬 ,本省稅賦不足供什一 ,勢難經久」
’’

。至康熙l1年

(“72年 )時 ,情況已大有改善 ,據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 ,「 邊省歲需協撥之

銀 ,雲南百七十餘萬 ,貴州五十餘萬 ,四川八十餘萬 ,福建百六十餘萬 ,廣東苗

二十餘萬 ,廣西十七八萬」,其中除四川之外 ,「餘皆三藩協餉 ,歲五百餘萬 ●

雲貴不及一半 ,較順治間已省四分之三」
sU。

另一方面 ,康熙皇帝於亂事平定

昭槤 ,《嘯亭雜錄》 (台 北 :弘 文館出版社 ,19“ 年 11月 ,初版),卷 l,頁 5

三進〉。另見趙爾巽等撰 ,《 清史稿》 (北京 :中 華書局 ,1986年 8月 ,第 1版

印刷),卷 η4,頁 也843,〈 吳三桂傳〉。

魏源 ,《 聖武記》 ,收入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技刊》 ,第 ll輯 (永和 :

版社),卷 挖 ,頁 1-2,〈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參見商鴻達 ,〈 論康熙評定三藩〉,收入氏著 ,《明清史論著合無》

版社 ,1988年 1U月 ,第 1版第1次 印刷),頁 巧l-㏑2。

(北京 :北京大學出

η 《清貴錄 .世祖幸皇帝守錄》 ,卷 137,頁 14,順治19年 6月 乙未條。

9B 《清史列傳》 ,卷 SU,頁 4,〈 連臣傳 .吳三桂〉。

99 《清史稿》 ,卷 外U,頁 %94,〈 工熙傳〉。
SU 《聖武記》 ,卷 12,頁 l,〈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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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論及此事時 ,曾言 :「 朕聽政二十餘年 ,閱歷世務已多 ,甚慄慄危懼 。前者 ,

凡事視以為易 ,自逆賊變亂之後 ,覺事多難處 ,每遇事 ,必慎重圖維 ,詳細商榷

而後定」
81。

亦足以說明劇變的發生 ,是因康熙皇帝操之過急 ,且計慮欠周所

致 。

對明鄭而言 ,中國本土爆發內亂 ,是其西進的絕佳時機 ,但鄭氏東渡之後 ,

是否積極準備重返東南沿海 ,則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般常以康熙 9年

(%9U年 )鄭經致吳三桂書 ,做為鄭經始終未嘗忘卻乃父志業的佐證 ,其書略

:2二三〔:

「經兒愛未燥 ,即耳大名 :每讀殿下家書檄草 ,忠孝激烈 ,未嘗不拊掌慨

嘆 ,感極而繼之以泣也 !今者四海擷望 ,惟殿下一人 ;未審軍政之暇 ,亦

知有天外孤臣否 ?特遣推官兵宏濟恭候福履 !敝國雖小 ,樓莊千艘 、甲士

十萬 ,惟殿下所使 。願俟德音 ,無任主臣。」
跑

然鄭經在台安居逸處 ,「 視無西意」 ,甚至連清廷亦知其 「株守而無西意」
s3

。當年南明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勸阻鄭成功入台時 ,有言 :「 自古未聞以輜

重 、眷屬置之外夷 ,而後經營中原者 。
⋯⋯若以中國師徒 ,委之波濤浩渺之中 ,

居之風土狉獉之地 ,真乃入於幽谷」
“ ,其所憂心者 ,大約在鄭經時代得到了

應驗 。其次 ,鄭成功渡台之初 ,分遣諸將屯田,行寓兵於農之法 ,期能 「養精蓄

銳 ,俟有豇隙 ,整甲而西」
ss。

鄭經繼位之後 ,因 「開闢業已就緒 ,屯墾略有

成法」,乃立聖廟‵設學校 、興文教 ;又興造洋艘 ,上通日本 ,下販南洋各處以

富國 ,呈現 「田疇市肆不讓內地」的繁榮景象
“

。鄭氏在台的墾殖與建設 ,雖

81 《清女錄 .聖祖仁皇帝資錄》 ,卷 135,頁 12,康熙”年 5月 壬中條 。
跑 夏琳 ,《 海紀輯要》 ,台 灣文獻叢刊第η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19兒

年 6月 ),卷 2,頁 3B,永曆舛年春2月 條 ;另 《間海紀要》,卷上 ,頁 3B-39,康 熙
9年春2月 條 ,所載略同。

B3 《台灣割據志》 ,頁 ω 。
阱 張煌言 ,《張蒼水詩文年>,台灣文獻叢刊第142種 (台 北 :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1962年 6月 ),頁 m,〈 上延平工書)。

於 《台灣外記》 ,卷 5,頁 2。7。

“ 同前苦 ,卷 6,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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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亂期周鄭經在東南沿海的軍事活動
. lB .

是因應清廷實行遷界後無處就食的必要措施 ,然亦為其抗清意志逐漸鬆懈的表

徵 ;渡台不過數載 ,「 戰艦悉將朽爛」 ,似有 「以天塹足恃 ,遂爾偷安忘戰」之

勢
s’ ,而有在台長久定居的打算 。加以鄭軍久未經戰 ,即便在心理上有反攻的

意念 ,亦恐難有作為 ,欲圖西進 ,實為一冒險的行動 。

此外 ,明鄭與吳藩素無淵源 ,且桂王為吳三桂所絞殺 ,鄭氏既奉永曆正朔 ,

則與之又有弒君之仇 ;再對照日後鄭經屢次質疑吳三桂的 「反清復明」的立場來

看 ,或可推測其主動致書的可能性不大 。又據載 ,鄭經乃因吳三桂 「漸蓄異志」 ,

故遣監紀推官吳宏濟持書往聘
$s,然

所謂吳三桂 「蓄異志久」的說法
s’ ,未必

能完全反映事實 。例如 ,康熙 7年 (㏑68年 )甘肅慶陽府知府傅宏 (弘 )烈曾

因 「訐告平西王吳三桂陰謀不軌」 ,遭 「革職逮繫 ,論斬」 ,幸得 「詔減辟 ,徙

梧州」。至康熙 “年 (“99年 ),傅宏烈因功授廣西巡撫 ,復疏言日 :「 逆賊

吳三桂陰險小人 ,蓄謀不軌 ,臣 自康熙六年知之 ,七年發覺其概 。審事諸臣惟恐

激變 ,凡涉三桂口供 ,一字不錄 。臣慣激願死 ,自認其罪」
’U。

康熙皇帝曾批

評傅氏為人 「極狂悍虛誕 ,前曾數次大言 ,後所行與所言俱不相合」
’1,可

見

清廷在查無實據之前 ,並未預設吳三桂有叛亂的意圖 ,同時也間接證明陰謀之說

未必真切 。因此 ,與其認為鄭軍的西進是始終堅持 「反清復明」事業的表現 ,不

如視之為因時勢轉變 ,於倉促中所做的決定 。

康熙 13年 (“弘年 )初 ,駐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繼吳三桂之後反清 ,然

因臨時起意 ,「 慮漳 、泉下游文武不服」 ,乃遣親信黃鏞渡海 ,請鄭經以作聲援

’2;且
「以全閩沿海戰艦許之」 ,日 :「 貴藩將水 、吾將陸 ,江 、浙唾手可得

B9 同註 “ 引書 ,卷 6,頁 ”7。

SS 《海紀輯要》 ,卷 2,頁 3B,永曆留年春2月 條 ;另 《閩海紀要》 ,卷上 ,頁 3S,康熙

9年春2月 條 ,所載亦同。

《清史稿》 ,卷 η4,頁 12843,〈 兵三桂傳〉。

《清史列傳》 ,卷 6,頁 “-4S,〈 大臣畫一傳檔正編三 .傅 宏烈〉。另《清史稿》 ,卷

252,頁 9927,〈 傅弘烈傳〉,曰 :「 吳三桂蓄連謀久 ,康熙七年 ,弘烈密以告 ,逮治 ,

坐誣 ,論新。九年 ,上特命減死戌梧州。」至於康熙16年傅氏的說辭則未錄。

《康熙起居注》 ,頁 好4,康熙18年 12月 羽癸酉。

《台灣外記》 ,卷 6,頁 %7。

同前書 ,卷 6,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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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3。

吳三桂亦遣使約耿精忠 、鄭經會師 ,並請鄭軍 「大引舟師 ,徑取金

陵 ;或抵天津 ,斷其糧道 ,絕其咽喉」 ,以 「復累世大仇 ,洩神人共憤」
辦 °

鄭經原擬 「休兵息民 ,可相安於無事」
’s,如

今在耿 、吳二藩的邀約下 ,遂決

意率師進駐廈門 ;惟事出突然 ,而平日的戰備不足 ,只得緊急訓練士卒 ,修整舟

師 ,派員前往漳 、泉招募兵丁 ,遣船出洋筆措糧餉器械 ,以供參戰之需
%。

不

過 ,鄭經的這項決定 ,使整個戰況又恢復到順治 3年 (“伯年 )以後的形勢 ,

清軍必須同時應付東南與西南的兩面作戰 。

四 、鄭經與其耿二藩的分合

亂事爆發後 ,吳 、耿二藩皆想藉助鄭氏水師之力 ,從海路牽制清軍 ,但吳藩

與鄭氏有積怨 ,而清廷令耿藩駐福建 ,即為專事剿撫海上 ,故彼此間如何取得共

識與互信 ,尚有待考驗 。其次 ,吳 、耿二藩的反清與鄭氏的抗清 ,表面上的共同

敵人都是清政權 ,但吳 、耿畢竟原是臣屬於清廷 ,而鄭氏始終奉永曆正朔 ,雙方

政治立場的差距實有待化解 。至於吳三桂的舉事 ,耿精忠的附從 ,以及鄭經的參

戰 ,三方勢力有其各自的考量 ,戰鬥目的也未必一致 ,加以夾處其間的尚藩的態

度 ,使敵我情勢益形複雜 。因此 ,鄭經雖適逢西進的良機 ,但在此亂局中應如何

自處 ,則關係到此次西進戰爭的成敗 。

耿精忠遣使赴台請師後不久 ,即接獲線報 ,日 :「 海上船不滿百 、兵不滿

萬」
’’;及鄭經抵廈門 ,又得出接差員回報 ,「 海上兵不滿二千 、舟合不過百

隻」
’s,或

云 「兵不過數千 ,船產數百隻而已」
’’,遂對之頗為輕視 。加以耿

軍起事不過月餘而全閩皆下 ,浙 、粵 、江西各地亦相繼附從 ,乃決意背盟 ,並下

令 「通行各沿海邊界 ,照前禁例 :『 寸板不許下海』 ,絕鄭經往來」
1UU。

耿精

與 同註夗引書 ,卷 6,頁 %6-%9。
% 《台灣都氏紀事》 ,頁 “ 。
% 《台灣外記》 ,卷 6,頁 %7。
99 《海上見聞錄》 ,卷 2,頁 心 ,康熙 13年 3月 條 。
9S 《台灣外記》,卷 6,頁 %6。
99 同前書 ,卷 6,頁 ”U。

lUU ,卷 6,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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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忠既已無意與鄭經相結 ,雙方即有嫌隙 ,旋又封鄭經為大將軍 ,更引起鄭氏的惱

怒 ;鄭經斥責耿精忠 「乃食清朝俸祿 ,汝係叛逆 ,何以封我鄭錦 (經 )」
1U1,

對於耿氏 「妄自尊大 ,待以附庸 ,僭竊乖張」的態度極為不滿
1U2。

換言之 ,

耿 、鄭尚未正式合作 ,關係即已破裂 。

在鄭軍方面 ,其勢雖弱 ,渡海之初亦屢戰皆捷 ,連下同安 、海澄等地 ;但是

鄭軍的獲勝 ,只是一種假象 。因為清廷處理變亂的策略 ,是以固堵吳藩為首要之

務 ,其於雲南初叛時的軍隊部署如下 :一 、在戰爭的最前線 ,命雲南 、湖廣地方

大員 「力圖剿禦 ,以固地方」 ;授孫延齡為撫蠻將軍 、線國安為都統 ,以鞏固廣

西軍心 ;令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兵四川
1U3,繼

以西安將軍赫業等合兵進擊
lU4。

二 、在鄰近江南 、江西 、湖廣 、陝西 、四川各交通 、戰略要衝建立第二道防線 ,

以滿洲八旗為主力 ,漢籍將領為附從 ,各令 「發兵駐防 ,秣馬以待 ,所在有警 ,

便即時調遣」
1U5。

三 、命 「直隸各省巡撫 ,仍管軍務 ,各設撫標左右二營」

1U‘ ,以為後援。從當時清廷的軍事配置來看 ,是全力封鎖雲南 ,僅以停撤尚、

耿二藩 ,來緩和廣東 、福建方面的反應 。

及耿藩在福建叛變 ,清廷為防範 「耿逆竟至江西前應湖南賊兵 ,或由海道勾

同鄭逆 ,竟進江南京口長江而上 ,以應荊州」
1U7,重

演當年鄭成功與桂王東西

呼應的形勢 ,乃決定 「海寇宜用撫 ,耿進 (精 )忠宜用剿 ,或用間 ,相機便宜以

行 」
1U8,故

鄭軍並未與清軍主力接觸 。另一方面 ,在 「偽檄所至 ,叛者四起 」

1U1 《清三藩史料》,收入《文獻叢編.增刊》(台 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4年 3月 ,〞

版),頁 “ ,〈 巡撫安徽卒池太廬風滁和廣等處提督軍務斬輔各〉,康熙l3年 7月 19

日 。

1φ  同前書 ,頁 巧 ,〈 巡撫安徽卒池太疲風滁和廣等處提督軍務新輔咨〉,康熙13年 7月

外 日 。

《清實錄 .聖祖仁皇帝實錄》 ,卷 “ ,頁 14,康熙12年 12月 丁巳條 。

同前書 ,卷 “ ,頁 ∞ ,康熙 12年 12月 壬成條 。

參見同前書 ,卷 研 ,頁 17-18,康熙φ年 ° 月己未條 ;同 古 ,卷 “ ,頁 18,康熙 m
年 12月 庚中條 ;同 書 ,卷 “ ,頁 2U,康 熙12年 趁 月癸亥條 。

同前書 ,卷 “ ,頁 18‵ ,康熙 12年 笓 月辛酉條 。

《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 ,頁 9U,〈 楊捷咨為耿都勾結應展加防守沿海江口卒

文〉,康熙13年 5月 13日 。
《清母錄 .聖祖仁皇帝女錄》,卷 妙 ,頁 4,康熙13年 8月 ㄒ酉條。

眽畤眥畤眻畤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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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 ,又傳出 「三藩並變」之語 ,尚可喜立即向朝廷表明態度 ,日 :「 臣與耿精

忠本係姻婭 ,今精忠反 ,不能不踧踖於中 。但臣叼王爵 ,年已七十有餘 ,雖至愚

極陋 ,豈肯向逆賊求功名乎 ?惟知捐軀矢志 ,極力保固嶺南 ,以表臣始終之誠」
1U’ ,才穩住了廣東的軍心 。直到康熙 15年 (“%)年 2月 尚之信轉附吳三桂 ,

所謂的三藩並反之勢方告形成 。在此之前 ,尚藩的戰力是用於牽制耿藩 ,並支援

廣西 ,而非對付鄭軍 。

﹉ 鄭經在沿海地區採取
「
聲東擊西 ,分頭登犯」的策略 ,一時間頗有斬獲 :清

軍因
「
以有限之陸兵 ,堵剿處處可犯之陸地 ,尚苦掣肘 ,萬難支吾 。若船一出

洋 ,陸地空虛 ,水路隔絕 ,一有警息 ,呼應不靈 ,不能回顧」
l1° ,則顯傳左支

右絀 。然與鄭軍交戰者 ,不過是清廷原駐防於東南沿海的守軍 ,他們雖不堪一

擊

一

時常遇敵即降 ,惟此 「實出於勢之無奈」
ll1,只

為暫固自保計 ,隨時都會

倒戈相向 。因此 ,鄭軍常陷於地方旋得旋失之苦 ,與鄭成功當年的處境相仿 。

鄭 、耿在接觸之初即交惡 ,但鄭軍於戰爭初期的勝利 ,令耿精忠頗思與之修

好請和 ,鄭經輒以前隙屢加拒絕 。此時 ,吳三桂從中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他致書

鄭經分析大勢 ,日 :「 耿殿下乃殿下唇齒之邦 、輔車之勢 ,分兵速進 ,則兩相資

也 :持疑拒守 ,則兩相弊也 。釋仇人而凌與國 ,忽與慮而爭目前 ,厲害相懸 ,奚

啻什百 ?」
112方

令鄭經的態度軟化 。鄭 、耿遂於康熙 ∥年初 (“75年 )議

和 ,耿精忠 「送大戰船五隻 ,以踐前約舟師之助」 ,雙方約定 「從楓亭為界限 ,

通商貿易 ,有事相援 ,毋得侵伐」
113。

不過 ,鄭 、耿交好只維持一年的光景 。

清軍入關後歷次重要戰爭 ,吳三桂幾乎無役不與 ,根據清征服中國的經驗 ,

其最不願見者實為 :當 「湖南川廣處處用兵 ,力不暇及」之際 ,又須面臨 「湖南

1U9 鄂爾泰等本敕修笨 ,《八旗通志初年》 ,清乾隆4年刊本 (台 北 :台 灣學生會局 ,1968

年 1U月 ,景印初版),卷 183,頁 14,〈 錶藍旗漢軍世職大臣一 .尚可喜〉。
11U 《明清史料》 ,丁編 ,第 3本 ,頁 285,〈 江南提督楊咨安南將軍楊文〉,康 熙lS年 5

月 24日 。

1l1 《台灣外記》,卷 9,頁 ”2。

l12 同前書 ,卷 6,頁 282。

113 同前書 ,卷 7,頁 ”
。

。
】14 《明清史料》 ,丁編 ,第 1本 ,頁 “ ,〈 失名密奏區處海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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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之亂期周鄭經在東南若海的軍事活動
.17.

之賊 ,或 由江西 ,或由廣東 ,皆可通閩 。萬一勾連狂逞 ,為禍愈大」的情形
114

。吳三桂充分瞭解到清軍始終避免兩面作戰 ,故必須設法造成東西勢力合作夾

擊 ,才有獲勝的可能 ,因而願意不辭辛勞來化解鄭 、耿的糾紛 ;另鄭 、尚間能相

安共處 ,亦是吳三桂居中協調 。先是 ,康熙 14年底 ,吳三桂遣將軍馬雄 、郭義

等攻廣西 ,再進搫廣東 :時值鄭軍克漳州 ,亦揮師向粵東 ,使尚藩腹背受敵 。次

年初 ,尚可喜因老病不能主事 ,將軍務交其子尚之信 ,及見 「吳 、鄭兩處之兵合

至 ,而郡縣兵將咸瓦解叛去 ;欲分兵出禦 ,兵寡力單」 ,遂棄甲歸降 。吳三桂在

接納尚之信之初 ,即力勸其與鄭經聯合 ,並命馬雄 、郭義 「為兩家排解分界 ,各

守邊疆 ,無事征伐」
l15,鄭

、尚乃相互遣使通好 。由於吳三桂獨到的戰略見

解 ,以及努力地奔走協調 ,使各自為戰的反清勢力有合而為一的趨勢 。

鄭軍聲勢最盛時 ,一度攻陷泉 、潮 、漳 、韶 、惠 、汀 、興 、邵等八郡之地

l1‘ ,然這些地方皆屬耿藩或尚藩的勢力範圍 ,而非清軍的主要據點 ,不但無益

於大局 ,且造成反清勢力的內訌 。耿精忠即對鄭經同室操戈的行為甚表疑惑 ,

日 :「 今事當創始 ,而每有爭地爭城之釁 !夫閩地縱是殿下父母之邦 ,亦先王世

守之土也」 ,「 今中原尚需逐鹿 ,而愛端突起蕭牆 ,殊不訂解」
l17。

究其原

因 ,在於鄭經始終自視為 「反清復明」的義師 ,認為 「反清」者即應 「復明」 ,

故將與三藩的關係定位為 :在戰略上 ,可暫時與之合作 ,以共向打搫清軍 ;在立

場上 ,則堅持原則 ,絕不妥協 。因此 ,鄭軍與耿 、尚往來的同時 ,又不斷地攻掠

其陣地 、質疑其立場 。

當吳三桂起事時 ,鄭經致書向其 「獻一言」,日 :「﹉
自古成天下之大業 ,必

先建天下之大義」 ,「 擇立先帝之苗裔 ,則足以號召人心 ,而感舊忠義」
l18;

當耿精忠遣使渡海請師時 ,鄭經則認為真是為 「戮力劻勷 ,共扶明室 」而來
11’

。鄭氏與三藩的政治立場原即不同 ,其作戰目的自有差異 ,及耿 、吳分別改元

l15 《台灣外記》 ,卷 7,頁 3U3-3U4。

l16 楊陸榮 ,《三藩紀事本末》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 8月 ,第 1版第1次印刷 ),卷
4,頁 S9,〈 郊成功之亂〉。

l19 《台灣外記》 ,卷 6,頁 困3。

118 同前書 ,卷 6,頁 %7。

l19 同前書 ,卷 6,頁 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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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號 ,更令鄭經無法忍受 。他指責耿精忠的僭越 ,「頒發諭示 ,俱稱敕旨 ,概用

黃綾 ,從不遵及大明正統 ,既已無舊主之念 ,何以服兆姓之心」
跑U;又

不齒吳

三桂的行徑 ,日 :「 吳藩萌念已差 !不但不能取信天下 ,號召英雄′
,寅為後世羞

耳」
坨l。

簡言之 ,雙方最大的歧見 ,正如鄭氏右武衛劉國軒所言 ,「吾家在海

外數十年 ,稱奉明號 ,今吳號周 ,耿稱甲寅 ,是以來攻 ,爾兩家若歸正朔 ,吾不

難進鎮江 、上南京 ,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
η2,即

便能夠合作 ,也只能維持

短暫且極不穩固的關係 。

康熙 6年 3月 ,吳三桂見滇 、黔 、秦 、楚既在掌握 ,八閩亦為己用 ,加之

「百粵已平 ,疆界連通」 ,反清陣營的前景大有可為 ,乃聯絡耿精忠 、尚之信 、

鄭經 ,準備會師江南
l23。

在此關鍵時刻 ,鄭經突然接獲耿軍守將馬應麟欲獻汀

州的密啟 ,乃臨時決定假會師的機會 ,以借道為名佔汀州 ,進而 「窺取邵武而圖

全閩」
124。

此舉非但招致耿精忠的不悅 ,而造成鄭 、耿互攻 ,削弱力量 ,吏使

吳三桂會師江南的計畫落空 ,也為反清活動種下敗因 。

五 、鄭軍在東南沿海的挫敗

鄭軍在東南沿海軍事活動的興衰 ,全視三藩反清勢力的消長而定 ;三藩的陸

續失敗 ,即透露出鄭軍的警訊 。先是 ,約在鄭 、耿爭汀州的同時 ,清和碩康親王

傑書正率師趨福建 ,耿精忠見前臨清軍侵逼 ,後有鄭師日追 ,其勢益蹙 ,而所部

多懷貳心 ,遂於康熙 15年 lU月 剃髮歸清 。尚之信則見閩地反正 ,事已不可為 ,

而耿精忠降清 ,「 仍留靖南王爵 ,率伊屬官兵隨大軍征剿海逆 ,圖功贖罪」
跑爭

,乃於是年 12月 「遣人賚密疏 ,至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 ,聲

12U 《清三落史料》 ,頁 巧 ,〈 巡撫安徽卒池太疲風滁和廣等處提督軍務靳輔咨〉,康熙
13÷ 9月 筠 日 。

121 《台灣外記》 ,卷 6,頁 η4。

lη  孫旭 ,《 平吳錄》 ,收入 《辛巳叢編》 ,頁 8。

1竻  《台灣外記》 ,卷 7,頁 3U5。

124 同前苦 ,卷 9,頁 3U6。

l巧  《平定三連方略》 ,卷 29,頁 2U7,「康熙 15年 l1月 乙酉 ,大將軍康親工傑古奏耿持
忠降」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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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之亂期周鄭經在東南老海的軍事活動
. 19 .

稱 「父子世受國恩 ,斷不敢懷異念 ,願立功贖罪 ,來迎大師」 ,亦得旨 「將爾已

往之罪 ,並爾屬下官兵 ,概行赦免 ,倘能相機剿賊 ,立功自效 ,仍加恩優敘」

φ‘
。此時 :鄭軍既面臨獨力對抗清軍的壓力 ,又有 「軍資不給」的窘況 ,遂至

「諸鎮渙散 ,無術約束」
也7,將

領則各自星散或投降 。

鄭軍內部對於耿精忠降清可能造成的影響 ,似無警覺 ,反沾沾自喜於先清軍

一步取得汀州 、興化 ,惟吏官都事陳駿音 「恐禍不旋踵而至」 ,乃向鄭經建言 ,

日 :「 耿 、尚連和 ,漳 、泉安枕 。雖未效先王航舟合入瓜鎮而取江南 ,亦當速命將

鼓勇由興寧而直搗贛州 ,大會周師以倡義舉 。何得聽吳淑煽惑 ,引師借道 ;信應

麟私意 ,反兵據城 ?既敗兩國之好 ,隨失同仇之義 ,致耿藩勢窘 ,我師忙蹙」 ,

卻被視為 「老朽誕言」
坨8。

陳氏見 「贊輔荒悖 ,不急時政」 ,再上啟 ,日 :

「歡一時之苟合 ,構牙鄰邦 ;棄萬載之良策 ,失約周師 。遂致前門拒虎者 ,灰心

薙髮 。今既如此 ,悔莫可及 。速當命將統貔貅之眾 ,倍道出邵武 :督軸盤之師 ,

疾迅攻南台」 ,復遭同僚斥為 「不識大體 ,徒鼓狂言」
坨9。

直到康熙 K年 6

月 ,興 、泉 、漳 、汀 、邵連失 ,劉國軒始嘆日 :「 豈有前門人為之拒虎 ,可以高

枕無虞 ,反輕聽左右而為狼假道 ?竊恐失信天下 ,逼人於無可奈何 ,一旦共為瓦

解」
13U,然

為時已晚 。

耿 、尚降清之後 ,清軍在東南地區雖較有餘力對付鄭氏 ,不過吳三桂方面的

勢力仍盛 ,尚須加緊攻剿 ,故對鄭軍採取剿撫並行而以撫為主之策 。自康熙 %

年至 18年 (“79年 )間 ,清 、鄭又進行了 4次毫無結果的議和 ,雙方繼績為

「薙髮」問題僵持不下 。然在康熙 ㏑年年底的第 2次議和時 ,鄭氏侍衛馮錫范

於鄭軍新敗之際 ,竟向清方提出 「先王在日 ,惟有兩島 ,尚欲督舟師進攻江南 ;

況今加之台灣 ,進戰退守 ,權可自操 ,豈以一敗為嫌 ?若苟以生民為念 ,逸所海

島悉為我有 ,資給糧餉 ,則罷兵息民」的要求
l31,此

非但無益於和局 ,反而刺

1% 《清實錄 .聖祖仁皇帝實錄》 ,卷 “ ,頁 15-1● ,康熙 b年 12月 丁巳條 。

1”  《台灣外記》 ,卷 7,頁 318-笓U。

128 同前苦 ,卷 9,頁 311。

129 同前書 ,卷 7,頁 312。

13U 同前苦 ,卷 7,頁 笓5。

131 同前苦 ,卷 7,頁 3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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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清廷改行較強硬的對策 。次年 ,清廷鑑於 「海寇盤踞廈門諸處 ,勾連山賊 ,煽

惑地方 ,皆由閩地瀕海居民為之籍也」 ,決定 「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 ,將界

外百姓 ,遷移內地 ,仍 申嚴海禁 P絕其交通」
l32:旋

命姚啟聖出任福建總督 ,

積極進行對鄭軍的招降工作
l33。

至康熙 18年 ,又恢復設置福建水師提督 ,專管

海上防剿事宜 ,預備將鄭氏逐出沿海地區
l34。

值得一提的是 ,姚啟聖主持的招

降工作 ,成果甚為豐碩 。姚氏就任之初 ,即擬訂 「招撫條例」lU款 ,「 有止給

銀兩者 ,有應題請授官者」 ,鄭軍聞知 ,前來 「投誠者接踵而至」
l35。

次年 ,

又特於漳州開 「修來館」 ,「 不愛官爵資財玩好 ,凡言自鄭氏來者 ,皆延致之 ,

使以華毀鮮衣 ,炫於漳泉之郊 ,供帳恣其所求」
l3°

。又進一步規定 ,「 文官投

誠 ,即以原銜題請 ,准照職推補 。武官投誠 ,一面題請換劄 ,一面保題現任 。兵

民如果頭髮全長者 ,每人賞銀五十兩 ;如果頭髮短者 ,每人賞銀二十兩 ;願入伍

者 ,立撥在營 ,給以戰餉 ;願歸農者 ,立送回籍 ,飭府縣安揥 ,不許豪強欺凌」 ,

且 「賞而不問」 ,故來歸者 「絡繹相繼」
l37。

至於鄭軍因兵敗投順與接受招撫

的人數 ,據統計 :「 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起至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止 ,十次題報 ,

除後來賚勸令解散歸農外 ,實在食俸官五千一百五十三員 ,實在食糧兵三萬五千

六百七十七名」
l38;計

此時降清的實際人數 ,當在 1U萬人以上
B’

。可怪者 ,

鄭氏對於官兵大量叛逃的現象似乎不以為意 ,此實暴露出鄭軍的管理不善 ,以及

l32 《清玄錄 .聖祖仁皇帝玄錄》 ,卷 ” ,頁 19-2U,康熙19年 間3月 丙辰條 。
133 參見吳玫 ,〈 論姚啟聖的招撫活動〉,收入 《清代台灣史研究》 ,頁 159-166。

l“  《清女錶 .聖祖仁皇帝i錄》 ,卷 SU,頁 17,康熙 18年 4月 戊辰條 。
l3S 《康熙統一台灣檔卡史料選輯》 ,頁 166-167,〈 姚啟聖題為特廣招撫條例事本〉,康

熙 17年 9月 初 1日 。
1筘  全祖望 ,《結埼亭無》 (台 北 :台 灣商務印書館 ,1968年 12月 ,台 1版 ),卷 b,頁

lS2,〈 太子少係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福建世裝輕車都尉會稽姚岔神道第二碑
銘〉。

l田  《台灣外記》,卷 8,頁 3S2。

13S 《康熙統一台灣檔案史料選輯》 ,頁 2筘 ,〈 姚啟聖題為安插投誠官兵開墾界外田地爭
本〉,康 熙∞年 1U月 ” 日。

l39 參見孔立 ,〈 都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論),《 台灣研究集刊》 ,1987年 第4期 (廈 門 :度

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1989年 12月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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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向心力的不足 。

從以上所論不難看出 ,鄭經及其幕僚審度時勢的能力甚為欠缺 。又康熙 19

年3月 ,吳三桂於衡州稱帝 ,鄭經譏之日 :「 老而反愚 ,妄僭尊大 ;英雄失望 ,

恐不能久也」
14U。

未幾 ,吳三桂病死 ,諸將擁立其孫吳世璠嗣位 ,鄭經則認為

「老宿若死 ,權臣悻悻 ,定不相服 。稚子安能成大事 ?」
∥1其

另一失策 ,即是

過於強調 「反清復明」的立場 ,始終不願與吳三桂建立正式的合作關係 ,以致在

西進的後期 ,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 。

此後 ,鄭軍在沿海地區的戰事節節敗退 ,其所以能勉力支撐殘局 ,實因清廷

先西南後東南的戰略所致
∥2。

至康熙 19年 (“SU年 )2月 ,鄭軍各個據點相

繼陷落 ,劉國軒 「全師引回 ,猶欲據守廈門 ;然兵心已變 ,不可收拾」 :邱經

「懼為人所圖 ,焚演武亭行宮 ,輜重 、寶玩悉燬於火 ;跟蹌下船」 ,遁回台灣

1芻 °自耿精忠倡亂 ,鄭氏 「傾國西征 。至是 ,棄思明東歸 ,兵將多叛去 ,隨回

僅有千餘」
∥4﹉

鄭經 「自廈門敗歸 ,溺於酒色 ,無復西意 ,而東寧之業遂衰」

145 
。

六 、結 論

鄭經在東南沿海的征戰 ,除了因外在形勢的變化以致由盛轉衰之外 ,亦與其

在政權發展的同時 ,存有許多隱憂未能及時化解有關 ,因此鄭成功 、鄭經父子實

面臨了相同的困境。在軍隊組成方面 ,鄭氏在建軍的過程中 ,忽略 「投誠者不難

於招撫 ,而難於安褲 ,而更難於使安插之久遠不變」的重要性
Ⅱ‘,每次遇有戰

l的  《台灣外記》 ,卷 8,頁 田6。

141 同前書 ,卷 8,頁 斑8。

1佗  參見孔立 ,〈 康熙二十二年 :台 灣的歷史地位 >,頁 93-95。

1仍  《海紀輯要》 ,卷 2,頁 “ ,永曆田年 2月 條 。
l“  同前書 ,卷 2,頁 “ ,永曆田年夏 5月 條 。

1巧  同前書 ,卷 3,頁 θ ,永曆3S年 春正月條 。

l巧  《康熙統一台灣檔索史料選輯》,頁 2U8,〈 姚啟聖題為安插投誠官兵事本〉,康熙19

年 4月 日。

lη  參見石萬毒 ,〈 論明都的兵源〉 ,《 大陸雜誌》 ,41卷 6期 (台 北 :大 陸雜誌社 ,

199U年 6月 ),頁 2U-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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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即四出招募 ,或是聯合地方勢力 ,或是接納降眾 ,或是收編山賊 、海寇
Ⅱ7

,軍中人士品流既雜 ,則未必人人皆有其領導者 「反清復明」的理想 。由於鄭

氏始終只注意兵眾人數的增加 ,而未顧及向心力的建立 ,故長期以來只見軍隊數

額不斷地成長 ,同時又不斷地流失 ,影響所及 ,則是無法擺脫地方 「頻得頻失」

的困境 。

在政權結構方面 ,上下共識既難能建立 ,以致鄭氏政權呈現利益的導向 ,而

非理想的凝聚 ;歸附者往往視 「落海為進身之階」 ,投靠鄭氏則日 「取功名」

“8,一
旦清廷提出更優厚的條件相誘 ,則其瓦解只是時間問題 。其次 ,鄭氏的

崛起 ,固得力於結合東南沿海的各方勢力 ,卻也造成政權內部派系林立 ,各有其

利益的考慮 ,形同烏合之眾 。性情剛烈的鄭成功採取嚴厲的手段統馭部眾 ,雖

「賞罰無私 ,仇親兼用」 ,「 可謂人傑」
∥’,然時有 「忘大德而不赦小過」之

失
巧U;而

「用法嚴峻 ,果於誅殺」的結果 ,反致 「人心惶惶 ,諸將解體」
lsl

。鄭經則是 「性柔懦 ,怠於政事」
b2,雖

使已往的緊張氣氛大為緩和 ,然其

「素不親政 ,在東寧則委於參軍陳永華 ,西征時則委於贊畫陳繩武 、侍衛馮錫

范」
巧3,又

加大了上下間的隔閡 ,甚至權力旁落 ,日 後的派系傾軋 ,即因此而

起 。過嚴與太寬 ,實皆無益於導正鄭氏政權的結構性問題 。

在意識型態方面 ,鄭成功 「歷盡艱險勞瘁 ,寅為殺虜救民 ,恢復大事」
b4

,期能 「上報國恩 ,下救口生」
ls5,其

志節固值得敬佩 ;鄭經 「雄據一方 ,而

終身稱世子 ,奉明正朔不少變」 ,亦得 「輿論稱之」
15‘

。然 「反清復明」的意

l姻  《康熙統
一

台灣檔素史料選輯》 ,頁 2U9,<姚啟聖題烏請照舊例錄用投誠官員事本),
康熙 19年 4月 日。

149 《台灣外記》 ,卷 5,頁 211。

lSU 《從征玄錄》 ,頁 99,永曆 lU年 4月 條 。
151 《海上見開錄》 ,卷 2,頁 如 ,順治 1S年 12月 條 。
lS2 《海紀輯要》,卷 3,頁 ●9,永曆∞年春正月條 。
l“  同前古 ,卷 2,頁 “ ,永曆“年冬 lU月 條 。
154 《從征玄錄》 ,頁 144,永曆 13年 5月 η 日條 。
15S 同前書 ,頁 14U-141,永 曆 13年 5月 初4日 條 。
1珀  《海紀輯要》,卷 3,頁 θ ,永曆∞年春正月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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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之亂 期周鄭經在東南老海的軍事活動 . 2B .

識在鄭氏內部已無法齊一 ,更何況要求其他同時並存的反清團體 ;加以清初的反

清復明活動有各種各樣的形式 ,亦有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或煽惑變亂的口號者
b7,如

何釐清其間的界線 ,實為一大問題 。在混亂的局勢中 ,堅持立場是有其

必要 ,但過於強調原則 ,有時不免有剛愎之失 ,其結果則是造成鄭氏父子有孤立

的傾向 。順治 7年至 1U年 (“JU∼“年 )問 ,鄭成功與桂王將李定國屢次約期

會師不成 ls8:三藩之亂期間 ,鄭經與三藩始終未能合作 ,其癥結在於 :「 反

清」雖是彼此的共同目標 ,卻因在 「復明」主張上的分歧 ,往往錯失反攻的良

機 ,鄭成功時代如此 ,鄭經時代也是如此 。

鄭經選擇三藩叛清期間西進 ,在時機上雖極為明智 ,亦曾為 「反清復明」陣

營帶來短暫的希望 ,但跨過海峽之後 ,再也沒有 「波濤之險」可恃時 ,其隱憂即

一一顯露 。因此 ,三藩之亂期間鄭經在東南沿海軍事活動的情形 ,至多只是將整

個形勢回復到鄭成功時代而已 。

參見華高樹 ,《 降清明將研究 (㏑ 18-“s3)》 ,頁 ηl-”9。

參見馬堅 ,〈 都成功應李定國勤王衍期試探),收入皮門大學台沖研究所歷史研究室

編 ,《邦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南 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8月 ,第 l

版第1次印刷),頁 1伯 -195;顧誠 ,(從會師廣東之役看鄉成功同永曆朝的關係〉,

收入同書 ,頁 132-175。

硈畤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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