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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这本书中的故事，起点在公元1368年，终点在公元1683年，故事的主人公，叫台湾，故事的内容
，叫收复台湾。
    主人公是我们熟悉的名字，内容是我们熟悉的名词，熟悉的下面，却藏着一段遥远的陌生：发生
在15～17世纪人类大航海时代下，这个今天越发牵连着我们情感的岛屿，它所经历的一段痛苦的分别
与喜悦的团聚。
在这痛苦与喜悦之间，是一场场接踵而来的侵略灾难，是一代代炎黄子孙前仆后继的抛头颅洒热血。
所有的奋斗，牺牲，只为了一个传承到今天的朴素信念：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到这个，不可分割”，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似乎都说得很多。
但说得多，却未必就能懂得：简单的四个字，经历了怎样漫长的沉积，又意味着怎样的沉重。
    说到它的沉积，我们总是习惯地追溯起台湾的历史，如果仅仅按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台湾与大
陆建立联系，是开始于东吴孙权时代，距离今天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真正开始设立官府，进行行政统治的历史，更是直到宋朝才开始，距离今天大约有一千年。
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虽然也算漫长，却也只是其中一段。
但是考古发现与科学研究证明出来的历史，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台南发现的“左镇人化石，距
离今天有二万至三万年，这是公认的台湾本土“原住民”的祖先。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佐证，它与“元谋人和“北京猿人”，都存在着传承关系。
台湾东海岸台东县出土的“八仙洞遗址”，是台湾旧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见证，距离今天大约有七千
至一万五千年，其文明被称为“长滨文化”，然而从其遗留的石器、角器等物件看，却恰与中国大陆
系统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砍器文化息息相关。
台湾基隆、淡水地区发现的古文明遗址，更与相邻的福建、广东地区出土的类似遗址有惊人的相似。
台湾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旧石器文化与大陆旧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张光直教授更直言不讳：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应该从福建省去找。
今天的台湾民间故事中，仍然留存着一个凄美的传说：有一个下地干活的小伙子，在有一天种地归来
的路上，却突然遭遇到了地震，接着他看见自己眼前的土地剧烈地震颤，与大陆分割，竟飘成了海上
一个岛，与望眼欲穿的家乡越来越远。
这个小伙子就是台湾人的祖先，这个漂流而去的小岛，就是台湾。
“无巧不成书”，在20世纪开始震动世界的“大陆漂移说”中，同样有这样的科学假说：台湾岛原本
就是和中国大陆连成一体的，是在著名的“板块漂移运动中”，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美国科学家曾经按照地图的比例，用电脑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福建省做了一次“模拟重合”，实验的
结果是，中国大陆福建省与台湾岛之间的地形轮廓，完全可以拼接在一起。
    台湾的“不可分割”，它的时间的累积，并不是某朝、某个时间段才开始的，相反更加遥远，起于
我们祖先繁衍生息的最早阶段，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它就是我们民族躯体上的血肉。
    因为漫长的累积，所以有了它的沉重。
虽然台湾有文献记录的历史，是直到中国三国时期才有，但是东吴的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孙权之前，
中国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原住民们，世世代代都与台湾岛有过交往。
秦汉时期，就曾有沿海百姓与台湾原住民用粮食交换土珠、玛瑙等货物。
在三国东吴孙权时代，卫温第一次率领“甲士万片造访台湾。
到隋朝时期，又有朱宽、陈梭等人以朝廷官员的名义巡视台湾。
在这日益密切的往来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往越发互通有无。
宋朝的时候，台湾地区定居的大陆百姓，已经形成了规模。
北宋时期，第一次将台湾的人口“编户”，隶属于福建晋江县管辖。
这是中央政府在台湾设立府衙的开始。
到元朝的时候，更开始驻扎军队，征收赋税。
在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说最初的台湾，只是我们这个民族躯体上普通的一部分，那么到
了公元14世纪，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血液输入进来，成长日益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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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可分割”的地位，在这个大趋势下越来越重。
    然而台湾命运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了。
公元14世纪起，正是人类进入“航海时代”的前夜。
波涛万里的航船上，承载着外来的野心家们，一次次越洋而来，造访中华。
台湾，作为中国东海大门上的珍珠，自然引来了无数垂涎。
它太美好了，美好得有无数人要争抢到它，暴风骤雨的灾难，从14世纪的倭寇之乱开始，一轮轮接踵
而来。
然而，纵然伤痕累累，纵然血雨腥风，纵然分分合合，却有这样多的人，愿意舍生忘死地保护它。
拜他们所赐，有了我们这本书的故事：从明至清，在人类大航海殖民时代下，一轮又_轮可歌可泣的
保卫台湾，收复台湾的历史。
一切，还只为了那个朴素的愿望：不可分割。
    以“不可分割”的名义，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三百多年前那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笔墨；同样以“不可分
割”的名义，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在台湾依然牵连着我们情感的现代社会里，真实地再现那一段
祖先曾经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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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稿勾勒了从1368年明朝中期抗倭斗争至1683年清廷最后收复台湾这300年间中华民族在台湾岛上为抗
击外来侵略所做的奋斗，牺牲，一代代炎黄子孙为了祖国的完整和统一，前仆后继，留下了一幕幕荡
气回肠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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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嵚：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原创小说《革命姑娘》曾获2001年榕树下网络文学擂台赛中篇特别奖，短
篇小说《绿衣红伞》曾获2002年黄金书屋文学奖，电影作品《我的城市》获得2003年南京大学生DV节
最佳原著剧本奖，并为电视《拍卖》、《缤纷岁月》等编剧。
累计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
现为签约作家、专栏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家，从事历史类书籍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书稿300余万字
。

　　笔名：独孤雪亭 独孤雁
　　作品：《被遗忘的盛世》《快餐品历史》《放生池》
　　《不容青史尽成灰》（分春秋战国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两汉卷、隋唐宋元卷、明清卷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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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15世纪末开始的“新航路开辟”运动中，最早“吃螃蟹”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租居澳门
的葡萄乐另一个，就是葡萄牙的“主子”西班牙。
说西班牙是葡萄牙的“主子”，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不但同属于依托地中海贸易圈“
先富起来”的欧洲国家，更一度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在新航路开辟的时候，两家就在“比赛跑”，为了抢在对方前面得到新航线，两国都不惜血本。
葡萄牙人支持了达伽马的远航，最先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以及亚洲的航线，西班牙则搞出的动静更
大，投资给意大利人哥伦布，缔造了“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惊世航行，还策反了本是葡萄牙人的麦哲
伦，成就了震撼世界的环球航行。
在这场“比赛跑”中，葡萄牙人在亚洲撞线，西班牙人却得到了这个世界。
而且这两个唇齿相依的邻国，在中世纪的关系上，却更有一段“亡国恨”，明朝万历八年（公元1580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借口自己有一半葡萄牙血统，硬要“兼职”做葡萄牙国王，血统加拳头
地相争了一番，实力弱小的葡萄牙最终被西班牙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国家，成了一个主人了
。
这时期的西班乐在整个欧洲都呼风唤雨，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欧洲大陆的国家，谁不服
就打谁，甚至提出了“统一欧洲”的口号，在征服葡萄牙之前，西班牙人先是和法国开战，迫使法国
向西班牙臣服，然后以“欧洲基督教盟主国”的名义，发动了对当时一心向地中海流域扩张的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在勒班陀战役中率领欧洲联军重创强大的土耳其舰队，阻止了他们向欧洲的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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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台湾的这一段往事，至此已经讲完了。
    就像无论多么波澜壮阔的大戏，总有曲终人散的一刻，历史的戏台也一样。
从公元1368年至公元1683年，有关台湾岛的那一场场悲欢离合，也早已落下了尘封的帷幕。
那一条浅浅海峡问的戏台上，叱咤风云过的生旦净末丑们，无论是壮怀激烈的英雄，蝇营狗苟的奸人
，贪得无厌的强盗，磊落无私的壮士，那些机关算尽的阴谋，百折不挠的信念，山河变色的动荡，铁
骨铮铮的厮杀，早在沧海桑田的风沙中掩埋了芳华。
唯留下周而复始的海涛声，在空荡荡的天水间，诉说着喧嚣散尽后的沉寂。
    来不及抚今追昔的喟叹，在确信已经“讲完了”后，心头却已迫不及待地深深长出一口气：作为在
远离战乱的时代成长起来，拥有和睦家庭和平凡人生的“80后”，与这个古老岛屿问的情愫，自然与
先辈们大不相同。
我们未曾亲身体会过骨肉亲人分离的苦痛，我们更未曾亲眼见证过分分合合的聚散，那些去国怀乡的
离愁，家国变迁的沧桑，望穿秋水的等待，我们更多的只是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中，大腕明星演绎
过的影视剧里，流行歌手呐喊过的经典音乐间，随着年龄的增长点点滴滴累积而来。
从一种空洞的信念，冰冷的教条，到休戚与共的情感，悲欣交集的期盼。
这是一个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
以无知无畏的勇气，钩沉泛黄的史料，面对多少段艰难的忍耐，决绝的告别，蓬勃的理想，凄凉的迷
航。
在理解了这么多陌生的平凡后，才开始真正理解那一场场熟悉的荡气回肠。
然后，有了这二十多万字的笔墨，记录有关这个岛屿的一段岁月，记录无数的人，以青丝化自首的执
著，为这个岛屿留下的一抹抹明丽的华彩。
或许粗浅，或有疏漏，却是一场心灵真切的体会。
当这场体会终于结束后，自然地，也就松了一口气。
    然后把成稿拿给本书的策划人张钰良老师，之后的许多天里，以平均每天两个电话的频率来催促，
急切地询问他对于书稿的评价。
那些天里很忐忑，也很兴奋，经过了无数次不厌其烦的“电话骚扰”后，终于等来了张老师深思熟虑
后的评价，言简意赅：很好，只是，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听到这个评语后，拿着电话—下子愣住了，好不容易松下来的神经，—下子就紧张了。
竞不知说些什么。
好在电话那边的张老师又补充卜句：其实，我们都知道缺了什么。
    愣完了后明白了，悬着的心，却郑重地沉了下来。
跟着点了点头，答：是的，我知道。
缺了的，是一个愿望。
    为了这个愿望，所以决定补充写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
    这个女子的家乡，在福建湄洲，她生活的年代，貌似和本书八竿子打不着。
她姓林名默，是北宋建隆年间人。
她出生的日期，是公元960年3月23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是年正月，北方后周政权都点检赵匡胤发动政变，自立为帝，史称
“陈桥兵变”。
然后改年号为建隆，之后平乱，争霸，统一天下，建国。
绵延319年的大宋王朝自此开始。
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头，也是群雄逐鹿的舞台，雄才大略的帝王，横扫千军的猛将，高瞻远瞩的名
臣，显赫一时的枭雄，诸多闪亮的面孔，在滚滚征尘中交相辉映。
比起他们，这个呱呱坠地的女娃，自然平凡得很。
    然而所有这时代里曾经风光过的人物们，他们不会想到，千百年后，当历史的铅华洗尽，王侯霸业
早已成一尺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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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枭雄猛将，辉煌的风姿，早在沉沉的烟云中模糊。
显赫的威名，更在如梭的岁月中淡漠。
却唯独这个叫林默的平凡女子，她的美丽，她的温暖，她的故事，她的形象，非但没有因时代的变幻
而隐没，相反明丽恒久，成为代代后人香火不绝的崇敬，今日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信仰。
她平凡的出身，平凡的姓名，平凡的颜容，却最终超越了这个时代所有不平凡的人。
    而这个叫林默的女子，她的出身，本身也有许多不平凡之处。
比如，在她之前，她的父母已经生了五个女儿，急切盼望可以有个儿子。
所以她呱呱坠地的一刻，却着实让父母失望了。
但正在此时，湄洲西北上空却突现异象，一道亮光从天上直射下来，照得山川河流尽皆通红。
如此奇景，似为她最终不平凡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又比如，在她出生后一个月里，竟然一声都没有哭过，所以父母为她取名为“默”，乳名“默娘”。
天赋更不平凡，八岁就熟读经典，更能过目不忘。
到了十三岁的时候，甚至就有半仙道长预言：这孩子太聪明了，将来肯定是要成仙的，十六岁的时候
，据说她受了仙人的点化，拥有了机巧的法力，能够卜测吉凶，医治百病，甚至腾云驾雾，神游方外
⋯⋯    上面所说的所有不平凡，皆广泛记录于各类史料之中，因有些内容太过离奇，千年以来，质疑
的声音也不少。
但这并不奇怪。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不平凡的人，在不平凡之后，他(她)人生里的所有履历，哪怕是最平凡的点滴，也
都会在史料中“被不平凡”一把。
而放在林默身上，她后来千年的不平凡，并非因离奇的出生，更不因天赋的聪颖，或是得道成仙的慧
根。
终其年轻的一生，她只在做一件平凡的事情，一件她身后所有的不平凡，都来自于此的事情：行善。
    从幼年起，她就是一个聪明而善良的孩子，女孩子家，大都讲“无才便是德”，多习针线女工，她
却偏爱读书，八岁开始上私塾，读得比同龄的孩子都好，多么晦涩难懂的讲义，到她这里都一点就通
。
可别家孩子读书，大多为将来做官求功名，她却读得很较真，书巾讲的道理，不但很刻苦地学到底，
更认真地做到底，书中讲的仁义礼智信，都一板一眼照着做。
礼敬自己的师长，孝敬自己的父母，友爱自己的乡亲，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书中学到了多少
，就照着做多少。
书读得越多越好，事情也就做得越多越好。
从小到大，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或善或恶，或近或远，或亲或疏，她所给予的，皆只有善。
    后来她长大成人，到十六岁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幼时一道长大的玩伴们，大多都已为人妻母，相夫教子。
她却终身未嫁。
有说法是，因为十六岁那一年，她在与好友郊游时，路遇仙人指点，从此得道成仙。
也有说法称，她从这一年开始，夜夜焚香诵经，将自己交给了青灯古佛。
然而有地方志告诉我们，也是在这一年，她经历了人生里第一次不幸，她唯一的哥哥在出海捕鱼时遭
遇风暴，不幸落海身亡。
得知消息的她不顾亲人阻拦，冒着滔天巨浪驾船驶人茫茫深海中，搜寻数日后，终于找到了兄长的尸
体。
她的仁孝与勇敢，也从此开始在当地声名鹊起。
此事之后，她立下了那个终生恪守不渝的誓言：终身不嫁，行善济世。
对比诸如仙人点化，诵经悟道之类的说法，或许这场意外的家庭不幸，才是她做m这个抉择的真正理
由：亲眼见证了生命的消逝，亲身体会骨肉离散的痛苦，从此懂得了生命的可贵，理解了血脉相连的
感情。
从此愿尽微薄绵力，挽救每一个面临痛苦的人。
这是她用一生告诉我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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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的她，一直在实现着这样的抉择。
她精通医术，因此在当地开馆施药，义务为乡民们诊治疾病，救死扶伤。
她还精通天象，学会了准确地观测风信潮汐，从此开始为每一位出海捕鱼的乡民，提供尽量准确的天
气预报。
从她的家乡湄洲岛至大陆之问，是一大片礁石浅滩，经常有过往船只触礁沉没，每次都能得到她的帮
助。
至于其他导人向善，乐善好施，济困扶危之类的善举，事无巨细，年复一年，她—直都在做着。
后来，甚至连地方行政之类的政务，地方官也常请她商议。
某年福建水灾，政府束手无策，她不但捐出了财产赈济灾民，更亲自设坛祈祷，以斋戒的方式，为乡
民祈福，十几日来水米不进，直到水灾消退雨过天晴，她已形神憔悴。
她的善举恩泽四方，更教化乡民，当地更形成了相协互助，无私共济的淳朴民风。
乡民们感激她，送她“神女”、“龙女”等尊称，地方官多次上奏朝廷，要为她请封，皆被她婉拒，
在她眼里，所有做过的一切，都是义务。
    这样惠泽四方的人物，“被神话”的内容也格外多，有说法称她法力无边，拔一棵身边的小草扔进
大海，就可变出一艘破浪的大船。
将丝帕投向天空，就可化成镇妖的利器，收服海中肆虐的水怪。
闭目掐指一算，更可测知未来的祸福。
随手撤一把草种到空地上，转眼就长成茂盛的庄稼，然而她终究还是一个平凡人，所有的神话，皆来
自于她数十年如一日平凡的善行，而一次次的“被神话”，更没有让她避免命运无常的残酷：在她二
十八岁那年的九月初九，是日东南沿海风暴大作，巨浪奔腾，为营救困于风暴中的乡亲们，她毅然驾
小舟冲入波涛，凭对天象潮汐的精确认识，终带领乡亲们平安脱险。
然而就在雨过天晴时，当逢凶化吉的乡民们举头回望时，风平浪静的海洋上，却再寻不见她美丽的身
影⋯⋯    如她生前无数次被神话一样，她的离世，更被传颂为一段温暖的神话：相传是日，湄洲岛的
上空有彩云冉冉升起，天空中响起悦耳的曲声，仙乐绕梁，数日不绝。
从那以后，出海捕鱼的人，会时常看到一个红衣女子从天上飞过，为风浪中的人们指引方向。
她离去的那一天，成为东南沿海约定俗成的“休船日”，因为每年的那一天，湄洲岛的四周，据说都
有大批鱼儿围绕，那是上天对她特殊的纪念。
在她离去的那一年，湄洲岛上耸立起了第一座关于她的庙宇。
从那一年起至今的一千多年，中国历代皇帝对她的册封多达三十六次，民间对她的祭祀怀念，神话传
说，亦如雨后春笋，世代不绝。
她的庙宇，遍布中国大多数省份，相传，明朝福州闹瘟疫时，是她给当地人托梦，让灾民们找到了救
命的草药；清朝台湾基隆闹台风时，乡民们绝望之下高呼她的名字，顷刻间天上霞光万道，立时风平
浪静；民国初年，一些被迫离乡背井，下南洋闯生路的游子们，倘临行时朝拜她，势必顺风顺水，福
星高照⋯⋯    她一生短暂的灿烂，早已化成千年弥久的永恒。
她的形象，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代代信奉的神明，她所做过的一切，是千载之下国人们恪守不渝的信
念。
她的名号，千年以来不停地叠加，有诸如“天妃”、“天后”等诸多称呼，却有一个名号，被亲切温
暖地默念至今——妈祖。
    是的，就是妈祖，是千年以来，东南沿海不断衍生出“显灵”传说的妈祖。
是两岸世代奉为神明，虔诚拜祭的妈祖。
是今天在海峡两岸的诸多省份，有着香火不断的庙宇，虔诚不改的怀念的妈祖。
是那样一张美丽善良的面容，照亮了_一个民族的心灵。
渔夫认得，海员认得，过客认得，政要认得，不同身份的两岸同胞都认得。
是她的那样一种纯真温暖的信念，支撑起生生不息的传承，沈友容记得，郑成功记得，每一个在这道
海峡问留下灿烂一笔的英雄们，每一位血脉相连的炎黄子孙，都会记得。
    这就是之前用如此多的笔墨，写下有关她的一切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愿望，其实就在这个有关她的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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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历史如戏，按照中国传统戏曲的规矩，每一场落幕的大戏，都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而在有关台湾历史的这场“戏”中，妈祖，却恰是我们团圆的名义。
在我们的这一部书中，写过撕心裂肺的分离，写过不抛弃不放弃的努力，写过无数次绝望中的曙光，
写过千百回九死一生的战斗，写过了太多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努力。
他们的姓名不同，人生不同，结局不同，却是同一张美丽善良的面容，同一个纯真温暖的信念，支撑
起他们前后传承的努力，也支撑起了这个在落笔之时，我们依然念念不忘的心愿——团圆。
    最后，还是用一则台湾的民间小故事，为我们这部书作一个结尾吧：很久以前，有一个长大成人的
少年，尝试出去闯世界。
临行前母亲对他说：“妈妈祝你一路平安。
”这以后，少年走过了漫漫的长路，遭遇过无数次生死的考验，遇到过暴君、强盗、魔鬼，多少强大
凶恶的敌人，但每一次最危险的时刻，总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帮助他逢凶化吉，一路平安。
直到他历经沧桑，终于回到家园的门前。
他才明白，那一次次帮助过他的奇特力量，正是临行前母亲的那一声祝福。
故事的结尾，是一句实在的话：母亲的祝福，是这个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是的，一道浅浅的海峡，刻骨铭心的分离，千百次艰难的考验，最终，亦不会阻挠那个心愿。
因为海峡之间相望的亲人们，是拥有同一个母亲的孩子，也就拥有同一句“一路平安”的祝福。
在这条艰辛的路上，也注定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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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这样收复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历史》：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三百多年前那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笔墨，同样以“不可分割”的名义，有了我们今天
的这本书。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就这样收复台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