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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介一部新式台湾史    张景旭    恰逢两岸关系开创和平发展新局面之际，赵国明（荒芒）先生撰写的
《台湾台湾》一书和读者见面了。
本书是一部用诗话体风格介绍台湾古今历史的开拓性著作；是一部力图融知识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
一体的历史著作。
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对人们了解台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学术著作往往是严肃的、枯燥的。
有关台湾的历史著作尤其如此。
究其原因，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论证和考证的细节，而轻忽故事的经营，更别提诗歌这一纯文学因素的
加入和领衔。
《台湾台湾》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探索诗意表达的新式文本，是一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考古发现
、分析推理和近体诗融会贯通的通史类著述。
    这本书里有许多的“新”。
    一是定位新。
该书是首部史料翔实而又别开生面的台湾全史素描。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虽然如此，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近代明郑之后较多，早期《三国志》、《隋书》等史册中有一些片断
，而远古夏商以前更是难寻历史的踪影。
这就需要根据史料和最近考古发现去反推、去梳理，因此文本的叙述要大量地关乎出处以及辨伪，否
则会面临内行人士和读者的质疑，而这些东西太多又会影响可读性。
《台湾台湾》一书则在梳理史料和考古成果时较好地关照了叙述方式，用推理的形象故事和通俗而又
诗意的叙述，以中国历朝作为参照的时间坐标，以片断的方式亮出该时代的声音和容貌，让台湾的远
古“复活”、还原。
    就以第一章中的《住在海底的“海峡人”》和《四千六百年前那场残酷的浪漫》二文为例。
作者并未纠缠于考古新发现，而是结合这些遗址文明的文化特征，着重叙述了两个凄美而感人的爱情
故事，而爱情故事又不是目的，是为了介绍远古人群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
住在海底的“海峡人”，与峻美的山水、各种动物和谐共处，却又在灭顶的水灾来临时，表现了无私
奉献的精神。
而那场残酷的浪漫，以对一个殉情女子的行为的肯定，表现人类对于群婚制的厌恶和对甜美婚姻的歌
颂。
    又如第二章《卫温率兵赴夷洲及其命运》一文。
《三国志》中有关卫温赴台的描述很简单。
对于东吴舰队的构成、赴台湾的登陆点、军队活动，以及抓壮丁的原因都未介绍，而该文却根据考古
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相对细致的复原图，一个相对完整的渡海故事。
    总之，书稿中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且新，而考古发现更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以及故事、想象的支点
。
有了史实的权威性，以及诗歌和诗意的表达，使得该书介于史书和故事书之间，它比一些台湾通史类
著作更平易，比《我们台湾这些年》更权威、严肃。
    二是主线清晰而新颖。
通过一个主线来贯穿整个台湾的历史，而每一章又是这一主线的不同侧重点。
这一条主线就是“台湾人民的性格和精神的源头，台湾人民与大陆的精神的联系”。
    台湾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浩如烟海，如何取舍，如何减裁，一定要有个标准。
标准不同，文本的内容、价值以及史实的判断也不同。
例如，书中把从卫温赴台到明末之前的这一段历史的主线定为：“沿海民众拓展生存空间，中原王朝
谋求行使主权”，这是准确而可信的。
台湾与大陆一峡之隔，且先住民大都是从大陆而来，作为开疆拓土的古代中国王朝，寻求文化上的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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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联系，是当时的通常做法。
    西荷据台时期和日本据台时期的主线，则分别侧重在“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首次亮相”和“坚持抗
战，坚守民族意识”上；对于明郑时代、清统时代，主线的侧重点分别放在用中华传统文化理念来经
营台湾、防止台湾分裂上；而二战以后的台湾的主线，则定在争取民主，促进和平统一上。
    明晰而新颖的主线抓住了台湾历史的魂，也增添了本文的条理性。
    三是观点新。
新的观点贯穿在书中，比比皆是，不仅文章中有，就连诗歌中也有大量的独家观点。
    对于许多历史事件中存在的空白点，或是重大事件留下的谜团，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
比如，作者对徐福船队被飓风吹散，部分船只来到台湾的论证，很有新意：作者对照《史记》与旧时
日本僧人留学中国时的口述实录，发现了船队出发时和到达日本时人数上的差距，得出至少有一大半
的“振男女”散落在海中诸岛。
    书中还重新评价郑成功父子：郑成功不是完人，治军严苛，巨压之下易怒激变；郑经并非一无是处
的割据者，他是驱荷的英雄，也算是明朝的孤臣，他任用陈永华，对提升台湾的经济文化，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
    再比如，对蒋氏父子在台湾的评价，既客观地介绍了其在台湾的高压统治，又肯定了他们对于坚持
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对于其在台湾恢复经济、实现腾飞的一系列做法，则是持
高度褒扬的态度。
真正做到了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历史。
    书中近体诗则是作者集中阐发观点的又一载体。
比如，在介绍于右任登高望大陆且相信国家统一时，作者的诗中写道：“天长存瑷谴，日久化甘霖。
”论及施琅率水师为统一国家与郑军进行澎湖决战，双方将士各有死伤时，作者有诗议之：“⋯⋯古
今同理论，白骨让蓝图。
”此观点既有对生命消逝的悲悯，又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感慨。
像这样观点鲜明又诗意盎然的诗句，书中俯拾皆是。
    作者怀着甘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派及架桥人”的满腔热忱，凭借自身的学术专长，兀自经年，在
穿越永远没有尽头的时空隧道之中，从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历史陈迹中不断有所惊喜、有所发现，
不断地对史料有所搜讨考辨。
最终以“蚍蜉撼树，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创作了有关台湾的诗词五百余首（书中选其二百首），人
物、事件一百三十余篇；该书利用考古最新成果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再现了不同时期台湾风云变
幻的一个侧面，勾勒出台湾人民热爱台湾、开发台湾、保卫台湾的历史轨迹。
这种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国必将走向复兴统一的强大动力。
共同的血脉和文化，共同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远景，把两岸同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的时代，新的气象，新的理念，新的创造。
我愿意向读者推介这本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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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历史充满了激情的书。
作者是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媒体人，在从事媒体业务、文学创作的同时，下工夫搜集有关台湾历
史的资料，怀着对台湾和台湾历史的热爱，撰写出这样一部融史学与文学于一体的台湾史书。
本书以时间为经，以台湾历史大事和重要人物为纬，意在凸显出台湾特有的开放包容、崇敬自由的精
神风骨，同时也展示了两岸人民自古以来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历史画卷。
本书融诗歌之美、史料梳理与手记于一体，利用考古最新成果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介绍台湾历史
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人和事，可谓是第一部史料翔实、诗文并茂的台湾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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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国明，笔名荒芒、渔光。
祖藉江苏南京。
历史专业研究生学历。
北京青年报编辑、记者。
2007年度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一等奖获得者，2010年获北京市新闻奖二等奖。
出版过长篇小说一部——《别告诉我你是善类》；诗集三部，其中近体诗集一部。
中华诗词协会会员。
大众音乐协会会员。

作过教师、杂志编辑、晚报专栏作者，自1994年9月供职北京青年报社，现为该报副刊《中学作文》、
《东张西望》、《临时主编》等版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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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亮相
　第一节 争夺澎湖阶段
　第二节 西荷分据台湾阶段
　第三节 荷兰独占台湾阶段
第四章 收复后至归统时期（1661年到1683年）——按照传统文化经营台湾，坚守明朝正朔以求克复
　第一节 郑成功经略台湾
　第二节 文功武治
　第三节 关于郑经
　第四节 统一台湾
　第五节 平台功臣
第五章 归政统一时期（1683年到1895年）——不断调整政策以防分裂，官民联手对抗外侮侵犯
　第一节 固台政策及台民起义
　第二节 族群的崛起及融合
　第三节 胜败荣辱两件事
　第四节 清廷的台湾政策及台湾近代化功臣
　第五节 台民抗击日军
第六章 日据时期（1895年到1945年）——坚持抗日斗争五十整年，对祖国的认同发自内心
　第一节 “前七年”武装起义阶段
　第二节 “后八年”武装起义阶段
　第三节 非武装抗日阶段
　第四节 坚持抗战到胜利
第七章 战后时期（1945年至今）——自强不息迎来民主时代，放弃隔绝共谋两岸发展
　第一节 退守台湾初期
　第二节 共识“一个中国”
　第三节 西式民主运动
　第四节 亲情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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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附录】
　百年台湾咏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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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于清朝坚持的“削发易服”，台湾和谈使者郑平英为缓解民间的对立情绪，提出“三降三
不降”。
据《台湾通史》记载，这“三降三不降”是“官降吏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
这里的“降”字指削发易服。
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施琅表示能够接受。
和平统一有了希望。
据清代史家蒋良骐著《东华录》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十五日，郑氏集团遣冯锡珪、刘国昌
和郑平英等带着降表文稿来到澎湖去见施琅，请求缴上相关登记册和大印，率众登岸，以求安置。
施琅派使者吴启爵持着文告入台湾，验视军民剃发。
福建总督姚启圣转奏请颁赦招抚。
郑克塽终于作出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决定，向清政府上表投诚。
在呈交给康熙帝的降表中，郑克塽着重请求善待官民和明朝遗老：“至于明室宗亲，格外优待；通邦
士庶，轸念绥柔；文武诸官，加恩迁擢；前附将领，一体垂仁；夙昔仇怨，尽与捐除。
”郑克塽还请求不要没收他们的产业财物，让他们感受到明君的宽大。
不久，康熙帝批复接受郑氏的投降，并颁发特赦令：“⋯⋯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
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
”据史料记载，郑克塽集团在与施琅谈判之后，在岛内提出“三不伤”，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
，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
如此，人心才算安稳下来。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施琅率领战船一百艘、将士一万余人驶向台湾，准备登岛受降。
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由于鹿耳门水道过浅，船队无法进入大海湾，只好停在附近水域。
一连数日不见潮起，可急坏了郑氏和施琅，双方都担心情况有变。
据《清史稿》记载：水师“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馀，舟平入”。
台湾人都很惊奇，当年郑成功兵临鹿耳门时也面临水浅受阻，也是在焦虑等待中迎来了海潮骤起，水
面腾升丈余，如此，大军才得以驶进大海湾。
只是国姓爷是从洋人手里收复了台湾，而现在是从明郑手中收回了台湾，统一了中国。
性质不一样，却都是中华民族的大喜事。
18日，郑克塽及文武官全部剃发；施琅宣读康熙帝诏令，听罢诏令，郑克塽等人冲西北方叩谢，随即
携家人赴京受封。
仪式甫一完成，军民共呼，欢喜雀跃，共祝两岸统一的完成。
康熙喜闻奏捷，欣然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
同。
”当日正值中秋，月圆人亦圆。
台湾如离家多年的游子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自此，海峡两岸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荒芒诗云——将军约法捐私恨，克塽应时解众愁。
鹿耳门前潮水起，一一入梦到中秋。
第七章第三节四、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美丽岛中英俊多，欲开风气遇隔阂。
龙蛇趁势成凶猛，汇聚洪流向漫坡。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
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中坜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党外人士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
为了巩固在“五项选举”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分享政治权利、宣传社会思想，1979年9月，由黄信介
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
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七十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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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大有借创办刊物集结力量以创造实质性政团的势头。
如果说七年前的《大学》杂志只是以党外人士为主的书生论道，中坜事件是因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时不
择手段而导致街头行动的话，那么美丽岛事件则是结合了两者特性的一次总爆发。
按《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的话说：“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
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
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
《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计划行动。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
入内。
晚上6点，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三千多名群众情绪激昂。
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
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
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的规模远远大过中坜事件，是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
。
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一百五十二名党外人士以“涉
嫌叛乱罪”被抓，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虽然国民党利用戒严体制的法令抓捕了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却在次年的大审判中展示了其开明的作风
。
按戒严体制，国民党启用的是军事法庭审判，但并未像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或是60年代的军事审
判那样，有太多的限制和操纵，而是可以让对方聘请“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律师团可以与官方进
行交锋。
同时法庭也有限向社会开放，各大报纸均可向政府发言人发问，并可轻易得到判决和律师答辩书。
这些宽松的细节在以往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蒋经国已经有意识地想松动国民党在台湾的戒严
体制。
1980年４月１８日，台湾当局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等八名非国民党人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
期徒刑。
台湾当局在判决中，以所谓“意图以非法的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
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
吕秀莲、陈菊各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剥夺公权十年。
黄信介等八人的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从高雄事件发生到次年大审判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颇受社会关注，最后终变成了历史悬案。
一件事是关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如法庭上所提供的物证那样——民众袭警在先，还是社会上盛
传的那样——政府派人在民众里当托儿，故意攻击警察？
另一件事是是谁杀死了主嫌人之一林义雄三位家人？
是如警方所言“国际阴谋集团”，企图激化岛内矛盾，还是如传言中所说的国民党“杀鸡儆猴的示警
手段”。
总之“美丽岛事件”及其大审判，备受当时岛内外社会的关注。
作为焦点之一的年轻律师们，也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有的甚至也在这期间投入到了党外的政治运动，
并越来越成为主角。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现代史上继中坜事件之后又一起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事件，是台湾政治
、社会生活发生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经过此事，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也促使国民党加快了政体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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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构思到2011年付梓，本书几经周折，几经修整。
其间，海峡两岸也经历了诸多大事的考验。
    撰写《台湾台湾》，完全出于对那块土地上人和事的好奇。
    在平常的阅读中，你总会撞上一些曾在台湾留下华丽符号的人、事。
比如“三七五减租”；比如一介书生郑成功如何历尽磨难，淬炼成钢；比如郭怀一杯酒激志抗荷人；
比如元世祖、隋炀帝、孙权指点台湾海图；比如台湾最后一次与祖国大陆分离，以及台湾曾经生存过
一群黑矮人等。
这些精彩有益的故事就像桃花源前的溪水，引领你走人一个广阔的境地，走进一个个陌生而又惊奇的
生活画卷。
    你会有阅读冲动和阅读期待，渴望并愿意花时间买书、找资料，要找到远古时她的模样。
这种阅读冲动很有意思，有点像少时游长江想知道其源头，而当你翻书得知源头何在时，仍然一片茫
然，直到有一天，你去了长江源。
    正是如同探访长江源的心理，促使我进一步阅读，而阅读给心灵带来的冲击则更出乎意料，就像一
路的风景不仅会带来赏心悦目，还会带来风暴过后的狰狞与狼藉。
这时，面对已经变得沉寂无声的一切，你的面前你的耳边会有闪回，会有画外音。
    先是好奇，然后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责任，觉得应该写一本书，按时间顺序用重要的人和事串起台湾
，让更多像我这样对台湾一知半解的人懂得台湾。
不仅懂得台湾是“山海秀结”的膏腴之地，自古就寄托着四方客家寻找乐土的梦想，而台湾也敞开她
宽阔的胸襟，接纳一批又一批炎黄子孙，台湾也因他们的开发而变得更加美丽；还懂得台湾人民不怕
牺牲，勇于牺牲，其抗击外国侵略者，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意志历来就坚定，这种反抗到了日据时期
则达到了顶峰，其战斗之猛烈、抵抗之顽强、坚持之长久，可以说是空前的；懂得台湾人民始终爱国
，台湾人民的命运与祖国大陆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懂得如何抹去封盖在历史表面的尘土，看清其回
归的必然，以及作祖国统一促进派及架桥人的可贵。
    有关台湾的书很多，大多数是就一个时期的人、事或考古进行研究介绍。
而利用考古成果进行梳理，再配以近体诗词的叙述形式，这样的诗话文本之于我，更具有吸引力。
    本书的体例和特点是：用近体诗来介绍、感受台湾从古到今的一些人物和大事。
每一首（组）诗下面对应一篇独立的文章，作为相关人和事的详细介绍。
采取这种互动搭配的形式，旨在于注译之外，集中交代相关背景和人物细节。
也许这样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诗意。
    本书中的诗词完全按近体诗要求而创作，由于一百零八部平水韵中许多字的声调已发生较大变化，
故韵脚采用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公布的新韵执行，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关于台湾各个不同时期的划分，本书综合了两岸历史学家不同的划分方法，将台湾历史划分为七个
历史时期。
为便于读者参照，在叙述前两个历史时期时，我在每篇文章的标题旁都注明其所对应的中国历代王朝
。
另外，为便于叙述，第三时期表述为“荷兰、西班牙侵占时期”，按此划分，荷兰人占据台湾本岛之
前的两次侵犯澎湖，便可纳入这一时期。
    在写作此书时，笔者搜集了许多的历史资料，借鉴了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谨向他们表示由
衷的敬意和感谢。
    特别感激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老师，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副
会长、《中华诗词》主编杨金亭老师的热情提携和悉心指导，放下手头大量的事务和研究工作，拨冗
写序。
    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张景旭老师，对全书的史实部分进行逐字逐句的勘误把关，还热情
相赠许多有关台湾的书刊，并将最新信息抄录相赠。
    本书在写作和和出版过程中，还得到原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老师、著名作家和学者杨力老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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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女士、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所属《台声》杂志主编窦为龙先生、曾女士的多方建议和指教，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要感谢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的推介，
和九州出版社副社长黄宪华女士的修改建议。
同时出版社的其他领导和责任编辑周春，皆为此书做了细致的审阅。
对于他们为斧正此书所付出的劳动，一并表示谢忱和感激。
    还要感谢友人程孟辉、刘烨、曾志崇在成书过程中提供过许多帮助。
    由于研究能力不足，书中难免有浅薄、疏漏之处，祈请方家先进教正为幸。
    另外，本书图片大多来源于历史资料，也感谢中国台湾网为本书的图片提供网络支持。
另有部分图片虽标明出处，但暂时还无法联系上具体作者，请作者得知信息后，与我联系。
    赵国明    2011年11月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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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怀着深深的兴趣读过此书，深感专业历史学者的历史著作，守于严谨，而缺少文采，使读者有枯燥
之感。
本书作者兼有文学和史学修养，史学书兼有文学特色，可以说，这是史学著作走向大众的一种好的形
式。
谨特向读者推荐，希望读者喜欢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了解台湾的真实历史，喜欢祖国宝岛——台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六
十年来，大家对台湾了解太少；读完内容详实的《台湾台湾》，定会大有裨益。
　　——阎崇年《台湾台湾》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
诗文优美，历史故事翔实。
读之让人震撼，让人难忘。
　　——著名作家、学者杨力《台湾台湾》是一部关于台湾历史、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和散
文的形式来讲述台湾。
不论从文学与历史，还是从文体建设层面来说，都有着开拓性的创新意义。
　　——著名诗人杨金亭记者的敏锐、史家的严谨和诗人的激昂文字，使国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在众多
书写台湾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的书中独树一帜。
　　——著名作家安顿该书是一部融随笔手记、图片以及诗词于一体的创新性著作；是一部浸满知识
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独特著作。
必将对人们了解台湾，对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资深研究员张景旭该书的特点很突出，主线明确，凸显台湾人与祖国大陆之间的精神联系，
以及两岸共谋统一的轨迹。
文章自由出入浩繁历史，深入浅出。
形式上有多种突破，文字风格多变，诗中更有观点。
　　——-《台声》杂志主编窦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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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 台湾》编辑推荐：第一部史料翔实、诗文并茂的台湾通史！
一部台湾通史，两岸血脉相连！
融诗歌之美、史料梳理于一体，利用考古最新成果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
介绍台湾历史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人和事！
张海鹏、阎崇年等联袂推荐！
南地有佳人，离岸芳菲撒。
渡尽劫波每望乡，要把兰舟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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