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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九月下旬，皖西大地秋寒阵阵，美丽静谧的
小邑桐城笼罩在淅淅雾雨中。

小邑如今虽名气不著，在清代却可谓人才辈
出。这里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
源地，也是康乾年间“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
的故乡。

张英父子所属的清河张氏，是桐城历史上首
屈一指的名门望族。而他们二人也是家族仕途中
的佼佼者。

在二人之前，张氏还有一位以“忠烈”而著称
的人物，他与晚明“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并称

“吾乡风节人物之美”。他叫张秉文，是张英的大
伯父。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余万精锐清军
直抵济南城。张秉文时任山东左布政使，带领百
姓展开了惨烈的保卫战。城破之日，张秉文慷慨
战死，妻妾投湖殉节，气壮河山。

如今在安徽桐城西郊黄甲镇，隐藏着一处苍
苔斑斑的古冢，张秉文夫妇就长眠于此。而在桐
城古城老街、千里之外的济南大明湖畔，曾同有
一座专为纪念张秉文兴建的祠堂。

体恤民情，颇有清名
在家族中，张秉文是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张秉文降生于桐

城。史书记载他“少朗俊，风格标异”，英俊聪慧深
得家族长辈喜爱。自他记事之时起，就喜欢环绕
祖父身旁，听他讲述古今治乱之道、曾经为官事
迹。祖父也对这个“孝友端慤”的孙儿寄予厚望，

“许为远器”。
张秉文的祖父叫张淳，是桐城清河张氏第一

个有进士功名的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他
参加春闱会试，中第后接着参加了殿试，最终名
列三甲同进士。

这一科可谓人才汇聚，是名震一时、影响深
远的“龙虎榜”。进士榜单中，除诞生了王家屏、赵
志皋和沈一贯三位内阁首辅，于慎行和张位两位
内阁大学士外，还有在福建推广甘薯而留名青史
的巡抚金学曾。

张淳在殿试中排名较低，又不像沈一贯那样
在馆选考试中一鸣惊人，就被外放浙江永康任县
令。

明穆宗时代的永康，名义上最高长官虽是朝
廷委派的县令，大权却由本地小吏把持。奸猾狡
诈的小吏打通各种关系，又操纵司法诉讼流程，
接连架空了七任县令。

张淳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从内部分化瓦解
小吏群体，马不停蹄地查访案情，夜以继日地批
阅卷宗，短时间就妥善解决了堆积如山的诉讼卷
牍。新县令的雷厉风行和霹雳手腕，令小吏惊慌
骇然，再也不敢推诿怠慢。

此后张淳改革司法审讯程序，简化审讯流
程，务求于民便利。后来乡民只要在家“裹饭一
包”，即可在县衙完成全程诉讼。司法成本大减，
百姓纷纷称张淳为“张一包”。其中既有对他审案
高效的褒奖，也有“谓其敏断如包拯”的赞誉。

张秉文熏陶其中，心中也暗暗立誓，自己要
效法祖父做一个为民造福的清官。

古代士子想要出仕，最主要的便是走科举仕
途，通过考试获得为官资格。待张秉文长大，熟知
典籍、精通诗文，“文字尤为一时之俊”，族人将他
视为家族未来之星。

万历三十七年，24岁的张秉文参加应天乡
试，荣登桂榜。次年赴京应考，再捷进士。该年殿
试金榜中，有两位后来非常知名的大人物：明末
清初文坛宗主探花郎钱谦益、明末最后一个战略
大师三甲同进士杨嗣昌。他们此时虽和张秉文不
相识，但日后都和他的死亡有密切关联。

张秉文考中进士后，经过吏部铨选，分派到
户部任主事，监督一些专卖商品经营。

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张秉文虽按部就班升迁
调任，却始终是官场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后来，朝廷外放张秉文浙江归安知县，又调
徽州府学教授。因政绩优秀，重新回到户部任职。
他兢兢业业办公，妥善处理许多复杂难题，最终
出任正五品郎中。

万历四十七年，朝廷将张秉文调任从四品江
西抚州知府。张秉文信奉“简静”的施政原则，为
人又仁慈敦厚、廉静寡欲，故而在当地“崇宽大，
行惠政，利苍生”。“抚州为官期间，张秉文清名日
著，开始受到朝廷瞩目。”张氏后人、桐城博物馆
原馆长张泽国说。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擢升张秉文江
西按察司副使，协助按察使巡察兵备、学政、监军
等事务，同时还担任“分守饶南九江道”，协助布
政使掌理饶南和九江地区钱谷征缴、督课农桑、
考核官员、检查军实、加固封守。

张秉文离任抚州，百姓依依不舍，百般挽留。
在其走后，当地乡绅集资为他建起生祠，经年祷
祀弗辍。

张秉文上任按察司副使不久，父亲病故，按
规定离职回乡丁忧守孝。

天启六年，张秉文服阕，被任命为“湖广副使
备兵郧襄”。张秉文出任兵备道，主要负责郧襄辖
区军务办理、监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兵马、钱粮
和屯田，并维持地方治安。他积极协助上级处理
军务、操练卫所军队，缉捕盗贼，当地治安趋于稳
定。

张秉文练兵缉贼颇有成效，不久后朝廷调他
任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建南兵巡道，继续管理
地方军务事宜。接着又升任为广东按察使，同时
管理广东军务。

身先士卒，南海平靖
在江西和福建两省的军务生涯，锻炼了张秉

文练兵带兵的才干。但真正让他得以施展军事才
华的舞台，还是在广东沿海。

17世纪初的广东沿海，几乎是海盗狂欢的世
界。他们既是参与贸易的商人，也是劫掠财物的
盗贼。当海禁宽松时，他们就是上岸经商的生意
人；当海禁趋紧时，他们就变身上岸抢劫的海盗。

张秉文上任广东时，“东南海氛”成为明代三
大心腹大患之一。当时海盗侵扰广东沿海，官府
因为没有精锐水师，竟然“不敢问”。广东巡抚也
曾数次派兵围剿，却几乎每次都是损兵折将、大
败而归。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福建海盗头目李之
（芝）奇率舰船十余艘，聚众数千人由外海进犯今
天的汕头澄海区。李之奇仗着人多势众，气焰十
分嚣张，官兵难以阻挡。广东巡抚既担忧调大兵
围剿让其他海盗趁机偷袭省城，又担心朝廷惩治
他临阵露怯。思来想去之后，他命令大部分士兵
驻守广州，派张秉文做监军领小股部队前往抵
御。

张秉文平素厉兵秣马，操练谨严，如今正是
检验练兵成效之时。他迅速起草檄文，晓谕各路
兵马，做好迎击来犯之敌的准备。决战当日，海面

大雾四起，同时狂风大作，张秉文趁此机会率军
杀出。他亲冒矢石，猛攻李之奇舰队。海盗未料官
军此时出击，仓皇间顿时慌了手脚。张秉文率军
大获全胜，俘虏千余名海盗，并生擒头目李之奇。

张秉文一战成功，朝廷嘉奖功绩，升他为广
东右布政使。

李之奇覆灭后，活跃在广东沿海的还有刘香
海盗集团。相比李之奇，刘香资历更老、势力更庞
大、经验更丰富。早先福建广东沿海有十八个海
盗头目，他们组建商队，劫掠商船，甚至上岸攻击
官府。天启五年，以郑芝龙、刘香为首的海盗头目
驾船到达台湾。他们在这里结义，成立“十八芝”
集团，约定成立水师，共同对付朝廷。两年多时间
里，他们相继消灭明朝福建和浙江的两支水师，
东南哗然，朝廷震动。

眼见征剿难见成效，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颜继
祖上奏朝廷，建议招抚势力最庞大的郑芝龙，通
过笼络他瓦解海盗集团，并利用他消灭其他海
盗。崇祯元年，郑芝龙思虑再三，决定接受招抚，
出任“游击将军”。刘香则坚决拒绝招安，并和郑
芝龙彻底决裂。自此，郑芝龙离开此前大本营台
湾，坐镇闽海一带，为明廷守备沿海和防范荷兰
人进攻。

张秉文虽然歼灭李之奇，可他深知广东水师
力量孱弱，根本无法远赴外洋狙击刘香。他建议
广东巡抚邹维琏，可借用郑芝龙之力，邀请他率
军驰援广东。此时福建按察使曾樱也以家中百口
性命担保，向闽浙总督熊文灿、福建巡抚路振飞
力荐郑芝龙出征。

崇祯八年，郑芝龙担任先锋，配合邹维琏、张
秉文的广东兵，合力围剿刘香。最终，刘香势蹇力
尽，焚舟自溺而死，党众千余人归降。崇祯年间，
海上最强力的海盗武装集团自此覆灭，东南沿海
局势趋于安定。

刘香的海上劫掠活动，曾深深震恐崇祯帝。
所以刘香虽死，皇帝却深恐这是地方谎报军情。
他派遣太监以赴广西采办物资为由，到闽广一带
明察暗访。最终，太监回报刘香确实已死，崇祯帝
这才彻底放心。

海盗集团平定次年，张秉文由南国外调齐
鲁，并擢升为左布政使。

北上齐鲁，直面危局
张秉文此前生活和为官的地方，都是相对富

饶安定的江南地区。此时朝廷将他从南国远调北
方，看重的是他安民治军的才能。

但此时的明朝，正深陷风雨飘摇的危机中。
“相比江西、福建和广东，北方形势更加复杂也异
常凶险。当时中原饥荒连年，烽烟四起；关外清廷
虎视眈眈，屡屡犯境。”张泽国说。

在张秉文上任之前，关外清军已三次入塞。
张秉文到任后，深感形势万分危急。他汲取此前
孔有德“吴桥兵变”的教训，在管理财赋人事之
余，积极谏言加强战备。

两年之后，危机阴影袭来。

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下令，以多
尔衮统左翼兵，豪格、阿巴泰为副；岳托统右翼
兵，杜度为副，共计十万人分两路进攻，发动第四
次南略入塞。

岳托所率右翼兵先期出发，于九月二十二日
毁长城而入。六天后，多尔衮所率左翼兵也由青
山关处长城入塞。北京以西至山西地界，千里之
内多为旷野平原。清军精锐骑兵驰骋纵横，明军
纷纷披靡溃败。

十月，两支部队在京师东郊通州会师。太监
高起潜率军在京郊狙击。不久，明军败绩，京师宣
布戒严，崇祯帝急召各地督抚火速率军入援。十
一月初，京师被迫闭门自守。清军从京师北面绕
至涿州，又进攻高阳城。

当时致仕大学士、东北关宁防线设计者孙承
宗身在故乡高阳。危急时刻，年已八旬的孙承宗
亲登城楼，率邑绅誓死守城。但高阳城小低脆，外
援又不能至，敌军昼夜环攻，最终城破，孙承宗不
屈死难。

十二月，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巨鹿贾庄陷入包
围。因高起潜与其有私怨拒不营救，卢象升力战
而死。

此后，清军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于山河之
间，由北向南，齐头并进，兵锋直抵济南。

此前，兵部尚书杨嗣昌断定，清军必然从德
州攻入山东，令山东巡抚颜继祖率3000兵士驻守
该地。但在50多天时间内，颜继祖不断接到命令，
先后被调防3次，最终导致兵疲马乏。此时，留在
济南的只有老弱乡兵500名和莱州援军700人。

十万敌军绕过德州兵临城下，济南形势危如
累卵。因巡抚不在城中，身为左布政使的张秉文
责无旁贷地担起守城重责。

张秉文深知此次“有死无生”，便修书故乡老
母和兄弟，泣血告曰：“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
老母八旬，诸弟善事之。男誓以身报朝廷，不得服
侍太夫人侧矣。”母亲齐太恭人阅信后，亦有言：

“吾儿荷国家重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固其职
也。吾有子为忠臣，吾何憾！”

济南告急之时，正奉朝廷命令在章丘巡按的
御史宋学朱，不避艰险星夜冒险驰入济南。他和
张秉文刚见面，就商定同守济南的决心。

张秉文一面率士兵登城据守，一面加紧招募
士卒，加强防御力量。他还接连不断地撰写奏章，
如实反映济南情况，令人突出重围送达朝廷，请
求派兵星夜驰援。

此时，远在德州的巡抚颜继祖因兵少力弱，
无法兼顾济南。他万分焦急，数次请求朝廷派兵
增援济南。但急报送到了朝廷，却全部被杨嗣昌
压下，崇祯帝对济南危局详情并不知晓。

当时济南周围，还驻扎有几支明军。高起潜
在临清握有重兵，但他畏敌如虎，宁愿翱翔四邻，
也不肯发兵救援。大将祖宽也逡巡不前，只派300
名士兵前往救援，无异羊入虎口，无济于事。

张秉文眼看援兵无望，只能利用手中残兵分
门据守。他和宋学朱、山东参政邓谦登楼守城，通
宵达旦十余日，三人甚至须发皆白。

济南城外西北有壕沟，险要坚固易于防守，
只有东南一望平沃，容易遭受进攻。张秉文调度
大部分力量坚守东南，身犯矢石，敌军一时难以
攻克。

济南被困十余日后，城内物资断绝，城墙朽
坏，援军又久久不至，城破只在旦夕之间。

一忠二烈，以身殉国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清晨，围困济南的敌军

搭建云梯攀楼而上，猛烈进攻济南西北。激战许
久后，济南城被攻破。

城破之时，宋学朱跃马杀敌，力尽被擒，不屈
殉难。邓谦手架大炮，又执劲弓，斩杀多人，最终
力竭被俘，英勇就义。张秉文带人擐甲巷战，身中
数箭，力不能支，自刎殉国。

在济南危急之时，夫人方孟氏即对夫君张秉
文许下誓言：“夫子之死生惟社稷，妾之死生惟夫
子。”早已有了殉节之心。“（济南）城将溃时，家人

劝其隐避。其正色曰：‘举室尽行，人将谓夫子志
不固，且吾何忍夫子独危我独安？城陷之日，必
死！’”张泽国说。

张秉文与方夫人、侧室二陈夫人育有三子三
女。当时长子克倬、次子克仔回故乡参加考试，三
子克偁与妹妹皆因年幼在父母身边。济南城破
时，方和二陈三人曾相约投大明湖殉难。但方夫
人对怀有身孕的小陈夫人说：“尔无死，茕茕藐孤
甫五龄，弱女甫一龄。使吾辈俱死，戎马倥偬之
际，谁与抚此二孤，将以畀婢子乎？二陈之中惟尔
优于才，且尔有身矣。其尚无遽死，善护子女以报
夫子，吾辈亦得瞑目于地下矣！”

说完这些，两位夫人便投湖自尽。小陈夫人
则在老婢数人保护下逃入尼姑庵内藏身，幸而得
免。数日后敌军退出济南，小陈夫人抱子女号泣
于市，求张秉文及夫人尸骸，见者无不泪下。

当时桐城骚乱，张秉文的亲人避乱南京。不
久，弟弟张秉彝（张英父亲、张廷玉祖父）闻听兄
长殉国，只身北上济南，寻得小陈夫人及其子女，
并扶灵柩跋涉两千里返回。三年后，张秉文夫妻
归葬桐城故乡。据谱牒文献载：“己卯锺阳公（张
秉文）殉难山左，时兵燹冲路，道殣相望。先君（张
秉彝）走数千里外，扶三櫬及藐孤归，经纪其丧。”

入清之后，张秉彝的子孙相继成为内阁大学
士。但张秉文的儿子皆秉承高节，拒不出仕清朝。

两朝追悼，得谥“忠节”

敌军全部撤退后，崇祯帝才有空暇处理济南
沦陷后遗留的诸多问题。

山东巡抚颜继祖虽因杨嗣昌调动无方而无
法救援济南，却依旧被下狱处斩。对阵亡的张秉
文，朝廷赠其太常寺正卿，方、陈两位夫人并赠一
品夫人。朝廷特祠致祭，旌表建坊，褒曰“一忠二
烈”。钱谦益为同年张秉文作《山东左方伯赠太常
寺正卿钟阳张公行状》。但追赠旌表虽出，祠、坊
未建，明朝已亡。

明清鼎革以后，清廷宣布“凡前代死事殉难
诸臣，钦于褒恤”“特恩褒录前忠，春秋致祭”。康
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张秉文从祀济南名宦
祠。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各省奉朝廷令兴建
忠孝祠，张秉文崇祀桐城忠孝祠，同样春秋祭祀。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秋天，张秉文的曾
孙、刑部主事张若宣，偕其弟山旴通判张若宗请
假来到济南，专程为曾祖筹办建祠事。经由县令
申请、知府上呈巡抚获准后，“乃卜地于城西芙蓉
街之北，庀材鸠工，不三月而讫事。堂庑崇闳，几
筵肃穆”。祠既告成，“爰召僧住持以奉香火，祠外
置市房四区，岁收其值二十金以备修葺之费；复
置田一十五亩，为僧瓶钵之需”。

大明湖畔忠烈祠建成后，“焜耀铅黄，争光日
月”“万姓具瞻，一忠二烈”。当地人习惯称为“张公
祠”，与湖畔另一座“铁公祠”一起，成为济南缅怀
忠烈、景仰前贤的朝拜圣地，祠中香火，世代不绝。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桐城派散文集大成者姚
鼐出任山东乡试副考官。乡试结束后，他特意游
览大明湖，并“瞻公像，拜于祠下，怳焉赋诗而后
去”。其所作诗曰：“历数天将改，藩篱国早亡。土
余忠壮志，家在战争场。女烈甘怀石，臣心尽布
裳。同闾悲旧史，异代入祠堂。树积阴云黑，旗翻
落日黄。行游魂魄毅，溟海地茫茫。”

后来桐城也修建张公祠，姚鼐为其撰写碑
文，并感叹张秉文“吾乡风节人物之美也”。他将
张秉文与左光斗并称，感叹：“二公以丁未、庚戍
两科相继成进士，而皆死于忠……”

乾隆四十一年，朝廷对明末清初的一批忠臣
烈士钦赐谥号，张秉文因其忠勇而得谥“忠节”。

■ 政德镜鉴┩稻蹬

他在赣闽抚民休养，于南国剿灭凶顽海盗，是安民与治军皆擅长的全才。北上齐鲁之后，他带领羸弱残兵，面对强敌而而坚守济南十余日。

城破慷慨身死，妻妾不屈殉节，两朝追悼，赐谥“忠节”。

张秉文：捐躯赴国难，忠魂映泉城

□ 本报记者 鲍 青

自明代实行严厉海禁政策后，一些破产的
贸易商便逃向外洋，变身成为靠劫掠和贸易为
生的海盗。他们组建贸易船只，购置武装战
船，纵横东南海疆。到了晚明时代，郑芝龙、
郑成功父子实力雄厚，称霸海上，并击败荷兰
殖民者，达到海上势力的最巅峰。

郑芝龙是晚明郑氏海上集团的创立者。万
历三十二年，郑芝龙生于福建南安石井村。18
岁时，他离开家乡，到广东寻找母舅黄程。天
启三年，他为黄程走私贩货至日本，偶然结识
了当时台湾海面最大的海商集团首领、时为日
本华侨首领的泉州人李旦，并深得其信任。李
旦死后，他的所有财产都归郑芝龙所有。不
久，郑芝龙又加入了以福建颜思齐为首的海盗
集团。天启五年，颜思齐在台湾染病身亡。其
最信任的属下郑芝龙，接过了衣钵，成为新的
海盗盟主。

郑芝龙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过翻译，因
为精明能干，还颇受荷兰殖民者的器重。后来
他加入海盗集团，继续和荷兰殖民者保持联
系。

当时荷兰人积极开拓远洋贸易，被誉为
“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将郑芝龙视作巩固自
己商贸地位的一大助力，通知自己的舰队不要
同郑芝龙的海盗船只争斗，并且要利用他们来
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竞争者。郑芝龙则顺势打
着荷兰旗号纵横海上，保护自己的船只，抢掠
其他商船的货物。

但与一般单纯依靠劫掠的海盗不同，郑芝
龙怀有“劫富济贫”的朴素理想，希望能成为
一名侠盗。他“遇诸生则馈以赆，遇贫民则给
以钱，重赏以招接济，厚糈以饵间谍，使鬼神
通，人人乐为之用”。连明代官方文件也惊呼
“闽之贼与他处之贼异，闽之人亦与他处之人
异”。当时，福建连年大旱，饥民对郑芝龙归
之如流水，郑氏很快聚船上千，招徒数万，以

至“城社之鼠狐，甘为牙爪；郡县之刀笔，尽
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未行而机先泄，官府才
一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一人作贼，一家自
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郑芝龙在当
地人心中俨然是劫富济贫的救星，人们不但丝毫
不惧怕他，反而热切盼望他的到来。

福建官员面对郑芝龙无计可施，被迫请求
荷兰人帮助一起剿灭郑芝龙。荷兰人受到特许
贸易的诱惑，扣押了一艘郑芝龙的商船，还同
意将郑芝龙船队赶出台湾。但郑芝龙迅速袭击
了厦门，击沉了明朝数百艘船。崇祯帝意识
到，郑芝龙纵横海上，来去无踪，光靠武力一
时难以剿灭。于是朝廷改变策略，决定招抚
他。

郑芝龙接受招安后，利用朝廷补给，消灭原
来竞争对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随着郑芝龙
势力的崛起，不断和荷兰殖民者发生冲突。

1633年，一支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闯入厦
门。郑芝龙起初以为他们是来作贸易，没想到

却突然遭到猛烈袭击。郑芝龙船队中最先进的
四艘战舰，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击沉。

但郑芝龙很快恢复了力量。三个月后，他
发动150艘战舰反击荷兰人。郑芝龙迅速击毁两
艘荷兰战船，荷兰人被迫狼狈退回台湾，郑芝
龙由此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

到了1637年，郑芝龙的船队可以在东亚和
东南亚海域自由航行，日本到马六甲的商户都
得到他的保护。许多亦商亦盗的中国人通过付
给他保护费，得到在船上挂上郑家旗帜的权
利。1640年，郑芝龙被朝廷委任为福建总兵。

四年之后，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接着清
军在山海关吴三桂导引下，击败李自成进占北
京。明朝灭亡后，郑芝龙推举唐王朱聿键继承
皇位。势单力孤的唐王非常倚重郑芝龙的支
持，特意收其子郑成功做义子，郑成功也因此
被称为“国姓爷”。

但郑芝龙始终与唐王同床异梦。他不愿放
下自己的海上霸业梦，故而对恢复明朝统治并

不全力支持。1646年，唐王组织北伐，却因为
缺乏郑芝龙后援而失败，唐王被杀。郑芝龙为
了保存实力，开始和清朝展开谈判。清军答应
郑芝龙，只要他同意归附，将会被任命为总
督，统治广东和福建。

郑芝龙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决定归顺清
朝。儿子郑成功和许多属下都认为这只是一个
阴谋。但郑芝龙相信自己的判断，不顾危险前
往福州会见清军头领。但他刚进入福州，就被
清军软禁，随即送往北京看押。

郑芝龙受骗后，儿子郑成功继承他的事
业，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他利用海上贸易收
入，在厦门建立根据地，称之为“明思州”。

许多忠于明朝的人纷纷到厦门投奔郑成
功。但郑成功的军队熟悉海战却不善于陆战，
始终无法突破沿海地区。

经过1656年南京战役惨败后，郑成功被迫
率余部返回厦门。此时其他明朝势力已经基本
被击败，郑成功的厦门形势也岌岌可危。郑成
功想到，当初在福建发生旱灾时，父亲曾用船
只帮助大量农民移居台湾，并“给每人三两纹
银，每三个人一头耕牛”。台湾的福建人此时
依旧和郑家保持密切联系。

1661年，郑成功率两万五千名士兵、数百
艘战船，自金门出发，在福建移民帮助下在台
湾顺利登陆。他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兰人防守
薄弱的赤嵌城，然后开始围攻防御坚固的首府
台湾城。经过9个月激战，郑成功击败窃据台湾
的荷兰人，沉重打击了他们的侵略势力。

·相关阅读·

1661年，郑成功率两万五千名士兵、数百艘战船，自金门出发，在福建移民帮助下在台湾顺利登陆。他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荷兰人

防守薄弱的赤嵌城，然后开始围攻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经过9个月激战，郑成功击败窃据台湾的荷兰人，沉重打击了他们的侵略势力。

郑氏父子：明末清初海上霸主

桐城“六尺巷”遗址 鲍青 摄

桐城清河张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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