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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称颂为“一代圣主”。 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汉文帝以来的第一个好皇

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唯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 但是，如果从海洋的

角度来讲，特别就其“迁界”留给国家、民族的后遗症而言，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三次内迁上演家破人亡的悲剧

顺治十三年，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

边神出鬼没，想够够不着，想避避不开，便

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 不但禁止渔船、商

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

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禁海

令”推开后，虽然尚未强迫迁移，然沿海周

环立界，“商贾绝迹”。岛上居民顿失生产、

生活基本条件， 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或

远逃海外谋生，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

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 这严重阻碍了国

家、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

1661 年 3 月， 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

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

刻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

“迁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

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

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

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

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 50 里， 所有沿海

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

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瞭望，

违者死无赦”。 1662 年，盘踞台湾的荷兰

总督签了投降书， 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

“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

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

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 24 州

（县）居民再内迁 50 里。 而迁界时限仅有

3 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

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南粤

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 据粗略估

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

1664 年 5 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

出鱼盐、 恐其仍通海舶”， 下令再次内迁

30 里。 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

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

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

如此一迁、再迁、三迁，才把沿海无人

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离海最远距离达二

三百里。 那时也搞暴力拆迁，大小官员手

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

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 一些居民的房

屋不幸建在界线上， 划界从中间穿过，便

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边

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 清廷派来的巡

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

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

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

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 、礼

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

“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核心

提示

康熙铁腕禁海：3 天打造无人区

视海路为绝路，制造沿海无人区

诚然，康熙坚持收复台湾，实现江山

一统，应当高度肯定。 1683 年，他派遣施

琅率领战舰 300 艘， 精锐水师 2 万人，大

举进攻澎湖。 经过 7 天激战，逼退了郑经

部署在澎湖的兵力。

不久，郑经的儿子郑克塽派人前来乞

降，清军顺利进驻台湾。 清政府同时接受

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

（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福建省，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密切了台

湾与大陆的关系。

但认真回顾一下，台湾、澎湖当年的

丢失， 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对海洋的背弃。

自宣德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对海上

滚滚而来的巨大商机不闻不问，也闭眼不

看从海上步步逼近的严重威胁，西方殖民

主义者赶走这个来了那个。

待荷兰人将偌大一个台湾岛从眼皮

底下夺走， 朱元璋的这些后代才傻了眼，

然国运式微，已经没了脾气，只能以崇祯

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作了结。

照理说，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复台湾

的过程中，该很好反思前朝丢失台湾的深

刻教训，认真思索老对手郑成功在海上与

其长久相持的奥秘，从中好好领悟背海而

衰、向海而兴的治国之道。

但他无开阔视野去接受这个老对手

重视经营海洋的成功战略，而且反其道而

行之，郑成功爱海他恨海，郑成功视海路

为活路，他视海路为绝路。 他在与郑家军

多年的征战中，居然听了郑氏降将黄梧的

馊主意，不但杀郑芝龙坚定了郑成功反抗

到底的决心，还继续秉承明朝禁海杜绝民

船通匪的败招， 进而坚持实施长达 20 余

年的“迁界令”，像赶鸡鸭一样，将世代久

居海边的百姓全部撵走，制造了空前绝后

的沿海无人区。

� 现在冷静下来分析，清朝开国之初在

东南沿海颁布“迁界令”，无论从军事还是

政治、经济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样的

理由来。 唯一的解释，就是出身游牧的满

清皇室贵胄，因对大海的陌生而产生了对

大海的恐惧；或者是太过相信自己在兴安

岭、长白山围猎的本领，以为只要有了沿

海无人区，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张开了大

网，逮郑成功会像逮围网中的狍子、兔子。

康熙和乃父顺治被深山老林锁住的脑袋

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当藩篱，它就

是禁锢你的藩篱；你把大海当通衢，它就

是任你纵横驰骋的通衢。

几次迁界，涉及广东 28 个州（县），深

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

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 531 万亩有余。 迁徙

之民被迫离开故土的时候，饿死病死，不计

其数。 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

和《哀江门》，描述当时迁界的惨状。 其中有

这样洒满血泪的句子：“新朝防海不防边，

威令雷行刻不延……惊看村前一旗立，迫

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

啜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 故土一旦成丘

圩。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

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 执行“迁

界”令自然首当其冲。 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

为界，随即建立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划界

的标准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或是

挖掘深沟堑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再

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 将泥土筑成

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界墙。 同

时，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立寨和墩，五里

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 3000 多两银子，

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 这笔银子朝

廷不给， 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

箠，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 寨、墩建成后，

墩由 5 名兵丁把守， 寨由 6 名兵丁把守，禁

止百姓越界去海边， 凡违规越界者“杀无

赦”。 该省靠近广东的东山县，迁界时百姓

牵衣顿足不肯挪步，官军便大开杀戒，当场

被屠戮的居民近 3 万人。

《台湾郑氏始末》一书这样记载 ，康熙

三年三月初六， 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

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肆

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 康熙十九年宣

布复界以后， 东山百姓返回家园的幸存者

十仅二三。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说，康熙在位期间

也曾热衷了解西洋文明， 且十分宠信汤若

望、南怀仁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他们

掌握的西洋历法有浓厚的兴趣， 曾让王公

大臣兴致勃勃观赏中国天算家、 回回天算

家和西洋天算家推算一次日食的比赛 ，最

终以南怀仁、汤若望误差仅 5 分钟取胜。 但

毋庸讳言， 其认识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万

历皇帝的水平。

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乃兴海强国。

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执政团队 ，与

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体一样 ，此

时最向往和最关注的是尽快融入华夏农耕

文明， 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热衷于用孔

孟之道改造这帮原始落后的狩猎者， 用古

老文化同化征服者， 以平衡原本极不平衡

的心态。 因此，面对西洋诸国从海路纷至沓

来，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

国的大门，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 甚至反其

道而行之， 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

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 人为地将好端端

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

“内陆国”， 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

广阔空间。

如果说， 当年朱元璋以狭隘的田园意

识颁布“禁海令”，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

的落伍者；那么，康熙以狭隘的游牧意识推

行“迁界令”，则种下了让中国蒙受西方列

强扩张海权的苦果。 一心想把中国变成“日

不落”帝国“茶园”的英国人，很快就要用他

们的近代文明成果和海洋思维方式， 与我

们的乾隆爷面对面了。

前些年播放的一部赞扬“康熙大帝”的

电视剧，推出姚启圣老奸巨猾一张油嘴，将

“迁界”表现得温情脉脉，大仁大爱。 不但说

“迁界”禁海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还说朝廷

处处体恤百姓搬迁之劳，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是早在内地为迁移百姓准备了多一倍的

土地，且三年之内不纳粮，三年以后田土谁

种归谁；二是迁徙搬家运载工具不够的，可

以用军营的车马帮着载运，60 岁以上的老

人皆由兵勇用轿子抬着走。 荧屏上，老太太

笑眯眯地坐在官轿里， 男女老幼欢天喜地

忙搬迁。

事实上， 清政府没有任何妥善安置迁

徙百姓的举措。 当居民被赶出世代久居之

地，立刻毁屋拆墙，有来不及退出者即被压

死在倒塌的房屋内。 至于留在住地不愿迁

徙的“钉子户”，官府即派人放火焚烧房屋。

紧接着摧毁农民辛勤耕耘播种的田土 ，砍

伐世代经营的林木，“数千株成林果树 ，无

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 而屈从官府迁徙的

人，路途上“民死过半，枕藉道途”。 有勉强

支撑走到内地， 摆在面前的又是生不如死

的绝望，原来姚启圣们答应的安置条件，全

是骗人的鬼话。 （据《现代快报》）

影响

“迁界”禁海给列强提供了入侵空间

对比

电视剧中大仁大爱 事实上放火烧屋

结果

沿海农工商凋敝 毁坏房屋田地无数

过程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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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海令”推开后，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