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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鄭和研究（1905-2005）

*時平，上海海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週年領導小組籌備辦公室顧問。

本文對鄭和研究近百年年的發展進行了概要性的總結及評述。依據鄭和研究的時代特徵和鄭和研

究的學術發展特點，將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以及開拓、專題研究、拓寬和深入發展、全

面發展、創新和高潮五個時期，分析和論述百年研究進程中形成的主要特點，將鄭和研究涉及的內容

分為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相關人物及遺蹟、鄭和研究學術史、鄭和下西洋與現實

關係等五個方面，並歸納介紹鄭和研究中主要爭鳴的問題及不同觀點。筆者認為鄭和研究要結合新世

紀的時代特徵，重視鄭和文化價值的研究，從文化交流的互動性探討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且鄭和研

究應多研究其結果及作用，不必過分探討其動機，應多採取求同存異的研究方法。

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等為代表（1），他（她）們依

據中國社會的歷史變化和鄭和研究發展中的重要事

件，對鄭和研究的歷史進行階段劃分和綜述，具有

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文考察鄭和研究百年發展道路，依據鄭和研

究的時代特徵和鄭和研究學術發展特點，將百年鄭

和研究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5-1984）是近當代鄭和研究開

端、逐步展開和發展階段，作為歷史領域的專題研

究，形成了三個發展時期：

一、開拓時期（1905-1934）

以 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

航海家鄭和傳〉為標誌，肇啟了 20世紀中國鄭和研

究的序幕。三十年間，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海內外

先後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四部書籍，還有一些涉

及鄭和的論著。（2）這一時期，學者主要以現存的文

獻資料為依據，研究重點放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

間、所歷國家、記載鄭和的主要文獻以及一些史跡的

考證。其中涉及鄭和與南洋較多，由於受到文獻資料

限制和其它方面的制約，研究尚不夠全面和深入。然

而這些開創性的研究，為以後鄭和研究奠定了基礎。

鄭和作為中國歷史上對外交往的一位傑出人

物、一位偉大航海家、一位和平友好使者，是值得

後人尊敬的；鄭和下西洋作為世界航海史的偉大壯

舉、人類文明進程中一個重要成果，也是值得後人

紀念的。研究和紀念鄭和最熱烈的時代是我們剛剛

經歷的這一百年，從 1905年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梁

啟超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到 2005年中國

政府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 600週年。這百年歷

程是中國社會變革最劇烈、最深刻的關鍵時刻和轉

折時期，鄭和研究彰顯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蓬勃的

生命力。在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週年之際，回顧和

總結百年鄭和研究的歷史，探索其發展規律及特

點，對繼往開來推動新世紀鄭和研究事業是有重要

意義的。

鄭和研究的百年歷程

從 1905-2005年，鄭和研究歷經百年的發展歷

程。近二十年來學術界曾對鄭和研究的發展進行過

回顧和總結，其中以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

十年》、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范金民《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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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鄭和

研究的代表性著述

有梁啟超的〈祖國

大 航 海 家 鄭 和

傳〉、向達〈關於三

寶太監下西洋的幾

種資料〉、馮承鈞

《鄭和下西洋考》序

和《瀛涯勝覽》序、

夏璧〈鄭和七使西

洋往返年月及其所

經諸國〉等。梁啟

超所著〈祖國大航

海家鄭和傳〉使 20

世紀鄭和研究有一

個好的開端，對以

後的鄭和研究發展

產生了深刻影響。

它主要體現了三個

特點：一是以史為

鑒，具有服務社會

需要的鮮明時代特

徵。梁啟超目睹祖

國面臨瓜分國弱民

窮的形勢，欲以鄭

和下西洋創造的偉大壯舉，振奮民族精神，喚起國

民的愛國熱情；二是首倡中西航海比較研究。他從

比較入手，將鄭和與西方的亨利、哥倫布、達．伽

馬、麥哲倫航海進行比較，肯定了鄭和下西洋的歷

史地位，率先提出鄭和是中國“偉大的航海家”；三

是繼承並堅持中國治史的傳統，考證了鄭和下西洋

所到各國地名三十九處，配以西文對照，對 30-40

年代的鄭和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梁啟超把歷史與

現實、政治與學術有機結合起來，從輝煌而典型的

歷史之中發揮新史學啟迪“國民意識”的功能，從歷

史的腳步中奏響了時代的愛國主義強音。

1912年，袁嘉谷發現馬哈只墓和〈故馬公墓誌

銘〉，所著〈昆陽馬哈只碑跋〉使人們對鄭和的身

世、祖先、故里等情

況有了進一步瞭解。

向達〈關於三寶太監

下西洋的幾種資料〉

一文從中西文化交往

演變進程、地理學認

知角度審視鄭和下西

洋的作用，搜集、整

理了當時的文獻資料

和研究成果，對鄭和

家世及其貢獻、研究

的資料、羅懋登《三

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

義》等進行了分析和

評述，還對多種重要

文獻進行考證和評

價，為此後的鄭和研

究打下文獻資料的重

要基礎。

這一時期，學者

主要以現存的文獻資

料為依據，研究重點

放在鄭和七次下西洋

的年月、鄭和身世以

及鄭和史蹟的幾種文

獻資料考證、校註。由於受到文獻資料等方面的限

制，對鄭和研究尚不夠全面和深入。

二、專題研究時期（1935-1949）

30年代中期學術界開始對鄭和及其航海進行專

題研究，研究學者增多，陸續發現了新的鄭和研究

史料，並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質、航海、造

船、家世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出版了一批重要的

研究成果，海內外共發表了論文八十多篇，著作二

十餘部，形成了鄭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新史料的發現是學術界重視鄭和研究的結果，

促進了專題研究局面的形成。 1935-1936年先後發

現了南京靜海寺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御製弘

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太倉劉家港宣德六年歲次辛

明成祖朱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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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春朔的〈通番事蹟之記碑〉、長樂宣德六年歲次辛

亥仲冬吉日〈天妃靈應之記碑〉和雲南玉溪《鄭和家

譜》。把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結合起來，成為研究

的新方法，使鄭和研究更加準確和科學。“這是鄭

和研究史上的一個轉捩點”（3）。這些研究糾正了七

次下西洋的年月，搞清了永樂二十二年出使情況，

糾正了文獻記載混亂之處等。

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質的討論，是鄭和研

究開始引向深入的表現。1936年吳 在《清華學報》

發表〈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引發了持續

一年多的學術討論。雙方都以文獻資料為依據，吳

、童書業等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經濟目

的，試圖通過經營國際貿易來解決國內經濟困難。

許道齡、李晉華等認為鄭和下西洋目的是蹤跡建

文、宣揚國威。雙方在學術上的爭鳴，開創了鄭和

研究學術討論風氣。

關於寶船和航海技術的研究。 40年代，學術界

開始專門研究鄭和船舶和航海技術。其中管勁丞〈鄭

和下西洋的船〉對《明史》記載寶船的尺寸、長寬比

和船型提出質疑，根據發現的南京靜海寺殘碑、李昭

祥《龍江船廠志》記載，認為鄭和所乘寶船“係二千

料海船”（4），開啟學術界鄭和寶船之爭。范文濤、李

長傅、張禮千等對《鄭和航海圖》、牽星術、針路進

行研究。范文濤認為鄭和航海圖約在 1525-1575年間

繪成，“鄭和航海時所用之原圖，則已難稽考”（5），

對航海圖中馬來半島等地區的地名進行考證，對若干

針路中的術語做了註釋。張禮千的研究，東自菲律

賓、越南、印尼、馬來半島，西到印度等地，範圍超

過了范文濤。兩書綜合起來基本上搞清了鄭和下西洋

和《鄭和航海圖》中有關的地域。

關於鄭和家世研究。由於1935年雲南玉溪《鄭和

家譜》的重要發現，記載了有關鄭和世系、出使事

蹟、船隊等內容。李士厚據此進行考證，1937年出版

《鄭和家譜考釋》，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學術價值。

這一時期學者們還對鄭和與南洋、天妃的關

係和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展開研

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出版了鄭鶴聲《鄭和遺事

彙編》、束世澂《鄭和南征記》等幾部比較全面介

紹和研究鄭和及其下西洋的著作，體現了這一時

期鄭和研究的水準。

三、拓寬和深入時期（1950-1984）

這一時期的鄭和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和深化，學

術界重視對鄭和研究史料進行整理和考證，研究涉

及鄭和下西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作用，鄭

和下西洋與亞、非洲及臺灣的關係，鄭和寶船和航

海技術等，重視鄭和遺蹟的考證，自然科學研究進

入鄭和研究領域。海內外先後發表學術論文、文章

四百多篇，出版研究著作四十多部。

關於鄭和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1950年前曾

出版過《星槎勝覽》等一些文獻資料。 50-60年代，

陸續整理出版了馮承鈞、向達校注的《星槎勝覽》、

《西洋番國志》、《瀛涯勝覽》、《鄭和航海圖》、

《兩種海道針經》等較系統的鄭和研究史料。80年代

初出版了鄭鶴聲、鄭一鈞收集整理和系統分類的《鄭

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上中冊）一百六十多萬字。（6）

此外，一些中外關係史料、國別史料、地方誌史料

的整理出版，也從不同的角度為鄭和研究提供了有

價值的資料。這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不僅使

研究鄭和的資料系統化，而且增加了新的史料，為

全面深入的研究鄭和提供了堅實的文獻資料基礎。

自 50年代中葉開始，學術界重視對鄭和下西洋

中外關係問題的研究。從當時的研究著述看，研究

的國家涉及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

亞、汶萊、泰國、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馬爾

代夫、澳洲及西亞、東非諸國。它們從不同角度研

究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友好往來、經濟文化的交流

等。也有學者依據發現的史料提出鄭和曾於“永樂

二年出使日本”（7）、可能到達澳洲的觀點，拓寬了

鄭和研究的領域。同時，臺灣學者開始重視鄭和下

西洋與臺灣關係的研究，內容多屬考證性著述。

這一時期學術界深化鄭和研究領域中一些問題

的研究。繼 30-40 代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的學術爭

論， 50-60 年代又展開了學術爭鳴。有學者認為鄭

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針對中亞蒙古帖木兒帝國對明朝

西北的威脅；有的認為是明朝政府積極推行“朝貢

貿易”和“齎賜貿易”，具有恢復和發展明朝與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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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關係、同時進行海外貿易的“雙重任務”（8），

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質研究推向深入。 60年代

開始有學者就寶船的船型、尺度展開了討論，到

1983年 5月江西九江召開的鄭和航海學術討論會暨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年會成為鄭和研究中的一個熱

點，圍繞寶船尺度的大小、船型是沙船還是福船展

開爭鳴，尤其是工程學、航海學、海洋測繪學、天

文學等學科開始涉及鄭和研究領域，拓寬和深化了

鄭和研究中船舶、航海技術、航海圖等問題的研

究。同時，對鄭和遺蹟的研究也更加具體，涉及大

多數遺蹟。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期，鄭和研究出

現了小熱潮，研究鄭和的著述增多，出版了十部專

門著作，這是以往鄭和研究所不多見的。

第二階段（1985-2005）是鄭和研究繁榮、創新

和全面發展階段。其間出現了研究活躍多元、多學

科交叉融合、緊密聯繫現實的局面，形成兩個發展

時期：

一、全面發展時期（1985-1997）

1985年全國紀念鄭和下西洋 580週年的活動，

肇啟了全國鄭和研究的熱潮，標誌着鄭和研究進入

新的階段。鄭和研究適應國家改革開放及其不斷發

展的形勢，顯示了歷史文化的應用價值，為當代中

國社會發展提供激勵和有益的借鑒。國家高度重

視，參加鄭和研究的人數眾範圍廣，學術活動頻

繁，成果豐碩。海內外先後召開十三次學術研討

會，發表學術論文、文章八百多篇，出版各種學術

著作、論文集、家譜、資料選編、航海圖等三十多

部，並先後建立了南京鄭和研究會、昆明鄭和研究

會等專門研究組織，創辦了《鄭和研究》刊物，鄭和

研究體現了繼承與創新的面貌，開闢了新視角、新

領域，研究涉及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航海

技術、鄭和人物及遺蹟、鄭和學術史、鄭和下西洋

與現實關係等多方面，形成鄭和研究全面發展的局

面。

重視鄭和下西洋的綜合性研究。如出版了鄭一

鈞《論鄭和下西洋》等綜合性研究著作，對鄭和及下

西洋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學術價值，推動了對鄭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

鄭和研究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歷史與現實的

結合，是這一時期鄭和研究的顯著特色，形成鄭和

研究中一個新的領域。如 1993年昆明召開的首屆鄭

和研究國際會議，以“鄭和下西洋與當代中國的全

面開放”為主題；1995年南京召開的紀念鄭和下西

洋5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擴大開放，加速中

國經濟國際化”為主題。根據此間出版的論文集和

《鄭和研究》統計，前後發表了八十多篇論文、文

章，分別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海洋

事業、精神文明建設、國際關係、地方實際等方面

進行研究，通過分析和總結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經驗

教訓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多學科合作研究。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鄭和研

究已不再限於歷史領域專題研究，涉及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中十多個學科門類，相互交叉、協作與融

合，發揮各自的特點，使一些問題得到解決、深

化。在多學科研究基礎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

學者提出了建立“鄭和學”的觀點，就其內涵、體

系、研究任務和方法等進行一定的探討。

這一時期的鄭和研究也開闢了一些新的研究領

域，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有學者從東西方文化交流

的互動性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有從香料貿易研

究鄭和下西洋的性質；有從思想文化角度分析鄭和

下西洋的貢獻；有從海權的角度探討鄭和下西洋的

動因、目的和作用；有從福建地緣特點來進一步考

察與鄭和下西洋關係；有運用現代造船工程中搖擺

性和振盪性原理論證鄭和寶船問題；也有從宗教信

仰角度研究鄭和本人素質等等，成為 20世紀鄭和研

究領域最活躍的時期。

二、創新和高潮時期（1998-2005）

世紀之交的鄭和研究出現新的機遇， 1998年國

際海洋年為鄭和研究發展提供了契機， 2001年 4月

中國政府正式決定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 600週年，

推動鄭和研究走向高潮。海內外先後舉行二十多次

學術會議，一大批學術著作、論文集、傳記等書籍

紛紛出版，發表論文、文章超過了千篇。

這一時期學術界重視對 2 0 世紀鄭和研究的總

結。進入世紀之交和新世紀之初，陸續發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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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通過全面而系統總結 20世紀鄭和研究，分析

鄭和研究的發展歷程、發展特點和發展規律，評述

各種學術觀點，為進入新世紀的鄭和研究和紀念鄭

和下西洋 600週年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動力，積極探

索鄭和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主張從世界範圍和人

類文明進程，從中華民族復興和海洋文化的角度創

新鄭和研究。

海內外圍繞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觀點展開熱

烈討論。 2002年 3月，加文．孟席斯提出鄭和船隊

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先於麥哲倫完成環球航

行的觀點，並於 11月出版了《1421 　　 中國發現

世界》一書，在學術界和社會引起了熱烈討論。多

數學者研究認為加文．孟席斯觀點主要是一種假設

和推論，還缺乏文獻和考古證據；也有認為加文．

孟席斯提供的一些線索和研究問題的方法有借鑒之

處。這一問題的探討還在繼續，將超出加文．孟席

斯研究的範疇，使人們從世界文化的多元互動性與

人類文明進程關係將研究深化和拓展。加文．孟席

斯觀點產生的效果，客觀上擴大了鄭和及鄭和研究

在世界範圍的影響。

寶船研究和南京寶船廠遺址挖掘再次成為關注

的熱點。 20世紀末迄今，在有關寶船的史料發掘、

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新的進展。 1999年發現了刻

於永樂十八年《太上說天妃救苦靈應經》卷首的鄭和

下西洋船隊圖像。該圖是隨鄭和下西洋的僧人勝慧

臨終時口述，由其弟子繪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

值。同時圍繞寶船尺度及文獻記載資料展開爭鳴，

有學者繼續堅持文獻記載，以明景泰辛未刊印的馬

歡《瀛涯勝覽》版本證明《明史》等記載寶船資料是

可信的；也有認為《明史》記載的鄭和寶船資料最早

源於明末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南

京靜海寺殘碑〉記載的“二千料海船”應該是鄭和下

西洋最大的寶船。此間圍繞鄭和寶船研究陸續發表

了近三十篇論文。還有研究冊封舟與寶船的關係、

鄭和七次下西洋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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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船的用途等。南京寶船廠遺址的挖掘，出土了二千

多件文物，其中包括舵杆、造船材料、造船工具等重

要的實物資料，對寶船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重視從人類文明的歷史探討鄭和下西洋。新世

紀之初，學術界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正在進

行的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結合世界經濟走向一體

化的趨勢，國際上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突出，從人

類文明的進程審視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實踐，探討其

凝聚和體現的和平、尊重、寬容、交流的人文精神

和價值取向，駁斥“中國威脅論”，顯現了鄭和的文

化價值和應用研究的特點。

王景弘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近年學術界在王

景弘史料發掘和考證取得進步，搞清王景弘的籍貫

是福建漳平市赤水鎮香寮村，同時對王景弘在鄭和

下西洋中主要助手作用、在航海技術方面擔負的主

要角色等都給予重新認識和評價，出版了《明代大

航海家王景弘》、《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著作，前

後發表六十多篇學術論文，成為近年來鄭和研究中

一個亮點。

此外這一時期，在鄭和家世研究、鄭和下西洋

對外關係上、鄭和下西洋地名考證等方面均取得新

的研究成果，發現了一些新史料，如在葡萄牙史料

中發現鄭和下西洋相關記載等；一些方志、族譜、

家譜等也有新的記載發現。海外鄭和研究熱烈，在

臺灣、香港、英國、新加坡等地召開了多次鄭和研

究學術會議，並有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英國等鄭和研究學會陸續建立，發表了一些研

究著述。

百年鄭和研究發展的主要特點

鄭和研究在百年發展進程中，在不同的歷史階

段形成不同的特點，體現了不同的時代特徵。儘管

各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學術觀點、學科角度和研

究方法也具有多元性質，但縱觀百年鄭和研究學術

發展道路，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鄭和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發展緊密結

合，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位於福建省閩江下游入海口的五虎礁。在《鄭和航海圖》中標為五虎山，

是當年駐泊在長樂鄭和船隊每次伺風開洋出使各國必經水道的航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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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研究在百年的發展中，從開端就烙上了時

代的特徵。 1905年，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在

《新民叢報》上以“中國之新民”筆名發表了〈祖國

大航海家鄭和傳〉。他在國危民弱的時刻，對傳統

的經世致用史觀進行新史學的洗禮，彰顯了鄭和研

究所蘊含的鮮明時代特徵，目的是通過宣揚鄭和下

西洋所展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振奮民族精

神，激發國民意識，拯救和改造國家。 1918年，民

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他用畢生精力設計的〈建

國方略〉中，通過盛贊鄭和下西洋“超前軼後之奇

舉”（9），增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號召國人戰

勝困難，建設近代化的國家。 1984年，我國改革開

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用鄭和的

開放精神，激勵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發展中國的改

革開放事業。 90年代，江澤民結合中國擴大開放與

世界經濟接軌的形勢，曾先後五次論述鄭和，闡述

了交流與合作的時代意義。 2001年 4月，中央決定

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活動，制定“熱愛祖國，睦

鄰友好，科學航海”十二字方針，賦予了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進程中和平、交流、合作、共同發展的時

代精神。

百年的鄭和研究，始終與時代的需要緊密結合，

充分體現出奮發救國－改革開放－交流合作－和平發

展的時代精神特徵，折射鄭和下西洋所蘊含的與時俱

進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百年鄭和研究體現的最主要

特點，也是鄭和研究發展、繁榮的主要動力。

第二、鄭和研究逐漸從歷史領域中的專題研究

向多學科交叉方向發展

以往的鄭和研究，鄭和下西洋是作為一個重要

歷史事件和明初對外交往的內容，在歷史領域進行

研究。到 40 年代，有學者開始運用自然科學中的一

些原理來認識和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船舶、航海技術

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50年代後期有學者結合

航海學的原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 60 -70

年代，學術界運用造船、航海學等科學原理研究鄭

和寶船、航海及航海技術，從其它學科角度探討和

解讀鄭和研究中航海技術方面的內容，拓寬了人們

研究的視角，出現了分學科和多學科研究的現象。

進入 80年代初，鄭和研究領域多學科研究的局面進

入一個新階段，其中以鄭和寶船研究為代表，形成

現代科技派和文獻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同時也

有從學科交叉融合角度進行探索的。 1985年後，鄭

和研究形成了多學科研究的局面，不再單純的局限

於歷史領域中的專題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

中多個學科相互結合、交叉，走向多學科的融合。

如有學者把歷史學與航海學、測繪學、地圖學

等科學原理結合研究《鄭和航海圖》，取得了令人欣

喜的成績，出版了《新編鄭和航海圖集》；有把文獻

記載與航海學原理結合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

術，還有結合文獻學、考古學、船舶工程等學科研

究鄭和寶船；有從宗教、民族學的角度探討鄭和宗

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有從航海醫學角度

研究鄭和船隊航海活動；有從海洋學研究鄭和船隊

對季風的運用；有從軍事學研究鄭和船隊的編制體

制以及作用，等等。學科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地

理學、航海學、海洋學、天文學、工程學、文學、

民族學、宗教學、哲學、經濟學、軍事學、心理學

等學科。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上， 1988年有學

者提出建立“鄭和學”的倡議，此後到 1993年間陸

續發表四篇討論和論證“鄭和學”的論文，就其科學

性、重要性和“鄭和學”的範疇、體系、特點、方法

等進行了探討。鄭和研究在發展中形成的多學科交

叉、綜合、融合的局面，需要學術界在總結多學科

研究鄭和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從交叉學科和學科融

合的角度，探討建立“鄭和學”學科的科學內涵、理

論體系、研究物件範圍、研究方法等。 21世紀初，

鄭和研究凸現鄭和下西洋文化價值和人文精神為主

鄭和文化，重視探討歷史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應用

價值。有學者提出，鄭和研究無論作為一個研究領

域，或“鄭和學”交叉學科，都可以置於“鄭和文化”

內涵之中，從寬泛的文化範疇探索鄭和研究的發展

方向。

第三、鄭和研究逐漸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呈現國際化趨勢

有關鄭和研究資料表明，早在 19世紀 70年代

中期就有外國學者從事鄭和研究。他們的研究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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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研究早三十年。最早有法國的麥耶兒斯

（W. F. Mayers）在 1874年在《中國評論》第三、四

卷上發表〈15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介紹

了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史料，

並就其中一些地名進行考證。19世紀80年代荷蘭的

葛蘭威爾德（G r o e n e v e l d t）、英國的菲力浦斯

(Phi l l ip s )也就鄭和航海圖及一些海外地名進行考

證。 20世紀早期，外國的研究學者增多，其中影響

較大的有法國的伯希和、費琅、荷蘭的戴聞達克、

日本的藤田豐八、桑原 藏、山本達郎等。他們的研

究對 30-40年代的中國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50-70

年代，海外發表三十篇研究論文，也出版幾部著

作，如日本寺田隆信《鄭和》等。進入 80-90年代，

國外對鄭和研究出版了幾部有影響的著作，日本的

《鄭和　　聯結中國與伊斯蘭教世界的航海家》、

《大航海》、美國的《中國稱雄海洋時代》、法國的

《啟蒙之龍，15世紀初葉明代的遠航》等，在南京、

太倉、昆明、雅加達等地先後召開了七次學術研討

會均有國外學者發表研究論文，收錄在每次會議的

論文集。這些研究，主要是圍繞鄭和航海活動、海

外地名考證、與海外國家的關係等，採用國外一些

研究立場、方法，尤其是一些海外資料，補充了國

內研究資料，促進了鄭和研究在國外的發展。 2002

年，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提出了鄭和船隊先於哥

倫布到達美洲大陸，並進行了環球航行的觀點，出

版了《1421 　　 中國發現世界》一書，引起了國際

學術界對鄭和的關注和研究。儘管學術界多數學者

不同意加文．孟席斯的觀點，但客觀上這場爭鳴起

到了宣傳、擴大和推動鄭和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

21世紀初，隨着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深

入，特別是中國政府決定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週年

活動，國際上重視和研究鄭和的學術著述、會議日

漸增多，英國、美國、新加坡、印尼等國家還成立

了鄭和研究會，鄭和研究的發展走向國際化，成為

一門國際性學問，但還需要不斷進行交流和推動。

第四，鄭和研究具有顯著的地方特色

學者們將研究鄭和與江蘇、雲南、福建，與印

尼、馬來西亞等緊密結合，出版了《鄭和與福建》、

《鄭和與南京》、《鄭和與印尼》、《鄭和與馬來西

亞》等一批研究成果，並有關於鄭和下西洋與東南

亞和馬來西亞、麻六甲、印尼、泰國等地區的系列

研究論文刊發。這些地區成為鄭和研究的重要基

地。

第五，重視對鄭和研究發展的不斷總結

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是伴隨着學術界對鄭和

研究本身不斷地總結而前進的。 80年代之前，學術

界對鄭和研究的總結、綜述偶有所見，沒有專門著

述。 1983年以來，有關著述時見迭出，迄今發表了

近六十篇論文和文章，成為鄭和研究領域中一個突

出的特點。

這些總結和綜述，各具特色，分別體現某個時

期鄭和研究的發展水準。它們有的對若干年鄭和研

複製明茅元儀《武備志》所收錄的〈鄭和航海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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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狀況進行較全面地總結，如黃慧珍、薛金度

的《鄭和研究八十年》、鄭一鈞《近年來鄭和研究述

評》、范金民、時平的《新的里程，新的進展　　鄭

和研究十年綜述》等；有的對某一地區或海外的鄭

和研究進行總結，如邱克〈國外對於鄭和下西洋的

研究〉、蔡鴻生〈蘇聯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程

昕、汪宏昌《十年來雲南鄭和研究述評》等；有的對

某一年進行總結，如鄭一鈞的 1985-1986年、 1987

年、 1988年、 1989年、 1996-1997年等進行的〈鄭

和研究論著述評〉等；有的對某一次學術會議進行

綜述，如馬興東〈昆明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討論

綜述〉、時平、范金民〈紀念鄭和下西洋 590週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等；有的對鄭和研究的某一方

面進行綜述，如楊新華〈鄭和世系綜述〉、時平〈十

年來有關鄭和軍事問題的研究》、朱鑒秋《鄭和寶船

尺度研究綜述〉等。這些總結及時反映了鄭和研究

的進展和學術前沿，擴大交流，對推動鄭和研究的

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中，黃慧珍、薛金度的《鄭和研究八十年》在

鄭和研究學術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為後來學者總

結20世紀的鄭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21世紀初，有

學者對整個 20世紀或近百年的鄭和研究，如羅宗真

的〈中國遠航世界的創舉　　 20世紀鄭和研究之回

顧〉、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范金民〈20世紀

的鄭和下西洋研究〉，進行了大縱深的回顧、梳理

和總結，注重鄭和研究發展階段劃分、各種學術觀

點的歸納、學術成果的介紹等。

百年鄭和研究還有其它一些特點，如比較研究

也是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重要特點，發表了一大批

學術論文。

百年鄭和研究的基本問題

鄭和研究的內容及範圍，伴隨着鄭和研究的百

年發展逐步豐富和擴大，不同的學者、不同的角度

和方式有不同的概括。本文認為百年鄭和研究所涉

及的問題主要包含了鄭和下西洋史實、鄭和航海與

航海技術、相關人物及遺蹟、鄭和研究學術史、鄭

和下西洋與現實關係等五個方面。

鄭和下西洋史實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西洋的

時代、歷史地位、目的、性質、終止原因，鄭和下

西洋相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問題，對外關

係，文學等問題。

鄭和航海與航海技術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西

洋航海活動，船舶和船隊，航海技術，海洋科學等

問題。

相關人物及遺蹟研究主要包括：鄭和的身世和

家世，鄭和的宗教信仰，有關鄭和遺跡，相關人物

等問題。

鄭和研究學術史主要包括：鄭和研究發展評

述，鄭和文獻研究，鄭和學科體系研究，鄭和研究

方法等問題。

（圖接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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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研究與現實關係的研究主要包括：鄭和下

西洋與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建

設，與航海和海洋問題，與國防安全，與國際關係

等現實問題，以及與一些相關地方實際問題等。

若把鄭和研究與現實關係的研究作為一個研究

方向，那麼百年鄭和研究的內容可以基本上概括為

五個方面十七個研究方向，其下是第三級所包括的

比較具體的問題，限於篇幅不進一步展開。這裡祇

簡要介紹百年鄭和研究中若干主要爭鳴的問題。

第一、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有關鄭和下西洋目的，是鄭和研究中討論最熱

烈、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明史

．鄭和傳》記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蹤跡建文”，

“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30年代中期學術界曾圍

繞這一問題展開討論，爭鳴雙方都以文獻資料為依

據，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經濟目

的，通過國際貿易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另一種觀

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蹤跡建文、宣揚國威。

50年代學術界又展開熱烈討論，除了堅持鄭和下西

洋的目的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蹤跡建文和耀兵異域

觀點外，有學者提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針對中亞

蒙古帖木兒帝國對明朝西北威脅的觀點；還有認

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積極推行“朝貢貿易”和

“齎賜貿易”，具有恢復和發展明朝與海外各國的關

係，同時進行海外貿易的“雙重任務”。 80、 90年

代，這一問題成為鄭和研究領域中重要問題之一，

一些學者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從某一視角進行探

討，如從明初國內對藥材的需求激增，或從明初鞏

固海防的需要，或從中國海權發展的角度等，拓寬

和深化了研究。迄今為止，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共有“蹤跡建文”、“耀兵異域”、“針對貼木兒帝

國而發”、“建立回教同盟”、經濟動因為主、政治

動因、政治經濟雙重目的、發展海權、震懾倭寇和

文化交流等觀點。其中主要爭論圍繞是經濟動因為

主，還是政治動因為主，或兼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性

質？鄭和下西洋是集中國家力量實施大規模對外行

在馬來西亞麻六甲市當年鄭和船隊建立官廠的遺址中發掘的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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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後七次，歷經二十八年，先後訪問了亞非三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因此它不會單純祇有一個目

的。從文獻記載、從明初社會的形勢、從朱棣個人

因素以及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發展規律

看，同時考察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具體內容，結合百

年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認為，鄭和下西洋的

目的主要有三個：政治上恢復和擴大朝貢貿易；經

濟上進行海外貿易；維護海上安全和對帖木兒帝國

勢力威脅進行戰略牽制。鄭和下西洋目的，無論從

政治層面、經濟層面、軍事層面來分析，試圖把中

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形勢聯繫起來，想建立一個

長治久安的和平局面，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實

現理想的封建“大一統”，達到“天下一家”的局面。

第二、關於鄭和寶船尺度和船型

有關鄭和寶船的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有學者

提出質疑，至今爭鳴近七十年。 80年代初期掀起了

高潮，史學和考古研究者、造船和航海等專業人員

分別以文獻、文物和造船原理等為依據進行研究，

基本肯定了《明史》的記載，認同船型以福船型為

主，同時不否定鄭和船隊有沙船型的寶船。另一種

觀點從造船原理、航行要求和明代製造能力等提出

質疑，不同意文獻記載的寶船尺度。目前圍繞寶船

的主要爭論，一是寶船的尺度、寶船與兩千料海船

的關係；二是寶船的船型。前者是寶船研究中爭鳴

的主要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文獻記載寶船長 44

丈、寬 18丈是可信的，二千料船是鄭和下西洋船舶

中的一種；另一種觀點認為文獻記載的寶船尺寸是

錯誤的，南京靜海寺殘碑記載的二千料船應是鄭和

下西洋所乘的寶船。關於寶船船型，多數學者認為

寶船主要是尖底的福船型，不否認有沙船型的存

在；還有少數學者堅持寶船屬於沙船型。有關鄭和

寶船的討論還將繼續。

第三、關於鄭和身世和家世

這是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重要內容和討論的熱

點。此前由於歷史文獻記載有關鄭和身世及家世寥

寥，所以研究十分有限。 20世紀初十年，有學者在

鄭和故里發現鄭和父親〈故馬公墓誌銘〉，始對鄭和

家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30年代中期，在鄭和家世

的研究上取得重要進展， 1936年在雲南發現《鄭和

家譜》抄本， 1937年李士厚先生出版了《鄭和家譜

考釋》。 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發現一份〈鄭氏

家譜首序〉，更多地揭開鄭和的身世情況。 1985年

出版了黃慧珍、薛金度編《鄭和家世資料》。 2005

年出版《鄭和家世資料彙編》。迄今圍繞鄭和身世和

家世研究主要爭論有三個問題：

一是鄭和是否是元朝賽典赤．贍思丁的後裔。

4 0 年代彭嘉霖考證出鄭和是元代初年著名的政治

家、咸陽王賽典赤．贍思丁的後裔。80-90年代，有

學者又根據發現的《賽氏總族牒》《賽典赤家譜》和

《馬氏家乘》資料，與〈故馬公墓誌銘〉、〈鄭氏家

譜首序〉等原有鄭和譜系資料考證，認為世系存在

多處差錯，對鄭和是賽典赤．贍思丁的後裔觀點提

出商榷。不少學者進行研究和考證，堅持鄭和是賽

典赤．贍思丁後裔的觀點。 21世紀初期，鄭和家世

研究又取得新的進展，認為鄭和為避諱父親米里金

世襲元朝滇陽侯，參加元梁王組織抵抗明軍作戰而

死，所以〈故馬公墓誌銘〉不提名字、卒年和死因。

學術界從記載賽典赤．贍思丁和鄭和世系的譜牒人

手，進行考證研究，推動了鄭和研究。

二是鄭和賜姓問題。一種觀點依據《鄭氏家譜

首序》的記載，“公和始事於永樂二年（1404）正月

明代紡織品藍地纏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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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御書鄭字，賜以為姓，乃名鄭和”，又提到

“鄭州”一役建功。其它文獻如《國榷》《明通鑒》均

提到靖難之役朱棣鄭村壩之戰獲勝。所以有學者研

究家譜之中的鄭州是鄭村壩之誤。所以因是役鄭和

被賜“鄭”姓。一種觀點提出疑義，認為《鄭氏家譜

首序》記載有誤，而且記載靖難之役的史料中均沒

有提及是役和鄭和。賜姓問題顯然沒有全部釋疑。

三是鄭和生卒年問題。關於鄭和出生和死的

時間，歷史文獻沒有明確記載。 30年代吳 最早

根據相關資料綜合分析，認為鄭和生於洪武四年

（1371），後為不少學者讚同和沿用。還有提出是

洪武六年（1373）、洪武七年（1374）、洪武八年

（1375）等說法。鄭和的卒年，吳 認為是 1435

年。 1983年鄭一鈞根據發現的〈非幻庵香火聖像

記〉，認為 1433年鄭和卒於印度古里，被學術界

多數採信。

第四、關於鄭和的宗教信仰

有關鄭和的宗教信仰，前期鮮有研究。 20世紀

50年代，有學者研究鄭和與天妃的關係，稍後也有

研究涉及鄭和與回族的關係。 80年代學術界開始專

門研究鄭和的宗教信仰問題，後來有學者專門研究

鄭和下西洋與天妃、鄭和崇佛、鄭和下西洋與東南

亞伊斯蘭教傳播等，出現鄭和信仰佛教說、信仰道

教（天妃信仰）說、信仰伊斯蘭教說和兼信說。

信仰佛教的觀點認為：一是有史料明確記載鄭

和自稱為“奉佛信官”（10），並有法名；二是鄭和曾

施財印造佛經分送各大禪寺；三是鄭和下西洋時佈

施國外佛寺，並帶回佛陶；四是鄭和成人後身邊從

皇帝到官員、宦官都崇佛的影響等。

信奉道教的觀點認為：一是鄭和航海活動、船

員與天妃有密切的關係，在航海前後、航程中都祭

拜天妃；二是當時鄭和所立的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

印尼中爪哇省三寶瓏市三保廟。當地人修建，常年拜祭三保大人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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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宣德六年歲次辛亥

春朔〈通番事蹟之記碑〉、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

日〈天妃靈應之記碑〉；三是鄭和曾奏請修建、捐資

修建一些天妃宮；四是永樂、宣德皇帝多次加封天

妃，遣使祭拜天妃；四是有史料記載天妃救助鄭和

船隊的故事。學者們在論述鄭和信奉道教時，不否

定他兼信它教。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提出天妃信

仰屬於我國沿海的民間信仰，不應作為道教內容。

信奉伊斯蘭教的觀點認為：一是鄭和出身穆斯

林回族家庭，自幼就信奉伊斯蘭教；二是鄭和曾在

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三是鄭和奏

請重修南京淨覺寺等；四是鄭和船隊中吸收了一些

穆斯林成員參加；五是有海外文獻記載鄭和在印尼

傳播伊斯蘭教等。認為鄭和信仰伊斯蘭教，奉佛崇

道祇是表現為了適應環境和完成下西洋的使命。

兼信說考察鄭和信仰的軌迹、身份和中國文化

特點，認為鄭和兼信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

第五、關於鄭和航海活動範圍及地名考證

有關鄭和航海活動的範圍及地名，在百年鄭和

研究中從開始就是學者研究的重要內容。早期重點

放在每次航海的時間、抵達的國家、地名及考證、

《鄭和航海圖》等，尤其是南洋的地名。 20世紀 50

年代後，研究南亞、西亞和非洲國家考證增多，搞

清海外不少地方。 80年代《新編鄭和航海圖》集以

往研究的成果，基本確定了鄭和航海活動的範圍和

地名，但存在一些有爭論的觀點。

有關鄭和使日問題。 1982年，有學者根據明鄭

舜功《日本一鑒》、胡宗憲《籌海圖編》和清傅維麟

《明書》等文獻的記載，提出鄭和在下西洋前夕，於

永樂二年曾出使日本的觀點。也有學者不同意此觀

點，認為還缺少直接的證據，史料記載多明代中後

期。日本學者多數認為鄭和使日還缺少證據。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過菲律賓問題。《鄭和航

海圖》其它文獻沒有記載鄭和下西洋曾到達菲律

賓。外國學者奚爾恩在《遠東史》中記載 1405年七

八月間鄭和率船隊訪問菲律賓，然後到占婆（即占

城）。 60年代有學者提出鄭和船隊到過菲律賓。以

後學術界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隊在往返時有可能經

過菲律賓，或有分 訪問過菲律賓；一種觀點認為還

缺乏直接的證據，表示置疑。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過澳洲問題。20世紀50年

代，有學者研究提出鄭和船隊可能到達澳大利亞，

此後有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

隊或分 抵達過澳洲。主要依據：一是《鄭和航海

圖》中蘇門答剌島下面畫有一片陸地，一條航線從

其左端繞過，有學者解讀《鄭和航海圖》時，認為此

塊陸地是澳洲北部大陸；二是 1879年在澳洲西北達

爾文港出土一尊中國壽星石像；三是鄭和船隊多次

訪問爪哇等地，這裡距離香料產

地近，離澳洲大陸也近，從航程

和技術上都具有可能性。另一種

觀點認為，《鄭和航海圖》吸收

了宋元時期對澳洲的認識，以海

圖形式表達出來，沒有確鑿證據

可以證明鄭和船隊到達過澳洲。

有關鄭和船隊是否到達好望

角問題。鄭和船隊到達非洲東岸

是無可置疑。最南端到達哪裡存

在不同的研究結論。一種觀點認

　麻六甲市三寶山，當年鄭

和船隊官兵曾經駐紮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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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鄭和船隊沒有到達好望角。通過對《鄭和航海圖》

和文獻記載的研究、考證沒有證明，20世紀80年代

後，有學者通過進一步考證，認為麻林地是今基爾

瓦基西瓦尼，比剌和孫剌是南緯 15o4' 的莫三比克港

和南緯 20o12' 的索法拉，是鄭和下西洋到達非洲最

南的地方；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船隊曾到達過好望

角。一是根據地圖學家弗拉．毛羅於 1459年繪製的

世界地圖上的註文記載；二是《鄭和航海圖》在馬達

加斯加島位置標有一條不完全的向西南的航線；三

是有從東非語言結合地名研究，認為非洲東岸有幾

處均叫麻林地的地方，其中一處在南非境內，鄭和

船隊抵達的麻林地可能是該地；四是早在元朝時期

中國使者就訪問過馬達加斯加。因此，鄭和船隊或

分 存在有可能抵達好望角。

有關鄭和是否到過臺灣問題。20世紀 50年代有

學者研究鄭和與臺灣問題，60-70年代介紹和研究著

述顯著增加，涉及鄭和鳳山植薑、淡水投藥、赤嵌

汲水、鄭和及其他人員來臺灣的可能性、鄭和到過

澎湖等。一種觀點依據何喬遠《名山藏》、張燮《東

西洋考》、俞正燮《癸巳類稿》、龔柴《臺灣小志》、

吳振臣《閩遊偶記》、蔣毓英《臺灣府志》、連橫《臺

灣通史》等文獻，研究認為鄭和或王景弘曾到過臺

灣；一種觀點認為，鄭和到過臺灣值得商榷，還缺

少直接的證據。

另圍繞鄭和航海活動和地名考證，還有東西

洋、赤嵌等考證、永樂元年鄭和是否出使暹羅、鄭

和是否到過天方等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第六、關於鄭和下西洋對外關係問題

鄭和下西洋對外關係涉及多方面，這裡主要介

紹主要爭論問題。 1）對明初海禁政策與鄭和下西洋

的關係。一種觀點認為，洪武時期執行的海禁政

策，限制與海外的交往，永樂時期針對形勢的變

化，實行的是寬禁政策，鄭和下西洋就是這一政策

的體現。另一種觀點認為，永樂時期執行的是與洪

武時期一致的海禁政策，嚴禁民間航海活動，不限

制官方的航海，鄭和下西洋是擴大官方航海活動，

從而進一步打擊民間航海活動。 2）對朝貢貿易不同

認識。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朝貢貿

易，限制和打擊民間貿易；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

下西洋包括了政治意義上的朝貢貿易形式，也有經

濟行為的官方貿易和一定程度的民間貿易形式。 3）

鄭和下西洋對海外華僑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鄭

和下西洋促進了海外華僑的發展，是開創南洋華僑

發展的新時代；另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堅

決執行明初的海禁政策，限制和打擊了海外華僑事

業的發展。

第七、關於鄭和海權研究中一段主要史料

20世紀 80年代中期學術界開始探討鄭和海權

問題，伴隨研究的深入，形成不同的認識和觀

點。一種認為鄭和時代沒有海權，一種認為存在

位於泉州市東郊靈山回教先賢墓廻廊的鄭和行香碑

鄭和於永樂十五年（1417）第五次下西洋前夕到此行香

（碑高 1米寬 0.42米　碑文楷書陰文）



183 文 化 雜 誌 2006

百
年
鄭
和
研
究
︵1

9
0

5
-2

0
0

5

︶

歷

史

中國海權，是中國古代海權的鼎盛。其中爭鳴最

熱烈的是鄭和為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下西洋船

隊時講的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

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

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

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11）此話是《論鄭和下西洋》引自法國學者弗朗索

瓦．德勃雷著、趙鵬喜譯《海外華人》一書。一種

觀點認為法國學者沒有引言出處，對這段話真實

性、可信性表示質疑，不同意作為可信的史料；

一種觀點同意使用，認為鄭和史料在海外有可能

存在，認為它是鄭和長時期大規模經略海洋實踐

的總結。爭鳴還在繼續。

第八、關於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造成的經濟影響

有關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造成的經濟影響，是

百年鄭和研究中一個爭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

與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對朝貢貿易的認識和鄭和下

西洋的評價有直接關係。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

是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造成明朝財政嚴重負擔，

“庫藏為虛”，最終被迫停止下向西洋；另有學者研

究認為，鄭和下西洋給明政府帶來巨大的經濟效

益，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有

關這一問題，還需要從經濟角度進行具體研究，得

出研究的結論。

第九、關於鄭和研究的學術活動與現實中經貿

關係

隨着20世紀80年代國家的改革開放形勢及其不

斷發展，鄭和研究與現實社會需要聯繫更加緊密，

在一些地區、行業出現了鄭和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

相結合的現象，這是鄭和研究發展中出現的新問

題。實質上是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經濟的關係問

題。在兩者結合的實踐中出現了不同結果，也形成

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

聯繫，影響了鄭和研究學術本身，形成本末倒置，

位於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鄭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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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足取；一種觀點認為，這是鄭和研究的新發

展，是歷史為現實服務、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必然

相互促進，有利於鄭和研究的發展。

此外，百年鄭和研究中還有一些爭論的問題，

如寶船廠遺址和龍江寶船廠遺址的關係，是否是劉

大夏焚燬鄭和出使水程檔案，第五次下西洋是否從

泉州起航，如何評價錫蘭戰役和處理蘇幹剌事件，

鄭和究竟到過多少國家，航海中“更”的里程計算

等，有待深入討論和研究。

鄭和研究發展的思考

總結百年鄭和研究的意義，不單純的是對過去

的發展及成果進行評述，更重要的價值是對鄭和研

究未來發展的探索。百年鄭和研究發展形成的最寶

貴經驗之一，鄭和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緊密

結合，從凝聚的中華文化中折射出與時俱進的時代

精神。它是鄭和研究不斷發展的動力。因此，鄭和

研究要與新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相結合，加強鄭和

研究中應用性研究，重視鄭和文化的應用價值，把

鄭和下西洋蘊含的和平、交流、尊重和寬容的優秀

民族品德，充份體現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與世

界廣泛交流合作的進程中，展示和平、交流、合作

和共同發展的新時代特徵。

鄭和是公認的世界歷史文化名人，鄭和下西洋

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成果，已經成為

一門具有一定影響的國際學問。因此鄭和研究要重

視從人類文明史的視角總結鄭和下西洋的文化價值

及其人文精神，探討它從區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轉換

過程中的特點及作用，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世界一

體化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進一步推動鄭和研究繼

續向國際化方向發展。

新世紀的鄭和研究要在百年研究的基礎上繼承

和創新。一是重視地方、尤其是海外有關鄭和研究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對已發現的一些新史料進行考

證和辨析，搞清史料的真實價值；二是對鄭和研究

中長期爭論的主要問題，除了繼續討論方式外，多

從求同的角度探討，在沒有新的證據情況下，有些

問題可以暫時擱置，加強對鄭和下西洋船隊組織、

管理和航海活動的研究；三是重視鄭和下西洋中外

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多從交流的互動性探討文

化交流對東西方、對人類文明的推動及影響；四是

多學科的交叉、協作研究，應加強研究過程中的融

合，內容的有機結合，從融合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結

論，減少概念上、形式上的“融合”，可以運用新的

方法、新的理論進行研究；五是鄭和研究應多研究

其結果和影響，不必過份探討其動機。結果和影響

有目共睹，輝煌可以發揮激勵的功用，轉折可以提

供思考和借鑒，至今鄭和在海外一些地方還有積極

的影響，至今我們還蒙受其利，值得重視。

歷史是變化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責

任，形成每一代人的認識。走過百年的鄭和研究，

在新世紀面臨新的機遇，鄭和研究領域需要用一些

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更需要我們一代代不懈的

努力，推進鄭和研究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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