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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與“海上絲綢之路”

施存龍*

* 施存龍，原中國國家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本文論述四方面問題：一、七下西洋是名副其實的有絲綢輸出的“海上之路”；二、要確

切評價鄭和下西洋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它把“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峰，但鄭和並

非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創者；三、如果永樂和宣德兩帝能制訂正確的目的和政策，鄭和下西洋不

會有遺憾；四、復興“海上絲綢之路”，貫徹“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一十週年

鄭和七下西洋是名副其實的

輸出絲綢的“海上之路”

鄭和七下西洋，從決策者的動機和出發點而

言是重在政治目的，但從每次下西洋帶到各國開

詔賞賜的禮物看，各國隨鄭和的船或自備船而來

中國的使節貢獻方物(地方特產) 後，中方回贈的

禮物，除政治用品 (印誥、封冊等) 和錢鈔外，主

要就是大量絲綢及其製成品。

這種政府外交行為，帶往海外國家的絲綢，

在史書中不斷有記載。記永樂朝政事的《明太

宗實錄》反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說：“永樂三

年 [⋯⋯] 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並

賜諸國金織文綺彩絹，各有差。”
(1)
 按此行正式

訪問十四國，則這十四國家都有一份精美、貴重

但數量品種不同的絲綢及其製成品。同書記載，

當鄭和於永樂五年九月四日回到祖國時，對隨船

來明朝南京的一批國家貢使，“仍命禮部賜其錦

綺、紗羅 [⋯⋯] 等物”
(2)
，也就是又給“海上

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使節分別運去一批作為回禮

的絲綢。以後各次往來，照例都賞賜絲綢。如同

書卷一三四記：“永樂十年，[⋯⋯] 遣太監鄭和

等齎敕往賜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臘、阿

魯、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蘭丹、加異

勒、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諸國王錦綺、

紗羅、彩絹等物有差。”
(3)
 這就是說，鄭和第

四次下西洋船隊把中國絲綢帶往東南亞的中南半

島、馬來半島、印尼和蘇門答臘、爪哇島、印度

半島的東西兩側、西亞的伊朗等海灣國家、阿拉

伯半島紅海兩岸，直到東非的南部坦桑尼亞、莫

桑比克等國。

永樂十九年第六次下西洋也輸出絲綢。據《明

成祖實錄》卷一一九記：“忽魯謨斯等十六國使臣

返國，賜鈔幣表裏 (施按：“表裏”即衣料，當為

絲綢)。復遣太監鄭和等齎敕及錦、綺、紗、羅、

綾、絹 [施按：此六種皆為絲綢] 等物賜諸國王，

就與使偕行。”
(4)
 船隊中既有鄭和帶的，又有使

者自己帶的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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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賞賜海外國家絲綢，祇有籠統的話，缺

乏量化概念，人們不免要問究竟數量如何？茲舉

其一國某一次實例如下以見一般。

以第三、四次下西洋期間滿剌加 (今麻六

甲) 一國的一次來朝明廷為例。據《明史 滿剌

加傳》載：“明年(指永樂六年)，鄭和使其國，

旋入貢。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

來朝，[⋯⋯] 帝親宴之。[⋯⋯] 賜王金繡衣二

襲，麒麟衣一襲，金銀器、帷幔衾綢裯悉具。將

歸，賜王 [⋯⋯]，賜妃冠服。瀕行，[⋯⋯] 再

賜 [⋯⋯] 錦綺紗羅三百匹，帛千匹，渾金文綺

二，金絹通袖膝襴二。”
(5)
 僅滿剌加一國永樂

九年一次來明，就賞賜了三次：初到、將歸、瀕

行，每次都有絲綢及製成品如金繡衣、帷幔衾綢

禂、妃冠服，通袖膝襴等。而絲綢衣料達幾百匹

至千匹。按絹的輕細者稱紗；質地輕軟、經緯組

織顯椒眼紋的絲織品稱羅；帛則是絲織品總稱，

包括生帛的縞、素、絹和熟帛的練。綺是素地織

紋起花的絲織品，其中，織彩為文的稱錦，織素

為文的稱綺。質地厚實而有光澤的稱緞；很薄有

彩文的稱綾；彩色的絲織品稱綵或彩。總之，都

是絲綢品。

即使賞賜少的另一次來朝，其數量也很可

觀。當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國時來朝的滿剌加訪

問團於永樂二十二年回國時，據《明成祖實錄》

記載，僅在絲綢方面就賜“錦六段，彩緞五十八

表裏，紗羅各二十二匹，綾四十六匹，絹五百三

十六匹，[⋯⋯] 織金羅衣十八襲。賜王妃素羅

女衣十二襲，絹女衣十七襲。賜其從人衣服有

差。”
(6)
一國一次如此，則幾十國七次，數量之

大，可想而知。

鄭和下西洋時還有一類絲綢輸出，則屬商業

行為。這在隨鄭和下西洋的幾位“記者”著作中

多有反映。限於篇幅，僅能舉若干有代表性的實

例，以見一般。

占城國，親歷人馬歡《瀛涯勝覽》記載：鄭

和船員帶去的“中國青瓷盤碗、紵絲、綾絹、燒

珠等物，甚愛之，則將淡金換易”。
(7)
 另一親歷

者鞏珍《西洋番國誌》也記載：“所喜者中國青

磁片碗等器，及紵絲綾絹硝子珠等物，皆執金來

轉易而去。”
(8)

暹羅國，親歷人費信《星槎勝覽》記載：   

“貨用青白磁器、印花布、色絹、色緞、金銀銅

鐵、燒珠、水銀、雨傘之屬。”
(9)

滿剌加國，《星槎勝覽》稱：“貨用青白瓷

器、五色燒珠、色絹、金銀 [⋯⋯] 之屬。”
(9)

彭亨國，《星槎勝覽》記：“貨用金銀、色

絹 [⋯⋯] 之屬。”

錫蘭國，《瀛涯勝覽》記：“中國麝香、紵

絲、色絹、青瓷盤碗、銅錢、樟腦，甚喜，則將

寶石、珍珠換易。”

榜葛剌國，《星槎勝覽》記其“貨用金銀、

緞絹、青瓷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珠、水銀、草

蓆之屬。”

忽魯謨斯國，《星槎勝覽》記其“貨用金

銀、青白花磁瓷器、五色緞絹 [⋯⋯]。”

祖法兒國，《瀛涯勝覽》記：“中國寶船

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

將乳香、血竭、蘆蔡、沒藥、安息香、蘇合

油、木別 (鱉) 子之類，來換易 (中國) 綢絲、

瓷器等物。”

木骨都束國，《星槎勝覽》記貨用色緞、色

絹、瓷器。

在明以前的歷史上，中國絲綢通過“海上絲

綢之路”的輸出，起初祇是物資互通有無，屬於

經濟範圍。到鄭和下西洋時，其政治、外交含義

突出，帶有“絲綢外交”的意味。

在鄭和下西洋輸出的物種中，除絲綢外，大

宗的物資還有中國另一名產 —— 瓷器，在鄭和下

西洋有關著述中也多有反映，一併附列於表中。

其它非大宗物資輸出，從建築材料的磚，到各種

吃、穿、用、醫、文化、藝術品、貴重金銀，內

容十分豐富，恕不一一列舉了。

茲將鄭和船隊交易絲綢、瓷器主要國列表歸

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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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輸往下西洋沿途各地民間交易絲綢、瓷器表

絲  綢 瓷  器 資  料

阿魯 色緞、色絹 瓷器 《瀛涯勝覽》

占城 色絲、紵絲、綾絹、花繡 青瓷盤碗 《瀛涯勝覽》、《西洋番國誌》

爪哇 錦綺、紵絲、銷金紵絲 青花瓷器 《西洋番國誌》、《明史》

暹羅 彩帛、錦綺、色絹、緞匹 青白花瓷器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

舊港 五色布絹、色緞 青白瓷器，大小瓷器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

滿剌加 錦綺、色絹、紗羅、帛 青白瓷器 《星槎勝覽》、《明史》

蘇門答剌 色絹 青白瓷器 《星槎勝覽》

花面國 緞帛 瓷器 《星槎勝覽》

彭坑 色緞 — 《星槎勝覽》

錫蘭山 色絲、紵絲、色緞、色

絹、絲毛巾

青白瓷器、青瓷盤碗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

洋番國誌》

小葛蘭

(具喃)

色緞 —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

洋番國誌》

柯枝 色緞、白絲、紵絲 青白花瓷器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

洋番國誌》

古里 蠶絲、錦綺、色緞 青白花瓷器

忽魯謨斯 紵絲、五色緞絹、紅青紗

錦

青白花瓷器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

洋番國誌》、《明史》

剌撒 色緞、色絹 瓷器 《星槎勝覽》

榜葛剌 紵絲、絹、色絲 — 《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     

《明史》

阿丹 紵絲、色緞、絲帛、金綿、

絹鏽

青白花瓷器 《星槎勝覽》

佐(祖)法兒 紵絲、色絹、緞帛、金錦 瓷器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

番國誌》

竹步 色緞、色絹 瓷器 《星槎勝覽》

木骨都束 色緞、色絹 瓷器 《星槎勝覽》

溜山(洋) 絲、色緞、色絹、緞帛、

織錦

瓷器 《星槎勝覽》

卜剌哇 緞、絹 瓷器 《星槎勝覽》

天方 色絲、紵絲、緞匹、色

絹、綾絹

青花瓷器 《星槎勝覽》

急蘭丹 錦綺、紗羅、彩帛 — 《明史·急蘭丹》

甘把里 織錦 — 《皇明四夷考》

輸出品

到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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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鄭和下西洋直接運

回和隨之吸引各國貢使運來的外國物資也是多種

多樣的，其數量和品種也達到空前的程度。當然

用蠶農、織婦、 工辛勤勞動製成的絲綢、瓷器

所換回來的，有不少是與國計民生無益而僅供封

建統治者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有益民生的祇佔

少數。

七下西洋樹立了和平友好利用“海上絲綢之

路”的榜樣。“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人類通過

實踐認識海洋的一種文明成果——通道，既可用於

正義和平，也可用於不義戰爭；既可造福人類，

也可給人類帶來災難；既可載運友好客人、和平

使者，也可載運海盜、侵略軍。而鄭和每次下西

洋，雖然是一支強大的特混艦隊，擁有兩萬多精

兵強將，浩浩蕩蕩騁駛在大洋路上，卻是二十八

年間始終和平利用之。

在政治外交上，不但不佔人一寸土地，而且

還宣諭和執行各國“共用天下太平”、“強不凌

弱”、“富以濟貧”。對於國際糾紛，盡力和平

調解之，如幫助暹羅與滿剌加理順國際關係，使

之和平共處。對於不可理喻、蠻行搶劫、陰謀害

人、阻塞“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的舊港陳祖義之

流，才最後使用武力解決。所以，我認為美國大

華府僑胞在當地中文報刋上發表紀念鄭和下西洋

六百週年紀念籌委會啟示，標題稱之為“和平之

旅”是合乎實際的，是生動中肯的概括。有些外

國學者強調鄭和下西洋的武裝征服，干涉各國內

政，未免誇大和偏頗。越南個別學者說成是侵

略，則更是歪曲誣衊。

要確切評價鄭和下西洋

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

一、七下西洋把“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峰

“海上絲綢之路”的物質基礎，一是海洋，

二是航標港口，三是航海的工具船舶，四是認識

航路和航海技術的航海家們及其領導下的各類船

員。由於大海乃是天賜，在古代的歷史條件下，

航標主要是靠天然物標如陸上山峰、島嶼、高

樹，借助其它突出物體如高塔、廟宇等建築物，

人工航標是不發達的，僅有像長江吳淞口人為堆

積的寶山之類。港口多利用天然海灣、港汊、沙

洲、島峰等掩蔽風浪，個別地方有一段拋石作阻

浪堤而已。所以，考察這些基礎是否比從前或它

地進步，進步多少，主要在於後兩者。鄭和下西

洋時，達到的時代水準是：

1. 製造最先進、個體最大的船，組織了古代

中西“海上絲綢之路”最大規模的遠航船隊。

長期反覆研究的結果表明，所謂史籍記載鄭

和首航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以及

今人在此基礎上推測出的長151米，寬約61.6米

之說，是不可信的。首次航行最大的船應是南京

靜海寺碑中所記二千料船，因為永樂初，內戰的

創傷尚未完全修復，工農業生產才有所復蘇，尚

無條件造大寶船，不過是利用徵調收降的建文帝

時水軍和民間航商現成的海船中質優體大的加以

整修加固、個別改造得高級一些而己，在當時已

是載重量很大的船了。第四次下西洋，才有新造

的大寶船投入使用，但也不能把新造寶船誇大。

最大的當是2010年6月從南京洪保太監墓中出土的

墓誌銘所刻的“大福等五千料巨舶”
(10)
。這既符

合常理又有實際文物可證，才是有說服力的。何

況，十年前出版的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萬明女

士的《明鈔本〈瀛涯勝覽〉》已證實了馬歡著作

的可靠版本並無明史抄錄和下西洋小說所講的上

述最大寶船資料。
(11)
 2013年我應邀在美國國會圖

書館講座上所說的最大寶船就是按此觀點講的。

按五千料船在當時已舉世無雙了。儘管迄今造船

專家對鄭和船隊中最大“寶船”的尺度和其載重

量還有爭議，但這些證據是否認不了的。

每次下西洋的船隊由“百餘艘”各類船舶組

成。這裡順便指出，國內有些鄭和下西洋或“海

上絲綢之路”的專著和文章，多稱鄭和每次下西

洋由二百多艘或二百零八艘船組成，以致流傳到

海外，使美國大華府的啟事廣告也寫作“有二百

零八艘船舶”。恕我直言，這些都是不確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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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查明“二百零八艘”說出自後人編寫的地方

誌，見於由鄭和下西洋一百幾十年後的嘉靖時人

編寫的《太倉州誌》：“永樂七年，太宗文皇帝

[施按：指明成祖朱棣] 命太監和等統領官兵二萬

七千有奇，駕海船二百八艘，賞賜東南諸番以通

西洋。是歲九月，自婁江口 [施按：指劉河口的

正名] 發舟。”
(12)

按永樂七年是第三次下西洋之年，可見並非

指第一次下西洋時所率艘數，而是僅就第三次下

西洋而言。即使指第三次也不足為據。我們應根

據當時下西洋的實踐者和領導者集體鄭和、王景

弘等署名的〈天妃靈應之記〉碑所說的每次“百

餘艘”才是。
(13)
 筆者見過鄭和下西洋五百八十週

年紀念時該碑拓片照片，所以，2004年9月，筆者

在“北京市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參與為中教部、

海洋局、團中央等聯合舉辦的紀念鄭和下西洋六

百週年活動的知識競賽擬寫問題和答案時，主張

按該碑數，經一致同意確定採用“百餘艘”，該碑

雖經近六百年風雨，其原存之道宮雖在抗日戰爭

中被毀，而石碑被運往非淪陷區保藏而得以保存

至今。2004年12月17日，筆者參觀大福州市轄的

長樂市南山“鄭和史蹟陳列館”時，親見該碑字

跡仍可辨，可以糾正誇大不實的二百零八艘說。

鄭和船隊是由當時中國最優秀的航海家駕駛

的世界上載重最大、裝備最精良的船舶集中起來

的規模最大的船隊。

2. 提高了航海圖的科技水平

在鄭和下西洋之前，我國已經具有航海圖，

如南宋時有〈海外諸番圖〉，但祇聞其名，不見

其圖，諒已佚失。但是積鄭和下西洋六次實踐積

累的新經驗昇華而成的航海圖〈自寶船廠開船從

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今人向達先生

改名簡稱的〈鄭和航海圖〉，則達到了前所未有

的科技水準。原圖也失傳，但被刊載於明代茅元

儀《武備誌》卷二四○中，得以傳世至今。
(14) 

雖有少量刊刻錯誤，已可窺見原圖精髓。該圖北

起長江內始發港南京，經國內長江口劉家港、閩

江口內大平港停泊後再啟航，東折南下，經今東

海、南海至南洋群島、麻六甲海峽，折西北至孟

加拉灣，至波斯灣忽魯謨斯，至沙烏地阿拉伯紅

海，西南至東非索馬里、肯尼亞、坦桑尼亞。包

括西南太平洋東南亞、北印度洋海域內的南亞、

西南亞和東非，記錄中外地名五百三十多個。繪

出地文航海對景圖，輔以文字說明指導航路的航

向針路、航程更數。在沿江 (長江、閩江下游) 沿

海以陸標為主，在汪洋大海中以牽星圖天文定位

為主。還標有港口水深、危險礙航區、氣象特點

等以策安全，並與航路指南緊密結合。

3. 提高了遠航海外的航行術

這方面要具體說來，專業性太強，敍述文字

較長，文史學者未必感興趣，因此，這裡祇能點一

下。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航海家已在航海中應

用了航海羅盤等指向儀器，使用了牽星術作天文導

航，起於漢唐的天文導航術歷有記載。如晉代葛洪

《抱樸子》稱：“並委滄海者，必仰辰極(指日月北

斗星等) 以得反 (返)。”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記

載：“舟師 (火長、船長) 識地理，夜則觀星，晝

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15)
 但未見宋代有牽星

術的記載。鄭和在永樂初下西洋行，利用的航海

家是由元末明初洪武時航海家過渡來的人，因此

可推測元代已應用，但實際是否已應用，因未有

記載，不便斷定。但鄭和船員使用的“過洋牽星

術”從〈鄭和航海圖〉看，不但有記載，而且已

達到成熟。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鑽研，我推薦參

閱〈我國最早記載牽星術的海圖〉一文。
(16)

4. 主要航線、航路的新發展

我們必須指出，儘管第一次下西洋航海並未

超過前代航線和路程，但行駛在這條路上的鄭和

船艦之大、船隊之多、設備之精良、船員水師之

雄壯、組織工作之嚴密，卻大大超過前代中國和

同時代的世界。

那麼對整個七次下西洋又該作何評價呢？章

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一書中，在“鄭和下

西洋的地名考察”節內，列了一份地名表，接着

說：“從這個地名對照表看起來，鄭和船隊在

南海方面行蹤所及的範圍，並沒有超過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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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而在印度洋以西一帶，還不如前兩代之

遠。顯然可見，鄭和船隊所到的地方，都早已有

前代航海家的足跡，為之前驅，先後之間具有一

種很清楚的繼承關係。”
(17)
 章先生此論，我不

盡同意，尤其是不同意說“鄭和船隊在印度洋以

西一帶，還不如前兩代之遠”。從全書來看，章

先生意在發揚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的成就，決不會

有意貶低鄭和七下西洋的成績，祇是研究深度尚

不夠，是個認識不到位的問題，如他把比剌誤認

是卜拉哇，不知比剌位置是遠比卜拉哇更南的東

非。他祇認識到鄭和分 船隊最遠僅到麻林，即

今肯尼亞的馬林迪，卻不認識船隊到的孫剌為何

地，實際遠在莫桑比克的新索法拉。同時他又認

為南宋商船遠航到歐洲意大利、西班牙南部，以

致論斷欠妥。我們不苛求前人，而是要着力於指

出鄭和船隊超過宋元二代之遠的事實。

我們超脫首航而縱觀七下西洋，則情況就大不

一樣了。下西洋走出前人未走過的路，有所發展。

縱觀鄭和七下西洋主幹航線，已遠伸到東非

的南部。元代雖抵東非但僅到中部的麻林，即今

坦桑尼亞的基爾瓦為止。當代中國出版的介紹鄭

和下西洋的書，如張維華的《鄭和下西洋》、集

體編寫的《中國航海史》，個人著作如孔令仁等

《鄭和》、婁曾泉等《明朝史話》、范中義《鄭

和下西洋》、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孫

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2005年修訂本，以及日

本人寺田隆信《鄭和》等書中的鄭和航線圖以及

長樂市鄭和史蹟陳列館展出的航線圖，都祇畫到

麻林為止，都未反映研究新成果。其實，鄭和支

船隊已訪問向更南的比剌國即今莫桑比克國的莫

桑比克港(南緯15°1’)、孫剌國即今該國的新索法

拉(南緯20°12’)。據西方15世紀航行圖中附記，

中國人的帆船已駛過南非風暴角即後來所稱的好

望角。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所到國家，按我研究的結

果，至少有三十四個。其中有的為以往未到，在

東非，除上述孫剌、比剌外，還有木骨都束、卜

剌哇、竹步等；新到西亞地方有剌撒 (今亞丁的

西北)、阿丹、祖法兒等 (詳見 [表2])。

七下西洋的支航線大大增加，以致交叉成網。

雖然有的學者把鄭和船隊支航線分成“抵達航線”、 

“啟程航線”共計五十六條以上，並不太科學，但

分舟 船隊形成較多的分支航線則是事實。航線增

多，意味着開發了許多新航線和新航路。

對於老航線也有新航路的進步，主要表現在

新的橫渡航路代替沿岸航路或小跨度橫渡，如從

印度的古里向西北駛往波斯灣，駛往阿拉伯祖法

兒 (均約1400海里)，向西去阿丹 (約1800海里)；

向葉門的剌撒 (約2000海里)；從錫蘭橫渡西印度

洋，直抵東非的卜剌哇(約2100海里)；從小葛蘭

直渡到木骨都束(約2000海里)等等。這都是鄭和

領導下的中國航海家們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里

程碑式新進步，也是對世界航海史的新貢獻。然

而，七下西洋對航海的貢獻並不僅止於此。

[表2]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到達外國與前代比較表

  1) 今中南半島及附近地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占城 越南的中南部 占城國 占城國 占城

暹羅 泰國 — — —

  2) 馬來半島及附近地島嶼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急蘭丹 馬來亞吉蘭丹 — 吉蘭丹 吉蘭丹

彭坑 馬來亞彭亨 — 蓬豐 彭坑

滿剌加 馬來西亞麻六甲 — 無枝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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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蘇門答臘島及附近島嶼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舊港 蘇門答臘巨港一帶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 舊港、三佛齊

阿魯(啞魯、啞嚕) 蘇門答臘西北部東岸塔咪昂

(Tamiang)略東南

— — —

蘇門答剌 蘇門答臘西北部東岸洛克肖

馬韋附近

— — 須文答剌

那姑兒

(那孤兒、花面國)

在蘇門答臘西 — 拔沓 花面

黎代 蘇門答臘西北角大亞齊略東 — —

南巫里、南浡里

(喃勃里、喃渤利)

蘇門答臘西北角大亞齊

(即哥打拉夜)附近

藍里 藍無裡國 喃巫哩

爪哇 印尼爪哇島 闍婆國(莆家龍) 闍婆國

(莆家龍)

爪哇

  4) 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及附近地島嶼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榜葛剌 孟加拉和印度西孟加拉邦

一帶

鵬茄羅國 朋加剌

沙里灣泥 印度納加帕蒂南 — — 沙里八丹

加異勒 印度東南端土提科林之南 — — 第三港

古里 印度卡利卡特一帶 — — 古里佛

柯枝 印度柯欽一帶 — —— —

小葛蘭(小 喃) 印度西南端奎隆 故臨國 故臨國 小具喃

甘把里(坎巴夷) 印度西北岸坎貝一帶 — 甘琶逸 —

阿撥把丹 印度西部阿默達巴德 — — —

翠蘭山(裸形國) 尼科巴群島 — — 羅婆斯

溜山(溜洋國) 馬爾代夫群島中馬累諸島 — — 北溜

錫蘭(錫蘭山) 斯里蘭卡 細蘭國 細蘭國 僧加剌

  5) 西亞、阿拉伯半島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忽魯謨斯 伊朗東南部格什姆島東北霍

爾木茲島

甘眉 甘埋里

祖法兒 阿曼南部的佐法爾一帶 — — —

天方 沙烏地阿拉伯麥加 麻嘉國 麻嘉國 天堂

剌撒 亞丁略西北 — — —

阿丹 亞丁灣西北岸一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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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東非沿岸

鄭和下西洋地名 今地概位 宋《嶺外代答》 宋《諸蕃誌》 元《島夷誌略》

木骨都束 索馬里之摩加迪沙一帶 — — —

竹步 索馬里的朱巴河口一帶 — — —

卜剌哇 索馬里之布臘瓦一帶 — — —

麻林 肯尼亞之馬林迪一帶 — — 麻那里

比剌 莫桑比克國莫桑比克港 — — —

孫剌 莫桑比克國莫桑比克港 — — —

以上參考並訂正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75-87頁簡表。

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由鄭和率領的七下西

洋，是人類和平利用“海上絲綢之路”最光彩的

一頁。但對於“海上絲綢之路”不是開創，而是在

中國二千多年來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航海家開創的

基礎上的大發展，達到的高度不妨稱之為頂峰。

二、鄭和並非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創者

有的作者把鄭和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創

者，則是不當的過譽。例如大陸學者房仲甫在

臺灣出版《鄭和在海上相遇》一書，就持這種論

點。再如美國大華府華文報《新世界時報》2004

年6月4日一份 “慶祝鄭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行

首航六百週年”開展紀念活動的啟事，開頭第一

句話就稱“‘海上絲路的開創者’鄭和”。這裡

存在史實認識問題，須商榷澄清。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隊往來海外所經中南半

島、爪哇島、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錫蘭島、

印度半島、暹羅灣的航路，都是前代中國航海家

一再走過的熟路，無一是新闢的。鄭和首航到占

城、爪哇、舊港、滿剌加、阿魯、蘇門答臘、黎

代、那孤兒、南巫里、錫蘭、小葛蘭、古里、柯

枝、暹羅等十四個國家，絕大數也都是前代中國

航海家早已到過並被載入文獻的。宋人朱彧《萍

洲可談》記載當時有的華商寄住在東南亞。
(18) 

錫蘭國，西元前西漢官方貿易團就已乘船到達。

小葛蘭就是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記故臨

國：“中國商舶欲往大食(今波斯灣)必自故臨      

(即奎隆)易小舟而往。”
(19)
 元代《島夷誌略》

所記的小 喃，即今印度奎隆。而此次航行最遠

的終點地古里，元代《島夷誌略》也已記作“古

里佛”(即今印度西岸卡利卡特或譯科澤科德一

帶)，表明已去過。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從陸

上絲綢之路到元朝，後來乘船從泉州港沿“海上

絲綢之路”跨印度洋回到故國。摩洛哥旅行家伊

本 白圖泰說他親見有十三艘中國船在印度古里

港靠岸。就以永樂朝而論，鄭和第一次到達最遠

的終點港，這個當時的西洋大國，也已有前人出

使去過。《明史 古里傳》記載：“永樂元年，

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賚以彩幣。其酋沙米

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到南京，封為

國王。”就是說，在鄭和首次下西洋之前二年，

先有另一內臣尹慶下西洋去過古里，取得可觀的

外交成就。20世紀70年代，福建省泉州灣後渚地

方出土一艘宋代木帆船商船，為我們提供了中國

宋代往來今印度洋的實物證據。艙內殘留的龍涎

香等應是東非的產品。當筆者住在泉州港務局調

查該港對外開放的歷史和現狀時，除曾勘踏該沉

船出土處後渚外，還兩次參觀過保存在市內開元

寺的該船殘體和船內文物 (該船後來已移入新建的

泉州中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元史》記錄以楊

庭壁為首的元朝使團也從該灣出航，在印度洋島

國斯里蘭卡遭惡風，緊急避險於馬八兒國 (今印度

半島西南馬拉巴爾海岸一帶)。
(20)
 所到的沒來國即

鄭和所到的小葛蘭國附近，所到的拔 國 (今印度

孟買附近洛奇)，遠超過鄭和此行終點古里 (今印

度的卡利卡特)。唐代宰相賈耽《廣州通海夷道》

記載當時從廣州起航的中國船，所到的獅子國 
(21) 

即鄭和所到的錫蘭山。唐代船所到終點鳥刺國 (今

伊拉克的奧波拉) 則為鄭和此行所未及，鄭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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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下西洋到忽魯謨斯國，才接近而猶不及。所以

說，如我們現在把鄭和七下西洋首航的“海上絲

綢之路”說成是鄭和開創的，則把鄭和下西洋首

航前一千六百多年中國航海家的成就無意中都抹

煞了，把中國悠久的海外交通史無意中自我壓縮

了，客觀上正好被少數西方學者有意妄稱“中國

是個大陸國家，自古航海不發達”作把柄。

當然，也不可能如當代英國退役潛艇艇長孟

席斯先生所說的：鄭和分支船隊航抵過美洲而後

又返回中國的創舉。[筆者曾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

究所座談會上當面質疑孟席斯先生此說]。

倘永樂宣德兩帝制訂了正確的目的和政策

鄭和下西洋壯舉何來遺憾

鄭和下西洋決策者是永樂、宣德兩帝，其動

因完全由此兩個人利益動機和思想作風出發，鄭

和不過是他們信任的忠實執行者。鄭和、王景弘

等人並無動因，也不會有決策性發言權。傳說中

所謂鄭和海權思想言論，查無實據，不過是法國

人陰錯陽差的誤作，還不知誰在中間做了手腳，

破綻很明顯，迎合了某些中國人的胃口而己，

並非真正的鄭和言論的“出口轉內銷”，不可

輕信。

下西洋的總動機和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永樂

帝和宣德帝在中國的最高統治權、最大享受權，

也為了已知世界以自己為中心，獲得滿足萬國來

朝的虛榮心，提高王朝的國際威望。但也不可否

認有鞏固國防的意義。所以對清代所寫《明史

鄭和傳》中所說“欲耀兵異域”，我認為其中的

函義除間接在阻嚇北方陸上蒙元殘餘勢力侵害之

外，意在遏制東南沿海倭寇。因為從明初到永樂

時，倭寇就一直在侵掠沿海各地百姓，威脅廣大

南方富庶之地和南方政治中心南京。

各次下西洋任務都不會單打一，但重點有所

不同，如第一、二次應以密訪建文帝是否逃亡海

外為主，以解除當前人心不服朱棣非正統取得帝

位，也有建文帝復辟的後顧之憂。以後幾次也留

意在心。直至永樂帝對建文死了心也放了心，才無

此任務。有時是以採購皇室奢侈品瑞祥物奇禽異獸

為主，有時以送還客人為主，但萬變不離其宗。

永樂帝的主導思想是“帝王居中，撫馭萬

國，當如天地之大，無不覆載”。不過他的手

段並不以武力征服世界，而是恩威並施，以恩為

主，到海外各國散發金錢和物資， “以示中國

富強”。在這樣的目的和思想指導下的下西洋，

其後果必然是，顯示輝煌、壯舉的背後卻在削弱

自己，消耗自己。鄭和走出去，走到哪裡就把中

國絲綢等名產及金銀賞賜到哪裡。大量無償地饋

贈，大擺闊氣，對海外物品高價收購，外國人對

財神爺自動送上門撒錢物，豈有不歡迎之理？而

收購回國的東西多是歸皇室奢侈享受，與改善人

民生產、生活大多無關，與提高科技水準亦大多

無關，因為封建統治者根本就沒有通過海外交流

提高人民生產生話的想法。我們能看到一些進來

積極有益的東西，但祇是副產品。請進來的一批

又一批的貢使客人，也是同樣的做法和效果。政

治上所得不過是大量招徠海外朝貢使團，滿足封

建皇帝高高在上、君臨天下、“萬邦臣服”氣勢

虛榮，聽些好聽的讚美辭。這些都是以國內廣大

勞動人民辛勤勞動成果付出和廣大軍民的犧牲和

痛害為代價的，從高山密林採伐船材到在水湍灘

險下撐筏運抵船廠，從各地徵來的造船匠到打錨

鐵匠，從農村養蠶婦到織坊的絲綢工、繡花娘。

廣大海員在航海中被各種海難事故致死致殘，或

飄落孤島當難民永不能回家鄉，廣大隨船軍士被

誤死 (如在爪哇)、或戰死，而帶回來的主要東

西卻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東西。被一些人捧為      

“雄才大略”的朱棣，卻並無從下西洋中謀求海

洋財富、強國富民、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質和精神

生活水準、發展健康而長遠的海運事業的雄才大

略，並沒有制訂正確的對外互利互惠政策。鄭和

等下西洋領導人也以朱棣的標準作為成績自豪，

如長樂碑中所刻：以造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 

[⋯⋯] 若海外諸番 [⋯⋯] 皆捧琮執贄，重譯來

朝”，“永樂五年 [⋯⋯] 王各以珍寶珍禽異獸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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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

阿丹國進麒麟 [⋯⋯] 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

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缺乏動物學知

識的他們，把非洲長頸鹿當作孔子時代出現的瑞

靈物麒麟引進，招搖過市，大肆慶賀。如此耗資

鉅大的賚賜航海，勞民傷財幾十年的積累，再加

其它賦役負擔苦果，人民困苦不堪。正如《明

史 食貨志二賦役》所載：“南京禮部尚書童軒

複陳工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

災，困於百役，窮愁怨歎 [⋯⋯] 庫藏空匱，不可不

慮。’”早在永樂十九年四月，翰林李時勉利用宮

內火災皇帝徵求直言的機會，上書極言大興土木營

造皇帝建築和下西洋招貢使的弊端，迫使獨斷專

行的朱棣下令暫停。但他祇是應付並非覺悟，並

不改弦易轍，當年又舉行第六次下西洋，周太監

又在海外收購珍寶貓眼、珊瑚、大珠、金珀、諸

色奇珍異寶，以及麒麟、駝鳥等許多珍禽奇獸，

如果沒有皇室旨意，一個不大的太監內臣敢擅自

作主嗎？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去世，因勸他改正

下西洋而受迫害的忠臣夏元吉，能向新任皇帝力

陳其弊，才得以停止。有的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學

者不問實際後果，不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反而

提出下西洋解決了國家財政困難、開闢了財源等

奇談怪論迎合某些不明真相的領導人。試問既然

有這麼大好處，為何不一直進行下去？！有的學

者反而斥責諫阻下西洋的忠臣為保守派，誣為是

鼠光寸目，是廷臣與內臣權力之鬥。他們自以為

是在維護鄭和，實際是使鄭和難堪。

當然這種停止也是消極的，除一弊而興另一

弊，扼殺了遠程航海事業。如果制訂正確的航海

政策，進行改組，解散不必要的和不利經營的人

員、兵士和戰船，留下適於經營運輸客貨的運輸

船、航海技術和經營管理人員、必要的護航軍

隊，繼續從事印度洋商運，即利用下西洋的船舶

和人材及航海技術經驗，進行國營海外正常的等

價交換的貿易，則不僅不會勞民傷財，反而會增

加國庫收入，增加人民財富，並繼續發展海運事

業，這已有宋元前例。還可以利用因不再繼續按

老模式下西洋而閑起來的船和人材，組織國家對

未知海洋探險隊和科學實驗的航行，不但不會使

船白白爛在港灣裡，人材白白閑等着衰老改行，

荒廢技能，而且能發揮新的作用。如果這樣，或

許真的會像英國退役潛艇長所虛構的鄭和船隊發

現南印度洋、大洋洲和越過南非，而進入大西

洋，到達西非、歐洲，甚至發現美洲新大陸。

不但不會有人稱鄭和下西洋太遺憾，或定論為

悲劇，而是非常圓滿。但歷史事實卻是以後朱姓

皇朝繼承的最高統治者仍不改舊思維，如宣德帝

仍然“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出

發，再派鄭和去執行賚貢航海。鄭和身後，國家

不去經營，又不許自己的百姓出海外經營商運，

更談不上去海洋探險和海洋考察，以致引起私人

航商武裝違法造船，抗禁經營海運，引起一系列

社會問題。隆慶開禁後，也祇在今東南亞範圍內 

(那時下的“西洋”已不是鄭和時代的印度洋，而

是張燮所寫《東西洋考》中的麻六甲海峽以東，

帝汶島到越南範圍的“西洋”)，等待着歐洲殖

民主義者反方向而來的侵擾，越來越落後挨打，

人民更為痛苦。

從現象上看，七下西洋興亦鄭和，衰亦鄭和，

其實，責不在鄭和，而在決策者永樂、宣德兩帝。

復興“海上絲綢之路”貫徹

“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007年2月筆者寫的〈“海上絲綢之路”若

干理論問題探討〉稿，就曾提出“海上絲綢之

路”不應限於鴉片戰爭前的古代，也可根據中國

完全獲得獨立自主後的現、當代的新主張。此稿

直到2011年向在寧波召開的“跨越海洋：與世

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會議提交，方被入選

刊於論文集中正式出版。其中在“關於可不可以

提出有“現代海上絲綢之路”問題中，就論定可

以。
(22) 
當時尚未料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於2013年

10月在印尼國會演講時提出“與東盟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
(23)
 這種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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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無疑是很大的鼓舞，增強了我對這一學術主

張的信心。學術問題可以各有獨立見解，現在正

好作更深入的調研和探討。

我們過去研討“海上絲綢之路”幾乎都談歷

史問題，並限於經濟、文化方面，而習主席所要

構建的，其內涵要豐富、廣泛得多，是綜合性

的。與東盟各國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提出之後，立即受到東南亞各國紛紛響應。

作為倡議國，我國已在制訂規劃，要付諸行

動，已不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問題了。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的提出，是基於歷史，着眼於中國與東盟建立戰

略夥伴十週年這一新的歷史起點，為進一步深化

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

體，為雙方乃至本地區人民謀福祉的戰略構想。

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古代“海上

絲綢之路”有很大不同

根據2015年3月28日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外

交部、商務部28日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看，一方面強調了歷史承傳，並突出了和平合作

精神：“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

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

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是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

的重要紐帶，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徵，是世界

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 另一方面刷新時

代，大量的是提出根本不同的內涵。其中涉及   

“海上絲綢之路”的有：“‘一帶一路‘相關的

國家基於但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各國和

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讓共建成果惠及更廣

泛的區域。”李克強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

會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

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

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

平洋。”“抓住交通基礎設施的關鍵通道、關鍵

節點和重點工程，優先打通缺失路段，暢通瓶頸

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護設施和交通管理設

施設備，提昇道路通達水準。推進建立統一的全

程運輸協調機制，促進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

運有機銜接，逐步形成相容規範的運輸規則，實

現國際運輸便利化。推動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暢

通陸水聯運通道，推進港口合作建設，增加海上

航線和班次，加強海上物流資訊化合作。”“沿

海和港澳臺地區，利用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

岸、環渤海等經濟區開放程度高、經濟實力強、

輻射帶動作用大的優勢，加快推進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支援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核心區。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

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

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浙江海洋

經濟發展示範區、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和舟

山群島新區建設，加大海南國際旅遊島開發開放

力度。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

圳、湛江、汕頭、青島、煙臺、大連、福州、廈

門、泉州、海口、三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強化

上海、廣州等國際樞紐機場功能。以擴大開放倒逼

深層次改革，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加大科技

創新力度，形成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

成為‘一帶一路’特別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的排頭兵和主力軍。”“由於東盟地處海上絲綢

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經之地，將是新海絲戰略的

首要發展目標，而中國和東盟有着廣泛的政治基

礎，堅實的經濟基礎，21世紀海絲戰略符合雙方

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
(24)
 “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戰略合作夥伴並不僅限與東盟，而是以點帶

線，以線帶面，增進同沿邊國家和地區的交往，串

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

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戰略合作經濟帶，以亞歐非經濟貿易一體化為發展

的長期目標。”

這份〈願景與行動〉總體是好的，但並不完

備。有些提法還有商榷的必要。如“古代背景”中

說：“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

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最早開闢於

秦漢時期。從廣州、泉州、福州、杭州、揚州等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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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市出發，抵達南洋和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

東海岸。其中，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已成為海上

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

清兩代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所點港口與

史實不盡符合，因而是不夠確切的。

對於現實，點出了十五個要發展的沿海港

口。我建議海港考慮連雲，長江口內考慮可停泊

萬噸級海船泊位的港口增入。

憧憬美好發展多，分析和破解阻力少。戰略上對

前景樂觀是對的，但戰術上並不然。所謂“願景”，

帶有一廂情願的成份，與“實景”往往差別甚遠，

實際會別有一番艱難奮鬥，決不會順風順水。

二、要多想到困難，多備好應對攪局的辦

法。我們遠不如鄭和時代擁有海上絕對優勢，

相反是處於某種相對劣勢。要避己所短，揚己

所長。政治、經濟、軍事攪局問題已橫在我們面

前，今後會層出不窮。南海的東南亞國家就有眾

所周知的與中國對立的國家如越南、菲律賓，他

們既想從中國得益，又要參與抑制中國，奪取中

國南海島礁。而如美國、日本都推出了與東盟合

作的平臺，其中最主要的是TPP。日本、美國主導

的亞洲開發銀行，幾十年來對交通基礎設施落後

的東南亞無所作為，但當中國政府提出設立亞投

行和共建“一帶一路”後，日、美第一個動作就

是想攪黃。他們不料，東盟國家回應積極，甚至

在南海島礁有主權爭議的越南和菲律賓也聲稱參

加。於是日本提出東南亞基礎設施建設方案，要

獨立提供一千億美元貸款來推動亞洲基礎設施建

設，欲與亞投行一比高低，有的東南亞國家就撕

破或變相拖延與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方案，

這就是經濟攪局得逞的實例。儘管我們盡力避開

美國勢力範圍方向，但美國藉口並不存在的航行

自由問題插手南海，甚至在軍事上派軍艦、軍機

巡航。日本安倍晉三也跟上，要在印度、澳洲、

越南、菲律濱設基地圍堵中國。美媒稱中國倡

“海上絲綢之路”，意在解南海困局。這是在提

醒美國執政者去針對性地加劇南海困局。美國有

個學者不久前撰文，說他們已經找到了對付中國

的辦法，就是祇要掐斷海上通道，中國就死定

了。死定未必，麻煩挑釁不會少。

中國宣導共建“一帶一路”是在做好事，但

是現今世界做好事也不容易，也要有策略，不

然，好人沒好報。在東南亞，中國吃這種虧，過

去已不少，今後也不會沒有。

我們沿着南海—印度洋—中東走去，沿途所

經之地，都涉及伊斯蘭世界，這是個亂局地區，

三天二頭在自殺式爆炸，由內部引起或外來挑起

的派別武裝鬥爭不斷，我們都得想到應對辦法,決

無輕鬆愉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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