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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徐曉望 * 

摘  要  鄭和遠航不僅帶上了中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還從南洋的爪哇島一帶

運走了數量可觀的香料。最早，這些香料的消費中心是中國，一直到明代前

期的鄭和時代，中國進口的香料數量巨大。鄭和下西洋必經爪哇，是為了從

東爪哇等地採購丁香、肉豆蔻等香料。鄭和船隊將這些香料和絲綢、瓷器運

到印度洋的港口古里、阿丹、忽魯謨斯等港口，擴大了東方與歐洲的貿易，

最終導致歐洲人的東向殖民。

關鍵詞  鄭和遠航；爪哇香料；歐洲

* 徐曉望，福建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閩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香料是古代世界消費最廣的商品，在鄭和下西

洋的航線上，分布著爪哇、舊港、蘇門答臘、古里

等出售香料的重要港市。鄭和採購諸地的香料，不

僅是為了供應本國市場，還將其運送到印度洋港市

出售，用以抵銷進口商品值。鄭和時代大規模的香

料運輸，對喚起歐洲人東進有一定意義。

  一、鄭和下西洋路線上的爪哇

鄭和航海是以西洋為其主要目標，此處的“西

洋”雖然包括東南亞國家，主要還是指印度洋周邊

諸國。鄭和船隊在西洋採購印度的寶石、棉布，阿

拉伯的藥材以及東非的珍禽異獸，受到明代皇室的

歡迎。不過，鄭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線有一個奇怪之

處，他不是穿過馬六甲海峽直接到印度南部，而是

劃過海峽東口更向東南航行一千多公里，抵達爪哇

東部口岸後，再返航馬六甲海峽東口的舊港，而後

再穿越馬六甲海峽抵達錫蘭山與印度南部港口。

例如鄭和的第七次航行，據祝允明《前聞記》記

載的航程：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

城 （ 停 泊 十 七 天 ） 。 七 年 正 月 十 一 日 開

舡 ， 二 月 六 日 到 爪 哇 （ 停 泊 四 個 月 又 十

天 ） ， 六 月 十 六 日 開 舡 ， 二 十 七 日 到 舊

港（停泊四天）。七月一日開舡，八日到

滿剌加（停泊一個月）。八月八日開舡，

十八日到蘇門答剌（停泊一個月又二十二

天）。十月十日開舡，十一月六日到錫蘭

山（停泊四天）。十日開舡，十八日到古

里國（停泊四天）。二十二日開船（行三

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魯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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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鄭和船隊在爪哇停泊四個月又十天，是

其整個航程中最長的日子。鄭和到爪哇，就下西洋

航程來看，是繞道三千里，就時間而言，他在爪哇

停泊時間達四個月十天以上。他為什麽要這樣做？

考察鄭和的其他幾次航行，會發現爪哇應當是鄭和

每次下西洋的必經之地。例如：鄭和、王景弘等

人立於長樂南山三清殿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

載：“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歷

番國，由占城國、爪哇國、三佛齊國，直逾南天竺

錫蘭山國、古里國……。”這是一個相對固定的航

程，它表明爪哇是鄭和船隊路過占城後的下一個目

的港。又如鄭和的第二次航程：“永樂五年統領舟

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1 上文記載

第二次航程路過的四大港，直接點明了爪哇，說

明它是鄭和西行的重要目的港。或許有人會問，鄭

和第一次下西洋有沒有到爪哇港？永樂初年的爪哇

分為東西兩個政權。《明史·爪哇傳》記載，永樂

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明年西王與東王

構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

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

謝罪。”永樂三年，既為鄭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年，

可見，鄭和確實到達過爪哇，而且，他的士兵在

爪哇做生意，被爪哇軍隊誤殺170人。後來，爪哇

國為此事賠償黃金一萬多兩。這一事件還使我們

想到，鄭和船隊在爪哇停泊時間較長，是為了在

當地做生意。

那麽，鄭和在爪哇主要買什麽？

東南亞的爪哇島是印度尼西亞的中心，人口最

為密集。爪哇國的文明悠久，歷史上曾有婆羅門教

與佛教傳播，著名的婆羅浮屠與長城、金字塔齊

名，為世界四大古蹟之一。明朝與爪哇國的關係

較好。早在洪武年間，爪哇就常到明朝進貢。洪

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

奉金表貢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

萬五千斤。詔賜綺帛衣鈔有差。”2 其進貢的胡椒

數量之多，使人眼睛一亮。明成祖上台的永樂元

年“爪哇國西王都馬校遣使阿烈羅佛達必期等奉表

朝賀，貢五色鸚鵡、孔雀及方物。賜鈔並襲衣文綺

表裡”。3 《明史·爪哇傳》：“永樂元年又遣副

使聞良輔、行人寧善賜其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

者既行，其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覆命中官馬彬等

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賜印，貢方物。而東王

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

並貢。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可見，當時明朝

與爪哇往來頻繁。

追溯歷史，唐宋時代，爪哇已經是東南亞的一

個貿易中心。明代的《西洋番國志》記載爪哇的貨

物是：“土產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豆蔻、蓽

蕟、班猫、鑌鐵、龜筒、玳瑁”。4 爪哇島最吸引

外人的是當地的香料。按，據一百年後來到爪哇

的葡萄牙人記載，爪哇之東，是著名的香料群島，

而香料群島又可分兩個小的群島。其中摩鹿加群島

盛產丁香，班達群島盛產肉豆蔻，這兩種香料只能

在這兩個群島生產，所以，人們要購得丁香和肉豆

蔻，一定要到爪哇或爪哇以東的島嶼購取。摩鹿加

群島在中文中稱為“美洛居”，位於印度尼西亞的

東部。《明史·美洛居傳》：“地有香，山雨後，

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

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

邪。故華人多市易。”可見當地香料之多。此外，

爪哇島本身盛產胡椒，曾一次向明朝進貢七萬多斤

胡椒。這樣，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麽鄭和船隊七下西

洋，每次都先到爪哇國，他是為了採購當地的香料

等商品，其時中國消費的香料數量驚人。

二、中國古代的食用香料消費

古代食用香料以胡椒、丁香、肉豆蔻為主。中

國人很早就認識了這些香料，消費市場不斷擴大。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月氏國進貢物

品中即有胡椒。《魏書·西域傳》載，波斯貢品

中亦有胡椒。可見，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胡椒這

一物品。中國傳統醫書《本草》記載：“胡椒，

大溫，無毒味，甚辛辣，殺一切魚鱉蕈毒。” 5 唐

代胡椒消費漸多，《酉陽雜俎》記載，胡椒出產於

南印度的摩伽陁國，“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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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早在中世紀，北方人吃肉，就會加入一些胡

椒。6 它應是游牧民族的習慣。胡椒性辣，不怕蟲

蛀，耐藏，容易出售，富人家往往藏有許多胡椒。

《唐書·元載傳》記元載貪腐，府藏胡椒八百石。

五代時期，閩國進貢品中有“胡椒六百斤，肉豆蔻

三百斤”7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割據泉州、

漳州的陳洪進父子向宋太宗進貢“胡椒五百斤、

蘇木五萬斤”，8 這是從海外貿易中得到的。宋代

來到泉州的番商，會帶來“胡椒之屬”9 的商品。

南洋闍婆國以出產胡椒聞名。《諸蕃志》說到闍

婆國：“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蓓蓰之獲”。10 闍

婆位於爪哇島，當地是胡椒的集散地。“胡椒，出

闍婆之蘇吉丹、打板、白花園、麻東、戎牙路，以

新拖者為上，打板者次之。胡椒生於郊野村落間，

亦有界……四月結實，花如鳳尾，其色青紫，五月

收採，曬乾藏之倉廩，次歲方發出，以牛車運載

博易。其實不禁日而耐雨，旱則所入者寡，潦則

所入倍常。”11 元代《馬可波羅行紀》記載中國大

船：“足載胡椒五六千擔”。12

迄至明代，中國的胡椒消費量擴大。明初王

恭《咏胡椒》：“結實重番小更繁，中原無地可

移根。自從鼎鼐調和去，姜桂紛紛不共論”。13 可

見，作為調料的胡椒在中國很受歡迎。除了胡椒

之外，肉豆蔻、丁香等香料也進入中國人的食品

譜。明代劉基的《鬱離子》一書提到明朝消費的

香料：“豆冦、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臊，易

牙所珍”。14 這都說明明代消費的香料種類頗多。

因中國歡迎香料，明代前期，東南亞進貢國家帶來

許多胡椒。洪武十五年爪哇的一次進貢，有“胡椒

七萬五千斤”。15 朱元璋曾在詔令中說：“邇來三

佛齊胡椒已至四十餘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

數。”16  鄭和下西洋也採購了很多胡椒。“正統元

年（1436年）三月甲申，敕王景弘等，於官庫支胡

椒、蘇木三百萬斤，遣官運至北京交納。”17 對許

多富人而言，胡椒就是財富的代名詞。正德中，官

府籍沒錢玏“胡椒千五百石”。18  按市場價，這批

胡椒可值一萬八千貫銅錢。王鏊的《震澤長語·雜

論》記載：“嘉靖初，籍沒朱寧蘇木七十杠，胡椒

三千五十石。”由於官府所藏胡椒數量過多，戶部

官員發明了以胡椒支付官員薪水的辦法。《明史·

食貨六·會計》：“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

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總之，明代前

期，中國民衆消費的胡椒數量相當多。“胡椒……

今南番諸國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有之，已遍

中國為日用之物矣。” 19 即使是在鄭和航海停止

後，中國人仍然從南洋進口大量的胡椒。葡萄牙人

抵達東方後在馬六甲（又譯滿剌加）看到：“大宗貨

物為胡椒。每年若有10條中國式帆船滿載而至，也會

一售而空。丁香，肉豆蔻的需求量不大。木香、兒

茶稍有需求。香料購買量極大。華人搶購象牙、錫

器、沉香，婆羅洲樟腦，紅念珠，白檀香、紅木及

大量產於新加坡的烏木、坎貝的光玉髓、羽紗、洋

紅絨及染色呢料亦暢銷。胡椒之外，樣樣貨物保證

賺錢。”20 中國的商人也認為胡椒是賺錢的商品。

明朝官府以大明鈔計價商品，“蘇木一斤三貫，胡

椒一斤八貫，花椒一斤一貫。”21 其時八十貫大明

鈔可折一千文銅錢。也就是說，一斤花椒可售12.5

文銅錢，而一斤性質近似的胡椒可售100文銅錢。

胡椒比性質相近的花椒貴八倍。於是有人說：“東

南海外諸貨犀、珠、香藥，古稱富甲天下，近代尤

重胡椒、蘇木之利。”22 林俊記載：廣東市舶司太

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等私下販賣胡椒等商品。“例

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

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銀三萬餘兩。”23

明白當時胡椒利潤較高，就可知道，鄭和在爪

哇派人到處做生意，其實就是為了採購胡椒、丁

香、肉豆蔻等食用香料。

       三、鄭和下西洋主航線與香料之路

關於鄭和第一次出使西洋，令人感興趣的是，

他一開始就是以印度西南的古里港為終點目標。古

里是印度古城，也是印度洋上重要的貿易港口。元

代汪大猷的《島夷志略》就記載了古里，當時稱之

為“古里佛”，這表明至少在元代，福建泉州就與

古里有貿易關係。然而，元代的古里不太出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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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對古里國評價卻很高：

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永樂三年，

其酋長沙來的遣使朝貢。敕封為古里國王，

給印誥。五年、七年，皆遣朝貢。貢物：寶

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寶鐵刀、拂

郎雙刃刀、金系腰錫、阿思摸達塗兒氣，龍

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栀子花、

胡椒、花檀單、伯蘭布、苾布、紅絲、花

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24

這些貢品除了香料外，多為精美的手工藝品，

其中只有少數產自古里國，大多是在和周邊國家貿

易中得到的。鄭和的艦隊抵達古里後，便能購得來

自南亞、西亞、東非諸國的商品，像“拂郎雙刃

刀”，當時阿拉伯人稱歐洲基督徒為“佛郎機”

，這表明“拂郎雙刃刀”很有可能是歐洲基督徒

售給阿拉伯人的商品，可見，古里國不愧為“西

洋諸番之會”。當時的古里有通向波斯和阿拉伯

國家的航道，來自東方的香料在柯枝、古里等港

口轉運到波斯、阿拉伯，然後再運輸到歐洲。鄭

和選古里為第一次西行的目的地，就接上了通向

歐洲的香料之路。

不過，洪武年間的古里，並非朝貢國。為什麽

鄭和下西洋會將古里作為第一次下西洋的終點？也

就是說，古里國是怎樣進入明朝視野的？這與永樂

元年明朝的外交活動有關。

永樂帝登基後，派出許多使者到海外，宣告新

皇帝登基。永樂元年冬十月丁巳：“內官尹慶等賫

詔往諭滿賜、柯枝諸國。賜其國王羅銷金帳幔及傘

並金織文綺彩絹有差。”25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古

里的鄰國柯枝。尹慶是個能幹的使者，永樂三年九

月，尹慶回到南京，隨行者有“蘇門答剌國酋長宰

奴里阿必丁、滿剌加國酋長拜里迷蘇剌、古里國酋

長沙米的，俱遣使隨奉使中官尹慶朝貢。詔俱封為

國王，給與印誥、並賜彩幣襲衣。”26 尹慶帶來的

三國酋長中，蘇門答剌和滿剌加都位於馬六甲海

峽，這都是通向印度南部的必經國家。而古里國

位於印度西南部。尹慶以出使柯枝為目的，後來卻

帶來了古里國的酋長，這反映了尹慶的功勞和古里

國酋長的靈活性。當然，所謂古里國的酋長，也許

是古里國的一個商人。對明朝來說，官府可以從這

位“古里國酋長”的口中了解印度洋的情報。尹慶

實際上是為鄭和打前站了。

在尹慶之後下西洋的還有聞良輔。《明太宗

實錄》：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遣官往賜朝鮮、安

南、占城、暹羅、琉球、真臘、爪哇、西

洋、蘇門答刺諸番國王絨、綿、織金、文

綺、紗羅有差。行人呂讓、丘智使南安，按

察副使聞良輔、行人寧善使爪哇、西洋、蘇

門答刺。27

這條史料使我們知道，永樂元年明朝派出多位

使者，遠赴各方。其出使規模很大。其中，聞良輔

和寧善出使的國家是：爪哇、西洋、蘇門答刺。這

也是一條下西洋的路線。廣東市舶司是明初重要口

岸之一，明初不少使者下西洋都是從廣東出發的。

《廣東通志》記載：

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

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

鎮市舶，設公館於城南水濱，而稅璫多縱恣

為民害。三年九月大理寺卿聞良輔，初為湖

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暹

邏、爪哇，以至西洋古里諸國，還京奏事稱

旨，擢廣東按察使。28

如果比較《廣東通志》與《明太宗實錄》有關

聞良輔的記載，就會發現：《廣東通志》記載聞良

輔走過的國家會更多些。例如暹羅、古里，原來都

不在聞良輔的出使計劃中。出使古里，應該是聞良

輔自行决定的吧？明成祖朱棣鼓勵使者冒險，尹慶

的原計劃中沒有古里，但其人到柯枝後，多跑了一

千多公里，勸說古里的酋長前來貿易，得到朝廷勉

勵。聞良輔後來“奏對稱旨”，也得到皇帝嘉賞。

於是，聞良輔不僅恢復原官並升為廣東按察使。那

麽，聞良輔的特殊貢獻在哪里？這應與他探險爪哇

到古里航海線路有關。比較聞良輔和鄭和下西洋的

路線，不難發現二者是重合的。鄭和下西洋，也是

先到爪哇，然後才穿越馬六甲海峽，最終抵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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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換句話說，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實際上是按

照聞良輔開闢的航線走的。總之，在鄭和出航海

之前，永樂帝派出的使者已經探險爪哇、古里等地

的港口，為鄭和遠航做好鋪墊。值得注意的是：聞

良輔和尹慶都是在永樂三年九月到達南京覆命，很

可能是一起從古里返航。跟隨他們的官兵也受到獎

賞。“升金吾左衛千戶李名道、林子宜俱為本衛指

揮僉事，以奉使爪哇之勞也。”29

可見，永樂初年聞良輔和尹慶等人的出使，了

解了香料貿易的兩大重要港口：爪哇和古里。而後

鄭和的下西洋之路明顯受到聞良輔和尹慶的影響，

他們離開下西洋必經之處占城後，下一個目標就選

爪哇，而其前三次航海的終點，都選在印度洋交通

樞紐古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鄭和下西洋路途中

的舊港、蘇門答臘、柯枝以及古里自身，都以出

產香料聞名。蘇門答臘東部的舊港，早在洪武年

間就以出產胡椒聞名，由舊港進貢的香料達四十

多萬斤。蘇門答臘西部的蘇門答剌港也以香料聞

名：“山居人多置園種胡椒，此椒蔓生，花黃白，

結子成穗，嫩青老紅，候半老時採擇曬乾之。凡椒

粒虛大者，此處椒也。每官秤稱一百斤，賣金錢八

個，直銀一兩。”30 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際，在此

停泊55天，應是為了採購胡椒。此外，有關柯枝的

記載也涉及當地的胡椒種植：“土無出產，人惟種

椒為業。每椒熟，大戶即收買置倉盛頓，以待各處

客商。”31 又如古里：“山鄉人多置園種椒，十月

椒熟，俱採摘曬乾，自有大戶收買送官庫，官與發

賣，每一播荷賣金錢二百個，見數稅錢。”32 可

見，鄭和七下西洋航海線上的爪哇、舊港、蘇門

答剌、柯枝、古里都是出產香料的地方。鄭和在這

些港口出售中國的絲綢、磁器，購進各種香料，在

將這條路稱之為絲綢之路時，也可以將這條路稱為

香料之路啊。

對明朝消費的胡椒數量，數字看多了，會有麻

木之感。不妨將其比之同時期的歐洲。葡萄牙文

獻表明，葡萄牙人開通對東方貿易之後，1507年

前後葡萄牙人運到歐洲的胡椒約為50噸，至1565

年前後上升到1300噸。33 明朝在洪武年間由三佛

齊進貢得來的胡椒達四十餘萬斤，折合200噸，

正統元年由南京運送胡椒、蘇木共三百萬斤到北

京，假設其中兩百萬斤為胡椒，折合一千噸。這些

公家藏有的胡椒數量和市場共有的胡椒數量不是一

回事，但約莫可看出明代前期中國消費胡椒的數量

可與一百年後的歐洲相比！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胡

椒的愛好不遜於歐洲人。葡萄牙人為追踪胡椒而遠

航亞洲，被歐洲當作傳奇。實際上，這也是明代前

期鄭和下西洋所做的事。遠航、冒險、買賣，只為

了食物添加劑胡椒！只不過這事先在中國發生，後

在歐洲發生罷了。

按，明代中葉葡萄牙人來到東方貿易，從東方

運商品到歐洲，最早使他們大賺錢的是產自爪哇島

東部的香料，所以，歐洲人常說是香料讓他們到東

方貿易。就東亞的歷史而言，香料於中國對外貿易

的地位也不亞於歐洲，早在葡萄牙人抵達東方之

前，鄭和已經在香料之路上進行貿易。

    四、鄭和香料貿易對歐洲的影響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古里為目的港，從第

四次遠航開始，鄭和將航程從古里推向忽魯謨斯、

阿丹、祖法兒等阿拉伯海的港口，從香料貿易的角

度來看，這有什麽意義？

鄭和時代，是歐洲香料貿易擴大化的時代。西

歐的中世紀原是一個大農村，種田的種田，放羊的

放羊，生活簡單而充實。自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以

來，歐洲人了解了東方的奢華，開始進口東方的各

種商品，其中最受歡迎的竟是胡椒。其實，早在羅

馬帝國時期，歐洲人就開始消費胡椒，但在中世紀

歐洲，這種香料消沉很久。十一世紀，隨著遠赴東

方的騎士們帶回東方各種物品，胡椒、丁香之類的

香料再次進入歐洲人的餐桌。鄭和時代的歐洲人消

費胡椒的數量不小。十五世紀英國的烹飪書說：“

先準備一塊優質的猪肉，脂多肉軟者，將其切為細

條狀，大小任意。接著，加入丁香與肉豆蔻後，加

以輕敲。”34 1393年的《巴黎家政大全》告訴主

婦：“投入香料越遲越好”，說到法國血腸的製



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徐曉望

中外史事

632019年•第104期•文化雜誌 RC

作，要求備好丁香、胡椒等香料。民間有“貴如

胡椒”的俗語。35 法國甚至流傳這樣的謠言：“薩

拉森人（即阿拉伯人）在運到西方的胡椒中放置毒

藥，因而很多法國人被毒死。”36 琢磨這條史料，

可知從阿拉伯運往法國的香料，已經是常規性的。

大量的香料、絲綢等東方商品被運到歐洲， 刺

激了地中海各個港口的繁榮。中世紀文獻《忠實信

徒的私議》記載了一個天主教徒在埃及亞歷山大城

的見聞：

從印度由海道運來胡椒、生薑、白桂以

及一些絲綢和棉織品，雖然大部分絲綢是由

陸路運來的。還有從馬拉巴沿岸和錫蘭島運

來的珍珠、香木等等。其他大部分香料、香

草、豆蔻實、畢澄茄，似乎是經由巴格達運

來的。紅海口的亞丁，是印度貨物的第一貿

易站。特別有一種作香料用的珍貴樹脂，是

從阿拉伯半島運來的。威尼斯船隻把這些貨

物以及穀物、棗子、糖和棉花從埃及運往歐

洲；而威尼斯方面運去生鐵、來自達爾馬提

亞的建築木材以及來自德意志北部的而不像

從前那樣來自羅斯的毛皮，作為交換品。37

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是東方商品最重要的轉運

港，來自紅海阿丹港的商品，被運到尼羅河上游，

再沿河而下，進入地中海岸邊的亞歷山大港。其

時，香料是西方與東地中海東岸地區貿易的主要

項目。38 來自埃及的香料在地中海各個港口都受

到重視，君士坦丁堡的香料市場被稱為埃及市場，

對這座拜占庭的國都來說，它還是陸上絲綢之路的

終點，每年有許多東方的絲綢、瓷器被運到此地銷

售，加上來自海路的香料之後，這座城市的繁華讓

地中海所有的人羡慕。十一世紀之後，君士坦丁堡

又成為地中海東部的代表性港口，擁有許多來自西

歐的船舶。從貿易的角度來說，西歐的船舶加入東

方商品的貿易，表明海上絲綢之路從原來的終點

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西歐的心臟——巴黎、倫敦、

漢堡等地。

歐洲加入絲綢之路，無疑給這條源於東方的古

商道提供了動力。但是，由於陸上絲綢之路局限

性，運到歐洲的商品受到限制。在宋末元初，海

上絲綢之路穩步發展。不過，受制於馬六甲海峽等

地海盜的襲擊，海上商業的發展障礙重重。鄭和七

次下西洋的行動，打通了馬六甲海峽這一通道，東

方與西方商品的往來更多了。以印度西岸的港口來

說，元代的古里港不如柯枝港（科欽港？）出名。

但自鄭和七下西洋選擇古里為西洋主要依托港之

後，古里港迅速發展，成為印度洋最大的港口。即

使鄭和離去，古里港仍然是繁榮的巨港。乃至鄭和

離去的80年之後，來訪的葡萄牙人被譏笑寒酸！古

里港又稱“卡利卡特”，是十五世紀印度洋西部的

貿易中心。大量的香料由東方運到這裡，又由印度

或阿拉伯船舶運到阿丹（亞丁）、忽魯謨斯（隸屬

波斯）等北印度洋港口，再由阿拉伯商人以駱駝載

到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等地中海港口。在地中海

接過交接棒的是意大利的熱那亞、威尼斯商人，由

他們將東方的香料批發給歐洲各地的商人。這是絲

綢之路在西方的延伸。

歐洲人不同於東方國家的地方在於：他們是喜

歡消費的民族，而且對一切東方商品都有巨大的胃

口。不論是絲綢、瓷器、香料、棉布，都可以在歐

洲找到市場。只是由於早期絲綢之路過於艱難，無

法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商品。現在很難找到鄭和下西

洋時期地中海貿易的資料，但從大趨勢看，鄭和下

西洋將更多的商品帶到古里、忽魯謨斯、阿丹等北

印度洋港口，無疑擴大了地中海東方商品的供應，

這使歐洲人可以享有更多的消費物資。鄭和下西洋

停止後，閩粵私商繼續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東方

商品向西方的運輸沒有停止，華商像勤勞的蜜蜂，

將各種東方的商品一船一船地向滿剌加、蘇門答剌

等港口，通過這些港口的接力，再運到印度古里、

柯枝諸港，然後由阿拉伯、波斯商人轉運到地中海

港口。這條商路肯定是暢通的，唯其如此，當1453

年（明景泰四年）奧斯曼蘇丹攻克君士坦丁堡之

後，東方商品迅速漲價，才會讓歐洲商人感到切膚

之痛，熱切盼望開通一條不受阿拉伯人控制通往東

方的海上商道。最終他們將其付諸行動，於是有了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打通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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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道的冒險。

因此，從東方的角度看，16世紀環球貿易體系

的形成，不僅是伊比利亞半島人冒險的成就，在某

種意義上，它還是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升

華。從唐代、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前期的鄭

和遠航，從中國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地區的海

上絲綢之路的運輸量越來越多，它的市場越來越

大。從可以無視歐洲到以歐洲為主要供應對象，

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商人、航海技術都在不斷進

步、成熟。它給歐洲提供的商品已經達到讓全民無

法離開的地步，進而成為歐洲人趨向東方的動力。

從這個高度看，鄭和七下西洋是東方絲綢之路走向

成熟的重要標識，它意味著東方向西方提供的商品

躍升一個階段，對東方商品在歐洲的普及有重要作

用。這一趨勢的延續，最終誘導歐洲人不顧一切地

向東方發展。

歐洲人是在知道東方的香料之後，才發動穿越

大西洋及印度洋的遠航的。所以，歐洲人常說是香

料吸引著歐洲人遠航，探險世界，從而改變了世

界。與其相比，中國人早在晉唐時期就知道了胡椒

等香料，並於宋元明時期大量進口胡椒、丁香、肉

豆蔻等香料。因當時中國的人口和整個歐洲相當，

中國進口香料的總量驚人。因此，從發展史看，鄭

和對爪哇、古里的香料貿易非常重要。是他最早將

大批量的香料自爪哇帶到印度的古里，然後由阿拉

伯商人將其運到地中海，從而刺激了歐洲人的味

蕾。後來，歐洲人為了得到更多更便宜的香料，冒

險跨越海洋，進而改變了東西方的歷史。實際上，

驅動歐洲人走向東方的動力，當年也驅動中國人不

畏艱險下南洋啊！ 總之，歐洲人的東方探險是中國

人南海探險的升級版。16世紀環球貿易體系初成，

是東方與西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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