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 胡善美

一郑和在西 洋的重要基地

汽车朝着东南而去的高速公路飞 驰
,

从吉隆坡出

发 �� � 多公里
,

只两个小时左右
�

我们便进入 了古城马

六 甲的怀抱
。

“

马六甲
”

这个名字
,

在梵文中是
“

大岛
”

的意思
。

但据向导说
,

这是一种树的名字
。

五六百年前
,

当时来

自苏门答腊的王子拜里美苏拉
,

在这里憩息
�

他间 随

从
,

那歇脚的地方长的一棵树叫什么名字
�

跟随的说是
“

马六甲
” 。

后来
,

竟然称这个地方为
“

马六甲
”

了
。

古城马六甲
,

是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的首府
,

地处沟

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马六 甲海峡中部的北

岸
�

建于 � �  � 年
,

曾是满刺加王国的都城
�

现在人 口约

� � 万
。

满刺加国原来受遏 罗势力的控制
,

每年要向遇罗

缴纳许多东西
,

其中黄金就要 �� 两
。

这个小小的王 国

感到负担太� 了
,

决心寻求独立
,

有意求助于
“

东方大

国
”

—
中国

。

��� � 年�水乐三年�
,

满刺加首次派遣便者来中国

朝贡
�

要求支持它
�

保障王国的独立地位
。

�� �� 年�永

乐四年�
�

中国著名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 �一 � � ��

年 �
,

第一次访向了满刺加
,

受到当地国王非常热情的

接待
。

��� � 年�永乐六年 �
,

郑和第二次下
“

西洋
”

�当

时指加里曼丹岛至非洲之间的海洋 �时
,

又访问 了满刺

加
,

向满刺加国王宣读了明成祖的救书
�

赐给国王大批

丝绸
、

瓷器
、

铜铁器和金银等贵重礼物
,

同时带去的还

有救封满刺加国西山为
“

镇国之山
”

的石碑
,

碑文由明

成祖皇帝亲自所作
,

大书法家尚书赛义书写
。

满刺加国王 为了感谢中国对他的支持
,

��� � 年

�永乐九年 �
,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
,

带着妻子
、

儿

女亲属和官员共 �� � 余人
,

乘
“

宝船
”

来到中国作友好

访问
�

向明朝皇上敬献各种珍贵宝物
,

明成祖又回赐给

他大批礼品回国
。

作为王国都城的马六甲
,

很快发展成为东方各国

夭 与印度洋沿岸国家海上交通贸易的转换站和物资集散

中心
,

商业和渔业 日益发达
,

为了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

� �

的经济文化交流
�

郑和七次�一说八次 �下西洋
,

有五次

到了这里
。

“

不
,

不止
�

郑和六次到了马六甲
。 ”

向导大声嚷了

起来
。

“

书本上明明记载的是五次嘛
,

怎么加了一次呢 ��

我们异 口 同声地问
。

“

记得吗
,

�� � � 年从中国运来了一尊郑和的青石

雕像
,

这不是要加一次吗 �
”

“

对
,

对
,

对
” ,

我们大伙恍然大悟
。

健谈的向导告诉我们
,

郑和在马六甲很出色地办

了三件事 �一是组织了当地军民
,

筑起了古城墙
,

建了

东南西北四座城门
,

晚上派人彻夜巡逻
,

制订了一套替

卫制度
,

不仅净化了城内的不安全因素
�

同时也利于都

城的保卫 �二是
,

郑和建立了自己宝船队的供应基地
,

利用在这里作短期修整的机会
,

把下西洋所需的钱粮

物
,

都贮藏在古城的仓库里
,

保证了充足的后勤给养
,

为远航非洲东岸各国提供了物质条件 � 三是
,

郑和派遣

了士兵到九洲山上采伐了沉香木
。

“

沉香木
,

马六 甲有吗 �
”

“

有
,

这是热带地区产的香木
。 “

向导说
。

九洲山是

满刺加西部的一个海岛
,

就是今天马来半岛西岸琳雳

河 口外的岛屿
�

那里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

生长着许

多参天的沉香木
,

国王为了酬谢明朝政府对他的支持

与援助
,

他把九洲岛上的大沉香木送给中国
。

于是
�

郑

和组织士兵上岛
,

采伐了六株直径近二米
、

长二十五米

的大沉香木
。

当地居民看见了瞪目结舌
,

称赞他们是

天兵
�

有神力
�

郑和的宝船是悬挂 � 个帆的万吨级大

船
,

所以把这些大沉香木都带回了中国
。

由于友好使者郑和的努力
,

满刺加国与明朝在相

当时间内仍保持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

�� �� 年 �郑和已

逝世�
,

明成祖还将 自己的女儿汉丽宝公主
,

嫁给马六

甲苏丹曼斯
·

沙为后
,

随着公主而去的还有 � �� 多位男

女仆人
。

苏丹将一块 � � 公顷的山头
,

送给中国公主构

筑宫殿
。

伞

苛

饰



卜争
�

“

就是这座山
—

” ,

向导指着海边一座高约七八

十米的山丘
,

说 � “所以
�

当初取名为中国山
�

过去郑和

到马六甲时
,

也曾驻扎在这个山上
,

后人为了纪念郑

和
,

便称它为
‘

三保山
’

了
。 ”

�� �� 年
�

马六甲为葡萄牙占领
,

后来又落入荷兰

人之手
。

荷兰殖民主义者曾在三保山顶建了一座欧洲

式的修道院及一座献给
“

上帝
”

的教堂
,

不过
,

它们都在

�� �� 年的一次殖 民者的争夺战中被摧毁了
。

如今的

三保山
,

是中国华人在海外最大的故址
,

面积广达 ��

公顷
�

有 �� �� 多个大大小小的石雕墓碑
�

其中好些是

明朝时竖立的
。

有些墓碑前
,

还摆放着古代帆船模型
,

以说明他们是从中国乘船来的
,

三保山上的古墓之多

之久
�

说明了中国为开发和建设马六甲所做的努力和

牺牲
。

我们一行穿过了几条中国风貌的街道
,

来到三保

山的山麓
,

这里有一座建于 ���� 年的三保庙
。

庙三

进
,

虽然只有二三百平方米
,

但很精制
。

庙的飞橱上有

彩龙戏珠
,

它与黄瓦
、

红柱
、

白墙相配
。

据向导解说
,

那

象征了
“

三保公
”

驾飞舟
、

破白浪的情景
。

三保庙中堂深处
,

供奉着郑和的座像
,

香火颇旺
,

我们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

小殿的左壁边
,

竖着四块

石碑
,

其中一块高二米
、

宽八九十厘米
�

用中国文字刻

写粉三保庙修造的历史及捐资华人的姓名
。

过去
,

有

人借口 市政建筑规划的需要
,

要把庙迁往它处或
“

改

建
” ,

遭到了当地侨胞及马来人民的强烈反对
。

“

郑和
,

郑和 �
”

向导指着一尊精制的青石雌像
。

雕

像高八九十厘米
,

基座高六七十厘米
,

竖于庙前左侧的

庭院里
,

只见郑和披着风衣
,

双手靠背按着利箭
,

目光

炯炯有神
�

直视前方
�

显得从容
、

成武
。

“

不是还有三保井吗 �
”

我迫不及待地问
。

“

就在这边
� ”

向导领我们转了一个弯
。

“

哟
,

不一般
�

不一般
。 ”

井口直径三 米
,

圆形
�

井圈

高一米
,

水深十五六米
,

水清如镜
。

向导说 � “这 口井建

于 �� � � 年
,

有人说它是郑和命令士兵开凿的
�

也有的

说是苏丹王为汉丽宝公主挖掘的
,

也叫
“

苏丹井
” ,

它经

过几百年的兵祸
�

人们为了保护它
,

特地筑起了高四米

的护井围堵
。 ”

�� � 多年前
,

三保井是马六甲军民饮用的重要水

深之一
,

天早时也不会干涸
,

传说喝了这井里的水
,

便

会催人重访马六甲
,

但如今已用铁丝网把井口密罩起

来
,

旁边的一位白发老华侨告诉我们 � “它还是个许愿

井哩 � 如果人们丢下一枚硬币
,

他就还有机会再访马

六甲的
。 ”

马六甲的华侨和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籍人
,

占全

市人口 的 ��  
�

他们在古城的兴建
、

发展
、

繁荣史上有

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

那街巷大大小小的牌楼
,

参差多

马六 甲三保庙里的郑和青石雌像

�站 在胆像后的是作者 � 张 毅夫 摄

介

犷

样的中国式房屋
�

很多住房的堵上镶着图案精美的瓷

片
�

木门上装着瑞狮门扣
,

窗上镶龙嵌凤
,

古色古香
,

足

见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深入和广泛
。

在马六甲博物

院 �有 �� � 年历史 �里
,

还珍藏着郑和与公主汉丽宝朝

见苏丹的文书遗物
,

那是珍贵的国家级文物
。

马六甲
,

是郑和在西洋的重要基地
。

说起郑和
,

连

我们中午就餐的
“

夜来香酒家
”

的
“

胖大嫂
“ ,

还扯起了
“

百果之王
”

—
榴莲与三保太监的趣闻

。

三保太监带来许多兵士到了马六甲
,

便想长久地

住下来
。

不料
,

不少士兵家里有父母妻儿
,

不肯久留
。

郑和束手无策之际
,

忽然见到从前登岸时 自己大便的

地方
,

长出了一株很高大的树
,

树上果实录录
,

他叫人

摘下一个
,

一闻之下
,

觉得还有大便的气味
,

但硬着头

皮掩鼻吃下之后
,

竟然感到味道十分可口
。

于是
,

他叫

所有跟来的人
,

都来尝尝这奇异的果实
。

咚
,

尝过之

后
,

大加赞赏
,

很快吃出了鹿 � 大伙因这异国果子的鲜

美
、

安下心来
“

留连忘返
” 。

这位开辟南洋第一人的三

保太监
,

便把这珍奇的果子命名为
“

榴莲
” 。

马六甲的榴莲比吉隆坡卖得便宜
,

大伙买 了两三

个上车
。

在古城走马观花一天
�

加深了对伟大航海家 天

郑和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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