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七下西洋
,

成就中国航海史
� 一个发现美洲

,

开创世界新纪元

郑和 � 哥伦布
辛元欧 文 谷雨 编

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开海远

航的重大历史事件
,

是
“

继张班伟

业
!

开哥麦先河
”

的传大壮举
。

可

是中国自出现郑和后
!

再未出现过

第二个郑和级的航海家
,

反而退居

东洋
!

中国自此衰落
∀

而西方自哥

伦布之后
!

却出现无数个重# 级的

航海家
!

从而使西方世界进入资本

主义的新时代
。

郑和与哥伦布从事

的同为远洋航诲活动
!

前者的时效

远较后者要大
!

影响亦广
!

而后效

却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
。

也许哥伦

布航海遭遇及其后效应更有其历史

的必然性
!

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却是

一种历史偶然性
!

而其后果则又是

历史之必然
。

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

发生
,

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传统

的差异
,

它是由东方以中国为典型

代表的宜农抑商与西方的重商主义

两类完全相悖的传统所引起的
。

郑 和
∀

出海宜传
“

粤关税
”

哥伦布
∀

探险抢钱还免税

自朱元璋削平东南群雄建元洪武

以后
!

后者的残余势力退居海岛以图

东山再起 他们勾结楼寇和海盗
,

内外

为乱 致使明初楼患日烈 明廷不得不

在东南沿海加强海防工事
,

并彻底禁

止国人出海
,

开始把海禁定为国策
。

但

另一方面
!

为使退居海岛的复辟势力

无有退路 又迫切需要通过经济手段

施恩于沿海诸国
,

与他们建立和平友

好的关系 藉以稳定东南局势
。

于是一

项特殊的朝贡贸易政策出笼了
。

根据

这项政策
!

严禁中国民间海船出海 虽

也限制外国海船进 口商品的数量 但

却竟然完全放弃前代市舶的税收利益
,

实施区别于前代的
、

彻底的
“

厚往薄

来
‘’

的市舶制度
。

这对于一些希望通过

朝贡贸易得利的国家很有吸引力
,

而

对于朱元璋也就达到了以经济换政治
、

以朝贡求稳定的目的
。

永乐皇帝朱棣总结乃父朱元璋在

执行和放弃
‘’

厚往薄来
“

的朝贡贸易政

策的成败得失中
!

看清了执行这一政

策对他的王统地位取得国际社会承认

的极端重要性
,

并进一步放宽了对朝

贡贸易的诸多限制
!

使明代朝贡贸易

发展到空前绝后的程度
。

郑和第一次

下西洋不久
!

海外诸国来贡者不绝于

道 终永乐朝不衰一时中国国际威望

倍增
。

明成祖曾多次力排众议
,

使郑和

下西洋一直顺利进行
,

终永乐朝朝贡

贸易竟然成为既定国策
。

而郑和也不

辱君命
!

通过下西洋
!

完成了永乐皇帝

交给他的加强中外联系
、

缓和国内矛

盾的重大政治任务
。

这一任务的完成
,

不仅使永乐皇帝稳坐帝位
!

而且使中

国封建社会步入永乐盛世
!

这也是明

成祖比其父明太祖更为高明之处
。

明

成祖坚持实施
”

厚往薄来
“

的朝贡贸易

政策的后果是
∀

东南亚 东亚
、

西亚
、

东非各国相继来朝 使明廷与他们保

持着良好的国家关系
。

哥伦布与其他西方探险家一 样
!

他们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航海探险

的目的何在 无非是为了一个
“

钱
’ ‘

字

而西欧各国不惜代价资助探险活动
!

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

, ∃ % & 年西班

牙国王与哥伦布签订了圣大非协定
。

协定明确规定
∀

西班牙国王是新发现

领土的宗主和统治者 任命哥伦布为

新发现领土的海军司令和总督 哥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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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上出产和交

换所得的全部黄金
、

白银
、

珍珠
、

宝石
、

香料和其它财物的∗∗ , ( 并

且一概免税 对于同领地进行贸

易的船只
,

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 ∗+

,股份的权利
�

哥伦布还享有新领

地的商务裁判权
,

其后代世袭其

一切爵位
、

头衔和权利
。

哥伦布探险队自登上第一个

美洲海岛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

黄金
。

当他们在海地岛上发现了

黄金后
,

起初还用玻璃和玻璃制

品等不值钱的东西交换印第安人

的贵重物品
,

不久当发现原始的

印第安人缺乏抵抗能力时 竟然

把印第安人的一切掠为已有
。

他

在航海日记中曾说起他所到达的

新大陆的意义
∀ ”

单就从这项事业

中获得的收入而言
!

对西班牙来

说也是一项很大的成就⋯ ⋯陛下

将获得大量的领土
,

它是另一个

大陆
。

天主教将在那里发现广阔

的活动领域 我们的宗教信仰将

人为巩固
。 “

历史已证明
∀

西班牙

正是依靠广大的美洲殖民地才在

∗− 世纪称雄世界
。

郑 和
∀
以理服人和为贵

哥伦布
∀

改造征服惩为先

郑和下西洋前后 & , 年 按照

永乐皇帝的旨意 郑和频频出使

西洋各国
!

与他们保持了和平
、

亲

善的国家关系
。

通过与亚非各国

的友好交往 郑和把中华民族的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传播到世界

各地
!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

重大贡献
。

郑和船队打破了海道

阻隔的障碍
!

增进了中国对亚非

各国的了解
,

加深了与各国人民

的友谊
。

对于东南亚各国
!

过去为

了各自的利益
!

以强欺弱的情况

时有发生
,

而郑和均能以一位 中

国回族外交家的风度.当时东南亚

各国大都尊奉回教/ 进行外交斡

旋
,

利用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一种

无形的威慑力量 折强扶弱
,

在一

定程度上保持 了这一地区稳定的

国家关系
。

郑和船队是和平之旅

利用外文途径化解国与国间的争

端 在整个郑和下西洋期间仅用

兵两次 而且都属自卫性质
,

有利

有节 以理服人解决争端 防止 了

事态的扩大
。

郑和把中国儒家经

典中的以德报怨
、

善待宾朋
、

怀柔

远人的传统美德作为其成功外文

的准则 并屡获奇效
。

朱元璋在总

结历代皇朝与海内外各国和平共

处的优 良传统后在 ..皇明祖训∋/薇

戒章中道
∀ ‘’

四方诸夷
!

皆限山隔

海
!

僻在一隅
。

得其地
!

不足以供

给
!

得其民
!

不足以使令
。

若其不

自揣量
!

来扰我边
!

则彼为不祥
。

彼既不为中国患
!

而我兴兵轻犯
,

亦不祥也
。

吾恐后世子孙
,

倚中国

富强
!

贪一时战功
,

无故兴兵
!

杀

伤人命 切记不可
。

但胡戎与中国

边境密迩
,

累是战争 必选将练

兵 时谨备之
。 ’‘

郑和正是属守这

种人文主义的和平传统的出色代

表
。

哥伦布及其探险队的所作所

为却又如何呢 0 ∗∃ % 1 年 ∃ 月 哥

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 中提出

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建立殖 民地的

设想
。

) 月 & % 日国土颁发了诏书
,

正式批准了哥伦布建立殖民地的

计划
。

诏书规定第二次远航有1 项

主要任务
∀

.∗/ 征服
、

教育和改造印

第安人 .&/ 建立商业殖民区 .1/

考察古巴是否属中国的一部分
。

2 为了慑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
,

哥伦布进行了 % 个月的征服战争
。

, ∃ % ) 年 哥伦布发布命令 几年

满 , ∃ 岁的印第安男人 每人每季

必须缴纳 ∗ 鹰脚铃金砂或 & ) 磅棉

花
。

酋长每人每 & 个月必须缴纳 ∗

葫芦金砂
。

完税者发给一块铜牌

挂在脖子上
!

未缴纳者或缴纳不

足者将受到惩罚
!

重者可以处死
。

它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鹰脚铃

制度
。

在短短的几年中
,

印第安人

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

牙殖民者榨取一空
!

海地岛上黄

金的贮藏量有限 时间稍长
!

多数

人均因完不成指标而惨遭杀戮或

劳累致死
。

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

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

扩张分子的双重身份
,

与提倡和

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

明的对照
。

郑 和
�

造福亚非受睑仰

哥伦布
∀

祸殃美洲遭人祖

郑和下西洋之前 特别是东

南亚诸国经济十分落后 郑和船

队满载着当地盛产的香药不断地

运往中国
,

开拓了中国的香料市

场
。

爪哇
、

旧港等地就是在这种影

响下
“

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

的经营基地 法国弗郎索瓦
·

德勃

雷在其所著《海外华人》的序言中

说
∀ ’‘

皇帝.明成祖/的旗帜飘扬在

南洋各处
,

从菲律宾到印度
!

从爪

哇到阿拉伯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

中国的商业得到巨大的发展 变

成持久和均衡的贸易往来
。

正是

在这一时期
,

印度的港 口开始巨

大的繁荣
” 。

郑和七下西洋
!

为亚非各国
,

特别是东南亚各 国的国家独立
、

经济繁荣
、

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

的贡献
!

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

的景仰
。

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

记载他的业绩
!

追思他的恩泽
,

定

期举行纪念活动
!

庙中香火不绝

经久不衰
。

如柬埔寨建立了
“

三保

公庙
‘’ ,

泰国曼谷除建有
’ ‘

三宝寺
“

文
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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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还有把河港取名
’ ‘

三宝港
“

的

泰国大城的
“

三宝庙
”

神像极为伟

大而庄严 人民时往参拜
。

马来西

亚马六甲有
“

三宝庙
” 、 “

三保亭
” 、

“

三保井
“

和
“

三宝山
” �

印度尼西

亚爪哇首府
”

三宝垄
“

有
“

三宝公

庙
” 、 “

三宝洞
” 、 “

三宝井
”

和
“

三

宝圣碑
’ ‘ !

当地华侨尊称为
“

三宝

大人
” !

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

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
、

这样多

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
,

不少国际学者至今还致力于研究

郑和下西洋的业绩
!

颂扬郑和开

拓海洋事业的伟大精神
。

哥伦布四次远航美洲
,

究竟

给美洲带来些什么呢 4 哥伦布的

探险活动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两件

东西
。

一是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

达美洲的新航路
�

二是提供了通

过殖民地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新

方式
。

对于由哥伦布发现的新大

陆美洲而言
5

正是在旧大陆寻求

海外扩张的西欧各国肆无忌惮进

行殖民掠夺最理想的场所
。

与郑

和下西洋造福亚非相比
!

哥伦布

等西方航海家的海外殖民活动带

给美洲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
。

除此之外 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

还为美洲当地人带去两件杀伤性

武器
,

那就是枪炮和细菌
!

特别是

后者
,

杀伤力特别强
。

欧洲人随身

带去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

服武器
。

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

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

菌毫无免疫力
。

在加勒比诲地区
!

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

) ( 年的时间里扫荡殆尽
。

到 , − )−

年 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

区的人 口从原来的大约& ) ( ( 万萎

缩到 , ) (万
。

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

明区也遭遇类似的命运
。

其人 口

从原来的大约% ( ( 万减少到− (万
。

北美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

大约在 , −∗ − 一 , −∗ 4 年第一批欧洲

来客带来的病菌就已经在大片土

地上扫荡了土著居民
!

人 口从 ) ( (

万减少到 − 万
。

据估计
,

整个新世

界的人 口由此从 ∗ 亿减少到 ) ( (

万
。

郑 和
∀

封建制度掘墓人

哥伦布
∀

资本主义先行者

当郑和六次下西洋行将结束

时
!

由于北伐和迁都 支付浩繁

明廷已经是
’‘

国库空虚
“ !

故永乐

皇帝一死
!

洪熙帝受大陆派的蛊

惑全部怪罪于郑和下西洋
!

并下

诏
∀ “

下西洋诸蕃宝船
,

悉皆停

止
。 “

实际上
!

郑和下西洋广泛的

官方出口 贸易活动 大大地刺激

了中国纺织
、

陶瓷
、

冶铁等手工业

的发展
,

引发了嗣后明代此起彼

伏的私人航海贸易活动
!

强化了

中国工商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

素
。

确实
!

在郑和下西洋的促进

下
,

明初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

发展
!

促进了人们的物物交换和

商品意识 农民逃离农村
!

向上商

业城镇转移或驾船出海从事商业

活动
。

可见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事

的贸易活动已经不自觉地顺应了

破除土地的束缚
、

进一步发展商

业的世界潮流
!

这在根本上动摇

了封建经济的根基 郑和实际上

成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

这当然

是郑和所始料不及的
。

正由于这

样 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封建

王朝的卫道者们竟全盘否定郑和

下西洋的航海活动
,

斥之为弊政
。

在经历 了 & , 年的郑和下西洋之

后 中国的远洋航海活动竟嘎然

中止
!

就此严禁一切大型海船出

海 中国航船在西洋航线上急速

后退 其后中国海船基本上未越

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西洋海域而

退守东洋 使中国当日开拓海洋

的突出优势很快丧失殆尽
。

, ∃ % 4 年达
·

伽马打通了欧洲

与西非的海上航路
!

葡萄牙人就

此进入 了印度洋
!

而与此同时哥

伦布又发现了美洲大陆
,

从此开

始了 ∗ − 世纪持续不断的探险活

动
!

迎来了全球地理大发现
。

于

是 整个世界的大范围才得以确

认
!

发现了一块与旧大陆面积相

当的新大陆
。

从而使欧洲各国才

有可能相继通过掠夺新大陆的资

源完成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
,

为

世界资木主义的发展和嗣后的工

业革命奠定了物质荃础
。

因此从

总体上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

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

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迎来 了世界范围内的海上探险

热潮 导致地理大发现
!

打那个时

代起
!

人类知识才具有跨世纪式

的成倍增长
。

结束语

梁启超在肯定了郑和下西洋

的伟大盛举后反思道
∀ “

郑君之初

航海
,

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

六十余年
,

当达
·

伽马发现印度新

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

顾何以哥氏
、

维氏之绩
,

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

新纪元
。

而郑君之烈
!

随郑君之没

以俱逝
。 ‘ ’

他深刻地指出
,

即使以

后出现无数个郑和
!

其结局也逃

脱不了与郑和一样的历史命运
。

这就是我中华民族近数百年来积

弱的根本原因
。

梁启超在《祖国大

航海家郑和传》中发出的这种感

叹 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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