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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与哥沦布航海比佼研讨

陶松云 郑 家红

〔内容提要 〕中国郑和七下西洋
,

其时间远 比西方哥伦布航海为 早
,

其航海条件及规模也远

比后者优越
,

然而
,

却是西方发现了新大陆
。

十五世纪的中国与西卞的不同社会背景
,

决定了各

自不同的航海动机和 目标
,

从而也得到了不同的效果和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

年前
,

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克里斯多芬
·

哥伦布干 年率领三

条小船 旗舰圣玛丽号载重约 吨
,

平塔号约 吨
,

尼尼亚号约 自 啸
,

挥哈远航队伍共计

人
,

跨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到达美洲的瓦特林岛
,

实现 了欧亚大陆和美洲
’

陆人民之间

的首次会合
。

值得注意 的是
,

早在哥伦布航海前 多年
,

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 一
,

我国郑和 史称三保太监 已七次下西洋
。

郑和首次出海率领的船队
,

远 比哥伦布所率

船队要大
。

年
,

郑和率领 艘海船出航
,

根据船的大小性能分为宝船 最大载重

吨
,

每船可容四五百人
、

马船
、

粮船
、

座船和战船五类
,

首次出航人数为 人
。

包括使节
、

随 员
、

航海技术人员
、

军事人 员
、

翻译
、

医生等
,

可谓浩浩荡荡
。

七下西洋航行远至非洲东岸及

马达加斯加岛
。

郑和航海足 以证明
,

中国远 比西方为早地具备了环球远航必须的优越条件
、

物 资装备和专业人员
。

然而
,

却是西方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

这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

但是

偶然中经常也会包含着必然
。

要深刻理解这一点
,

还得从十五世纪中国和西班牙两国不同的

社会经济结构
、

不同的航海 目标
,

以及随之产生的后果诸方面进行探讨
。

口
中国唐朝 中叶以后

,

经济中心南移
,

对外交流之路渐 由陆路转向海路
。

南宋 由

于
“

经费困乏
,

一切倚办海舶
。 ’, ①海外经济交流 日趋重要

。

这种情况历元代而不衰
。

当时中国海舶曾远抵波斯湾
、

亚丁湾并控制了中印之间的海上贸易
。

这是符合当时

历史潮流的
。

但郑和远航是否也属于这种以经济发展之需要作为主要动因呢

回答是否定的
。

首先
,

十五世纪的明王朝
,

从根本上讲
,

仍处于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为主的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阶段 商品货 币经济发展迟缓
,

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不高
。

从明

初几十年的经济史料 中还看不到商品经济象在明中叶以 后那种巨大的活跃的高涨
。

一般说

来
,

当时尚无大规模进行海外贸易的迫切需要
。

其次
,

明初统治者固守
“

重本抑末
”
的传统

,

极

力 限制 民间对外 贸易
。

明廷严禁
“
私 出海

”
和

“

私 自下番
’

心
,

压制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社 会需

求
。

因此
,

不能将郑和下西洋的 目的仅仅归结 为进行海外贸易
。

关干郑和航海的动因
,

固有多种说法
,

但从无这样一种观点认 为即象西方探险者那样
,

是为寻找一块新的地域或一条通往某地之航线
。

值得提 出的是 明朝建 国后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

农业为主的社 会经济得到 了恢复和发

展
,

国力增强
。

但是明初的国际地位却不高
,

在海外不断发生轻视
、

戏谑直至屠杀中国使臣的



事件
。

如爪哇
,

洪武十三介
,

明朝政府
“
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绥

,

三佛齐诱 而杀之
。 ’, ③这种

状况 延至郑和首次下西祥 时还未改变
,

以致水 乐四年 爪哇在 内证 中 辰死郑和部卒

余人
。

此外
,

东南沿海 以至南海诸岛还有 各种反明势力在活跃着
,

构成了对明王朝的直

接威胁
。

为树立明帝国在沿海地区
、

东南亚及海外国家中的威 肯
,

明王朝不得不 采取强有力

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

明成祖任命宦官郑和组织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
,

耀兵于周 阉海域
,

广交近邻远邦
。

郑和

前三次航海
,

行踪未出东南亚和南亚沿海诸国
,

后四次则以此 匆基础
,

向南亚以西由近而远

开拓更大范围的外交活动
,

使海外远国也重泽而来
,

宾服中国
。

由此可见
,

郑和七下西洋主要

是在明帝国周 围 当时已知的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地区 推行明室交给的政治
、

外交使命
。 ④

哥伦布时代的西班牙却大大不同于中国
。

十五世纪下半叶
,

通过联姻统一的西班牙商品

货币经济相当发达
,

且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

货 币取代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

象征
。

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发展
。

同时
,

王权不断强化
,

官僚机构 日趋庞大
,

封建国家和

王公贵族的公私开支与 日俱增
。

于是
,

西班牙对贵金属 的需求急剧增长
。

与此相反
,

从十四

世纪起
,

欧洲旧金银矿产量 日减
,

年以后欧洲的 白银大国德国
,

其产量已远远不敷全欧

之需
。

因此
,

从外部获取黄金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

同时
,

马可
·

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东方

遍地黄金的情景
,

刺激着西班牙人的欲望
,

推动他们力争解除阿拉伯人
、

土耳其人的长期垄

断
,

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

正如恩格斯所说
“

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到美洲

去的咒语
。 , , ⑤

哥伦布本是意大利热那亚的一名水手
,

较早就有献身海洋探险事业的抱 负和西航的计

划
。

但是他个人的航海计划
,

只有加上探寻大量金银和运销东方香料等因素
,

符合西班牙的

社会需要时
,

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同和 资助
,

从而实现 自己的理想
。

正是为了寻找黄金争夺东

方 —中国和印度
,

西班牙政府才毅然支持哥伦布另辟蹊径
,

勇往直西
,

跨越大西洋
。

终于完

成了美洲在地理学领域中的被发现
。

厂 一一 , 十五世纪中国和西班牙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两国各自远航 目标的选择和出

航的动机
。

目的不同
,

主要后果也迥异
。

哥伦布的远航
,

给美洲 各族 人民带来了一个持续三百年的殖 民主 义暴力统治

时代
。

而其远航本身
,

就是这种暴力掠夺的一部分
。

年哥伦布首次抵达美洲
,

第一次踏上西印度群岛
,

就用暴力捕捉了几个印第安人
,

以 获取岛上情报
。 ③ 年

,

当他第

二次航行美洲期间
,

海地印第安人揭竿而起时
,

哥伦布立即进行镇压
。

并把战争中俘获的印

地安人变为奴隶
,

并将其中 名运往欧洲
。 ⑦哥伦布榜样在前

,

其他殖民者效法于后
,

暴力

劫掠愈演愈烈
。

致使西印度半岛至少有 万印第安人在这样的大破坏中被毁灭
。 ⑧

哥伦布的航海为西班牙开辟了广阔的财源
。

美洲航行一开通
,

新大陆的贵金属立即如潮

水般地涌入西班牙
。

例如
,

年运 回西班牙的美洲船货中
,

金银竟占
。 ⑨ 至

年
,

金银流入量 比 年几乎翻了一番
。 吵统计材料还表明

,

年至 年流入母

国的贵金属达
, ,

比索
。

大量贵金属 的获得
,

刺激了工商业一度飞跃发展
。

塞

维尔迅速变 为全欧最大 的商业中心之一
,

其人 口 从 年的
,

人增长到 年的
,

人
。

大量金银流入同时引起急剧的价格革命
,

使西班牙社会发生深刻变化
。

据统计
,

十六世纪最初 年
,

西班牙物价上涨了
,

到上半世纪上涨
。 ⑩ 年的物

价
,

竟上涨到 年的 倍
,

甚至 倍
。 “

物价上涨是如此猛烈
,

以致大贵族们
、

绅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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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以及教士们都无法 靠其收入过活
。 ’, 。西班 牙的资本原始积累急剧地演进着

。

同西班牙的哥伦布相反
,

中国郑和的远航活动
,

基本上是与亚非诸国进行和平友好的政

治
、

经济和文化交流
。

这些 和平交往包括 一 代表明帝
“

救封
一

和“

赏赐
”
所主地区的国王

、

酋

长等外交活动 犷 二 迎送各冈使节 三 协调 各国之间的关 系
,

异进国际间和 平局势的建立

四 经济贸易
。

这里有几点值得指 出 ‘幼在 当时 的 条件下
, “

封救
” 、 “

赏赐 ”
等活动

,

毕竟还表现 出“
天

朝
”
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即怪济贸易也贯彻

“

厚往薄来
”
的原则

,

以显示 巾华帝国之大度和

自尊 必要时以武装和 暴力作为与各国交往的后盾
。

所到之处
, “

宣天子诏
,

给赐其君长
,

不服则 以武力慑之
。 ’, 卿 但纵观郑和航海活动 的全过程

,

他给亚非各国人民带 卜的早友好情

谊
、

文明和社会进步
。

史料证明
,

在郑和下 西洋的随后岁月中
,

一些郑和访间过的国家
,

如渤泥国
“

凡见唐人至

其 国
,

甚有爱敬
” 。

在真腊国
, “

其见唐人
,

亦颇加敬畏
,

呼之 曰 ‘

佛
’
云

。 ’
,’观通典

、

通考
、

各代

异域志
,

诸书所载
,

未有如此之异者
。 ’, 侈时至今 日

,

在郑和使团到过的亚非国家
,

尤其是东南

亚
,

还保留着郑和 的各种遗迹
,

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传说
,

并且还在进行着 各

种纪念郑和的活动
。

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有三宝垅
、

三宝港
、

三宝洞
、

三宝公庙等
,

苏门

答腊岛上 也有三宝庙
,

在泰国有三宝港
、

三宝塔
、

三宝宫
、

三宝禅寺等
。

但是今天
,

当人们纪念

哥伦布远航发现美洲五百年之际
,

却有许多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提出强烈抗议
。

中美洲印第安

组织首届 会议在墨西哥拉斯卡拉斯的圣克里斯瓦尔城召开时
,

主题是
“

土著人抵抗殖民化五

百周年
” 。 珍

在古代
,

我国的海外贸易和外交活动 向来奉行传统的
“

厚往薄来 ”的准则
,

因为中华大帝

国 “

无所不有 ” ,

无需西方之特殊商品
,

或可凭 自己的丝瓷换取所需之物
,

绝不公然劫掠而伤

我中央帝国之尊严
,

破坏我 民族之光荣传统
。

中国从不欺凌发展迟缓的海外弱小国家
,

而是

干方百计予以扶持
。

故历史上整条
“

海上丝瓷之路
”

是条和平友好之路妙 ,

中国是传统对外和

平友好的国家
。

在这种准则下
,

郑和的远航给国内经济带来不 良后果
,

它的消极作用大于积

极方面
。

首先贸易输入品 包括珍珠
、

宝石
、

珍奇异兽以及番香
、

没药
、

象牙
、

胡栋
、

等物 大多供

封建国家皇室或朝廷长期使用
,

极少参加 民间经济交流
,

无从活跃社 会经济
。

其次
,

外贸主要

商品 丝织品和 瓷器 或来 自官办手工业
,

或从 民间强行
“

买办 ” 、

征敛而来
,

故无助于刺激 民

间工商业的繁荣
。

因此
,

整个航海活动并未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

资本主 义

作为明显的社会现象未 曾出现
,

对此后百年左右我国的资本主 义萌芽未能产生明显的促进

作用
。

故 中华帝国也未因郑和远航而变得更为富强
。

同时
,

由于郑和航海主要 内容乃是政治外交活动
,

所以它不仅未从所到国家地区获得贵

金属和财物
,

相反却 讨出许 多
。

其一
,

每次航行本身
,

都要 负担近三万 人的经年消费
。

而这一

活动前后延续 了 年
。

其二
,

航行沿途所到之处
, “

开读赏赐
” ,

又必须与帝国的地位相称
,

一

去数十国
,

开销亦颇 口称见
。

其三
,

由于郑和 的远航
,

亚非许 多国家的使 节纷纷前来中国访问
,

有时一次就达一 千多 人
。

作 为封建帝国的明廷
,

为了
“

泽被四海
” ,

大摆排场
,

赏赐来朝使节
,

所 费不货
。 ⑧所以

,

郑和航海虽基本上达到 了其政治 目的 郑和时代 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

洋的国际关系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
,

中华大地出现了四夷平安
,

万国来朝的鼎盛景象
。

但在经

济方面
,

它不仅没有促进明朝经济的发展
,

反而构成一项极 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

成化年间就

被人评 为
“

三保下西洋
,

费钱数十万
” 。

, 成祖晚年对此 已有察觉
,

仁宗即位后
,

那位永乐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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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财政的能臣夏原吉
,

就立即提出
“

罢西洋取宝船 ” ,

作为 当务之急的几项措施之一
。 妙

郑和之后
,

中国再无大 规模的航海活动
。

加之中国对建社会内部政治体 制没有任何变

化
,

经济发展停滞
,

科技进步迟缓
,

综合国力削弱
,

迅 即为西方所超
。

渐渐地
,

中国在新的世界

体系中失去了主 导地位
。

一
十五世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海洋的世纪

。

印 扣与哥伦布的航海汗动
,

都是环球

航线开辟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为世界文明与文化的汇合
、

发展作出了共同的贡献
。

哥

伦布的航行计划早在 年 已开始酝酿
,

他在薯名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保罗
·

托
匕一

一
」 斯堪尼地圆说理论指导下

,

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直 东方的壮举
。

由此揭开了大西洋

的神秘面纱
,

把东西两个半球联结为一个整体
,

哥伦布在金银财宝欲驱使下的航海活动却不

自觉地走在了历史的前端
,

充当了推动 美洲历史纪元和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先锋
,

也推动 了葡

萄牙西班牙乃至西欧社会生产的发展
,

使西欧最终摆脱封建制度的统治
,

走上资本主义发展

道路
。

哥伦布的伟大还在于迅速接受科学新观念
,

在其指导下
,

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
,

证

实其真理性
,

实现其价值
。

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巨人
,

其本人历史功绩亦尽在干此
。

郑和还比哥伦布要早开始其远航活动
,

他的航行使他成为集此前一干多年中国关于海

外知识与远洋知识之大成的人物
。

作为世界航海史上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航海家外
,

他还是

个坚定不移执行中国传统的睦邻外交政策的伟大外交家
。

但是
,

十五世纪的封建中华帝国
,

依旧 偏重农业经济
,

不注重货币财富的积累
,

商品经济

观念淡漠
。

封建帝王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
,

仍固守着 中国是世界中心
,

东南西北四方 皆是未

开化的蛮夷的地理观念
。

在他们心 目中
,

地球只是一个平面
,

而非立体的圆形星球
。

郑和这

支船队为传统观念所束缚
,

使航行范围局限于书籍的和 臣服的诸番国内
,

他本人也只满足于

完成明室使命和弘扬我中华帝 国之威武与富庶
。

虽然当时明朝 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
、

最庞大

的船队
,

具备环球航行所需的一切物质装备和技术条件
,

但在陈旧的观念和孤立 自傲心态的

支配下
,

其船队终于只能涉足非洲东岸
,

而不可能跨过好望角去了望更遥远的富有挑战性的

大西洋
。

国家的先进与落后
,

民族的兴旺与停滞
,

从此在世界的东西方交换了位置
。

假如郑

和能够再向前跨出一步
,

也许历史将是另一种情况
,

然而
,

历史必竟是无法假设的
。

仅以此文纪念我国郑和下西洋 周年和哥伦布航行美洲 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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