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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和下西洋的事迹蜚声海内外。
28年问，郑和访问了三十余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
其中许多活动都在东南亚，在该区域活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遗存的故迹文物和纪念寺庙及传说
最多，也最受当地政府和华侨、华人的重视。
　　以往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中国学者很少到海外考察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因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学者，有机会访问了印尼、马来
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寻觅或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郑和寺庙(包括郑和清真寺，
以及与郑和有关的或纪念郑和随从的庙宇，下同）和遗迹，多次参加了当地郑和下西洋研讨会和纪念
郑和的活动等，搜集了大量有关郑和的寺庙、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资料。
印尼和马来西亚是海外郑和寺庙和传说最多的国家，我们分别访问和考察了20次和5次。
　　拙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通过东南亚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
　　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曾倡导科学的“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在说明上述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曾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我们正是希望通过学习运用“二重证据法”，更好地反映客观，并有所创新，以期多少能填补这
一领域的某些空白。
　　实地考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也有别于通常的记者短暂的采访。
我们利用掌握英文、马来文(包括印尼文和马来西亚文）的有利条件，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
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努力作比较深入的分析，试图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
外(这里主要指东南亚，下同）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以及展示海内外郑和研究的状况和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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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
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
。
在国内外首次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海外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
和纪念活动等，也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
　　本书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
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
在国内外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东南亚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
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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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国内关于郑和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第二节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的丰硕
成果　　2001年4月，中央决定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开展郑和下西洋600周
年纪念活动，成立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交通部负
责同志牵头，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交通部。
2002年4月25日，交通部副部长洪善祥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开展纪念郑和下西
洋600周年活动的决定精神，讨论通过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实施意见》，宣布领导小
组正式成立，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任组长（2002年11月后，由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任组长），领导小组由
交通部、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外交部、国防科工委、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文物局、
中国科协、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云南省、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等17个单位组成。
　　2005年中国郑和研究和纪念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的活动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中外结合之
紧密，普及程度之广泛，学术研究之深度，都是空前的。
　　2003年9月28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正式启动。
从那时起到2005年，中国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特别是中央确定的六项纪念活动，即：　　1．郑和
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由交通部会同中宣部等其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实施，2005年7月11日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黄菊、李长春、刘云山、成思危、唐家璇、华建敏、张思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交通、海洋、造船、渔业系统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郑和后
裔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海事组织代表，海外有关专家学者和华侨华人代表、港澳台代表等
共计740余人出席了大会。
纪念大会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作重要讲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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