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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和，公元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昆阳(今云南南晋县)人。
明初任内宫太监，时称三保太监。
明代杰出航海家。
当时，中国以南海为界，把通往各国的海路划分为东洋和西洋。
从1405－1433年前后七次率舰队奉使出西洋(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郑和出使西洋的人员组成，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
郑和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
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
九桅十二帆，十六橹至二十橹，舵重4810公斤。
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明宝船厂遗址发现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
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可作为上述宝船大小记载的实物证明。
　　14O5年(永乐三年)十月，当强劲的东北季风吹起，由载着二万七千余人的六十二只大船组成的船
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扬帆驶向大海，揭开了历史性大航海的序幕。
十天后，船队到达了此次航行第一站：占城新州港(今越南归仁)，在占城作短暂停留之后，船队向爪
哇国南下，沿着印度半岛海岸，穿过渤泥岛西侧，顺风行驶20昼夜，抵达了被誉为“东洋诸国之雄”
的爪哇。
接着，郑和指挥船队取道邦加海峡，访问了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山(今斯里
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后到达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地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完成了第一次航行
的使命。
1407年秋船队归国，随同而来的还有爪哇、满利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古里诸国的朝贡使节
。
　　几个月后，郑和二次出海。
这一次航行路线同第一次差不多，也历时两年，有关这一次的记载不很详细，从郑和亲笔的“东刘家
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我们可以续引一个大概：“永乐五年(14O7年)，统领舟师，往爪哇，
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归。
”其中新访问的国家暹罗，大约相当于今天之泰国。
在郑和还航行于海上的14O8年，已经确定第三次航海计划的成祖，为此命令建造船舶，做好准备，等
待他归来。
14O9年夏，郑和归国，成祖没有让他休息多久，带着一身疲惫，郑和又一次统领船队，从刘家港出发
，第三次航行在东印度洋上。
这一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
　　完成第三次航海返故里的郑和，度过了好久平静的日子。
一年半之后，1412年(永乐十年)11月，成祖下达了第四次航海的命令。
前三次航海，郑和船队最远到达印度西岸的古里，主要访问的是印度洋以东的国家，这一次，成祖敕
令，要进一步向西，前往招谕忽鲁漠斯、卜喇哇、溜山，孙刺诸国。
此后四次航海，都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了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增进了中国
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友谊。
　　为了这次航行，郑和作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因为西亚各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郑和特意从西安请来伊斯兰掌教哈三为通译，以求交涉之便。
1413年(永乐十一年)冬，船队启航，沿着旧路，抵达古里，然后续航向西，最后到达西亚的忽鲁漠斯(
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奉呈国书，招诱其向明廷朝贡。
国王答应入贡于明，完成了使命的郑和，便开始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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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遣船队，航向更远方的非洲东岸各国去了。
1415年，郑和归国，一年后，分遣船队归国，随同归来的有溜山、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阿丹、
刺撒等阿拉伯国家和东非国家的使节。
在随后的几年中，郑和又率队完成了第五、第六次航海，将明朝的文化传布到了阿拉伯沿海和非洲沿
海的许多国家。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成祖死，仁宗即位，废止一系列对外政策，郑和航海事业告以中断。
1425年宣宗即位，诏令郑和出海。
1431年(宣德六年)初至1433年(宣德八年)花了三年多时间，走访了近二十个国家，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
麦加朝圣。
这次于印度洋、波斯湾的巡航，是郑和最后一次总结性航行。
由于明廷内禁海派的反对和阻扰，宣德帝下严禁出海的上谕。
宣德十年(1435年)，郑和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建立了邦交和贸易关系，大大促进了中国和亚洲、
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到东南亚的侨民也迅速增加，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文化知识，为南洋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显示了中国人在造船、航海等方面的高超技术，证明在当时，中国在世界航海事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
　　郑和七次远洋航行，他开辟了二十一条远洋航线，总航程约七万海里以上，绘制了《郑和航海图
》，图中对航向，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都作了比较可靠的记录，这是中国早期有关海洋地理
的珍贵地图，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评述道：“它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图，图中除了标有航线的精密针位
外，还标有以更数计算的距离，同时也标注了沿岸对船员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所有各点。
”与郑和共同出使西洋的翻译马欢、费信、巩珍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
国志》。
这三本书记录了他们所到之国的风土人情，是研当时这些国家历史的珍贵史料。
郑和还将他近30年的航海经验和收获，编撰成了《航海地图》和《针位编》两本书。
　　郑和航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而不是发展贸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每次航海耗资巨大，七次远航以后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样，郑和七下西洋也就成为中国航海事业从繁荣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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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36十一、胡锦涛赠送连战郑和宝船437后记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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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和是十五世纪世界先进人物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盖世功业彪炳史册，他的一生经
历主要有五个重要转折点。
1．被阉　　郑和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回族，云南昆明晋宁县人(明云南昆阳州宝山乡人)，生
于1371年，殁于1433年。
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其远祖名叫所菲尔，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布哈拉)国王”。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被邻国侵略，所菲尔舍国适宋，神宗封他为宁彝侯，后又加封为宁彝庆
国公。
郑和的曾祖伯颜，是所菲尔的八世孙。
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尔·米的纳，元末被授滇阳侯，是郑和的祖父。
察尔·米的纳之子，即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十五
年(1382年)，以马为姓，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
子和。
郑和的祖父、父亲曾先后赴阿拉伯麦加朝觐，被人们尊称为哈只。
三宝自幼耳濡目染了父辈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险的精神，同时也对外洋的情况有所了解和神往。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剿灭盘踞云南的蒙元残余，战乱中三
宝父亲阵亡，年仅12岁的三宝被掳受阉为朱棣家奴。
　　三宝在家乡简单而快乐的童年生活被打断，这从人性论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是从三宝少有大志这
个角度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头，正是这个不幸罹难改变了三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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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
谜——为什么一个出生卑微的太监会被皇帝任命下西洋？
他的航海究竟是怎样的波澜壮阔，最远又到了哪里？
为什么东方千年的航海传统突然达到辉煌的高峰，又突然结束？
⋯⋯本书将以全新的面貌向你勾勒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社会意义及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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