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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
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谈
及“海上丝绸之路”，论规模与知名度，
非郑和下西洋莫属。由于郑和的船队
在大海上十分壮观，当时的人们把来自
中国的船队称为“宝船”。可以说，中国
“宝船”满载和平、友谊和合作，向世界
展现着大国真诚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古里是中国古籍中的叫法，现在的
通用名是卡利卡特或者科泽科德。它位
于印度西海岸，从这里往西，可以直航非
洲和阿拉伯；往东，可以前往东南亚，古
里既扼东西方海上交通之要道，自身又
盛产香料，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座
海上重镇，获得了“香料之城”的称号。

在航海史上，古里有一个传奇般
的经历，在不到 100年的时间里，两个
顶级的航海家都来到这里，又最终都
死在这里。这两个航海家，一个是达
伽马，另一个就是郑和。

当船队第一次来到古里时，郑和
年当鼎盛，意气风发，在这里刻石留
念：“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
熙皡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二十
多年后，郑和最后一次来到古里，病死
在这里，明朝再也没有派出新的船队。

郑和的身世颇为凄惨。他原名
马三保，是云南回族人。明军灭元，
南征云南，他父亲死于战乱，十岁的
郑和也被捉去阉割。此后，郑和因
缘际会，进入燕王府，慢慢成了朱棣
身边的红人。待燕王起兵，建文逊
国，郑和做了内官监太监。郑和的
相貌很武猛，据说他身长九尺，腰大
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扎上胡
子简直就是张飞。永乐皇帝挑选船
队统帅的时候，这种威武的相貌似
乎起了一点作用。

为什么永乐皇帝不选择一个官
员担此重任？下西洋是一个系统
性、长期性的工程，中国官僚体系对
派船队出海一直很厌恶，觉得这是
好大喜功、靡费民力之举。就性格
而言，郑和比普通官员更适合。由
于留下的直接资料不多，我们难以
确定郑和的很多细节，但大致推测
起来，郑和对各种文化是抱有开放
心态的。比如他是回族人，也到清
真寺祈祷，但同时又是佛教徒，法名

“福善”，对修庙抄经格外起劲。等
他游历各国时，虽然自己没留下游
记，但他的手下却写了《瀛涯胜览》

《星槎胜览》两部笔记。这两部书写
得颇有好奇心，能够充分欣赏其他
文化的优点，很少做道德批判。

永乐皇帝最终选择了郑和。
1405年，郑和的庞大船队出发了。

一个胜利
接着一个胜利

从留下的记载看，郑和
下西洋可以说是一个胜利
接着一个胜利。郑和七次
下西洋，每一次都是经越南
到东南亚，然后越马六甲海
峡到印度。在头三次航海
中，郑和都是到了古里就止
步。但到了后来，郑和路线
越熟，胆气越壮，开始向伊
朗、阿拉伯航行，甚至远达
东非。有些学者认为他的
分遣队可能到了好望角，还
有个美国作家甚至把郑和
送到了美洲。但是按照主
流学者的意见，郑和船队最
远就是到了东非。

西方殖民船队往往是
富有高度攻击性的，手段非
常残酷。相比之下，郑和船
队则表现得相当文明。在
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郑和
没有强大的对手。欧洲人
还没有出现，德里苏丹国和
帖木儿帝国则已衰落分裂，
其他小国更不足为虑。可
以说，郑和统率的是一支无
敌舰队。但是郑和却没有
怎么使用武力。七次航海
中，只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
的战斗。一次是剿灭了某
个华人海盗集团，一次是卷
入了苏门答腊的内乱，一次
则是途经锡兰时，锡兰王进
攻船队，结果被郑和俘虏解
送中国。按照《瀛涯胜览》
的记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
完全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局
面，首领欢迎，商人满意，群
众拥护。明朝从没有像葡
萄牙人那样渴望占据海外
领土，建立商业殖民地。他
们没有使用武力的需要。
达伽马形同无赖海盗，对比
之下，郑和则表现得像一个
真正的绅士。

和以往的某些说法不
同，郑和船队并非单纯为
了“宣国威于海外”，出洋
做散财童子去了。他们也
很热心做交易，而且对价
格也很敏感。比如他们在
古里的时候，就和当地人
讨价还价长达一两个月之
久。郑和用瓷器、丝绸之
类的货物换回了很多海外
异珍，比如胡椒、苏木、龙
涎香、玛瑙、珊瑚等等。他
甚至还替皇帝弄到了几头
长颈鹿，大家都说这就是
传说中的麒麟，永乐皇帝
就留下来当麒麟养。

郑和七次下西洋，向万
国展现了大明王朝的综合
实力。《明成祖实录》中不乏

“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
带还国”的记载，此后，多国
国王亲自率团来到明朝，增
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现在船只航行需要实时了解自己的经纬度。可是在郑和那个时
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经纬度呢？测纬度是有办法的，这个比较简
单。北极星几乎就在地球自转轴的正上方（有微小的偏差），你只要测
出它的仰角度数，就能够判断出自己所在纬度。

早在郑和下西洋前，无论欧洲人、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就都会测
纬度了。他们用的具体工具有差异，就像欧洲人用航海星盘，中国人则
用牵星板，但它们的基本原理是差不多的。郑和的牵星板并不复杂，就
是用一个木板放在跟眼睛水平的位置，眼睛和木板的距离固定，然后抬
头看星星。配套的木板是严格标准化的，一般是十二块，分别称为“一
指”到“十二指”。如果还看得见星星，就换一个高点的木板，如果看不见
了就换一个矮点的木板，直到木板的边正好对着星星。从木板的高度当
然就能推算出星星的仰角，从而知道自己的纬度。当然，郑和并不需要
真去用木板高度去算仰角，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纬度的概念，但是他只
需要记住现在的位置是几“指”，对他来说就够了。郑和的《过洋牵星图》
里都是这样的记载：“丁得把昔过洋看北辰星七指平水”，翻译过来就是：
我在丁得把昔这个地方，测北极星时用的是第七块木板。

但是经度就测不出来了。当时全世界的航海者都不会测经度。
那怎么航行呢？郑和用的办法是循“针路”而行，这个航海办法并非他
的首创，可能从宋代就有了。要解释“针路”这个概念，可以先看一下
《郑和航海图》里的记录。比如下面这一段：“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
十更，船收木骨都束。”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庚酉针”比较好解释。当时人在罗盘上用子丑寅卯这些字指示
方位，所谓庚酉针，就是西偏南262度半。比较费解的是这个一百五十

“更”。“更”本是时间单位，一昼夜是十更，一百五十更就是十五天。但
这个没有意义。今天风大，你往“庚酉针”方向开十五天到了，明天风
小，我开十五天还在海里呢。所以这里的“更”就不能是单纯的时间，
而必须加上一个前缀：在标准航速下，开一更天的时间。标准航速怎
么确定？说起来颇为简陋，就是让一个人站在船头，向海里扔下一个
木片，同时用一种固定的步速往船尾走。如果走到船尾的时候，木片
也同时到达船尾，这就说明船是标准航速。如果木片还在船中间，就
说明是半个标准航速。这时候船开两更，才能对应针路上的一更。所
以上边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船从官屿溜（现在的马尔代夫）出发，往
西偏南262度半方向开，在标准航速下开十五天可到木骨都束（现在索
马里的摩加迪沙）。

郑和船队航行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但真执行起来，光是测量航
速，就需要大量、频繁的工作，而且帆船一旦被风吹得偏离航向，就需
要重新计算、重新调整，其中不无风险。不过郑和跟达伽马有一点不
同。达伽马不知道自己前面会有什么，而郑和所走的航路基本上都是
已知航路。他有前人的“针路”记录，也可以雇用华人或者阿拉伯人领

航员，而且当时明朝的造船术又在达伽马时代的葡萄
牙人之上，所以郑和面临的风险，是小于达伽马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坏血
病。人如果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水果，体内缺少维生
素C，就会得坏血病。这个问题特别让欧洲航海家头
疼。还是以达伽马为例，他的 160个船员里，据说最
终死于坏血病的高达 100多人。但是郑和船队里似
乎没有关于坏血病的报道。这是为什么呢？有人做
出了种种解释，比如郑和带了大量豆子，在船上发豆
芽给船员吃。也有人说是跟中国船员习惯喝茶有
关。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
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于非洲和印度，也走过郑和的很
多航线，但也没听说他们大量死于坏血病的。这些阿
拉伯人也吃豆芽喝茶么？饮食习惯的不同，可能确实
是避免坏血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
个因素，那就是达伽马、麦哲伦他们中途无补给的连
续航行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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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郑和下西洋的画作（约作于1558年）

船队怎么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