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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史

中国的航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对历史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

义。在陆上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代，船舶运输担当着主要的交通工具。

从"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郑和下西洋，再到现代的先进的远洋技术，

中国航海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同时通过海路走向世界, 同世界

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发展友好关系,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 燕、齐、吴、越诸国位于东部沿海, 航海活动频繁, 相

互间还进行海上征战, 如公元前 485 年, 吴王夫差派大臣自海上伐

齐，但在黄海海域被齐国舰队击退。但当时航海还只限于近海。

秦汉时期, 由于中国统一, 国力强大, 航海活动开始从近海走向远

洋, 从国内走向国外。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公元前 214

年开拓岭南, 为航海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起家于内陆的秦始皇初

识海洋, 就产生不尽的好奇和向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

始皇多次巡游, 北抵渤海南至东海, 派“齐人徐市”率数千童男女乘

船“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徐福。尽管徐福东渡传说

色彩很浓, 但作为航海发轫时期的一则史料, 仍然有其历史意义。

汉继秦兴,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皇盛世。近代以来被称为丝绸

之路的从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通道, 以及晚近时期被

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海上通道, 同时开辟于公元

前 2 世纪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和汉使南航分别是这两条伟大

通道开辟的标志。

几乎与西汉初年(西元前 138 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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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中亞各國的交往通道的同時，海上通道也開始出現了。它的标

志便是西漢初年的我国与印度洋之间航线的开辟。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汉武帝派“属黄门”的“译长”为使,

“赍黄金杂缯”, 出访东南亚和印度诸国。从中国最南端日南、徐闻、

合浦三地港口出发, 南航到马来半岛南端转而西航, 穿马六甲海峡,

越海抵印度南部和锡兰; 然后从锡兰归航, 经苏门答腊, 回到日南

等地上岸。整个航程大约历时两年, 其中往程历国较多, 费时年余;

返程历国较少, 费时十月。所经之国, 计有马来半岛的都元、邑卢没、

谌离, 缅甸的夫甘都卢, 南印度的黄支, 锡兰的已程不, 苏门答腊

的皮宗。汉使在所访国家受到热情接待, “所至国皆禀食为耦, 蛮夷

贾舶, 转送致之”; 汉使所携带的黄金杂缯, 除作为礼物赠送外, 还

在市场上交换当地特产,“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带回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 6～7 世纪，它只是

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

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

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

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

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钢

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

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把这条海

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状态。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随着海禁政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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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我国航海业的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

绸之路，也随着愈来愈严厉的海禁而逐渐消亡了。

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有准确、具体、详细记载的海上远航; 它是中国有史记载第一次从

海路向国外派遣使节; 它是中国有史记载第一次从海路抵达印度、第

一次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 它标志着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国家海上友

好交往历史的开端; 它标志着中西伟大海上通道、亦即晚近以来所称

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公元 3 世纪三国时期, 位于南部沿海地区的吴国, 享有交通海

外的近距离优势, 航海盛极一时。公元 3 世纪 20 年代, 吴国派宣化

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南宣国化”, 出使扶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

海外活动十多年,“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归国后写成涉及地区

非常广泛, 不但包括东南亚, 还包括天竺、安息、大秦在内的重要著

作———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和朱应的《扶南异物志》, 为随后好

几朝正史的扶南传和海外诸国传提供了资料来源。吴国的近海航运更

是兴盛。公元 230 年, 孙权曾几次派遣万人舰队越海北上支援辽东

的公孙渊反魏；同时曾遣卫温率万人舰队海上南下夷、檀两洲（今台

湾、海南）掠夺人口。

公元 3 至 6 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 以中外僧人开始通过海路往

返于中印之间为特点, 中国航海继续发展。其中东晋高僧法显, 从陆

路到印度取经, 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附乘搭载二百余人之“商人

大船”归国, 途中历尽艰险, 经停耶婆提(今爪哇) 5 个月, 换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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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趣广州”, 由于“天多连阴, 海师相望僻误”, 商船越过广州, 往

北漂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 (今青岛) 。回国后著有《佛国记》。

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

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重要的

史料。

公元 7 至 9 世纪的隋唐时期, 特别是唐朝盛世, 对外交往的海

陆两路空前繁荣。公元 607 年(隋大业三年) , 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

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在马来半岛) ,“赍物五千段, 以赐

赤土王”。“其年七月, 骏等自南海郡乘舟”, 沿海岸航行,“至于赤

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 给予中国使者十分

隆重的招待。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颠峰时代，航海发展也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初

年，唐朝联合新罗征讨百济，大将刘仁轨率唐海军全歼来援的日本舰

队，这让自大的倭人知道了和盛唐差距，遂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

在东海上开通了中日航线。当时，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印度和

阿拉伯之间。咸亨二年(公元 671 年) , 中国高僧义净从广州启航前

往印度, 途中经停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 , 咸亨四年(673 年) 抵

印度恒河口耽摩立底国。在印度求经学法十年, 仍从海路东归, 在室

利佛逝久停, 永昌元年(689 年) 回到广州。同年又从广州重往室利

佛逝, 直到证圣元年(695 年) 才最后归国, 总共在海外 25 年。在

取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唐代僧人中, 义净是最著名的一位, 他的

航程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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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 至 14 世纪的宋元时期, 中国古代航海臻于极盛。罗盘

和水密仓开始应用于航海，大大提高了航海的物质技术能力，使得中

国帆船可以长年在海上航行，那时的航线已经可以横跨印度洋远抵东

非延岸。元代继承了唐宋繁荣的航海事业，几次西征和横跨亚欧大帝

国的建立, 通道障碍尽除, 东西交通大开, 无论陆路海路, 都呈现

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蒙古贵族的腐朽统治。明太

祖朱元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发展

得措施。洪武十八年，明朝下令“士、农、工、商 四民务在各守其

业，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 不事生产而游惰及舍匿他境

游民者皆迁之远方”。又“设扶民之官，颁宽恤之条，令天下郡邑，

招而抚之，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竞返桑梓”。这样一来，

大明朝越来越强盛。

1398 年明太祖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

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

等密谋削藩。 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

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准备铲除朱棣，朱棣

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

攻占南京，史称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即位，改元永乐。明惠宗在宫城

大火中下落不明。

明永乐大帝朱棣的“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中国出现

一种前代未曾有过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盛世。所以朱棣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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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永乐大帝朱棣在对外关系上的各种意图正是

通过郑和下西洋，在事实上体现出来的。

郑和祖辈为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人士，回族，姓马，世称哈

只。在 1381 年名明军征伐云南时被掳，后被分到燕王朱棣藩邸中服

役成为内侍。在跟随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被赐“郑”姓，改称“郑

和”，为内宫监太监。

当时在东南亚，南亚等地明朝政府遭遇到各种困境，据锡兰(今

斯里兰卡)史籍记载:“一千四百零五年（永乐三年）,有中国佛教徒

一队，来锡兰献香火于佛齿圣坛，为国王维哲耶巴虎六世所虐待。”

在郑和下西洋前夕，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及南海国家关系削弱，外交活

动瘫痪，中国国际地位随之降低，以致洪武末年颇有“诸蕃久缺供之

感”。对明成祖这样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高踞于“临御天下”

的大国地位之上，“居华夏而治四方”，在实现对外方针上自有一番抱

负，绝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

正是因为如此，在 1405 年（永乐三年）7 月 11 日，明成祖朱棣

在南京颁诏，命郑和从海上出使西洋诸国。从此郑和开始了他长达

28 年的远洋航海活动，航行数十万千米，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堪称奇迹。据明代编年体史书《国榷》记

录：宝船六十只艘，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次者长二十一七

丈，阔一十五丈，下西洋官兵人数记为 27870 人。若按船用途来分，

大致可以分为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数种。从这些数据当中可以

看出郑和下西洋时的船之庞大，足以体现出当时中国的造船业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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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郑和船队一共七次下西洋，三大任务：

第一、郑和船队主要是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缓解与海外诸国的紧

张关系，建立东南亚与南亚之区域和平局势。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

南亚各国中间的威信。（对外宣示实力，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第二、主要着重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

交流。

第三、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与影响：郑和下西洋在政治上主要建立了亚非国家

国际间的和平局势，经济上发展了亚非诸国间的国际贸易，文化方面

向亚非各国敷宣中国的教化，以及 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

识与和了解。

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要安分守纪，另

一方面从统一宗教入手，力劝改变不正的宗教信仰，对平衡各国关系，

缓解因宗教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起无比重要的作用。

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不仅使明朝获得很大的经济利

益，而且一般的贫民也很多因此而致富，严从简曾说：“自永乐改元，

遣使四出招瑜，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溢库市，贫

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欲矣”。郑和船队传扬了文教，

使中国与亚非国家交往空前密切，增进了亚非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

解，也极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海外知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

人民对于海外的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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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开扩的海外市场极大的发展了像以景德镇为中心地

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和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纺业，以芜湖为

中心的漂染业等。并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还促进了向南洋移民的热潮，为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发展创

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但这个十五世纪震惊世界的壮举，对打通东西海道，密切中外友

好交往，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到重大作用的航海活动，在郑和

下西洋后，却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在明代中期以后这种航海被终止，

中国也由开放政策改为闭关自守了呢？

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明成祖便因财政问题，不再大力支

持耗资巨大的船队出海。明成祖驾崩后，明宣宗在最后一次（第七次）

航行后不久，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

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

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另据计算，每只宝船造

价约五六千银两，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资之巨。而这还只是一部

分，此外，对大量的外邦来朝贡者，论级行赏，数字极为可观，明成

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

虽加厚不为过也（《永乐实录》卷一百一十九）。”其实说到底，终止

下西洋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国力由盛而衰。

至此，中国的海上事业日渐衰落，自此开始步向闭关自守的时期。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际贸易和其后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

向了现代化。郑和西洋之行曾经畅通无阻的马六甲海峡，不久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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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葡萄牙人扼住了咽喉，中国的商船只能步步后退，直至蜷缩到长城

脚下，从此谈海变色。

当时的统治者以为闭关锁国最安全，最保险，其结果是使得我们

的国家丧失了由封建时代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先机，与这样一个伟

大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随之而来的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由富强走向

贫弱，由先进走向落后，乃至被后起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我

们的国门。

相反，西方国家的远洋航行继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之后，海

洋事业的大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取得了率先进入近代工业时代的门

票，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崛起，称雄于世界。从这个对比的历史教训中，

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郑和当年在海洋方面的觉醒具有无法估量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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