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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山教授序

一九O四年流亡在日本的梁聳超在他所辦的《新民叢報）發表

〈祖國偉大航海家鄯担傳〉一文，從此在中國掀起了研究鄯担的

熱潮。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還，屢次受到列強的侵擾以及不平等

條約的壓榨，圍勢一年不如一年。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

國民族意識逐漸的高漲，愛國作家如鄯蜑聲、遇丞鋀、圭土壓等

人受到啓發，著手研究鄯�的家世年譜以及相關的鄯和海洋活

動。二00五年，出生於南京的已故教育部長是嵓還在臺灣成立

鄭和學會，並且串聯中國大陸各種鄯担研究團體以及海洋學會，

舉行研討會、工作坊。

十九世紀由於歐美海洋勢力延伸到東南亞以及中國，不期然間
引起英、美、法、荷的所謂「中國通China Hands」 ，對十五世紀

初期陘担所走的 「 藍色絲路」發生興趣。其中研究鄯担七次下西

洋最有成績的包括：法國漢學家伯歪担(Paul Pelliot) , 荷蘭籍學

者足溫逕(J. J. L. Duyvendak)• 日本人藤田豐八，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富器毚教授(Carrington L. Goodrich) , 和英國人蜜璽甌(J. V. 

G. Mills) 。還有近年來，奎露墬(Louise E. Levathes)和前英國

皇家海軍潛水艇指揮官加幺·孟墮塹(Gavin Menzies)等也陸續

發表鄯和船隊的著作。就中，孟盛逝竟大膽地說： 「 1421年－明

成祖永樂十九年，中國人發現美洲新大陸，早哥倫布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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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振振有辭地斷言： 「 鄯租船隊的分隊首次實現人類環球航

行，比麥哲倫的出生還早了一個甲子。」

不懂中文的孟癌塹可能囚職業的興趣與好奇心，寫出這部聳動

聽聞的鄯担故事，因此名利雙收，但同時也遭到中外學 界的嚴厲

譴責。海峽兩岸愛國文人爲了鼓吹民族主義，強化對民族的信心，

因此藉著教科書以及各種文宣教材，大力標榜鄯�爲中華民族的

英雄。殊不知這位偉大的航海家祖先是來自中亞的回族，小時在

雲南還遭受到人世間最殘酷的性侵害（閹割）；而且死後，又受

到中國士大夫當權派的歧視咒罵、冷漠對待。 再者，史家應該警

惕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政府不遺餘力地強調他們

的民族意識，不斷歌頌自己民族的光榮歷史。歐洲具有影響力的

史家－如英國的墨笠重(Macaulay) 、法國的挂五(Guizot) 、德

國的崔査克(Treitschke) -寫了很多民族歷史偉人的事蹟，以及民

族傳統的驕傲。 論者則認爲這批「愛國史家」的過分提倡民族主

義，是導致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

從整個世界的宏觀歷史來看，鄯�且時代的明朝，無論在軍事、

經濟、社會｀教育以及書牘的流量，都不亞於西歐。可是十五、

十六世紀的西歐，除了不斷地發現遠洋新航路以及持續擴展海外

殖民、貿易之外，也同時提倡人文、藝術教育，紛紛設立大學，

以致誘發劃時代的文藝復興。 這正是中國與西洋文明的分水嶺

(watershed) 。因爲文藝復興促進了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而科

學 革命又替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工業 革命鋪設了良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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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也因爲工業 革命引發出的「船堅砲利」 ，使得整個印度與東

南亞（泰國除外）全部都變成歐美人的殖民地。反觀中國歷史文

化的演變過程，自從鄯担第一次下西洋後的五百年間，中國並沒

有改變她的極權專制政體，依然遵循科舉八股制度來教育人才、

拔擢菁英，而且固守著 「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不讓將近一

半的人口（包括纏足及沒纏足的婦女）充分去發揮她們的腦力、

智力、精力和體力。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東南亞，幾乎不可能再度淪爲西洋人的殖民

地，不過因爲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資源以及繁雜的人種與

文化、宗教背景，將來依舊是歐美勢力與東亞勢力（包括中國與

日本）角逐的地方。可是真正對十五世紀鄯担下西洋前後，東南

亞地區的國際政治形勢做過深入研究的學者，仍是極少數。鄯本

黨教授師承全懣是先生的嚴謹治學態度，幾十年來致力於明朝海

外貿易政策的研究，尤其針對洪武二年(1369) 到天順元年(1457)

的二十六次下西洋，著墨最多。鄭教授大量採用明朝文獻，包括

《明太祖實錄）丶《明太宗實錄》丶《瀛涯勝覽）丶《星槎勝覽）｀

《西洋番國志）等，再比對東南亞國家出版的資料，展現出一系

列的地圖（有些是作者自繪），而且考證很多十四、十五世紀的

不同地理名稱，如闍婆（爪哇）、馬來半島洛坤(Nakhon)、印

度注輦(Chola) 、汶萊(Brunei婆羅國）、舊港（三佛齊）、以

及中國的明州（寧波）、刺桐（泉州）等等。

從十六世紀中葉文獻《馬來紀年》一書的混雜報導中，鄯永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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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將滿刺加（馬六甲）的開國者與三佛齊（巴林邦）王室的關

係以及暹羅入侵新加坡等事件整理出頭緒，這些細心的考證在在

顯示他治學的功 力及耐力。總之，雖然研究鄯担下西洋的中外學

術著作在數量方面已經相當可觀，鄯永黨教授的這冊新書，不但

能幫助我們更深一層去認識鄯担下西洋的時空背景，藉以重新檢

視明代初期中國人的海洋觀念及海洋活動，更可使讀者從不同角

度來體會東南亞在整個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蔡石山謹識

新竹，201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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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自 1904 年梁聳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鄯担傳〉

一文，揭開中國人以現代學術方式來研究鄯担的第一頁，至今亦

有百年歷史。自是研究成果豐碩，專家輩出，2005 年是鄯担下西

洋 600 周年紀念，研討會此起彼落，氣氛最爲熱烈。近幾年來參

加了數場紀念鄯担下西洋的學術研討會；如 2002 年成功大學主辦

的 「 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 年北京大學亞太硏究院

主辦的 「 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暨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學術研

討會」 和 2005 年由中國科學院地學部 等在深圳舉辦的 「 鄭和下西

洋 600 年周年紀念：回顧與思考研討會」 等，陸續發表了幾篇論

文，主要是圍繞著 明朝對外關係及國際問題來討論。 此外，成功

大學歷史系從 2004 年接辦 《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筆者忝爲編

輯委員，爲了如期出刊及在編委會仝仁督促鼓勵下，又陸續發表

了幾篇學術性或考證性的短文章，進一步探討鄯担下西洋時明朝

與東亞沿海國家的關係。

近年鄯担研究，已超越歷史研究的範疇，各項新思維增加了多

采多姿的研究成果。然而鄯担爲什麼下西洋？基本上仍是各說各

話。 鄯担下西洋離不開當時中國面對沿海國際形勢的困局而作出

的反應，然而困局之所以出現，以及所引發的效應究竟爲何？明

朝如何面對及解決這些問題？本書目的就是以歷史研究方法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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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塹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及其與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沿海

國家的國際關係，以揭開下西洋的神秘面紗。

近年鄯担研究回顧的論述頗多，讀者如要了解百年來的研究概

況，可參考猞泓教授在 2006 年 12 月發表的 〈鄯担下西洋目的與

性質研究回顧〉一文或可知近年研究趨向。 作者利用史料說明了

「明人、清人對鄯缸下西洋目的和性質，皆偏重於政治、外交層

面的解釋，不外乎是爲尋找惠帝、曉諭賞賜西洋各國，招致各國

前來朝貢，建立友好外交關係，顯示大明帝國國威，樹立永樂帝

得國之正當性。」 不過，到了明代後期才 「 開始注意到貿易層面

的解釋」 』接著毬泓教授又介紹了二十世紀學者們對鄯担下西洋

的目的和性質之論述，並精闢回應各項說法，可說是對過去鄯却

硏究一次總檢討。作者最後說： 「總之，百年來！徑和下西洋目

的和性質的研究，每有新說，但大致仍不外政治和外交、軍事與

經濟貿易，其中政治與外交爲主導，就連貿易也是爲政治外交服

務的工具。」 2

百年來涉及鄯和下西洋的目的都圍繞著尋墨産、招徠朝貢 l 耀

國威、從事國際貿易等幾項議題打轉，而這幾項也成爲人們認知

的通論。 當然不同角度的探討，特別是史料的新發現，便產生多

采多姿的新說，豐富了我們的想像空間。不過，爲什麼鄯担要下

＇醞箸，〈�下面洋目的與性質芍究回鷈〉收入｛東吳歴史學赧）（台
北：東吳大學，2006 年 12 月），第 16 期，頁 31 。

2 醞荅，〈壁枉下面洋目的與性質可究回縝〉 ，頁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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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如果是尋惠産，需要這麼多次嗎？愬臨詛繼位之初聞說墨

竟在雲南時也沒有大規模派員去雲南搜索。3又何必勞師動眾下西

洋呢？關於招徠朝貢、耀國威，又是爲什麼呢？當時朝貢不順、

國威不耀嗎？有何事實證明呢？真要動用這麼龐大的軍事 力量下

海遠航才能解決問題嗎？究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至於從事

國際貿易，爲何不回到宋元時期的國際貿易機制來暢通國際貿易

呢？宋元時期中國民間海外貿易不是十分蓬勃嗎？海貿稅又可增

加國庫收入，爲什麼要官方來統籌辦理呢？學者們比較喜歡從鄯

担七下西洋的過程和結果所產生的現象來討論下西洋的原因，這

是倒果爲因的看法。正確的研究方法是探討鄯担下西洋之前明朝

面對什麼問題？

毬泓教授在文中指出 「 以明代官方文書所記遺胚耳下西洋的任

務，的確以外交爲主……並由此確立大明帝國在亞洲的宗主國地

位，將各國納入『天朝禮制體系』 ，建立一個儒家理想的天下格

局。則外交實爲鄯担下西洋之主要目的。」4徐教授是 讀通明史的

學者，他認爲 「 鄯担下西洋的任務，的確以外交爲主」的說法是

對的。在這裡要提問的是鄯担下西洋之前，唐宋元時的中國不是

「亞洲的宗主國」嗎？當時與中國建立外交的國家不都納入「天

3 主荅，｛明沐氏與中國雪南之開.ff-}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頁
98; 壁主主箸， （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所究）（台南：國立成功大
學出版紐，1998)• 頁57-58 。

4 醞;;.'〈壁枉下面洋目的與性質可究回縝〉，頁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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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禮制體系」 中嗎？當然毬泓教授沒有解答此問題，在他的研究

回顧短文中也不適合。其實筆者在 2004 年出版的（來自海洋的挑

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硏究）5
一書，對鄯担下西洋的時空背景已

作了一番討論，可惜未引起學界 注意。

鄯担研究仍有很多可繼續的方向，特別是文化層面的研究，過

去一段時間，學者們提出很多不同的或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猜測鄯

担下西洋的原因，若是歷史問題還是回歸歷史研究才有出路。多

年來筆者涵泳於明代海貿史研究中，較清楚當時東亞的時代背景

及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對鄯担下西洋之前因後果有較多的認知

和了解。

本書是繼《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硏究）一書的

餘緒寫成。前一書是大脈絡的研究，稍微觸及明初中圍與東亞沿

海的形勢，是縱的論述；而本書是橫的研究，更深入討論墮本詛

與墮庠祖時中圍與沿海各國如日本 、爪哇、 舊港」量羅、 滿剌加

及蘇門答剌等國的關係，以及沿海各國面對鄯担下西洋的新形勢

如何自我因應。過往硏究鄯担下西洋，每一項問題都以孤立事件

來看待，根本摸不著邊際。本書是以東亞局勢的整體研究著手，

從而 得知當時東亞各國 間的互動關係皆有脈絡可循，每項事件背

後都有諸多因素聯結一起，互爲影響，輕率不得，也可見證東亞

國際關係體系的形成經過。本書是以當時的史料爲基礎，重構大

5 壅箸，｛來自 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硒究）（台北：稻鄉出版
社，2004)• 第二章和第三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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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歷史脈絡，務求平白 、 扎實、 系統、通暢可 讀 。 文中非必

要不作繁瑣考證，但如參考別人研究成果必下註而不奪人之美。

本書於 2005 年完成初稿後，放下一段時間，其後又經過出版

社 和國立編譯館幾位審査人提供寶貴意見，其中有質疑，也有期

許，筆者虛心受教，心存感激，並盡力進行修改及補 充，然學養

所限，謬誤之處或論述不周 延的地方，敬請 讀者指正。本書內容

大多是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於 2004/3 至 2005/12 接辦出版《鄭

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時 寫成，感謝當時簡訊主編隗氫�教授及編

委同仁穂玉幺教授 、 穗婺盂教授等督促和勉勵，才使筆者留下這

一點成績，感謝博士候選人奎置屆先生協助本書的編輯和繪圖工

作。我十分榮幸獲得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螯五止

先生賜序，感謝稻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最後，謹將這書獻

給我摯愛的太太鄯墨茲女士，感謝她陪伴我。

作者謹識

臺南 2010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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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緒 言

愬本詛以一介平民推翻強大的元朝統治者，繼承碩大的中國 。

他三十一年的重大工作，就是完成中國本部的統一大業 ； 重構漢

人政權的結構 ； 制定各項制度及準則，奠定往後中國五百年的政

治格局及皇權專擅的權威。可是，祖本�詛在外交上，特別與海洋

國家的關係上 ，可說乏善可陳，甚至是一敗塗地，及至墮筮詛派

遣鄯担下西洋才完善了祖本祖設計的朝貢體系。

愬本詛統治期 間無論在北方或是中亞，甚至是東亞等國家，並

未視明朝爲大帝國。雖然在洪武二十年(1387)藍玉將軍在捕魚兒海

（內蒙東部貝爾湖）大敗蒙古人，瓦解了北元政權，l然而韃靼和瓦

剌繼之而起，墮本詛認爲統一蒙古已無希望，便以防禦固守爲策 。

在海洋政策上 甩且岑祖一反元朝對外用兵之策，以 「 不征 」 爲

原則，這種和平外交的理念本是值得讚賞的，可是男本詛卻一反

宋元時期的自由貿易政策 ，一方面禁止中國人出海貿易，另方面

不允許沒有宗藩關係的國家來貿易，又積極推動朝貢貿易一體化

1 主等 璹， ｛劍橋中國明代史） （ 北 京 ： 中國社 會科 學出版社， 1992 ) •
頁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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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實質是破壞了宋元以來東亞的國際秩序，因此墮本詛統

治期間與沿海國家關係日趨惡化 。

明朝跟日本因倭寇的問題已鬧到 「若必欲較勝負」 的境地，2洪

武十九年(1386)日本懷良親王派遣僧人舉匭亮上表貢方物，卻被拒

絕。3這也是洪武年間，日本最後一次試圖改善中日 關係的行動 。

在南海 ， 明朝與爪哇的關係完 全破裂 ， 冊封三佛齊的明使團被爪

哇殺戮，西洋圈家因爪哇的阻撓也不能前來朝貢。沿海圈家中只

有琉球、 占城 · 真臘、暹羅成爲朝貢國。對於安南，則因其國內

篡奪及中越邊界糾紛而惡化，洪武 三十年( 1397)墮本詛曾召朝廷大

臣討論如何處理安南，廷議 「 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4明朝與朝

鮮關係亦有矛盾，因邊界糾紛而時起爭執，洪武 三十一年( 1398) •

兵部奏說： 「 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疊生釁隙 ， 請討之。」 5由此

可見，到了墮本祖晚年，明朝完 全陷於孤立地步，呾本祖謹守自

己的承諾 「 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

患者，朕決不伐之。」6結果這句話把明朝綑綁起來，動彈不得，

絕貢是明朝唯一對付外國的法寶。

明朝在內陸亞洲的威望更陷於谷底，沒有國家把明朝作爲帝國

2 Utl監1彥， （ 明太祺實錄）， 卷 138 I 頁 21 7 7 。
3 案 ： （ 明太禕實錄）將 日 本南軔徭 西 將 軍 「 ．壞 良硯王 」 誤稻 「 日 本國王L

堡」 ， 參該書.f. 179 I 頁 2713 °
4 lli監亻彥， （ 明太沮實錄） ， 罨 250 • 頁 3626 °
5 UI監修 ， （明太禕實錄），恙 257 I 頁 3709 。
6 .I."-監修 ， （明太才＂「錄） ， 卷 68 I 頁 1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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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待。當燕王圭埜起兵奪權期間，中亞蒙古裔的帖丕呈正在埃

及平息叛亂， 1404 年帖丕足回 到撒馬兒罕，並召開蒙古部落首領

的庫里爾臺大會 ， 隨即宣佈向中國宣戰。帖杰兒統領二十萬大軍

已越過烏滸河東征。7里菡詛十分清楚明白 ，面對墮本詛留下積弱

不振的 「 小明王朝」 ， 如何轉化爲 「大明帝國 」 是唯一合理化其

篡位的正當性，就像唐太宗一樣開創一代治世，才能確保及建立

他的歷史聲譽與地位。

醞爲燕王時 ， 坐鎮元朝大都，萬國來朝的景象歷歷在目，因

此當墮扆詛初登皇帝寶座便決定遷都北京，8重構帝國圖像。與此

同時 連直丕足在東征中國途中生病逝世，1405 年帖木兒帝國決定

撤回大軍，對墮邱詛來說是一次極好的機遇 。 他開始全方位展開

建構大明帝図，這裡只談外在形勢及其影響 ； 至於內在精神的構

築，則留待日後再討論。

第一、營建北京，疏濬大運河，使江南與北京連成一氣，促進

區域經濟的發展。永樂十八年( 1420)北京城竣工 ， 北京成爲近五百

年來中國的政經文化中心，而江南則爲工 商業中心。9

第二、永樂二年( 1404)在東北設置奴兒干衛，10將漢人勢力延

伸至黑龍江出口處，使漢族生根於東北。

7 主萎 ， 馮承鈎譯 ， ( +t木兒帝 國 ） ， 頁 56-58 。
8 丞昰監條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16 • 頁 294 。
9 生也毽等 =l- ' {劍橋 中 國 明 代 史 ） ， 頁 266 °
10 堡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綠 ） ， 卷 28 , 頁 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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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永樂二年男毖詛插手安南內政，永樂四年( 1406)一舉攻

入安南，並改爲中國郡縣之地，這是唐朝以來未有之局 。 對東南

亞地區造成極大的震撼，提高中國王朝在該區域的威望 。I I

第四、永樂三年( 1405)太監鄯担統領二萬七千多人，戰船六十

二艘第一次下西洋，在永樂年間共有六下西洋的紀錄，大概每三

年一次巡航於南海與印度洋之間，確保大明帝國旗幟飄揚於南海

與西洋之間，以維繫朝貢貿易的暢行無阻。鄯担下西洋的影響力

至少維持至葡萄牙人東來之後才結束。

第五、永樂八年( 14 10)第一次親征，出兵三十萬攻擊韃靼，大

軍直抵斡難河。又在永樂十二年( 1414)第二次親征瓦剌，出兵五十

萬直抵土剌河，兩次親征造成蒙古人極大的震撼，提高明朝在 內

陸亞洲的威望，確保明朝在蒙古大漠 的威嚇力。之後，塑菡詛仍

有三次親征蒙古的紀錄，奠下 日 後邊鎮的確立及明長城的建築。

第六、永樂十一年( 1413)第一次派遣太監圭逵、吏部員外郎穂

誠、指揮拾甌組等出使中亞十七國，並訪問撒馬兒罕、 哈烈 等地，

與帖木兒新的繼承者沙晗聳建立外交聯繫。12西域諸國，如哈烈、

撒馬兒罕 、 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

西馬、方物。13穂誠等前後出使中亞共四次，穩住了明朝與中亞的

I I 詳今塹丕笠荅 ， （ 征戰與 棄 守 ： 明 代 中越關係珊究） ， 頁 26-44 。
12 主等荅 ， （ 劍橋 中 國 明 代 史 ） ， 頁 287 。
＂ 巫監1多 ， ( �月 太 宗 實 錄 ） ， 卷 169 , 頁 1884 ; 並參墓竺撰 ， 墨呈主校注

｛ 函域行程記 、 面域番 國 志 ） ， 頁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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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重新提升漢人王朝在西域的影響 力 。 篋誠與鄯担代表思思

詛雙拳出擊，一北一南，一柔－剛，目標在中亞、西洋，可說是

相輔相成，相互輝映。

第七、對青藏地區，墮臨祖一改呾本祖用武 力威嚇的政策，以

「眾建諸侯」 的方法來分封各區宗教領袖爲法王，以達到分而治

之的目的，以穩住青藏地區的安定。如封噶瑪派的疽立匭瓖謹記9

爲 「 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

銀、鈔綵、幣織。」 14又封薩加 派的昆澤思巴（貢噶扎西）爲 「 正覺

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誥

印并袈娑、幡幢、鞍馬、傘蓋、法器等物。」 1 5這種分而治之及不

干涉政策，使青藏地區保持穩定 。

第八、對西南地區，仍沿用愬本�以西平侯迏氐鎮守雲南之

策，以穩住西南地區的安定。但因爲雲南邊遠，民族眾多， 「 恐

大小官員軍民，假朝廷差使爲名，擾害需索。」 因此兕臨詛下令

製定 「 信符及金字紅牌」 和勘合文冊，分別頒給 「 雲南木邦、八

百大甸 ＇ 麓川平緬 ｀ 緬甸、車里 · 老撾六宣慰使司；于崖 、 大修 ｀

里馬、茶山、 四長官司 ； 潞江安撫司及孟艮、 孟定、灣甸、鎮康

等府卅土官。」16以作爲中央、布政司 、 土司土官之間的憑證，以

安邊民，及把周邊圍家納入大明帝國的影響範圍內 。

14 堊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 罨 65 • 頁 9 1 5 。
15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 卷 140 • 頁 1 680 。
16 巫揸監ff , ( 明 太 宗 T錄 ） ， 卷 35 • 頁 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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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說明，反映出男感詛對於大明帝國版圖的構思及其勢

力範圍，瞭若指掌。每一項構想及歷史進程都有動人心弦的原委，

鄯担七下西洋完全是帝國構思的一部份。愬筮緝面對墮本詛萎靡

不振的海洋政策，決定走進海洋，開拓大明帝國的活動空間。 永

樂元年(1403)里筮詛便派遣使者四出訪問，解除對日本及爪哇的絕

貢政策。當他瞭解南海形勢爲 爪哇和暹羅操縱時， 便決定派遣鄯

担下西洋，打通馬六甲海峽，重構南海國際海域新秩序，使南海

及西洋國家可以自由前來中國朝貢貿易，而不受其他國家干擾。

爲了實踐這一目標，鄯担來回巡航於南海與印度洋之間是唯一可

行的方法。

這麼重大任務 · 爲 什麼挑選太監鄯担爲 遠航指揮官？首先要明

白明朝自從本詛廢丞相後， 內廷太監日益權重，這是明朝政治的

轉變。 洪武 時期下西洋的使者大多以官僚爲正使，但永樂時下西

洋正使卻以中官（內官、太監）爲多。 據史料所載，明永樂年間下西

洋次數有十八次之多，除了太監鄯担七下西洋外，還派遣了太監

驛、讜、豔、鼴 丶 黷 丶 醯等內官爲正使下西洋。 17他

們都獨當一面，可是船隊規模小，不從事貿易 ， 不稱爲 寶船，且

負有 特殊任務，因此較少引起關注。 塑臨祖以篡得天下，對官僚

等有警惕，太監爲身邊親信，是皇帝的化身，是皇權的象徵，這

是明代政治的特色。第二可能是鄯担有回族背景有關。鄯担（墨二

17 參本書附表一〈真F和下面洋年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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亶）生於雲南，先世來自中亞，是元朝色 目人後裔。1 8洪武十四年

(1381)明軍攻雲南，俘虜年僅十歲的鄯担，被閹割爲太監，送入生

埜燕王府。在宋元時期，中國海商遠航至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等

地貿易，當時的中國海商大都是外裔華人，如宋元掌控市舶貿易

的滙燾匽，他的女婿陘畢便擁有八十艘遠航帆船 。 19鄯担是色 目

人，可能懂得外語及對西洋各國有所認識，當然他的能 力應被墮

臨祖所肯定，因而雀屏中選，成爲下西洋的指揮官。

鄯担下西洋與當時東亞沿海國際形勢有密切的關係，本書的研

究就是針對明初中圍與東亞沿海各國的關係進行分析論述，使讀

者更能了解鄯担下西洋的時代背景與意義。

18 向 達 ， 〈 試說鄭和 〉 ， 收入 （ 鄯和珊究實料選編） （北京 ： 人民交通 出 版社 ，
1985) , 頁 292 。

19 詳參壅主笠 ， 〈 從 蕃 客到唐人 ： 中 國 遠 洋 外 南(618-1433)身 分之轉化〉 ， 收
入遵塈亙編 ， （ 中 國 海 洋務展 史論文纂（ 第 十楫）） （ 台 北 ： 中 央畊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所究 中 心 ， 海洋史畊究皐題 中 心 ， 2008)• 頁 143-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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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海洋交流 ： 宋元時期 沿 海國 際形勢

一 、 前言

鄯担爲什麼要下西洋 ？ 討論百年卻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 本文

試圖從十五世紀前後中國與東亞沿海國家的國際關係去分析 ， 尋

找鄯担下西洋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意義 ， 也許能解決鄯�下西洋的

迷思 。 要了解鄯担下西洋 ， 首先要知道墮本詛的海禁及朝貢貿易

政策造成的影響 ， 因此又必須回顧明代以前中國與東亞沿海國際

形勢的演變 。

二 、 宋元時期中 日 關係

中 日 關係始於唐代 ， 至北宋建國便面對新變化 。 日 本進入蔭愿

氐 「 攝關政治」 時期 ，
l
中 日 關係並不熱絡 。 北宋朝廷致日 本天皇

l 「 攝 關 」 是攝政興關白（棓 當 宰 棓），簾原實賴 聿檳後，趁天皇幼時以攝政形
式字政，天 皇成年後以關 白讖務掌楫 。 參堡竺拯薳， （中 a 關係史＞ 卷一（長
春 ： 吉林文史出阪社， 1 986) • 頁 141 。 這種攝關政治之所 以形成， 是 囚 為
當 時 a 本仍受毋 系 制 影 事，烽蛔是 「 招婿婦」 或稍 「 婿入婚」 。 屋亙丕將
女兒立 為 皇 后，又規定女兒懷 孕 必 須 回座墓A家分娩 丶 有 嬰， 因 而屋亙A
籍此拉行攝關政治 。 詳 參依珥柔家薳 ， 主主呈t . 主丕玉，爭， （ 簡 明 日 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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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有 「回賜日本國」的 「回賜」 兩字導致日本朝廷內有 「名

分」 之爭，而宋朝又強調 日本應竭盡「事大之誠」，引致日本停

止與北宋的官方書信往來，但民間的貿易並沒有中斷。2

南宋時日本國內政治起了變化，武士王遺聳平息了保元之亂

( 1 1 56) 和平治之亂( 1 1 59)後，升爲太政大臣，開啓武士掌政之濫觴，

積極發展對南宋的貿易。當時南宋地方官送牒文予 日本時仍有 「賜

日本國 」 字樣。又引起 日本內部不滿，要退回牒文，但王遺�力

排 眾議以他的名義 寫了回牒，而中 日貿易 得以更快速的發展。當

時中日並未建立外交（宗藩）關係，但在處理日常生活問題上是平等

的。到了王遺嚴倒臺，噩壟墊開府鐮倉( 1 192) • 中日仍沒有建交，

但貿易未受影響，而 日商船來華日增。3

由此可見 · 宋代對於宗藩關係並沒有積極的作爲，外國不來朝

貢並不影響來華貿易，況且宋代除了鼓勵外商來華貿易外，也允

許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換言之，外國不須與中國建立宗藩關係，

即不必來朝貢，也可獲 得與中國貿易的機會。

中國自古以來，自認是天朝上國 · 視周邊或海外國家爲蕃邦屬

國，其基本態度是以德來遠人，以厚往薄來的誘因建立宗藩關係。

其實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國際外交，宗藩關係是在 「 你情我願」 的

史 ） （北京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社 ， 1989) • 頁 36-37 : 並冬過旦主 、 對土主主編 ，
｛ 日 本通 史 ） (J:. 海 ： 復 旦 大學 出 阪社 ， 1989) , 頁 56 •

2 參堡且導璿 ， ｛ 中 8 關 係 史 ） 卷一 ， 頁 143-145 •
3 參巫埜拯i- ' { 中 日 關 係 史 ） 巷一 ， 頁 145-146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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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建立，沒有強制性，也不影響民間的往來。 然而這種順其

自然的外交模式在十三世紀中葉面臨新的變化。

蒙古 （ 元朝）仍未統一南宋，便欲揚威海外。 1259 年忽必烈

大軍降服高麗，然隔海相望的日本卻沒有通好。 1266 年忽必烈決

定遣使向 日本遞國書，實質是對日本進行恐嚇：

朕 即位之初 ， 以 高 尾無 辜 之 民 ， 久瘁鋒鏑 ， 即 令 罷兵 ， 還其

積場 ， 反其旄倪 。 高 尾君 臣 ， 威 截來軔 ， 義 雖君 臣 ， 而 歡若

父子 。 計王之君 臣 ， 亦 已和之 。 而 尾朕之東藩也 。 日 本 密邁

高 尾 ， 開 國 以 來 ， 時通 中 國 ， 至於朕躬 ， 而 無 一 乘之使以通

和好 。 尚 恐 王 國 知之未審 ， 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 ， 業 自 今

以往 ， 通問結好 ， 以棓覘睦 。 且 聖 人 以 四 海為 家 ， 不 才目通好 ，

豈一 家之理哉 ？ 以 至 用 兵 ， 夫孰所好 ， 王其 圖 之 。 4

這是蒙古人第一篇向海外國家含有警告意味的國書。怎必忍下令

國書由高麗遣使送至日本，當時高麗力陳出使日本的利害，不必

送國書，認爲 「欲取之則風濤險阻，非王師萬 全之地。」 5可是蕊

必怨堅持遣使。高麗使者潘挫於 1268 年抵日，逗留了五個月 ， 日

本朝廷認爲書辭無理，予以退回。鐮倉幕府更下令備戰 。

當蕊必玆知道國書被退，大爲惱怒 。 再次遣使日本，使者船至

對馬海峽被拒登陸。使者只俘了二位日本人回國，朝廷命此兩人

攜書回 日本報告。 日本朝廷討論後決定回信蒙古，但幕府卻將信

4 珥等撰， （ 元史）（ 台 北 ： 鼎 文 書 局，1 981) • 頁 1 1 1-112 。
5 堡:i- , ( 中 日 關係史）卷一 ， 頁 1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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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不發。 1271 年蕊必烈改國號 「大元」 ， 一方面命趙良噩以信

使身分出使日本，一方面大軍進駐高麗。 趙良蛋抵 日本後， 日本

人心湟惶 ， 然而搗氐仍然被拒晉見將軍和天皇。一年後 ， 幕府將

軍下令將趙氐送出境，又派出十二人以鎮西守護所使團名義 隨趙

氐出訪元朝。筮必烈拒見 日本使團，隨即令其回國。 6元日兩圈誤

會已無法化解了。

1273 年趙良蛋無功而回後，忽必烈已決定對日本用武 。出兵

前忽必烈曾親詢趙氐意見，趙氐說：

臣 居 日 本歲餘 ， 其 民俗 ， 狠 勇 节殺 ， 不 知 有 父子之珮 、 J:.下

之禮 。 其地 多 山 水 ， 無耕桑之利 ， 得其人不可役 ， 得其地不

加 富 。 況舟師渡海 ， 海風無期 ， 禍 客 其 測 。 是還 以 有 用 之 民

力 ， 填 無 窮 之 巨 壑也 ， 臣還 勿 擊便 。 7

（元史）謂： 「 帝從之 」 。 8然而戰爭還是開打了。趙氐想的

是憂國憂民的大臣本分，忽必瘟想的是新的國際規範之建立，一

切從 「 我 」 開始。

1274 年第 一次元日戰爭爆發。元與高麗聯軍首先攻對馬、壹

岐，其後在九州的博多登陸，日本幕府動員武 士對戰。由於武士

軍同仇敵懍，元軍傷亡頗大，因而暫時撤回戰船伺機而動。 可是，

當夜暴風雨大作 ， 元軍損失更大，終於 全軍撒退， 日 史稱 「文水

6 參巫竺拯箸 ， （ 中 日 關 係 史 ） 卷一 ， 頁 162-165 。
7 筌墬等撰 ， （ 元 史 ） ， 頁 3746 。
8

主塗等撲 ， （ 元 史 ） ， 頁 3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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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 。 9
1281 年元軍第二次進攻日本 ， 當時元朝已統一中國 。 元

軍分兩路出征：一從朝鮮半島出發，一從江南出發，共十四萬大

軍分乘 4400 艘戰船進攻博多，但因日軍在沿岸 建築防禦堡壘，又

分 派小船突擊，元朝海軍既耗戰兩個月而無法登陸 ， 其後又遇大

暴風，損失慘重而敗退，日史稱 「 弦安之役」 。 日 本統稱兩場戰

爭爲 「元寇來襲 」 或稱 「 蒙古來襲」 。 10

av
 

·
 

圄 一 、 元軍兩 次渡海攻打 日 本 。
參旦盂溫 、 徐 聖 謨 主 編 ｛ 中 國 歷 史地圖合訂本） （ 臺 北 ： 中 國 文化大學 出 版部 ， 1993) •
頁 109 局部 ．

9 依田，家i- ' 主主盈 、 主立正繹， （ 簡 明 日 本通史） ， 頁 68 。
1
0 依田圭家若，主主堡 、 主丞正譯 ， （ 簡 明 日 本通史），頁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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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惡原計畫發動第三次對日本戰爭，曾於 1283 年及其後三

番四次下令征 日 ， 卻因朝臣諫阻或國內動亂 等因素而作罷。及至

1294 年，忽必烈逝世 ， 征日計畫從此束之高閣。I )

對日本而言 ， 這是第一次遭受外國的襲擊。元軍兩次對日本的

攻擊，都因遭受暴風雨而敗北，日本人認爲如有神助 ， 稱爲 「 神

風」 ，因而產生 「 神廠 」 的概念。 12這種神國的觀念影響日本對中

國的態度，唐朝時尊敬中國的心態 ， 至此日益低落。

有元一代中日貿易未因戰爭而中斷，兩國亦沒有建立正式的外

交關係，然而兩國的商船往來卻十分活絡。孟臨至曾於 1299 年令

僧人攜書信附商舶往日本要求通好， 「 而日人竟不至」 。 1
3孟臨筮

惱怒，下令對日 加 重抽分 ， 日後貿易糾紛 日多。1316 年便有 「 浙

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 ， 1363 年 「 倭人寇蓬州，守將圏逞擊敗之。

自十八年( 1358)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 ， 至是海隅遂安。 」 庄其

實元末倭人寇邊大增，主要是日本國內政治變遷的效應。而 「 倭

寇」 一詞最先出現在 （高麗史） ： 「 （ 忠定王二年， 1350 ) 倭寇
固城、竹林……倭寇之侵，始於此。」 15當初 「 倭」爲名詞， 「 寇 」

＂ 堡竺拯藩， （中 日 關係史）卷一，頁 186 。
12 參主究生荅， （論宋元時期的中 日 文代交 流及才目 1i..景多竽）（成都 ： 巴 蜀 出版

社，2007) • 頁 368-369 ; 依田羔家箸，主 竺堡 、 奎丞王湃， （ 簡 明 日 本通
史} • 頁 70 。

13 主塗等撰， （元史） ， 頁426-427 、 4630 ; 並參丞ll荅， （中 日 關係史）
卷一，頁 190 。

14 筌墨等撰， （元史），頁 3005 , 964 。
IS 主箸， （論宋元時期的中 a 文代交 流及相互影響），頁 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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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動詞，其後連用爲 「 倭寇」 ， 顯示出日本人寇掠爲常態。及至

明初，倭寇之患卻間接促使東亞傳統格局的改變，這又是始料未

及也。

三 、 宋元時期中國與南海國家的關係

秦漢至隋唐，中國與南海國家的關係，主要是貿易問題。而中

國的軍事 力量也只能及於交阯（越南北部） ， 對於越南中部的林邑或

占婆(Champa • 後稱占城）雖經常發生戰爭，卻無 力佔領其地。林

邑以南的國家如扶南(Funan , 今柬埔寨）、闍婆(Java • 今爪哇）、室

利佛逝(Srivijaya • 又稱三佛齊）等國，美其名曰 「 朝貢」 。其實只

是貿易而已，中國王朝對南海國家，沒有實質的政治影響 力。

越南北部 ，唐代時稱爲安南，而河內是安南都護府的駐守所

在。但是 939 年之後安南形成獨立狀態，及至宋元兩朝數度遠征

卻無功而返，安南脫離中國獨立已爲定論。越南中部的林邑，晚

唐時稱占城，是中圈最密切的南海國家 。 占城是中國商舶往來南

海貿易必經的第一站，因此宋元以來占城一直與中國維持友好的

朝貢關係。由於占城與安南時有爭戰，作爲宗主的中國也扮起仲

裁者的角色，多半是不了了之狀態，事實上，宋元時期中國在海

外的影響 力，主要在貿易方面，政治及軍事的影響 力仍然未建立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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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
 

｀、
寫

圄 二 、 宋代三佛齊的勢 力 範 囯
參 Jan M. Pluvier. 佑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Br i l l ,  1995), p5. 

北宋生彧《萍洲可談 》 提及 「 華人詣大食 ， 至三佛齊修蚣 ， 轉

易 貨物 。 」 16另一個國際貿易中心是在蘇門答臘島北部的藍里

(Lambri 又稱藍無里），明朝初期稱南巫里，在蘇門荅剌國(Samudra)

西境，晚明時稱啞齊(Achin)。南宋恩去韭《嶺外代答〉 提及 「 廣

16 生鉭萁 ， （ 萍洲可談） ， 收入 （ 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 卷 2 ' (台北 ： 臺灣
商務印書館 ， 1981) , 頁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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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四十日 至藍里住冬 ， 次年再發舶 ， 約一月 始逹（故臨） 。 」 17所謂

「 住冬 」 即如生彧所說的 ： 「 北人過海外 ， 是歲不還者 ， 謂之住

蕃 。 」 1 8故臨即古里(Calicut)在印度西海岸南部的奎隆(Quilon)港 ，

而來自中國的舶商 「 欲往大食 ， 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 。 」 19由此可

見 ， 在宋代中 國商舶經營至印度洋的長程貿易完全是有信史爲

證 。 三佛齊及藍里應是當時馬六甲海峽的兩大貿易中心 ， 而三佛

齊更是唐宋時期南海的區域霸權 。

g

 
+11  
c�.,;.1 

圄 三 、 「 宋 元時期 中 外海南航海路線圖 」 （ 繪製 ： 鄯永帝 、 李責民）

17 周 去非撲 ， 搓 惑主校注 ， （嶺 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 書局， 1 999) •

頁 90-91 。
18 朱彧撰 ， （ 萍 洲可談），卷 2• 頁4 。
19 豊圭韭摸 ， 鹽式主校注， （嶺 外代答校注），頁 9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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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於 1279 年一統中國後 ， 便遣使者四出招降 ， 企圖提升

在海外的影響力 ， 可是成果有限 ， 只降服了緬甸的蒲甘 ， 對於安

南和占城的進攻均無功而返 ， 跨海遠征日 本又徒勞無功 。 1281 年

元軍遠征爪哇失敗後 ， 孟玭祖憂憤終日 ， 於 1294 年春天逝世 。 自

此以後元軍再沒雄心壯志跨海遠征別國 ， 隗遇�直教授認爲 「 中國

歷史上派遣海軍大規模進行遠洋登陸作戰 ， 始於元朝 。 元朝初敗

於 日 本 ， 再敗於占城 ， 三敗於爪哇 。 而三次戰爭是因爲要建立新

的天朝體系不遂而發動的 。 」 20工賡瓦教授談到南宋與元朝的比較

時指出 ：

有 「 德 」 ， 使用 武力 就會 更 自 信 ， 也 更 公正 ； 沒 「 德 」 ， 則

黷武必敗 。 蒙古 人的征服讒 明 武力 是必 要 的 ， 但是 ， 元朝 的

迅速衰亡也進一 步證實 1 「 威 」 與 「 德 」 （即物 價 上 的 「 T

力 」 與道義上的 「 美德 」 ）才g結合的老公式必不 可 易 。 宋軔

的過失恰恰在於它過分強調 了 「 德 」 而 忽 視 1 「 成 」 。 這兩

者之間 的平衡是十 分 重 要 的 。 這就是蒙古 人統治 的教訓 。 21

元朝對南海的軍事經營基本是失敗的 ， 但卻提供了 一次大好機

會 ， 造就了新興力量滿者伯夷(Majapahit 又稱麻咭巴歇）的崛起 ， 爪

哇成爲南海的新霸權 。

20 堡懣壅 '〈13 世紀中國 元代征爪呋之役 〉收入（海基與東南亞珊究）•2003/7 • 
第 3 卷第 3 期， 頁 115-1 16 。

21 孟星武 · 〈 明初與東南亞的關係 一 背 景 論 述 〉 收入圭里迷蓋，塾揸洋 （東
南亞與 華 人 － 王賡武教授論文還纂 ） （北 京 ：中國友 誼 出 阪 公 司 ， 1987) •
頁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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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結語

1368 年塑本祖建國後 ， 面對東亞沿海區域的兩大力量 ， 一是

南海滿者伯夷的霸權 ， 一是 日 本倭寇的侵擾 。 這兩股力量迫使呾

本詛改變了 一千多年來中國對海外國家朝貢的運作 ， 企圖建立一

套新結構的朝貢體系 。 可是 ， 墮本�祖並沒有吸取 「 威 」 與 「 德 」

相結合的老公式 ， 因此他構思中的朝貢體系遭受無情的挑戰 ， 根

本運作不下去 ， 幾乎處於停擺的狀態 。 及至壅邱�繼承大位後 ，

經鄯担下西洋才扭轉整個東亞沿海國際形勢 ， 開創出東亞朝貢體

系的新格局 ， 這就是 「 威 」 與 「 德 」 相結合的結果 ， 實質反映在

鄯担下西洋的艦隊又稱爲 「寶船」 的身上 。

中國歷史上能獲得海洋國家的高度尊敬就在鄯担下西洋這一

段歷史上 ， 可稱之爲中國的海洋時代 ， 然而這個時代的形成卻要

從照本祖的海外政策講起 ， 才能貫穿大時代的歷史脈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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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南 海 島 主 ： 爪哇滿者伯 夷的興衰

一 、 前言

塑本祖的海洋政策，最重要的一條是禁止人民出海貿易。這一

作法把宋元以來南海的國際貿易生態 打破了。在 元 代 ， 自認必玆

之後已沒有發動對外戰爭，沿海的貿易蓬勃 ， 中國海船出海貿易

是常態，龐大的中國船隊航行於南海與阿拉伯海之 間，貿易與朝

貢不相干擾地各自進行。 1當時，南海最有影響力的是爪哇王國滿

者伯夷(Majapahit) , 在其勢力範圍內因沒有競爭對手，海洋秩序及

氣氛亦較爲 和諧 ， 國際海域航道暢通無阻。 中國海船航行其間，

滿足了當時各地的需要。然而，墮本組的海禁政策 ， 使中國貿易

船隻銷聲匿跡，南海國家要得到經濟上的或物質上的滿足，就必

須親自 前來中國朝貢 ， 建立宗藩關係。這麼一來，直接衝擊滿者

伯夷在南海的宗主國地位。 當明朝建國之時，在南海的爪哇王朝

滿者伯夷已擁有一定的勢力範圍，明朝的任何行動都觸動雙方的

關係。本篇主要是討論呾本詛與爪哇對立的根本原因 甩 且本祖爲

＇ 參 見塗笠� · { 元代 貿 易 史畊究）（面安：面北大學 出 阪 社，1994) • 頁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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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制裁爪哇而推動朝貢貿易一體化政策，最後引致南海及西洋國

家斷貢的危機，說明鄯担下西洋的時代背景與意義。

二 、 明初南海形勢 ： 滿者伯夷的勢力範圍

大概在七世紀初，唐朝人便知道南海有一室利佛逝的國家，高

僧義视便在廣州乘坐波斯人的船到室利佛逝再轉往印度留學的。 2

據歷史學者考證，當時室利佛逝的勢力範圍包括今天的蘇門答臘

中部以南地區，馬來半島洛坤(Nakhon)以南地區以及爪哇西部的巽

他海峽 。

與此同時，在爪哇中部有二大政權發生激烈的競爭，一是信仰

佛教的夏連特拉(Sailendra)中國史稱闍婆；一是信仰婆羅門教的馬

打 蘭(Mataram)中國史稱呵陵，可是沒有史料說明兩國的立國時

間。出土資料顯示在西元 760 年之前，馬打蘭已經成爲夏連特拉

的附庸，且在夏連特拉的壓迫下往東遷移至東爪哇。 夏連特拉是
一偉大的佛教國家，著 名的佛教建築婆羅浮圖(Borobodur)就是夏

連特拉的傑作。夏連特拉也是當時的海上霸權，八世紀中葉曾對

真臘、占城（環王）、唐朝的安南發動戰爭，且與室利佛逝結成姻親

同盟，控制馬六甲海峽兩岸 地區，其時室利佛逝的 力量已走下坡。

九世紀初，東遷的馬打蘭又重新回到爪哇中部，且與夏連特拉

發生戰爭。當時夏連特拉的當政者是一位少年稱爲波羅普陀羅或

2 參 見互主撰，孟丑些校注， （ 南 海守歸內 法傳校注）， 〈 前言〉，（北京 ：
中 基 書局， 1988) • 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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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幼王丟(Balaputra) , 由於不敵馬打蘭的攻擊 ， 信仰佛教的紐工丟

於 856 年離開爪哇 ， 投奔室利佛逝 。 自此，爪哇中部 和東部完全

信仰婆羅門教，婆羅浮圖也淹沒在火山灰及叢林之中一千多年。

幼土丟原是室利佛逝國王的外孫，又與一位室利佛逝公主結婚，

因此他順利登上室利佛逝國王的寶座。

幼土云在位時曾以室利佛逝之名在孟加 拉建廟供奉佛陀 ， 同時

又向中國朝貢 ， 趙迭适的（諸蕃志）提及： 「 其國（三佛齊）自唐天

佑(904)始通中圉。」 3有趣的是中國史書此時改稱室利佛逝爲 「 三

佛齊」 ， 這是巧合還是史官音譯之誤，則不 得而知。總之 ， 三佛

齊與宋朝關係密切 ， 朝貢不絕。囿去韭的（嶺外代答）說： 「 三

佛齊圈，在南海之中 ， 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 ， 西自大食 、

故臨 ， 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 …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

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 香藥。」 4由此可見，在

十世紀至十二世紀 ， 三佛齊仍然是南海的霸權。不過，因爲宗教

或貿易的糾紛 ， 三佛齊曾受到印度注輦(Chola)兩度攻擊(1017 、
1025) , 與此同時 ， 爪哇勢力再度興起 ， 使三佛齊的影響力衰退。

馬打蘭王朝滅亡了夏連特拉後，便在爪哇中部建立了一強有力

的婆羅門教國家。929 年爪哇中部不知發生何事，竟使馬打蘭東遷

至東爪哇，這次東遷原因可能是地震、瘟疫、火山爆發或是三佛

齊的攻擊所引致。馬打蘭東遷後致力於發展貿易與文化 ， 內地農

3 �  撲，鹽旦主校釋 ， （ 琽 蕃 志校釋）（北京：中 華 書局 ， 1996) • 頁36 •
4 豊圭生撰 ， m校注， （ 嶺 外代答校注） ， 頁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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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濟得以開發 ， 沿海貿易興盛 ， 趙汝适 （諸蕃志）說： 「 此番（指

闍婆，即馬打蘭）胡椒萃聚，商舶利倍徒之獲，往往冒禁 ， 潛 載銅

錢博換。 」 所謂 「 倍徒」即五倍之利，由於沿海如泗水(Surabaya)

等港口接近香料群島，因此吸引很多中國人 和阿拉伯人前來貿易。

馬打蘭傳位至達摩旺夏(Dharmavamsa, 985-1006)時，竟發動對

三佛齊的進攻，結果三佛齊大反攻，殺達摩旺夏 ， 而馬打蘭帝國

被摧毀， 淪落爲小邦 ， 受制於三佛齊。達摩旺夏的女婿愛爾梭加

(Airlangga, 1007-1049)成爲馬打蘭的繼承人，當時他只統治一小塊

國土。西元 1017-1025年，印度的注輦(Chola)兩度攻打三佛齊 ， 讓

馬打蘭有機會重新振作，恢復帝國地位 。

愛爾梭加爲了追求婆羅門教宗教的最高境 界，在西元 1049年

退隱苦行，以布蘭塔斯河(Brantas River)爲 界，分別冊封兩個兒子

爲國王 ； 河東爲戎牙路(Janggala) • 河西爲諫義里(Kadari)。戎牙路

在西元 1104 年因婚姻關係合倂入諫義里，馬打蘭又重新統一 。 可

是 ， 戎牙路人民對諫義里的統治並不滿意，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
一位出身寒微的人物匽玄蠱(Kon Angrok)發動起義 ，終於在西元

1222 年推翻馬打蘭政權，建立新柯沙里王朝(Singhasari)。新柯沙

里王朝( 1222-1292)的爪哇文化進一步本土化，無論在文化藝術及

建築方面充分發揮爪哇的特色 ， 宗教方面濕婆與祖先崇拜一體化

後，又與佛教結合一起 ， 似是受到當時流行的密宗影響。

孟批祖於 1279 年一統中國後，先後用兵日本(1280、 1281) 、

占城(1282) 、 緬甸(1283 、 1287) 、 安南(1285、 1287)等國 。 當時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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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新 柯 沙 里王 朝 最 後 的 統 治 者 格爾達納卡拉 (Kertanagara,

1268-1292) • 就是以佛陀－拜依拉哇(Bhairava-Buddha)的宗教儀式，

使國王自己成爲佛陀的化身，聯合周邊國家組成神聖同盟來抵抗

蒙古人的入侵。但是，馬來群島國家並未真實地形成軍事同盟，

這可能只是宗教上的禮儀，也許新柯沙里國王自覺有此重任，因

此對於來自中國的挑釁都採取抵抗的態度。

至元十八年(128 1 )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者 「詔諭爪哇國主，使親

來覲。」 5這是蒙古人招降的手段，即要國王親來朝覲，否則以兵

攻略，這也說明爲什麼元朝統一中國後四處征戰的原因。忽必囧

的 做法，一反元朝以前中國對海外國家所謂 「 以德來遠人」 的態

度。 元朝以前的朝貢並沒有強制性，也不會要求統治者入覲。其

實是一項寬鬆的外交政策，來不來由其自選，來者可建立宗藩關

係，便得到「厚往薄米」的朝貢貿易優惠，但元朝要求統治者 「親

來覲」 是有威脅性質的。新柯沙里國王並沒有 遵命入朝覲見，元

則一再派出使者，結果元朝使者被爪哇 「刺面」 而回。 6

被刺面的孟右丞可能是在至元二 十三年(1286)隨元正使必剌

蠻出使爪哇的成員。7孟玭詛在至元 二十九年( 1292)決定派大軍跨

海遠征爪哇。元軍二萬多人，海舟干艘由忠�、亦黑迷失、匾�豊

等統率，1293 年抵達爪哇杜板(Tuban) • 在 革兒昔(Gresik)登陸，大

5 筌塗等撰 ， ｛ 元 史 ｝ ， 患 l l •  頁 236 。
6 筌墬等撰 ， （ 元 史 ｝ ， 卷 2 10 • 頁 4665 。
1 筌遼等摸 ， ｛ 元 史 ｝ ， 患 14 • 頁 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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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直抵馬打蘭首都柬義理(Kediri) 。

� Ca)  • •  

東｀里

圈 四 、 元 軍 攻 入 柬 義 理 與 土罕必 闍 耶 軍 攻打叛軍
今 Jan M. Pluvier, ffjston'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ja, p. 10. 

原先元軍要殲滅的對象是新柯沙里。可是當大軍抵達時 ， 爪哇

發生政變，原馬打蘭王國王子墓�，又稱査耶卡旺）

乘機叛亂，殺國王及大臣 等。元軍抵達時 ， 新柯沙里已經滅亡，

但國王的女婿土罕必闍耶(Reden Wijaya , 又稱星蠢噩）商請元軍平

亂 ， 並答允承認元朝爲宗主國 。 忠�，出兵爲土罕必闍

噩平定馬打蘭叛亂，但是，土罕必闍耶並非真心臣服， 「 乘軍還，

夾路攘奪。 」元遠征軍 全軍覆沒 。 8

罈大敗後 ， 終元之世，元軍再沒有南下，這提供了一大好機

會讓爪哇擴張影響 力 。 土罕必闍耶奉行印度教，以滿者伯夷爲國

都，史稱滿者伯夷帝國 。 滿者伯夷勢力擴張是在第三代繼承者暨

里布婆那女王(Tribhuvana)時期 ， 大權掌握在首相卡査瑪逹(Gajah

Mada , 1330-1 364 在位）手上，滿者伯夷宣 稱除了控制爪哇本島外，

8 丕塗 等撰 ， （ 元 史 ） ， 卷 1 62 • 頁 3802 。 閽於元征爪 0圭之役 ， 可詳參塾扭．

疸 ， 〈 1 3 世紀 中 國 元代征爪哇之役 〉 ， 頁 85-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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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 1 4 世紀滿者伯 夷 自 稱的 勢 力 範 圍
今 Jan M. Pluvier,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Bri 1 1 ,  1995), pp. 14-15. 

他的屬國或勢力範圍包括了整個蘇門答臘 、馬來半島、婆羅洲、

以及爪哇以東的巴厘島 、 望 加錫、班達群島及馬魯古群島等 。 9圭

査瑪達宣 稱以「佛陀－拜依拉哇」儀式來維持宗教同盟已經結束，

代之而起的是滿者伯夷的武力統治 。 關於滿者伯夷的勢力範圍是

否具有實質的影響力，學者一直是持懷疑態度 。 10不過寫於 1 365

年的爪哇史頌 (Nagarakertagama) 所描述的帝國圖景令人印 象深

刻 。 1 1

滿者伯夷的崛起與忽必烈去世後，中國沒有對南海用兵有關。

9 D.G.E. 霍爾 ， （ 柬 南 亞 史 ） ， 頁 123 。
10 D.G.E. 霍爾 ， （ 柬 南 亞 史） ， 頁 122-124 。
I I 參 Pluvier, Jan M. ,Histork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pp. 14-15 : 並 參

Slametmuljana, A Sto,y of Majapahit, pp. 1 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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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孟臨主繼位( 1 295)又採取「弛商禁 」 的貿易政策 。 12爪哇得以於

元貞元年( 1 295)遣使貢方物，大德元年( 1297)又遣使「奉表來降」 ，

1 3爪哇的舉動除了 滿足元朝中國的天朝願望外 ， 建立雙方的貿易關

係至爲 重要 。 自此以後，元朝和爪哇的關係便進入新的階段。 據

統計，元屎舉至孟墨産期 間( 1 295-1368)共 73 年，爪哇前來朝貢的

次數共 1 1 次之多，14雖然是 6-7 年朝貢一次，但是比起其他南海

國家如暹國 、占城、羅斛更爲積極，由此看來元中國與爪哇的關

係是友好及密切的 。 值 得留意的在蘇門答臘南部的著名的貿易國

家三佛齊並沒有向元朝中國朝貢，IS三佛齊位於蘇門答臘南部巴鄰

邦或明朝稱爲舊港的地方。 到了元代已爲爪哇所兼倂，成爲 爪哇

的屬國。有元一代雖然時有海禁，但基本是開放貿易的，16除了前

來朝貢的國家可從事貿易活動外，出海貿易的中國商人亦不少，

其中經營中國經南海至西洋的長程貿易，最著名的有浙江澈浦疊

氐海商和福建泉州蒲氏海商。

澈浦蠱翌受元朝委任爲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兼領浙東西市舶

司總司事，其子及孫利用優勢地位以 「官本船浮海至西洋」 ，成

12 主塗等撰， （ 元 史 ） ， 卷 1 8 • 頁 388 。
＂ 珥等撰 ， （ 元 史 ） · 港 1 8 • 頁 396 : 卷 19 • 頁 413 。
14 主塗等撰 ， （ 元 史 ） ， 頁 396 · 413、420、431 丶 599 丶 628、655、668 , 683、

802 • 963 · 

15 案 ： （ 元 史 ） 中 只 出 現一 條 關 於三佛賚的 資 料 ： 主堊且至 元 十 七 年(1357)
「 八 月 T-11: , 噗都請招 三拂膏等八國 ， 不從 。 」 參ll等撲 ， （ 元 史 ） ．

恙 1 1 • 頁 225 。

｀ 尹荅 ， （ 元代海外 貿 易 ） ，頁 168 。



第三爲 海南島主：爪哇；溈者伯夷的興衰 -29-

爲官商世家的海商 。 此外，在南宋時已掌海舶事的滙燾匽，降元

後爲福建行省中書左丞，其子蓮錘幺爲左副都元帥兼福建道市舶

提舉 。 蓮燾思的女婿俚蓮利用家族的優勢，擁有八十艘海船從事

遠航貿易的活動。＂也就是說，南海或西洋國家不必前來中國朝

貢，仍可以從事中國貨的買賣活動。因此，有元一代從海路前來

朝貢的國家其實不多，爪哇平均 6-7 年來朝貢一次算是十分頻密的

記錄，爪哇前來朝貢的 目的不純粹是貿易，也爲了區域安 全及和

元朝中國建立穩定的關係。元末明初時，滿者伯夷帝國仍然是南

海區域的霸權，當強人首相卡査瑪達在 136 4 年過世後，爪哇在南

海的影響 力仍未受到挑戰。 不過四年後，當中國改朝換代，卻引

發明朝與滿者伯夷的對立局面 ， 而東亞的國際局勢又進入新的階

段。

首先要了解一下南海地區的天然航道，這是東南亞海域通往印

度洋（西洋）的兩條海峽 ： 一是馬六甲海峽，一是巽他海峽。巽他海

峽 自 古以來不是主要的航海線，原因是這條航線海濤險惡，且蘇

門答臘西南沿岸 人煙稀疏，無貿易可作。相反的，馬六甲海峽自

古以來就是東南亞與南亞的主要海洋通道，且沿岸都是物產集散

之地。在漢朝出使黃支國（南印度）的中廠使者便通過馬六甲海峽，

抵達皮宗（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地區）回中國。 1
8在唐宋元三代，蘇

門答臘南部的室利佛逝（三佛齊）稱霸南海超過五百年，但是到了明

1 7 鞏圣，｛元代海外貿 易 ）， 頁 114-116 。
1 8 班 固 撰，｛漢 書 ）， 卷 28 , ( 台北 ： 鼎 文書 局，1986) , 頁 1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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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開國時 ， 三佛齊已完全受制於滿者伯夷 ， 成爲海峽南端的小王

國 。 當明太祖實施海禁 ， 推動朝貢貿易一體化政策時 ， 必然改變

了 原 先 南 海 的 貿 易 與政治生態 ， 兩 大 勢 力 的 角 力 在洪武年間

( 1368-1398)悄然展開 。

學者討論鄯担下西洋時 ， 很喜歡從塑筮�時代講起 。 這也沒

錯 ， 鄯�担確是奉成祖之命下西洋 。 然而爲什麼下西洋 ？ 大多數學

者是以鄯担下西洋的結果來推究原因 。 皋蹌先生說 ：

到 成祺繼位後 ， 國家財政 已經到 了 沒有辦法的地步 ， 不 能 不

改 變 政 策 ， 掉轉頭 來向 南洋務展 ， 從國際 貿 易 的收入來酵救

當 前的雞 關 。 19

當然呆拾先生也提及 「 成祖是一個好大喜功的英主 ， 他要恢復洪

武初年諸番朝貢的盛況 ， 令南海諸國都稽首闕下 ， 同爲王臣 。 」 20

因此先經濟 ， 後外交似乎已爲定論 。 徐玉虎教授說 ： 「 鄯担出使

的原因 ， 第一是經濟的 ， 其次是政治的 。 」 21然而下西洋似乎不是

爲了國際貿易來拯救國家經濟 ， 當時茵臨祖似沒有此種想法 。 下

西洋花費大於收入 ， 不符經濟原則 ， 因此下西洋不是經濟問題而

是國際政治問題 。 當然不可否認下西洋含有國際貿易性質 ， 目 的

是互通有無而不是經濟利益 ， 且是由皇家包辦 ， 寶船的花費大於

19 丘圣 ， 〈 十 六世紀前之 中 國 與 南 洋 〉 收入孟孟五． ｀ 邑旦編 ， （鄭和可究
百年論文還） （北京 ： 北 京 大學 出 版社 ， 2004) • 頁 39 。

20 丘璿 ， 〈 十 六世纪前之 中 國 興 南 洋 〉 ， 頁 39 。
｀ 塗璹 ， （壁評傳） （臺北 ： 中 華 文化 出 阪事 案 委 員 會 ， 1958) •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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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收入，難道朝廷不知這是一項虧本的生意嗎？這是皇帝國

家意志的展現，無關現實考量。況且當時國家財富並未到 「沒有

辦法的地步」，因爲同一時間塑臨詛大規模營建北京、疏浚運河、

遠征安南，其後又五出蒙古等等，如果國家財富不充裕根本不可

能 全方位執行上述項目。祖本詛留下的不是爛攤子，他是一位刻

薄寡恩的國君，且以嚴刑峻法來統治，提倡廉能節儉的生活，當

時衛所兵幾可自給自足，不花國庫錢糧。經洪武 三十一年休養生

息 ， 國庫 充裕。其後圭埜起兵，三年內戰，但戰場只限北京與南

京運河線上，並未擴大，全國各地安穩如故，生產 力不受影響。

晁虫唇教授指出洪武 二十七年( 1394)後 「 從 《明實錄）看出，

此後來華朝貢者還有朝鮮、安南和占城，大概是因爲這三國是中

國的傳統友好鄰邦 ，未計在 『 海外諸夷』 之列。但即使這樣，明

王朝也大有 『 門前冷落車馬稀 』 之感了。」 22對於這種現象，學者

都知道，可是卻沒有追究爲什麼洪武初期諸番朝貢的盛況，到了

洪武 晚年竟然是 「門前冷落車馬稀」 呢？究竟在祖本緝統治期間

國際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不硏究清楚當時的國際形勢 ， 根本無

法明白鄯担下西洋的時代背景，一切的推論都顯得軟弱無 力。

前文提及忽必造i之後，南海的新興 力量是爪哇的滿者伯夷王

朝。當墮本詛立國後一反元朝的海貿政策，禁止人民出海 做生意（貿

22 lt.ll� ' 〈 敦瞳邦 交 ， 強 不 凌 弱 ： 查主下 面 洋 對 亞非友泣約貢獻和啟示 〉
收入江籙壁上畊 究 會編 ， （ 睦 鄰友好的使者一壁主） （北京 ： 海潮 出 版社 ，
2003) • 頁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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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這麼一來，南海廠家要跟中國 做貿易，必須親自渡海前來，

明朝亦以此作爲外交誘因，企圖建立朝貢與貿易一體化的國際新

秩序，因此壅迏遹i即位之初便派使者四出 招徠，鼓動起沉寂七十

多年的東亞國際風潮。這樣的時空轉變 ， 不期然的挑戰起爪哇王

朝滿者伯夷在南海的宗主地位，引起明朝與滿者伯夷一場隔空的

政治角力。

三 、 對立的導火線 ： 淳泥入貢與三佛齊的冊封

明朝中國與爪哇王朝滿者伯夷的矛盾與衝突，可通過浮泥l渤

泥/(Brunei)入貢和冊封三佛齊事件來窺探當時南海的國際關係。洪

武二年( 1369) 甩且岑祖即位後曾遣使招諭爪哇，可是爪哇並沒有回

應。洪武三年(1370)六月，墮本祖以平定沙漠，再頒詔爪哇，特別

提及 ： 「 元君已沒……朕倣前代帝王，治理天下 ， 惟欲中外人民，

各安其所。又慮諸蕃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

聞知。芒當時爪哇國王哈奄務祿(Hayan Wuruk • 1350~1389 在位） ，

封號爲拉査沙納卡拉(Raja Sanagara) • 中國史稱昔里八達剌蒲在確

定元朝滅亡後 ， 於同年九月 派遣使者，奉金葉表文及方物前來中

國朝貢 。

當時與爪哇有密切關係的三佛齊、浮泥（渤泥）仍沒來中國朝

貢。墮本詛在洪武三年八月 便分別派遣使者招諭三佛齊 寸孛泥，

23 堡撲 ， （ 明 史 ） （北京 ： 中 基 書局 ， 1984) • 患 324 • 頁 8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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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真臘國 。 出使淳泥的是御史盟莖之和福建行省都事沈挖 ， 他

們自 泉州航海 ， 經過半年抵闍婆（爪哇） ， 又逾月 才到達淳泥 。 明朝

使者沈梏 方壓恥之在洪武四年( 1371)三月抵達浮泥 ， 諭淳泥入貢 ，

當時蘇祿入侵浮泥的戰爭已經結束 。 起初 淳 泥 國 王馬合謨沙

(Mahmosha)對明朝使者傲慢不禮 ， 經沈梏切責一番 ， 才願 「 撤王

座 」 ， 「 俯伏以聽 」 詔書 。 24由此可見 ， 浮泥當時並未把明朝視爲

天朝 ， 原因是他的宗主國是爪哇 。

淳泥是爪哇的藩屬可從下述一事證明 ， 「 洪武初 ， （蘇祿）發兵

侵淳泥 ， 大獲 ， 以闍婆援兵至 ， 乃還 。 」 25從滿者伯夷出兵支援淳

泥 ， 可證明爪哇與淳泥之間的宗藩關係 ， 當時爪哇亦有代表駐在

浮泥 ， 因此浮泥對入貢明朝一事並不熱心 ， 並推說戰爭剛完 ， 經

濟仍未恢復 ， 三年後才入貢 。 沈迭則以 「 皇帝富有四海 ， 豈有所

求於王 ？ 但欲王之稱藩 ， 一示無外爾 。 」 但滿者伯夷代表則警告

國王說 ： 「 蘇祿來攻 ， 王帥師卻之 。 今聞歸誠中國 ， 無我闍婆矣 ？ 」

浮泥國王左右爲難 ， 索性稱病不見迏迭 。 但沈迭嚴厲的威脅浮泥

國相說 ： 「 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 ？ 闍婆尙稱臣 ， 於爾國乎何有 ？

使者朝還 ， 天兵旦夕至 ， 雖欲噬臍 ， 悔可及乎 ？ 」
26經明朝使者一

番唇舌及威嚇 ， 淳泥國王最後決定派使者亦思麻逸等四人隨迏�

24 珥圣 ， 〈 渤泥入 貢 記 〉 ， 收入 （ 明 經世文編） ， （ 宋 學 士 文 集 ） ， 卷 2 '
頁 15 。

25 � 撲 ， （ 明 史 ） ， 卷 325 • 頁 8422 。
26 珥圣 ， 〈 渤泥入 貢 記 〉 ， 收入 （ 明 經世 文編） ， （ 宋學士文纂 ） ， 卷 2 '

頁 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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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朝貢 。 洪武 四年( 1371)八月 淳泥第一次遣使向明朝入貢，27這

也是洪武朝唯一的一次。其後相信受 爪哇所阻沒有再來朝貢，可

見，明朝的威望 當時似不及滿者伯夷。我們再看三佛齊的例子。

洪 武 四 年 (1371) 九 月 ， 三 佛 齊 國 王 馬哈剌扎八剌 卜

(Maharajabalapu) • 派遣使臣奉金表來中國朝貢 。 三佛齊的入貢跟

浮泥一樣，是明朝派遣使者趙述出使其國，告以即位建元，統一

全國。至是， 「 瑱M還，其國遣使隨述入貢。」 28當時，隨貢舶

來 做貿易的海舶，仍然進入太倉及泉州港貿易。29明朝開國後，經

過四年的外交努 力，使者四出，至此才得到海外國家的承認，願

意前來朝貢。這些國家包括高麗 、日本、安南、 占城 ｀ 爪哇、浮

泥、三佛齊、暹羅 ］ 真臘及西洋瑣里等國。30也就是說，從東北亞

到東南亞，以致西洋瑣理等沿海國家都與明朝中國建立了朝貢式

的外交關係。墮本詛大概也覺 得明朝的天朝地位已確立下來。洪

武 四年(1371)九月他語重心長的宣 佈明朝的不征政策 「 朕以諸蠻夷

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31

27 巫撰 ， （ 明 史 ） ， 卷 325 • 頁 8411-8412 : 互亙主監修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67 • 頁 1 264 。

2s llI監1彥 ， （ 明 太禕T錄 ） ， 巷 68 • 頁 1274 •
29 ll:t監伶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68 • 頁 1279 : 並見張廷玉撰 ， （ 明 史 ） ，

卷 324 • 頁 8406 。 洪武四年 「 戶 部言其（指 三佛賚）貨抽至泉州，宜徵稅 ，
命 勿 徵 。 」

30 張廷玉撰 ， （ 明 史） ， 卷 2 ' 頁 25-26 。
31 ll.t. 監侈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68 • 頁 1277-1278 ; 並見 （ 明 太沮甯訓）

（ 台 北 ： 中 央可 究 院歷 史垮字可究所 ， 1984) • 卷 6 • 頁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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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去除藩屬國的疑慮。塑本祖這一宣 佈確定了明代海外政

策的原則，這一原則也寫進了（祖訓） ，成爲國家大法，不能隨

意變更。據（大明會典） 所載不征諸夷，包括有朝鮮、 日本、大

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 ｀ 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

亨 f 百花、三佛齊、淳泥凡十五國。32

三佛齊自洪武 四年( 1 37 1 )入貢後，洪武 六年( 1373)、洪武 七年

( 1374)都來入貢。 洪武八年( 1375)三佛齊國王仍奉明朝諭旨遣使西

洋 ， 招諭拂菻國前來中國入貢。 33可見祖本詛十分重視西洋國家的

朝貢，他似乎有意進一步利 用三佛齊優越的中介地位。洪武十年

( 1377)八月，三佛齊圍王怛麻沙那阿者(Damasharaja)逝世，他的兒

子麻那者巫里(Marajawuli)繼位，並遣使臣奉表文前來中國請印綬

並貢方物 等。 3
4煚本詛在洪武 十年( 1377)冬十月下詔遣使者齎詔

印，冊封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而國王印章

用鍍金駝鈕銀印。 詔書略曰：

朕 自 混一 區 宇 ， 雷 遺 使 語 諭 諸 番 ， 爾 三佛 齊國王怛麻沙那阿

圭 ， 即 稍 臣 入 貢 ， 于 茲 有 年 ， 今秋使者 齎表 至， 知怛麻沙那

32 主吐往重1彥 ， （ 大 明 會興） ， 卷 105 , 頁 1585 。 按 ： 大小琉球據 （ 大 明 會
�) 所記 ： 「 大琉球朝 貢 不 時 ， 王子及隆臣之子階入太學讀 書 ｀ 禮待坐厚 ．
小琉球 國 不 通 往 來 ， 不 檜 朝 實 。 」 （卷 105 , 頁 1587) ; 百 花 或 即 百 花 囯 ，
共地在爪oi �部 。 今生华墓等 編 ， （ 古代南 海地名 垕釋） ， 頁 3 1 3-314 •
又西洋泛指 印 度興阿拉伯 等地的 國 家 ·

33 .I. 亙主監條 ， （ 明 太禕T綠 ） ． 恙 101 • 頁 1708 。 按 ： 拂菻國 印 東 矗 馬 帝
國 ， 這裡泛拉阿拉伯及波斯灣地 匾 的 國 家 。

34 llj:_監條 ， （ 明 太沮實錄） ， 卷 1 14 • 頁 1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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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 菟 逝 ， 爾 麻那者巫 里 ， 以 嫡 子 當 朋 王位 ， 不 敢擅立 ， 請

命于朝 ， 可還 僭 矣 。 朕 嘉 員 誠 ， 是 用 遺倢 ， 賜 以 三佛費 國 王

之 印 ， 爲 當 善撫邦 民 ， 永為 多 福 。 35

這一枚 「 三佛齊國王之印」 應是野本�第 二枚頒賜給海外藩屬國

的國王印章，第一枚應是在月 前賜予暹羅斛國王的 「 暹羅國王之

印」 。 36

無論如何， 「 國王之印」的頒賜，具有高度的宗主藩屬的象徵

意義 ，伴隨而來的是一套權威象徵的頒詔過程。 頒詔儀式是一套

莊嚴肅穆的中國儀軌，非藩屬國官吏所能認知，因此，冊封使者

必然率領一批訓練有素的軍士儀隊，使頒詔典禮能在藩屬國呈現

出中國國家典禮的威儀，象徵藩屬國與中國的從屬關係。當時奉

命頒賜 「 三佛齊國王之印」 的使團人數，約有三百多名將士。3
7大

概在同一時 間內 ，明朝派遣使者及將士出使暹羅及三佛齊頒賜國

王之印，必引起南海國家的關切。 剛 好這一年十月 前來朝貢的還

有爪哇使團，38對於三佛齊請明朝冊封的事必有所聞，明朝與爪哇

的衡突就是因爲中國的頒賜「三佛齊廠王之印 」 而引發。洪武 十

年( 1 377)十月 甩比紅祖下詔冊封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

齊國王，因爲新王不敢擅立， 等候明朝冊封，所以冊封使團會即

35 ll:t監侈 ， （明太禕實錄｝ ， 卷 1 1 5 • 頁 1888 。
36 UI監條 ， （明太禕實錄｝ ， 卷 1 1 5 • 頁 ） 883 · 由 於現時仍未怪現有關

三佛賚的文獻史料 ， 只 能靠中 文史料來重構該段歴史 ， 否 則 便 寫 不下去 。
＂ 壅藩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明代海留政策演變畊究｝ ， 頁 30 。
38 UI監修 ， （明太禕，，錄｝ ， 卷 1 15 • 頁 1 8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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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出發 。 正常而言，冊封使團在下一年的七 、 八月 便可以回國。

可是，從洪武 十一年至十二年(1378-1379)一直沒有使團回國的消

息 ，自此以後，就不再 有三佛齊前來朝貢了，可見冊封使團已發

生了意外 。

滿者伯 夷
忞 王

東 王

C:> 

Ill 六 、 爪哇束王 和 面 王 的 勢 力 示 悉 Ill
Jan M. Pluvier,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p .  8. 

最遲在洪武十二年( 1379)九月前，宰相胡推厘等官僚也許已知

道不幸事件。 當時爪哇竟分別有東王及西王的使團前來朝貢，這

事顯 得不太尋常 。 39其時哈奄務祿仍在位，不過他和皇后只生了一

位女兒，這位女兒長大後與國王妺妹的第 二個兒子威格拉瑪哇爾

鷗(Vikramavardhana)結婚，被委任當馬打蘭王，史稱西王，其後

繼承爲滿者伯夷國王之位。哈奄務祿另一位妃子所生的兒子與國

3
9 _li.:t監 1彥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126 • 頁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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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妹妹所生的長女結婚，又被爪哇東部的小屬邦答哈王(Djawi ? )

收爲義子。哈奄務祿委任他爲東部的王，史稱東王。 40哈奄務祿在

1389 年去世，在他去世前十年，即 1379 年，東王和西王竟分別入

貢，也就是說滿者伯夷中央的集權力量在減弱，兩股勢力在爭奪

主導權。 這次的分裂是否與三佛齊事件有關，則需要更多的證據 。

當時東西王分別入貢時，明朝廷 「 以其禮意不誠」 41把爪哇使

者拘留下來，反映出南海海域的國際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 。 但是

冊封使團遇害的消息，宰相胡推廛並未據實報告。 因在洪武 十二

年( 1379)九月 ，塑太祖藉占城貢使指責 「 中書省臣不以時奏」 以致

有 「 壅蔽之害」的感嘆。 42里本凪萌生廢宰相之念也許有一段時 間，

而胡推唐隱瞞不報冊封三佛齊使團被殺之事是導火線。 胡讎�已

被閑住，二年後以謀反罪被殺。 43呾太祖廢相，此事可能是重要因

素之一 。

墮本祖開始著手處理爪哇問題，他並未完 全清楚南海情況，不

過他十分冷靜地面對這次南海的外交糾紛 ，他沒有公開指責爪哇

或惡言相向，反之積極面對明朝與爪哇的關係。 在野本詛洪武 十

二年( 1 379)九月 選 比椏徂下令 ： 「 釋爪哇使臣，還其國。 」 44可見，

40 拉努面 · 巴尼荅，吳世璝潯，（印 度尼面亞史）（香港 ： 商 務 印 書 局，I 980) • 
頁 130-13 1 。

41 ll.I監修， （明太沮實錄），卷 126 , 頁 2016 。
42 ll:t監{f ' ( 明太沮實錄） ， 卷 126 • 頁 2016 。
43 塹苓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明代海貿政策演變趼究）， 頁 31-32 。
44 ll.:t監侈，｛明太禕實錄） ， 卷 126• 頁 2016-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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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採取友好的態度，是期望爪哇的回覆令明朝滿意。

在這裡，應對南海的局勢稍作回顧說明。由於塑本祖的實施海

禁，因此在元朝時期可以出外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國海船，已不可

能承擔海外貿易的任務，外國如要與中國貿易則必須親自駕海船

來朝貢才能達到貿易 目 的。 這也是阻本詛所說的 「 雖云脩貢，實

則慕利」 的意思。45事實上，任何海外國家與明朝建立朝貢關係，

主要的 目的是在貿易是明 白不過的。可是，三佛齊不但尋求與明

朝貿易，而且企圖利用明朝擺脫爪哇的控制。

三佛齊大慨在 1286 年已附屬於爪哇王朝，4
6當時是新柯沙里

時代，到了滿者伯夷時期，爪哇王朝仍然是三佛齊的宗主國。因

此，在元朝時期三佛齊一直沒有來中國朝貢的原因，或有二種可

能：一、是滿者伯夷的掣肘 ； 二、 元朝允許出海貿易，三佛齊不

必跟元朝中國建立關係，仍可維持貿易港的地位。

這清況，到了明朝開國已完 全改變，因爲墮本祖的海禁政策，

到了洪武 四年時已完全沒有船隻允許出海貿易。三佛齊不前來朝

貢，根本不可能再維持貿易港的地位。 問題是，三佛齊除了貿易

之外是否有政治上的企圖，從三佛齊請求冊封便可知道，這其實

就是挑戰爪哇在南海的霸權，三佛齊到中國來朝貢順道貿易看在

爪哇眼裡還可以忍一忍，因爲朝貢儀式在中國內舉行並不影響爪

哇在南海的威望。但是，當明朝冊封使在將士三百多人的護衛下

45 ll.:t監1多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134 • 頁 2125 •
46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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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佛齊舉行隆重的冊封儀式，即意味著 爪哇與三佛齊的從屬地

位被改變了。因此，爪哇爲了穩住自己在南海的霸權地位，不 得

不出此下策，殺了明朝的冊封使團及摧毀了三佛齊王國 。 因此自

洪武十一年( 1378)以後，三佛齊再沒有前來中國朝貢，也從歷史中

消失。 從室利佛逝到三佛齊，經歷了七個世紀的巴鄰邦王國就因

這次政治事件中導致滅亡 。 爪哇史料顯示滿者伯夷的霸權 ：

麻 啫 巴歇派遺將 官 到 各 島瑱 和地區徵收 貢 賦 ， 同 時在 一 定的

時期爪哇以外地區的附庸國王或使節 ， 必須繞來麻啫 巴歇表

示 忠 誠 。 誰要是疏忽 了 繳納 貢 賦 ， 或者在 重 要 時刻 沒 有 到 麻

0是 巴歇去 ， 以 致 引 超懷疑 ， 便將受到討伐 ， 被迫再度屈服或

者 消 滅 。 47

洪武十年( 1377)明朝冊封使團在三佛齊遭到屠殺一事，反映出爪哇

爲了確保在南海的宗主地位不惜挑戰中圍 ， 而三佛齊似是利用與

明朝的宗藩關係企圖擺脫滿者伯夷的控制 。 可惜的是 ， 三佛齊低

估了爪哇在南海仍具強烈的宗主國意志，竟然向中國輸誠 「 不敢

擅立 ， 請命于朝」的舉動 ， 這完 全是 一項政治賭博，而祖本詛更

是無知或是高估中國的威望，派使者賜予 「 三佛齊國王之印」 ，

結果 ， 引致爪哇出動大軍屠殺了冊封使團 ， 並完 全摧毀了三佛齊

王國。48

關於三佛齊與中國的關係，（馬來紀年）曾提及一段相關的史

47 � - �  屋藩 ， 表世壅繹 ， （ 印度 尼 面 亞 史 ） ， 頁 128 。
48 ll:t監1多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1 1 5 • 頁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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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記錄 ：

中國的 矗 間 (Raja • 即國王）便 派 遺 十 艘八櫓(Prows)到 唷 林

邦 ， 向 聶 間 聖 沙 富聶婆求 尚 公主 … …在行列 中 ， 有一百名 中

國奴僕 ， 一位年輕的 中國責族 和一 百 名 中國婦女 ， 一超謾送

王的信 來 。 他們一到甯林邦 ， 便在 廷J:.以極陛重的儀式 ， 奉

J:. 中國蘿 閒的信 。 當 這信 宜讀 而理鮮以後 ， 聶 間 聖 沙富 聶婆

便 和他的眾將 官 會 義 ， 此舉 是 否 合 當 。 他們 一 致 以 為 ， 如 果

拒絕這信要求 ， 對於國家頗 為 危險 ， 並且他們說： 『 再沒有

比 中國 矗 間 更 為 偉 大的君王 ， 也再沒有 更 為 尊 潰的人物 ， 得

和她匹配的 了 ， 而 且也沒有 比 中國土地更賡 大的國家 了 。 』

『 那 麼 』 ， 矗 間 聖 沙富聶婆說： 『 如 果您 們 都 債 成 ， 我們 就

接 受 他的靖求 ， 以增進馬 來 和 中國王 室 間 的友誼屯 ！ 』 因

此 ， 長公主 室 利提毗交 中國使 臣 送去 ， 同 時交給他 一 封 蓋 有

國璽(Kampen)的信 ， 並且請他注 念 ， 以 後文書凡 羞 有 同 樣

的 重 印 的 ， 一定是他或他的子孫所寄出 ， 而 和他 人 無 涉 。 49

「寶林邦」 即「巴鄰邦 」 是三佛齊國首都所在。這是一場十分重

要的外交禮儀 ， 中國使者 「 在廷上以極隆重的儀式，奉上中國羅

闍的信」 後 ， 國王還與眾將官開會才決定如何回應。這次外交如

果只是爲了嫁公主的話 ，王后爲何不在場呢？如果拒絕爲什麼 「 對

於國家頗爲危險」 呢？難道中國會因爲公主而出兵巴鄰邦嗎？爲

什麼提及 「 蓋有國璽(Kampen)的信」 呢？這跟上文提及明太祖頒

49 立皇堡繹 ， （ 馬 來紀年｝ （ 新加坡 ： 青年書局 ， 1966) • 頁 7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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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三佛齊國王之印」 是否有關？

在（馬來紀年）中沒有直接說明三佛齊遭遇爪哇的殺戮 。 但是

十六世紀初皐孤土(Tome Pires)寫的（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 －

書在馬六甲〈早期的歷史〉 中提及大約在 1360 年之後，巴鄰邦發

生了一場殺戮：

爪 哇 國 王得到 消 息說� - 亞主 · 注迸丑改 了 他 的 名 字 ， 自 稱

米 蘇拉(Mjcura) • 即 『 酵脫者 』 ， 他 決 定 率 兵 ， 在捏仕 ． 主

�(Tanjong Puting)王 的 協 助 下 ， 向 他 進 攻 ， 從他那裡奪取淖

淋 邦 的 土 地 ， 并 殺死他 。 50

「浮淋邦」 即巴鄰邦 ，爪哇出兵時明朝冊封使仍在三佛齊。爪哇

的殺戮也包括明朝使者在 內 ，所以當壅本�得知冊封使團出事

後 ， 認爲 宰相胡推匯要負 全部 責任。朋本詛不但把胡搵廬拘押起

來 ， 更順勢把宰相一職 也廢掉，直接插手外交事務。其後胡摭厘

涉嫌 「 使指揮柱置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而遭殺害，皇權專擅

至此完 全確立。

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 甩且螠詛下令釋放爪哇使者，同年十月

爪哇有使團入貢。 52由此可見，爪哇並不願因此事件與明朝中斷朝

貢關係，爪哇正試圖彌補與明朝關係。無論如何明朝與爪哇兩國

so 珥 . .!i11± 箸 · 尹琤 ， ｛ 東方 志 ： 從紐海到 中 國 ） （ 南 京 ： 江蘇教
育 出 版社 ， 2005) • 頁 186 ; 同 今 Pires,Tome; Cortes�o, Armando tran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 New Delhi : Madras, 1990) • p. 231. 

S I  Ill監條 ， ｛ 明 太祺T錄） ， 卷 129• 頁 2046 。
52 ll:t監條 ， ｛ 明 太禕T錄） ， 卷 126 • 頁 20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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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正處於低潮之中。 兩國的過節被公開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

十月 ， 當爪哇使者再度入貢時 甩 比藍風對爪哇國王提出嚴重的警

告說： 「 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 ， 朕嘉其慕義，遣

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 爾奈何設爲姦計 ， 誘使者而殺害之 ， 豈

爾恃險遠，故敢肆侮如是歟？」 5
3墮本祖經過一年多的了解，才向

爪哇兩位國王發出警告，當時塑本凪已廢宰相而獨攬外交大權。

如果比照冊封暹羅國王的使團人數作爲標準，當時前赴三佛齊

冊封的將士亦應有三百多人 ， 再 加上正副使者及隨員，一行人等

在抵達三佛齊國而被爪哇所殺。 由於使團成員大都是軍人 ， 所以

能夠把他們殺害的一定是數量加倍的爪哇軍士才有可能。 塑本詛

對使團被殺竟如此的低調，只以「爾二王當省己自修」 5
4來化解兩

國緊張。 爪哇前次派來中國的使團也許是試探明朝的反應 ， 不過 ，

東西二王同時入貢則反映爪哇國內有權力爭奪的情況 甩 比起詛需

要觀察一段時 間才能作出回應。墮本詛的警告剛好提供爪哇一個

自省或賠罪的機會 ， 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 ， 爪哇遣使上表貢方

物及黑奴三百人 ； 又在洪武十五年( 1382)春正月，遣僧阿烈阿兒等

奉金表貢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55這兩

次朝貢包括黑奴共 401 人，顯然是賠償被殺害的人命。

墮本詛接受了爪哇的朝貢，以爲事件便已經解決 ， 事情並沒有

53 ll_.t_監條 ． ｛ 明 太楫實綠） ， 卷 134 • 頁 2125 •
54 lli監f今 ， ｛ 明 太祺實錄 ） ， 卷 134 • 頁 2125 •

ss ll.:t監條 ， ｛ 明 太福實錄） ， 卷 141 • 頁 2225 ; 恙 139 • 頁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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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簡單。值 得留意的是冊封三佛齊使團被殺害後，南海的情勢

起了激烈的變化。其實明朝應該注意淳泥只有隨沈株、張熬之前

來入貢一次的記錄，之後便沒有來。有理由相信爪哇對浮泥採取

嚇阻行動，才迫使浮泥再沒前來朝貢。 奇怪的是明朝沒有再追究

浮泥入貢的問題，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四出招徠，就這麼的一次

而已。也許墮本組明 白 一度打敗元朝大軍的爪哇，仍具有一定的

影響力，不必與他計較。但是，里本�祖對於冊封三佛齊使團被爪

哇誘殺的事就顯得耿耿於懷了，爪哇對於這次事件似有些歉意，

因此以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及黑奴四百一人入貢，然而明

朝最後還是中止與爪哇的關係，拒絕爪哇前來朝貢。56而爪哇自洪

武 十六年( 1 383)以後，只有在洪武 二十六及二十七年(1393- 1394)

有入貢記錄外，餘下的年份都呈空白狀態。5
7

事實上自發生三佛齊事件後，在爪哇的勢力範圍內再沒有國家

前來朝貢。馬六甲海峽及以西的國家，只有須文達那／蘇門答剌在

洪武十六年( 1 383)前來中國朝貢一次，之後至洪武 三十一年( 1398)

再沒有國家前來。也就是說，明朝與南海國家，除了中南半島的

安南、 占城、真臘、 暹羅外，已沒有國家來朝貢。爪哇的滿者伯

夷似乎成功的保衛了在南海的宗主地位，但是三佛齊已經亡國，

56 甲重1彥 ， （ 大 明 會興） ， 巷 105 , 頁 1591 •

＂ 壅箸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一 明 代 海 貿 政 策 演 變珝 究 ） ， 頁 56 , 附表一
〈 明 洪武年間(1368-1398)東 亞 國 家 輈 貢;.欠款統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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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稱爲舊港，由華人頭目穂詛義控制海峽的貿易與通行權。58

上文提及洪武十三年塑本祖公開指責爪哇屠殺使團一事後，爪

哇在洪武十四年( 1 381)及十五年(1382)先後向明貢獻了黑奴、大珠

和胡椒等以賠罪，但仍未得墮本詛諒解，史料沒有提及爪哇使者

與明朝的談判細節，（大明會典） 提及 「十四年來貢如初，有黑

奴三百人，後絕其貢 。 」 5
9拒絕爪哇來朝貢，應該是洪武十五年來

貢後的決定。洪武十四年所貢的黑奴三百人，原則上壅本凪願意

接受對被殺使團的賠償及道歉，否則便不可能有洪武十五年的朝

貢。 男本祖是否曾要求爪哇不再阻止三佛齊前來朝貢，顯然雙方

在 三佛齊問題上沒有共識，明太祖似乎不知三佛齊已經亡國的

事。而爪哇只願提高賠償，卻不願在 三佛齊問題上讓步，結果明

朝拒絕了爪哇再來朝貢。 而在處理爪哇等國的過程中 ， 墮本�祖開

始思考朝貢與貿易一體化的政策，這樣才能有效制裁那些不友善

的海外藩屬國 。

四 、 明太祖的孤立政策 ： 朝貢貿易一體化

洪武十六年(1383)以後 ， 仍正常的入貢國是高麗、琉球、安南、

暹羅和占城，真臘則不常來朝貢。 面對新的局面，墮本詛並沒有

提昇朝貢的吸引 力，即放寬貿易的限制，相反的是推行朝貢與貿

易一體化，將朝貢與貿易完 全綁在一起。

58 詳參本書第五爲 ·
＂ 昱重修 ， ｛ 大 明 會典 ） ， 卷 105 • 頁 1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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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 1 373)壓本詛再度答應重開市舶，而太倉市舶司移至

浙江明州（即寧波）、另增設福建泉州市舶司及廣東廣州市舶司。 並

作了較大規模的改 革 ，規定 「 寧波通 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

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60這種分區的市舶管理，在洪武六年便

已正常運轉。到了洪武七年( 1 374)八月 之前，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

墮本祖打算裁撤三市舶司 ，但是，一個 月之後他忽然作如此的決

定 。 這麼一罷 ， 直至男臨詛上臺，即永樂元年(1403)三市舶司才重

新 得以設立，當時已相隔了三十年。61

爲了制裁爪哇殺害冊封三佛齊使者 週也這且推動朝貢與貿易一

體化的政策， 也就是發給朝貢國 「勘合文冊 」 以確保貿易的合法

性。 勘合文冊的頒發是在洪武十六(1383)四月，《明太祖實錄） 記

載 「 賜暹羅、 占城 ｀ 真臘諸圍。凡中國使至，必驗勘合相同？否

則爲偽者，許擒之以聞。」 62自此以後，無論是來朝貢或出使的都

以朝廷發出勘合作爲憑證，若沒有勘合的國家便不得前來朝貢，

當然更不可能貿易。 也就是說，有朝貢才有貿易，朝貢貿易一體

化因此才呈現出來。

愬本祖的勘合文冊是有特定的頒授對象，很明顯的是 「南海諸

番國」 63 , 因此東海的高麗、 日本、琉球並不在列，而安南及朝鮮

60 巫撰 ， （ 明 史） ， 卷 57 • 頁 1980 。
61 詳 參 見�i- · ( 來 自 海洋的批戰 － 明 代溝 貿 政策演變所究） ， 頁 25 。
62 .l.ll監 修 ， （ 明 太禕實錄） ， � 1 53 • 頁 2399 •
63 壁主笠薳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 明 代 海 留 政 策 演 變 所 究 ） ， 頁 4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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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從陸路朝貢亦不在列。日本在永樂朝時被列入朝貢圉 ， 並獲發

勘合文冊，是一種權宜 做法，不是愬本詛的原意。6
4當時明朝最親

密或受到高度懷柔的國家要算是琉球，琉球雖小卻有中山、山南 、

山北三王國 洪武十六年墾本祖 「 各賜鍍金銀印」65 , 可見明太祖

對琉球的重視，用以牽制 日本。豊丞担教授提及 「 招諭琉球似有

羈糜琉球，以防倭的用意。」 另一原因是 「 獲知琉球產馬」 。 66無

論是防倭或貢馬，琉球的 角色的確受墮太祖的特殊待遇，如朝貢

不必憑勘合，幾乎每年都可以來朝貢。當時南海國家獲發勘合文

冊的只有 占城、真臘、暹羅，這三國被視爲忠誠的藩屬，可合法

從事朝貢貿易。日本於洪武十四年(1 381)再度遣使朝貢，卻被墮本
祖拒絕了，67而爪哇也被視爲拒絕往來戶，不 得前來朝貢，當然也

不可進行貿易 。 三佛齊已經亡國，浮泥也很久沒來朝貢了，當時

西洋國家則不見蹤影。 可見墮本組的朝貢與貿易一體化的結果，

就是越來越孤立了。

自洪武十六年至洪武 三十年(138 3-1397)的15 年當中，爪哇有

2 次試探性質的朝貢。第一次是在洪武 二十六年(139 3)二月，68史

料雖然沒有對這次入貢有更多的敘述，但是若照正常程序，爪哇

64 冬壁主笠藩， 〈 星狂束拭 日 本初探〉 ， 收入堡荳竺 、 埜玉太主編 ， （塹丘
下面洋國際學術可討會掄文禁 ） ， 頁 86 。

65 里吐往重條， （大明會興） ， 卷 105• 頁 1 587 。
66 參主主E ' 〈 明洪武輯 的中琉關係〉 ， （中國海洋史治集） ， 頁 213 •
67 � 監修 ， （明太禕實錄）， 卷 138 • 頁 21 73-2177 。
68 ll:t監修 ． （明太禕實錄） · 卷 225 • 頁 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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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僧匣烈等應會被迎抵南京按禮儀朝貢。明太祖會利 用此機會

重申在南海的宗主權，以及追査有關三佛齊的問題。 這就是爲什

麼爪哇使者僱回烈匆匆的在同年十一月又回到中國朝貢的原因，

他應帶來了滿者伯夷國王的口信。69可惜的是，爪哇使者僧匣盔帶

來的回音並沒有令明太祖信服，更可能引起他的極大不滿。墮本

祖在洪武二十七年( 1394)正月，忽然下令「禁民間用番香 、 番貨」 ，

進一步顯示其決心 和不 滿 。 墮本詛認爲 「 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

來… …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 ， 因誘蠻夷爲盜，命

禮部嚴禁絕之。」 「 唯琉球 、 真臘 、 暹羅許入貢。 」70明顯是將爪

哇排斥在外，爪哇於二十六年的入貢是違法的，因爲當時爪哇並

沒有獲頒勘合。爲了達到制裁的效果，塑本�凪命禮部嚴禁番香 、

番貨的買賣 ：

敢 有 私下諸 番 互市者 ， 必 実之 重 法 。 凡番 香、番 貨 皆 不許販

禤 。 其 見 有 者 ， 限 以 三 月 銷 盡 。 民 間 禱祀 ， 止 用 松、相 丶 楓 ｀

桃諸香 ， 違者罪之 。 其 兩厝所至 香 木 ， 聽土 人 自 用 ， 亦 不 許

越嶺 貨 會 ， 盂怠其雜市番 香 ， 故併及之 。 71

墮本組的決定似乎不是爲了提倡節儉的生活，如果是，應有更多

的措施。 他顯然是針對爪哇而作出的，也就是說他不 能 滿意滿者

伯夷的回覆，企圖以行政及經濟手段全面封鎖爪哇與中國的貿

69 夏亙立監修 ， （ 明 太祺實錄} • f. 230 • 頁 3367 。
70 .l.ll_監修 ， （ 明 太禕實錄｝ ， 港 231 • 頁 3373-3374 。
'' ll:t監修 ， （ 明 太祺，，錄｝ ， 患 23 1 • 頁 3373-3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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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政令下達後三個月 ， 爪哇仍有一次入貢的記錄 。
72

這是洪武朝

最後的一次入貢 ， 之後就沒有前來 ， 也許爪哇已收到明朝完全絕

貢的照會了 。 到了洪武三十年( 1397) • 禮部奏說 ： 「 諸番國使臣 、

客旅不通 。 」 。
73

塑本詛面對朝貢與貿易幾乎停擺 ， 日 常生活的必

需品如蘇木 、 胡椒 、 香藥都供應匱乏 ， 除非用兵南海 ， 否則可說

是無計可施 。

在此情形下 ， 明太祖對爪哇作出妥協姿態 ， 含糊其辭地將所有

責任推諉在三佛齊身上 ， 並通過南海唯一盟友暹羅轉達明朝的立

場 。 禮部照會暹羅國王說 ：

自 有 天地以 來 ， 即 有 君 臣上下之分 ， Jl.有 中 國 四 夷之禮 ， 自

古 皆 然 。 我朝混一之初 ， 海外 諸 番 ， 其 不 來庭 。 豈 悉墾丑旦壹

造亂 ， 三佛齊 乃 生 間諜 ， 給 我信使 ， 肆行巧詐 。 彼豈不知大

琉 球 王 與 其 宰 臣 皆 遺 子 弟 入 我 中 國 受 學 ？ 皇 上錫 宗 場 之

衣 ， 有 疾 則 命厝診之 。 皇上之心 ， 仁 義 兼 盡 矣 。 皇 上 一 以 1.::..

義待諸 番 國 ， 何三佛齊諸 國 背 大 ．恩 ， 而 失君 臣 之禮 ， 據有 一

呆之土 ， 欲與 中 國 抗衡 ？ 倘 皇上裳怒 ， 使一偏將 ， 將十 菡 眾 ，

越海問 罪 ， 如 霞 手 耳 ！ 何 不 思之甚乎 ？ 皇上 嚐 曰 ： 「 安 南 丶

占 城 、 真臟 J是晶 、 大琉球 皆 條 臣職 ， 帷三佛齊梗我疊教 。 」

夫 智 者 憂 未然 ， 勇 者能徙義 。 彼三佛 齊 以 是 爲 之 國 ， 而持姦

於諸 國 之 中 ， 可讀 不 畏禍者矣 。 爾 暹矗王玀 守 臣 節 ， 我 皇上

72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232 • 頁 3398 •
73 ll:t監條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254 • 頁 3671-3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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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 七 、 洪武晚期的朝 貢國有琉球 、 占 城 、 真臘和暹曏四國 。 （ 繪 製：墊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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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愛如 此 ， 可轉達爪唑 ， 俾其 以 大 義告於三佛 齊 。 三佛齊係

爪哇統層 ， 其言彼必信 ， 或 能改過從善 ， 則與諸國成 。 禮遇

之如初 ， 勿 自 疑也 。 」 74

隨後一年，暹羅雖有三次入貢的記錄，75但都沒有提爪哇信函的

事，而爪哇也沒有前來朝貢。這封信似乎沒有轉到爪哇國王手上 ，

暹羅沒有必要爲明朝做 和事佬，這對他的貿易並沒有好處。洪武

三十一年( 1398)閏五月，墮本祖駕崩，由他一手推動的朝貢貿易一

體化的體系可以說是失敗之作，明朝在南海的聲望跌至新低點。

五 、 分裂的危機 ： 爪哇勢力衰退

墮奪取政權後，面對是一個積弱不振的外交形勢。 墮瘟詛

即位便要面對爪哇在南海的霸權這一國際形勢，不過爪哇分裂爲

東西兩王後 ， 勢力亦逐漸衰退。 而塑感祖較塑本�現實及了解人

性的願望，那就是海外國家前來中國朝貢著 重在有利可圖上，其

他所謂仰慕中華文化只是表面的應酬話 ， 而真實的影響 力是建立

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上。 男感祖完 全明白以 「 德」來遠人的背後是

「 利」 與 「 力」的展現及支援。當時從海路來朝貢的國家只有琉

球、占城 、 真臘 · 暹羅 等四國。洪武 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 ， 1402)

九月，呾菡詛宣 佈 「 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

74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254 • 頁 3672-3673 。
7S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255 • 頁 3686 ; 卷 265 • 頁 3695 ; 卷 257 •

頁 3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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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者聽。 」 76由此可見，塑惑組已解除了洪武 十六年以來對 日本和

爪哇的絕貢行動。他繼續執行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不過，他改

善了一些配套措施，使墮本祖的理念更有效益的落實下來。

爪哇西王威格拉馬跋逹拿(Vikramavardhana)在 永樂元年( 1403)

已重建與明朝的外交關係，而爪哇東王孛令達哈(Blindaha)亦在永

樂二年( 1404)獲頒 「 爪哇國東王銀印鍍金」一枚。77可見胆臨祖利

用這機會企圖分化爪哇。無論如何，南海主要國家在迥瘟�登位
一段很短時間內，便恢復與明朝的宗藩關係，這當然與明成祖主

動的外交政策有關。 當時安南國內篡奪層出，又 侵擾鄰國占城等，

影響著明朝在南海國家的宗主威望，愬臨祖終於在永樂四年( 1406)

十月對安南發動戰爭，佔領其地，這樣對南海國家來說是極爲震

撼的力量，而大明帝國的威望 則達到最高點。 78

爲了突破西洋國家未 能穿越馬六甲海峽前來中國朝貢的困
局，照屎�且即位便下令大造海船，預備穿越馬六甲海峽往西洋各

函訪問貿易。鄯担的西洋艦隊經過一年多的準備與集訓後，墮菡

祖於永樂三年( 1405)六月己卯（十五 日）下令 「 遣中官鄯担等齎敕往

諭西洋諸國，並賜諸國王金織、文綺、綵絹各有差。 」 79當時鄯担

統領二萬七千多人，戰船六十二艘第一次下西洋 ， 於永樂三年( 1405)

76 張輔 監修，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12 上，頁 205 。
77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卷 35• 頁 613 。
78 詳參墅主笠荅， （征戰與棄守 · 明代中越關係所究），頁 25-68 。
79 巫昰監亻彥， （ 明 太 宗 實錄），卷 43• 頁 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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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 間途經南海時，震憾效應已經出現。就在永樂三年的九

月，入中國朝貢的南海及西洋國家計有：爪哇東王、舊港、暹羅 ·

滿剌加、西洋古里 ｀ 蘇門答剌、回回以及爪哇西王隨同旁近小邦

碟里、日羅夏治、金貓里等入貢。80

西洋諸國不能前來朝貢和貿易，主要是爪哇阻撓的結果。如何

處理此事又不與爪哇正面衝突？正考驗愬瘟�與鄯�的智慧。呾

醞似乎是利用分化手段來瓦解爪哇在舊港的勢力。81 與此同時，

爪哇東西王內戰時又誤殺了 1 70 名明軍使者。由此可見，明朝與

爪哇的關係更 加複雜，殂臨�詛似不願重蹈元世祖忽必烈的覆轍，

避免直接跟爪哇衝突，而是斷其右臂，殲滅舊港勢力以穩住海峽

的暢通。82

由於爪哇東王不承認西王威格拉瑪跋逹拿繼承滿者伯夷的統

治權威，東西二王發生內戰，削弱了爪哇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

1 401 年內戰再度爆發， 1 406 年西王成功暗殺東王，取其首級回滿

者伯夷。83內戰期 間，剛好有 「朝廷遣使往諸番圉，經過東王治所 ，

官軍登岸 市易，爲西王兵所殺者七百十（應爲一百七十）人。」 這批

被殺的明使者並非鄯担的隨員，塵担第一次下西洋(1405)沒有訪問

爪哇。如果是鄯担隨員使者被殺而不加以反擊，不符鄯担艦隊的

80 巫揸監伶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46 • 頁 709-716 。
81 祥參本書 第 五 爲 。

82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71 • 頁 987 。
83 今主星瑨 ， （ 東 南 亞 史 ） ， 頁 129 ; 11, 笠旦� . � 呈• · 叄世壅繹 ． （ 印 度

尼 面 亞 史 ） 〔 Sanusi Pane, Sedjarah Indonesia ) • 頁 130-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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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入 丶 鄭和航海 圈 中 的爪哇國
正繹 ， （ 武信志 ） （ 收入 （磧伶困厙全書） ， 子部第 963-966 冊 ， 上海市 ： J:.海古
籍 出 阪社 ， l997) 卷 240 I 頁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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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性格 。 爪哇西王對此事沒有即時道歉，及至永樂五年(1407)

九月，爪哇西王才遣使者前來朝貢謝罪 。 84因爲爪哇西王意識到南

海情勢已經轉變；一是明朝八十萬大軍平定安南的消息已傳抵爪

哇 ； 一是鄭担艦隊回航突然發動對舊港戰爭，一舉殲滅隗詛義，

這兩項事件令爪哇西王震撼不已 。 無論如何，由於明朝平定安南

及塵担下西洋兩項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確實已震撼了整個南海地

區 。

C, 

圖 九 、 鄭和途經杜板 、 革 兒昔 、 蘇兒把牙 、 章娣抵達滿者伯 夷都城路線 圖 （繒
圖 ： 甕主竺： 、 奎遺遵』

鄯担第二次下西洋( 1407)
85曾往訪爪哇，並帶同塑筮詛敕諭警

告爪哇國王（西王）說 ：

爾 比與 束王搆兵， 而 累 及朝 廷所遺使百 七 十 餘人 皆 殺 ， 此何

84 張輔 監修， （ 明 太 宗 實 錄 ） 卷 7 1 I 頁 997 •

85 今 本 古 附 表 一 〈 鄯和下面洋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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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 也 。 且 員 與束 王 均 受 朝 廷封 為 ， 乃 逞貪忿 ， 擅滅之 ， 而據

其 地 ， 違 天 逆 命 ， 有 大於此乎 ？ 方將 興 師 致討 ， 而 遺 亞 烈 加

是 等 詣 闕 讀 罪 ， 朕 以 鑷 能侮過 ， 灶止 兵 不 進 。 但 念 百 七 十 人

者 ， 死於 無 辜 ， 豈 可 己也 。 即 輸黃 金 六 菡 兩 ， 償死者之命且

贖 爾 ， 庶 幾 可保 員 土地人民 ， 不 然 間 罪 之 師 ， 終不 可 已 ， 安

南 之 事 可 鑒 矣 。 86

這封警告信提及兩年事：一是擅滅爪哇東王而佔有其地；一是

誤殺朝使百七十人。 這兩事本將「興師致討」 ， 而爪哇西王遣使

謝罪，因此「止兵不進」 。 男盛詛對於東王之事似沒有再追究 ，

但誤殺使者則要西王賠償「黃金六萬兩」 ， 並以安南事件來警告

爪哇。

曾隨鄯和出使爪哇的墨壓，記錄了入滿者伯夷都城的路線 。 他

們的船隊抵達爪哇東海岸 的杜板(Tuban) , 往東半日至 「 新村 ， 番

名 革兒昔(Gresik)」 ， 然後往南 「船行二十餘里 到蘇魯馬益 ， 番名

蘇兒把牙(Surabaja • 泗水） ， 其港口 流出淡水 。 自此大船難進 ， 用

小船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 」8
7墨覧提及以上的地點都有廣東人 丶

漳泉人居住 做生意 ， 新村原是沙灘之地 ， 因中廠人來此定居而繁

榮起來，而村主也是廣東人。這裡的中國人 「 多有從回回教門 ，

86 巫揸監修 ， ｛ 明 太宗 實錄 ） ， 卷 7 1 , 頁 997-998 •

87 !:! 塾撰 ， 専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臺北 ： 臺灣两務印書館 ， 1962) •

頁 8-9 。 引 文 中 地名之英文以比圖 改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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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持齋者。」 88龐大的鄯担船隊抵達蘇兒把牙後，再乘 「小船行

七、八十里到埠頭名章姑(Changkir,Tjanggu) , 登岸 西南行一日半，

到滿者伯夷，即王之居處也。」 89滿者伯夷城即當時西王的統治中

心 ， 由於西王曾殺死明朝使者 170 人，相信鄯担一定有防禦準備

和警惕，並在軍容鼎盛，聲勢浩大的狀況下進入滿者伯夷的都城。

區沒有 寫到雙方談判及會見的情景，似乎氣氛並不緊張 ， 因

爲匾薑說到觀賞了一場遊戲，可說是一場國家慶典：

國 王令 妻 坐－塔車于前 ， 自 坐 一 車于後 。 其塔車 高 丈餘 ， 四

面 有 富 ， 下 有轉軸 ， 以 馬 前拽 而 行 。 至會所 ， 兩邊撮列隊伍 ，

各執竹鑄一根 。 共鎗實心無鐵 刃 ， 但削 尖 而 恙 堅利 。 對手 男

子各撝委奴在彼 ， 各妻手執三尺短木棍 ， 立於其 中 。 聽鈹剌

那 剌 則 退散 。 設被戳死 ， 其王 令勝者與死者家人金伐一 箇 ，

死者之妻隨勝者 男 子 而 去 。 如此勝 負 為戱 。 90

文中的會所就是圖十中的活動場(Bubat field) , 是皇家慶典的所在

地。這活動場在 135 1 年曾舉行一次皇家婚禮，滿者伯夷國王娶巽

他公主爲妻。巽他國王從西爪哇親自送公主到東爪哇，婚禮一開

始宰相卡査瑪達要求巽他王以藩屬的身分 向國王進貢女兒，巽他

王認爲他不是滿者伯夷的藩屬，結果代表團 全體被殺，而巽他亦

88 珥撲 ， 血校注 ， （瀛涯勝覺校注） ， 頁 8-1 1 。
89 互塾撰 ， 専校注 ， （瀛涯勝覺校注） ， 頁 IO .
90 旦塾撲 ， 専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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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滿者伯夷的藩屬 。 91

Scale J : 20,000 

圖 十 、 十 四 世紀滿者伯 夷城平面復原 圖

12 

說明 ： I 祭壇 2 皇 家總部 3 活動塲 4 市場 5 卡查瑪達官邸 6 官 員 住宅區 7 王
室 家屬 住 宅 區 8 法院 9 會堂 10 安場 I I 濕婆廟 12 水灌項 13 皇 宮 14 佛寺
15 條道院 1 6 # 廟
參 Jan M. Pluvier,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p. 14. ( 中 文為筆者所加）

還好鄭和使團到訪時 ， 像這樣的不幸事件並沒有發生 。 因爲當

時卡査瑪達已過世 ， 而 滿者伯夷勢力正開始走下坡 。 但是鄭�帶

來的警告 ， 爪哇似乎並不懼怕，西王對墮毖詛的警告一年後才有

所回應，可見滿者伯夷仍然在觀察中國的實力 。

永樂六年( 1408)十二月爪哇國西王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 ，

91 參星旦箸， （束南亞史 ） ， 頁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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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認爲 「 償金尙負五萬，宜下法司治之。 」 墮臨�則以息事寧

人說 ： 「 朕 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 ！ 今既能知過，

所負金悉免之。」 92當然墮瘟詛知道爪哇的霸權已經受到壓縮，不

必爲黃金五萬兩斤斤計較。祖筮�仍然對爪哇有所尊重及警惕，

如爪哇在永樂十一年(1413)九月來投訴滿剌加索舊港之地。 墮臨祖

回覆說 ： 「比聞，王以滿剌加 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 朕推誠

待人，若果許之，必有敕諭。 王既無朝廷敕書，王何疑焉？下人

浮言，慎勿聽之。」 93事實上，塑坞祖不願正面與爪哇衝突，他是

運用外交技巧，朝貢貿易制度，以及鄯担下西洋的配合，使爪哇

完 全陷入以明朝爲主體的南海國際新秩序之中，而爪哇的周邊國

家也紛紛 來中國朝貢。

例如自洪武 四年(1371)只來朝貢一次後不見影蹤的浮泥，終於

在永樂三年(1405)十一月第二次前來朝貢，並獲賜國王印誥、敕

符 · 勘合等 。 94永樂六年(1408)八月 ， 「 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惹

(Maharaja Gana) , 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來朝。 」 9S淳泥國王

已看到南海形勢的轉變，決心投向明朝。十分不幸的是，淳泥國

王在永樂六年十月 乙亥（初一 日 ）病逝 於會同館。 96墮臨祖 「命其子

逗(Hiwon , Muhammad I)襲封國王。」 當時逗圧並未隨父親來華，

92 瘞揸監1彥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86 • 頁 1 137-1 138 •
93 巫揸監侈 ， （ 明 太 宗 實錄 ） ， 卷 143 • 頁 1704 。
94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T錄 ） ， 卷 48 I 頁 733 : 卷 49 • 頁 737 •
95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82 I 頁 1 106 •
96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84 • 頁 1 1 17 。



- 60 - 海禁 妁轉折 ： 明 初 東 亞 沿 海 國 際形勢與鄯和下 面 洋

接到呾庠詛 「 賜敕撫慰」 才趕來奔喪。逗迂亦想擺脫爪哇，趁機

向愬感祖求助說 ： 「 本國歲貢片腦，供爪哇片腦四十斤。乞敕爪

哇罷貢，請以進朝廷。 」 又請明朝遣使護送回國，護送軍留鎮該

國。由此可見，新國王逗圧與其父親同一心態 ，就是脫離爪哇的

控制。翌臨祖遣使爪哇「令罷淳泥所供片腦」 , 9
7趁機削弱爪哇勢

力，並派遣 「中官張證、行人國魴，護送嗣淳泥國王逞胚等還國。」
9

8中官張諶、行人匱舫，在浮泥留鎮了差不多二年，在 永樂八年

(1410)九月 才回到中國。99當時護送軍有多少，史無記錄，但應有

一定數目，否則如何保護淳泥免受爪哇的干擾？

腮盛凪對於海外國家，無論大小，凡來朝貢的都給予禮遇，並

賜與國王之印 ，以維繫中國規範下的宗藩關係。 墮感祖利用這種

宗藩關係，逐步建立明朝在圍際間的威望 ，且有意無意 間削減了

爪哇在南海的霸權。滿者伯夷的光輝已照不到周邊，又如一直與

明朝沒有接觸的蘇祿(Sulu)三王，也在永樂十五年( 1417)八 月 結伴

來中酮朝貢求封。 100永樂十八年(1420)十 月 ，又 有 古 麻剌朗國

(Komalarang • 在 菲 律 賓 棉 蘭 老 島 西 部 ） 國王 幹剌義亦敦奔

(Konrayietupun)率妻子暨陪臣，隨太監噩證來中國朝貢，墮臨祖命

禮部宴之如蘇祿國王。101這麼多南海國家國王親來中國朝貢，是

97 巫植監 修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85 • 頁 1 127-1128 。
98 瘞植監修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86 , 頁 1 133-1136 。
99 巫旦監1多 ， （ 明 太 宗 實錄 ） ， 卷 108 • 頁 1398 。
100 張輔監修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港 192 • 頁 2021 。
IOI 巫揸監1多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30 • 頁 2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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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空前盛事 ， 明成祖已將明朝帝國威望推上歷史的新高

度，爪哇滿者伯夷王朝卻被遺忘在南海的歷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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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丶 护苹I \i:I Ri:I 

南海地區有其本身的歷史演變過程，從公元前後出現的扶南王

國，到七 、 八世紀出現的室利佛逝帝國，九世紀的吳哥王朝，十
一世紀的三佛齊、以至十三世紀出現的滿者伯夷王朝，都是南海

地區本身自主性的歷史演進，鮮受外來力量的干擾。中國在元代

及以前，對越南北部的影響較強烈，介入當地政治亦深，但對其

他南海國家只有表面上的朝貢關係，並沒有強烈的影響 力。元代

出兵爪哇試圖建構在南海的支配 力量，結果是失敗告終，南海新

興帝國滿者伯夷崛起，勢力涵蓋爪哇附近的馬來群島地區，成爲

南海的宗主國。 丟本詛上臺，嚴格執行海禁及推行朝貢與貿易政

策，這一政策觸動了滿者伯夷的政治神經，雙方進行一次隔空的

角 力。無可否認墮本緝是失敗了，除了滿者伯夷勢力範圍以外的

暹羅、真臘和占城仍來朝貢外，已經沒有南海國家前來朝貢，連

西洋各國 也因爪哇的阻礙而不能越過馬六甲前來中國朝貢及貿

易，墮本詛晚年的中國在南海的威望跌至最低點。在這種國際形

勢下，兕邱�凪以篡位手段登上皇帝大位，當然要有一番作爲才能

超越歷史的指責 ，下西洋造就萬國來朝的局面顯然是順理成章的

事 。一是國際形勢的需要不得不然，一是轉移臣民的視線邁向更

高 、更傳大的帝王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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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東海捲波 ： 日 本暴府將軍 的妥協

一 、 前言

鄯担下西洋研究不斷推陳出新，但有關鄯担與日本的研究則因

史料闕漏或不完整而乏人問津，學術 界似早已定論鄯因沒有東渡

日本。1不過，近年來大陸有關鄯担出使日本的論文陸續出現，掀

起中日學者熱烈的討論，然而到後來似乎有點意氣之爭了，實在

令人遺憾。2雖然這課題已有學者發表論文，不過，對於鄯担出使

I 案：由 紀念偉大抗海家塹狂下面洋 580 周 年 毎備委 員 會和中國餓海史所究
會合編的 （鄯和芍究資 料選編） 一 書 的 附 錄 有 〈 八十 年來國內 外關於壁主
珊究的論 圣 目 錄 〉 並沒有墊主與 日 本的棓關芍究（見頁459-520) 。

2 近年引 超討論的 文 章 有 ： 山 東大學盪竺 〈 壁 些 使 日 問 題初探 〉 收入 （壁主
下面洋論文集）（由紀念偉大拭海家壁主下面洋 580 周 年母備委 員 會和中國
抗海史可究會合編， 北 京：人 民 交通出版社， 1985) • 該 文 已 奇 定晝堡巴在 永
樂.::...年 愴 出 使 日 本 。 之後是大陸學者箜4杜桓 〈 海J:. 示 威 ． 患在倭 寇 〉 收入
（壁生咽究）（ 中國南京塹些研究會）， 1994/1 , 頁 1-3 , 再次奇定豐主！曾 出

倢 日 本 ； 日 本學 者 岡 田鴿－針對 這 一 問 題 寫 過 一 篇 〈 歷狂的坑跡：塹主下
面洋前來過 a 本嗎 ？ 〉 一 文 由蠱且迏庠， 收入｛壁主芍究）（中國南京tt
畊究會）， 1997/2 , 頁 12 , 共論述基本否定壁主澶來 a 本 ； 又 留 日 學者埜墊
翌痊表 〈 壁往下面洋前使 日 之探討 〉 收入｛鄭和珊究）（中國南京墊主所究
會）， 1997/4 , 頁 4-1 1 , 緒論是 「 尚 蘿得到屯論 」 ； 由 浙 江大學 日 本文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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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過及來龍去脈則交代不明 白，不能把當時的歷史情境呈

現在 讀者眼前 。

關於鄯和與日本的關係，鄭痙辺 《 日本一鑑） 3便有所提及。

鄯翌班是在明朝嘉靖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555-1557)出使日本，他

在 《 日本一鑑 ． 窮河話海》 中說： 「 永樂甲申（二年， 140 4)• 倭寇

直隸、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鄯鉭往諭日本王。」4又提及鄯担出使

日本負有討倭寇的任務，他說： 「 永樂甲申 ，中官鄯担使日本。

惟時倭寇浙江、直隸地方，故遣鄯担奉敕討賊。」 5又引 錄 「 三寶

太監出使日本」 的針路資料。6從鄯薤步提供的史料，已證明鄯担

究所孟且主編的｛中 日 關係史料與所究）（北京 ： 北京 111 書館出版社，2002)
收入塗翌坌教授 〈 論明初杰出的 外 交 家鄭和三大出使 日 本〉 一 文等等 。 以
J:. 的討論有 時流於悉 氣之爭，如 「 ｀` 甕主出使 日 本說＂， 也許 只 是 明 人 的 幻
想 而 已屯 ？ 」 又如出現 「 武斷 丶 皐橫 富 刻 薄 」 之語 。

3 壅色翌撲，｛ 日 本一鑑 · 窮 河語海）上冊 丶 中冊 丶 下冊 ； ｛ 日 本一鑑 · 桴
海 圖 經） 壹 冊 ； { a 本一鑑 · 絕 島 新編）全 冊，按該書共五冊，民國二十
八年據行鈔本影印，台北 ： 中央畊究院藏。

4 壁色疸撲，｛ 日 本一鑑 ． 启 河語海）下冊， 卷 6 • 頁 7 。
5 壅撲 . { 日 本一鑑 · 窮 河語溝）下冊， 卷 9 • 頁4 。
6 案 ： ｛ 日 本一鑑）曾 引 { 'l!!1 海拉南）所載 「三 靑 太監 出使 日 本 」 的針路 「 自

太倉劉 家河津痊 · 用 正 乙紙約僅一 更， 平吳松江 。 用 卯 乙縫紙約 一 更平 實
山， 至南匯觜 。 用 乙辰縫緘出港， 打 水 六 七 丈， 見沙泥底， 鹹約 三 更，見
茶 山 。 打 水三四 丈 ， 用 T 未堤鋮， 次 垧 申 縫鋮， 共 約 三 更，過大 七 山 ｀ ＇」丶
七 山 ， 至灘山東北，打水三四 丈 。 用 正T"-或午T繞鋮， 約 三 更 至 霍 山 。
用 正午緘，取面後門 。 用 其 已... . 約 三 更 至 茅 山 。 用 萁 已繞籤，取廟 州 ,,, '
水深流急，我從「1 右 而 行，至升矗嶼。 用 T 未縫籤，取崎頭山， 山 湄水急 ．
打水四丈餘，過雙瓖港，港水 亦 急 。 用 丙 午縫鑷，約 三 更 至 孝順洋， tr*
五 六 丈 ' ;欠亂礁洋，打水三四 丈， 見泥底 . .:.k_韭山， 山面有 樵（礁） 。 用 正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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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永樂二年( 1404)出使日 本 。 其實，在嘉 靖 、 萬 曆 年 間

(1522-1619)出版的史料中涉及鄯担與 日本的記載不少，但是，永

樂二年( 1404)中日史料都缺乏鄯担出使日本的明確紀錄。

值 得留意的是，當鄯担下西洋時，中日關係已 得到解決，雙方

建立了宗藩關係，並以十年一貢定約，而日本又協助明朝追捕倭

寇，送到中國審判等等。中日這種不尋常現象，應是墜臨詛整體

戰略的重要環節，很難想像如果中日關係不友善，倭寇繼續來擾，

鄯担下西洋之壯舉是否還能順利進行？相反而言，日本若不是遭

受強大的軍事壓 力，又怎會接受明朝的安排？因此鄯担下西洋之

前，似曾參與處理中日 關係的任務。 本文希望通過史料的考證及

形勢的分析，重構這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二 、 明太祖對 日本外交的挫折感

生元壅在元順帝二十七年( 1367) , 勢力已到達浙東沿海區域，

7該年的十二 月下令置市舶提舉司，8當時墮本祖對海外貿易仍然採

取開放政策。 洪武 元年( 1368)的二月 及三月，福建、廣東相繼降附，

紙 ， 約 三 十 更 ， 至 日 本港 口 玕鷈 山 ， 即 屋 久 島 。 」 參 見壁色翌撰 ， （ 日 本
-• · 桴 海 圖 經 ） ， 卷 1 • 頁 6 。 當 然 這裡 的 三 實 太 監 不 一 定指墅.E . 因 為
在永祟三年(1405)及九年(141 1 )宦官玉旦皙 出 使 日 本 ， 他的頭銜也稍三｀
監 。 參巫昱監修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48 • 頁 732-733 : 並冬墾釜卫撰 ， （ 玉
漳圖編） ， 收入 （ 四 庫全書珍本） ， 卷 2 ' 頁 7 。

7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恙 27 • 頁 410 : 428 。
II .1_亙立 監條 ， （ 明 太沮T綠 ） ， 卷 28 下 · 頁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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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此長江以南沿海全部底定。 不 過，這一年的五月 ，浙江昌國州

蘭秀山民聚眾暴動，入象山縣 「 執縣官，劫民居。」 10更值得留意

的是當時 「 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間輒傅岸 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 。

I I由於沿海潛在一些不穩定因素，明太祖開始採取海禁，即人民不

得下海通番。 洪武元年八月，孟壓�童北走，圭孟�壅政權才算確立

正統地位。 同年十二月 ，墮本凪隨即派使者出使高麗、安南，告

以中國改朝換代的消息。 12洪武二年( 1369)正 月 迥庄錏祖又遣使「以

即位詔諭日本、 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 13他在寫給 日本國王的

國書說：

自 去歲 以 來 ， 珍絕 北 夷 ， 以 主 中國 ， 淮四夷 未赧 。 間 者山東

來奏： 「 倭兵數寇海邊 ， 生離人妻子 ， 損傷物命 ， 故修書特

報正統之事 ， 兼諭倭兵越海之由 。 認書到 a , 如 臣 ， 奉表 來

庭 ； 不 臣 ， 則修 兵 自 固 ， 永安境土 ， 以 應 天 休 。 如 必 為 寇 盜 ，

朕 當 命舟師 ， 捅帆諸 島 ， 捕絕其徒 ， 直抵其國 ， 縛其 王 。 豈

不代天伐不仁者哉 ， 淮王圖之 。 」 14

愬本詛語氣一方面反映倭寇侵擾沿海的情況，另方面警告日本國

王要好好管理倭兵，否則便出舟師 「 縛其王」。 在這種氣氛下，

9 .llil. 監1多 ， （ 明 太征實錄） ， 卷 3 1 • 頁 542 。
1 0 �  監修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32 , 頁 559 •
＂ 盤撰 ， （ 明 史 ） ， 罨 130 , 頁 3832 。
12 ll:t監亻彥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37 • 頁 749-751 。
13 ..1.. 亙主監侈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38 • 頁 775 。
14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 卷 38 • 頁 785-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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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 兩國的外交關 係很難有好的結果。

當時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已向明朝稱臣納貢，而日 本正處於

南北分裂之局。1336 年足利尊氏趕走後醍醐天皇，自稱將軍，擁

立光明天皇，是謂北朝，並將後醍醐天皇幽禁。其後後醍醐天皇

逃入吉野，另立朝廷，是謂南朝。當時南朝得九州大宰府擁護，

而九州大宰府一向是處理與朝鮮 丶中國外交與貿易的機構。當 1 368

年明朝立國時， 日 本南朝長慶天皇即位，開始與北朝長期戰爭，

無暇顧及九州，而南朝的懷良親王則在九州大宰府自行其事。 IS

因此明朝使者抵達九州時，是懷良親王據地自雄的時期，明朝

也不清楚當時 日本南北分裂之局。而懷良親王也不知中國的內部

變化，對元朝的警惕並未解除。因而對明朝有所疑慮，不願回應

朝貢之事。最麻煩的是倭寇在沿海的騷擾並沒有停止 甩比每風對

於這種現象顯 得有些不耐煩，他在洪武三年( 1370)三月再次遣使警

告 日本，並表示 「 方將整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

始知前日之寇 ， 非王之意 ， 仍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 16事實上，

自 明開國以來 「 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間輒傅岸 剽掠，沿海居民患

苦之。帝數遣使齎詔書諭日本國王 ， 又數絕 日 本貢使，然竟不 得

倭人要領 ． 帝深以爲慮。 」 17 日本不明確的態度，使墾本詛對沿海

完全放心不下 ， 但是墮本�並沒有出兵 日 本的野心，我們可從墮

1 5 巫至基i- ' { 中 日 關 係 史 ） 卷一 ， 頁 208-209 •
16 .I.. 亙立監修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50 • 頁 987-988 •
＂ 巫撲 ， （ 明 史） ， 卷 130 • 頁 3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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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詛對省府臺臣的諭示中窺知。他在洪武 四年(1371)九月說： 「 朕

以諸蠻夷小圈，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

伐之。」 18這一宣 示明確的寫在 《祖訓 ），而據《大明會典）所載
「 不征諸夷」中包括 日 本在內。 19由此可見 甩比這且完 全沒有用兵

海外的想法。

明初的海禁與倭寇關係密切，在強調海禁外，又加強了防倭措

施。 「 洪武五年(1372)• 始令浙江 、 福建造舟防倭。」 20洪武六年

(1373)又加強防倭的戰略； 「 增置多櫓快船，無事則巡徼，遇寇以

大船薄戰，快船逐之…每春以舟師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 。 」
21明太祖對日本的不信任感越來越強烈，記得洪武二年(1369)蠱塹

出使日本交涉倭寇事，向 日本提出明太祖的警告 「 如必爲寇盜，

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 22結果，

18 ll_i_監1彥， （明太祺實錄），卷 68 , 頁 1 277-1278 : 並 見 （明太沮項訓），
卷 6 • 頁485 。

19 損 （大明會興）所 載 「 不征諸 夷 」 計 有 「 朝 鮮 、 日 本 、 大小琉球 丶 安南 丶
真臘 、 暹矗 ｀ 占 城 、 蘇 門 答臘 、 面洋 、 爪"1 ' 彭 亨 ｀ 百 花 、 三佛齊 、 淖 泥
凡十五國 。 」 參重扭往重條， （大明會典）， 卷 105 • 頁 1 585。 案：大小
琉球據 （大明會典）所記 ： 「 大琉球輈 貢 不 時， 王子及厝 臣 之子階入太學
讀 書，禮待芒厚。 小琉球國不通往來， 不 曾 輯 貢 。 」 （卷 105 , 頁 1 587)大
琉球即 今 日 本沖 繩，小琉球愿4自台灣 ； 百 花或即百 花囯，其地在爪哇西部 。
參堡韭星等編，（古代南海地名 匯釋），（北 京：中 華 書 局，1986)• 頁 3 1 3-3 14。
又面洋泛指 印度與阿拉伯等地的國家。

20 主重1多， （大明會典）， 卷 105 , 頁 1586。
21 張廷玉撰， （明史）， 卷 91 , 頁 2243-2244 •
22 ll:t監亻多， （明太詛實錄）， 卷 39 • 頁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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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良親王怒殺明使五人，拘囚正使盪堅、皋幺�壅二人三個月 ， 始

放歸。2
3雖然洪武 四年( 1371)搪良遣使入貢 ， 但是墮本詛已知道日

本政局噯昧不明的狀況，他弄不明 白究竟誰是真正的交涉對象。

因此 ， 明朝有意拉攏琉球來制衡日本，洪武 五年( 1372)春正月 甩 且

本祖派遣揚堅持詔諭琉球廠。24而這一年底 ， 琉球正式向明朝入

貢，並很快進入了親密的階段。 25

可是，倭寇的侵擾則越來越激烈。洪武 五年七月，倭人寇掠「福

州之福寧縣 ， 前後殺掠居民三百五十餘人，焚燒廬舍千餘家，劫

取官糧二百五十石。」 26而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僑，率兵討倭寇時，

中流矢而殉職 。爲了對付倭寇的侵擾，祖本�且已不寄望 日本的合

作，並加 強沿海的自我防禦。他詔諭 「浙江、 福建瀕海九衛 ， 造

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 2
7洪武七年( 1 374)六月， 日本入貢

卻沒有表文 甩且本祖不滿的敕諭中書省說 ：

向 者國王且呈 ， 奉表來貢 ， 朕 以 為 日 本正君 ， 所以遺使往答

其 悉 。 豈 悉使者至 ， 彼拘 留 二載 ， 今年五月 去舟塤還… 今 日

本 蔑 棄 禮法 ， 慢我 使 臣 ， 亂 自 內 作 ， 其能 久乎 ？ 爲 中書其移

書諭以 朕 悉 ， 使其改過 自 新， 轉禍為 福 ， 亦我 中國撫外夷 ，

23 參張亮振 藩 ， （ 中 日 關 係 史｝ ， 頁 209 。
24 � 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罨 71 • 頁 1317 。
25 張廷玉撲 ， （ 明 史 ＞ ， 卷 2 ' 頁 28 。
26 ll:t監侈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75 • 頁 1393 。
27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75 • 頁 1390-1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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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禮 專 人心 以 善之道也 。 28

當時 ， 日 本蕃臣志亞志 、 島津越後守臣氐么等 ， 同一時間遣使朝

貢 。 明太祖以 「氐么等無本國之命 ， 而私入貢 ， 仍命卻之 。 」 29

由此可見 ， 明朝與日 本的朝貢關係根本無法確立 ， 因爲 日 本正

值南北朝( 1335- 1392)時代 ， 各地大名呈半獨立狀態 ， 都在爭取經

濟利益 。

由於兩國關係不正常 ， 而倭寇常在沿海出沒侵擾 甩比虹且當然

極爲不悅 ， 他曾質問 日 本 ： 「 果然欲較勝負 ？ 」 30這是里本祖在洪

武十三年(1380)十二月 給 日 本的警告 。 而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 ，

日 本懷良親王又遣僧人如搖入貢 ， 卻遭到胆本詛的拒絕 ， 更命禮

部移書指責 日 本說 ：

但知環海 為 險 ， 限山 為 固 ， 妄 自 尊 大 … 今 乃 以敗元為表勝 ，

以 泯 爾 之積 為 大 … 邇年以來 ， 自 誇 強 盛 ， 縱 民 為 盜 ， 賊客 鄰

邦 。 若 必 欲較勝 負 ， 見是非 ， 辯 強 弱 ， 恐非將 軍之利也 ， 將

軍 審 之 。 」 3 1

可見自 明朝開國以來 ， 中 日 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之中 ， 而洪武

中葉以後因爲呾本詛完全回絕 日 本的朝貢 ， 中 日 的外交進入冷凍

時期 。

2
8 ll:t監1彥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90 • 頁 1581- 1582 。

29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90 • 頁 1582 •

30 l.ll監1彥 ， （ 明 太征實錄） ， 卷 134 • 頁 2136 。
31 ll:t監1.f ' ( 明 太禕實錄） ， 恙 138 • 頁 21 73-2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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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留意的是在洪武十六年( 1 383)以後 甩庄頌凪正積極推動朝

貢與貿易一體化的政策 ，即以勘合文冊作爲朝貢和貿易的憑證，

使來朝貢的或出使的都有憑照爲證。32勘合文冊第一次頒發給暹

羅、 占城、真臘等國， 「 凡中國使至，必驗勘合相同 ？ 否則爲僞

者 ， 許擒之以聞。 」3
3男本祖的勘合文冊原本是有 特定的頒授對象，

那就是 「 南海諸番國地方」 。34因此 日本 、 琉球並不在列 ， 而高麗

（朝鮮）及安南因陸路朝貢也不在列。就是到了永樂朝( 1 403- 1 424) •

《大明會典） 所列的勘合國共有十五國，也沒有琉球、 高 麗 和安

南，但是卻列出日 本。35由此可見，壁臨詛賜予日本勘合文冊是一

種權宜 做法，卻反映出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特殊性。

32 ll:t監1多， （明太祺T錄） ， 卷 129 , 頁 2046 。
33 ll:t監修， （明太沮實錄）， 卷 153• 頁 2399 。
34 據 8 本古籍 中 （ 戊子入明記）一 言的記錄，很 清 楚 的轉錄 了 禮部 有 開翌主

祺最初的〈聖 旨 〉 ： 「 查得洪武十 六 年 間 ， 欽奉大（太）沮皇 帝 聖 旨 ： 南 海
堵 番 國地方，遠近不 等，每年 多 有 番 描往來進 貢 及做 實 會 的 。 （來）的人 多，
假名託姓，事是不,..'艱以積考，致使外國不 能 盡 其 盛 款 。 又怕有去的人 ，
,tfl. 朝廷差使，到那裡生 事 、 需 索 」 是 客他不便 。 悠禮部家里立半 印勘合
文 簿，但是軔廷差去的人，及他那裡老（到）來的，都妻將 文 言 比對珠墨子（字）
號棓 同，方可玭信 。 活 比對不 同 或是 無 文 書 的，便是假的，都芊將來。 欽
此 。 」 參 見近藤瓶域校， （ 戌 子 入明記），收入 （ 續 史 籍 集 覧），第一冊，
頁 974 。

35 {大明會典）紀錄的勘合國計 有： 「 暹 聶 丶 日 本 、 占 域 、 爪呋 、 滿東1J加 丶
真臟 丶 蘇祿東王 、 蓺祿 凸王 · 蘇祿咽王 ｀ 柯 支 ｀ 淖泥 、 錫 蘭 山 丶 古 里 、 蘇
門 答剌 、 古 凪 剌 」 等 十 五國 。 參 見更旦沮：重修， （大明會典）， 卷 108 •
頁1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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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朱棣篡位與中 日邦交的恢復

明太祖時因倭寇問題，兩國關係並沒有正常化。日本幕府將軍

足利義滿於 1378 年迫降南朝，其後又先後平定明德之亂( 1391)和

應永之亂( 1399) • 足利義滿終於掌握九州沿海貿易控制權。當時九

州商人肥矗建議展開與明朝的貿易，中 日 關係就在建文朝最後一

年恢復正常，不過當時明朝內戰，建文政權正讓渡與生捷（塑惡祖）。

洪武 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九月 ，墮惑詛即位後，隨即

「遣使以即位詔諭安南 、暹羅、爪哇 · 琉球 洶 日本 、 西洋、蘇門

荅剌 、 占城諸國。」 並對朝貢與貿易作出明確的指示：

太福 高 皇 帝 時 ， 諸 番 國遺使來朝 ， 一 皆過之以誠 。 其 以 土物

來市易 者 ， 悉聽其便 。 或有 不知避忌 ， 而 誤 干 憲條 皆 兀宥 之 ，

以懐達人 。 今四海一家 ， 正 當 麿 示 無外 ， 諸國有輸誠來 貢者

聽 。 爾 其踰之 ， 使明知朕 悪 。 36

墮已解除了洪武十六年以來對日本 和爪哇的絕貢行動。他繼

續執行海禁 和朝貢貿易政策，不過，他改善了一些配套措施，使

明太祖的理念更有效益的落實下來。當他即位伊始，便開始修補

與日本及朝鮮的關係。 他已構思起新帝國的藍圖 ； 營建北京，整

治大運河，準備北伐蒙古，以及打通南海的朝貢航道。 男臨詛的

海洋政策正靜悄悄地展開，南海的國際秩序面臨重組 1壟担下西

洋的大時代即將來臨。

36 堡揸監條 ， （ 明 太宗 實錄 ） ， 卷 12 J:. • 頁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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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海禁的條件下，使朝貢貿易更有效執行，是阻菡詛必須

解決的問題。 永樂元年五月，他下令 「 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

七艘 。」 三個月後又下令 「 京衛及浙江 、 湖廣、江西 ｀ 蘇州等府

衛造海運船二百艘。 」37短短的幾個月 就下令造海船五百艘之多，

他似乎已醞釀了一些想法。六月 ，因上明太祖的尊號及廟號而頒

詔天下， 「 分遣給事中揚聳等十二人爲正副使，頒詔安南 、 暹羅

諸國，仍賜其王綵幣。」 38八月，又大張旗鼓的分遣使者 「 往賜朝

鮮、安南、 占城、暹羅、琉球 、 真臘、爪哇 、 西洋、蘇門荅刺諸

番國王絨綿 、 織金 ｀ 文綺 、 紗羅有差。」 39值得留意的是漏掉日本，

事實上，幾天後出使日本的使者已經確定，他就是左通政趙居丘、

行人張迭和僧錄司右闡教道毖等。40十月，又遣 「 內官丟置等齎詔

往諭滿賜(?)、柯枝諸國。」 41很明顯，墮坞祖企圖重建宋元時期與

西洋之國的交往。

爲了顯示中國的誠意，墮臨祖宣 佈恢復明初市舶司制度。 他明

37 張輔監修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20 上 ， 頁 356 : 卷 22 • 頁 412 。
38 堡楂監修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2 1 , 頁 384-386 。
39 當 時 出 使的官 員 分別 是 ： 「 行人呂壤 、 丘智使南安 ； 按察副使昱退卫 、 行

人昱.:if吏爪哇 、 面洋 、 籙 門 答 剌 ； 玲事 中tl 、 行人盛盪使暹 矗 ； 行人丑
五昱 、 �1吏 占 城 ｀ 真朧 ； 行人達荳 · 對1吏琉球 ； 輪林待沼王延齡 、 行
人星恨使朝鮮 ； 人賜紵絲衣一襲，鈔..::..十五錠 。 使朝鮮者 ， 加衣一襲 ， 及
皮裘狐檳 。 」 參 見埜揸監條 ， （ 明 太 宗實錄） ， 卷 22 , 頁 408 。

40 堡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 恙 22 • 頁 410 。
4 1 亟揸監1彥 ， （ 明 太 宗實錄） ， 卷 24 • 頁 440 。 案 ： 滿賜校勘為 「滿剌加」 ，

但是當年溈剌加仍未來朝 貢 。 又柯枝 即 印度面南岸的柯欽(Coch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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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指出： 「 海外番國，朝貢之使，附帶物貨前來交易者 ， 須有

官專至之。 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於浙江 ｀ 福建 、 廣東設市舶提

舉司隸布政司。」 42墮感詛完 全明白洪武 晚期的孤立，來自兩項因

素的干擾：一是過於要求藩屬國的道德規範 ； 二是沒有足夠的誘

餌吸引藩屬國前來貿易。現在他不再追究日本或爪哇被壅本詛絕

貢的理由，也跟朝鮮維持友好關係。對於占城投訴安南侵擾之事，

則以 「 事已在赦前，茲不深究」 來化解。 43墮臨詛正等待朝貢與貿

易的恢復。永樂二年( 1404)正月二十一 日，里臨祖宣 佈 「將遣使西

洋諸國」 的計劃。44下西洋是一項十分龐大的遠航工 程，牽涉 到的

人 力和物 力都需要一段時 間來準備，艦隊的領導更須精心挑選，

這是空前的構思，必須小心籌劃以策萬全。 龐大的海軍遠征，是

否會削弱本圍海防 力量？似乎是墮臨凪最關切的。 他最擔心的當

然是自明初以來不斷侵擾的倭寇，而倭寇問題又與日本有關 ， 如

果倭寇趁海軍下西洋而全面侵擾的話，沿海地區就處於不 利的時

空環境中。所以，倭寇問題必須儘快解決。

早在妞幺産即位(1399) • 明朝便著 手改變愬本詛對日本的固執

做法，而日本在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的努力下，正積極展開與明朝

的交往。足利義滿於建文三年(1401)以肥矗爲使者 「 通好」 明朝，

愬墨産接見了噩這義（足利義滿）派來的使者記矗和祖凹等，又派遣

42 巫揸監伶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22 • 頁 409 。
43 巫昱監伶 ， （ 明 太宗實綠） ， 罨 22 • 頁 408 。
44 敖輾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7 • 頁 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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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道彝天倫、一奄一如等隨肥矗等出使日本，並頒示「大統曆，

俾奉正朔。」45這樣就開始了中日停頓了十多年的交通。足利義滿

爲了打開對明朝的貿易，對 「詔書焚香三叩，表示臣禮，然後跪

坐啓封拜 讀 」 46以 滿足中國君臣之禮的要求。足利義滿的積極態度

同時表現在對中國內戰的了解上 ， 建文四年( 1 402)他派遣日本僧人

圭蜜 、竺靈、里玄和通事蹠丕孟等隨明使道彝天倫出使明朝時，

便預先擬訂了兩份國書因應情勢呈遞。47

足利義滿的設想是很現實的，當日本使者主藍等抵達中國時，

讎已即位南京。現時留下呈給圭捷的圍書中，足利義滿自稱 「日

本國王臣源」 ， 且在表文中讚美愬菡詛 「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

之昌期。雖垂旖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48這些讚

譽對篡奪而登大位的里臨詛來說是極爲重要的。所以墮尻�即位

詔諭天下，日本也成爲被知會的對象，明太祖時期中國與 日 本的

扞格已暫且放下。 男扆詛登基後便接受了日本的朝貢，雙方的關

係有所發展，這當然是相互努力而促成的。例如 ： 由主�率領的

日本使團三百多人在永樂元年(1403)九 月 才抵達寧波，圭�籃等人

「 私載兵器、刀槊之類，鬻於民。 」這都是違禁品，更不可與民

買賣，因此引起禮部尙書圭至壓極爲不滿，認爲應「當籍封送官」 ，

45 歷昰星編撰， （ 善 鄰 國 唷 記），收入策 書 集 成續編，卷中 ， 頁 l •
46 巫薳， （中 日 關係史）， 卷 一，頁 219 。
47 巫星拯� ' (中 日 關係史），卷一 ， 頁 219 。
4!1 參 見歷憊昱｀編撰， （ 善 鄰 國 唷 記），卷中 ， 頁 1 ; 並 參遶釜坌編， （ 日 明

勣合貿 易 史料），頁 3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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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菡殂則認爲 「 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值市之。毋拘法禁，以

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 49塑庠祖的寬鬆政策當然

受到日本的歡迎，隨後又遣使者趙居丘往賜 「 日本國王冠服、錦

綺 、 紗羅及龜紐金印 。 」 50日本能獲賜 「 金印」 顯示中日關係最爲

親密，與明朝友好的暹羅只獲賜 「 鍍金銀印」 。 由此可見，塑瘟

詛的 做法就是收買人心，取信 於日本，目的是去除愬本詛時代兩

國惡言相向局面 。

四 、 永樂二年(1404)捕倭與明使出訪 日 本

事實上，當墮毖詛對日本表示善意的同時，中國沿海仍有倭寇

出沒，不時上岸 劫掠，墮瘟詛當然希望 日 本合作共同打擊倭寇的

侵擾。（籌海圖編） 透露 「 永樂二年( 1404)四月，對馬、壹岐倭寇

蘇松，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 5 1阻臨祖在五月 便下令

「清遠伯工友充總兵官，都指揮僉事經義充副總兵，師往海道巡

哨，如遇寇賊，就行剿捕。 仍戒玄等遇番國進貢虹，不 得擾害。」

52可是，在永樂二年六月，呾菡詛又指責捕倭總兵官盂友等縱容 「 海

寇登岸 ，殺掠軍民 。 」 當時，倭寇登陸侵擾的地點是在直隸、浙

江沿海的 「大謝、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諸處。」 塑臨詛命令捕

49 亟揸監條， （明太 宗實錄） ， 卷 23 , 頁426-427 。
50

巫揸監伶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24 • 頁438 。
51 星至墨摸 ， （ 籌 濤 圖 編） ， 卷 6• 頁 1 7 。
S2 堡植監條， （ 明 太 宗T錄），卷 3 1 • 頁 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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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總兵官工友立即 「 整飭將士，晝夜運謀，奮 力剿除此寇，以贖

前罪 。 」 並 特別吩咐說： 「 寇多譎詐，巧於窺伺，宜善爲 進止，

務出萬 全，庶副朕委任之重 。 」 53從發佈命令的語氣來看，這當然

不是對付一般的海寇，而是一次重要的捕倭軍事行動 。

， .); ;r-_ ., ｀

 
｀ 

｀ 

｀ 

么
邸

底便結束了，我們可從日本典籍 《 善鄰國寶記 》所紀錄的 〈 大明

書〉窺見捕倭行動的大概。 永樂二年( 1 404 , 日本應永 U 年）十二

月二 日塑瘞詛寫給足利義滿的 〈 大明書〉 中說 ： 「 使臣回言 ： 王

脩德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 。 又能 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

53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實錄） ， 卷 32 • 頁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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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用心勤至， 尤爲 可嘉。」這次 〈大

明書〉 只稍微提及捕倭事件。不過在下一篇的 〈 大明書〉中 月 且

臨祖透露了更多有關捕倭的內容。他在永樂四年( 1406 , 日本應永

1 3 年）正月十六日寫給足利義滿的 〈大明書〉 中說： 「 若對馬、壹

岐 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

類，破其舟橄，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

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有如王者。」 54上引兩

篇 〈大明書〉所指的是同一件事，在這裡先作整理如下 ：

一 丶 捕倭寇事件是在永祟二年( 1404 • 日 本應永 1 1 年）十二

月 二 日 之前發生 ；

二 、 地點是在 日 本的對 馬 和全岐 ；

三 、 這次行動是 回 應 中國的 「 軔 命 」 即 「 朕 命王除之 」 ；

四 丶 捕倭 由 日 本 「 出 師 」 完成 ；

五 丶 日 本捕獲的 「 渠尪 ， 悉 送 京 師 。 」

從 「 使者回言」 一語可以確定，整個事件由出使者通令 ｀ 監督執

行及回報。在這裡提出幾項疑惑：
一 、 在何種壓 力 下足利義滿 會遵照塑亙進狂的 「 朕 命 」 執行 ？

二 、 為什麼 日 本海軍捕複的海寇頭領要 「 悉 送 京 師 」 受刑 ？

三 、 使者是誰 ？

以上的質疑將在下文的考釋過程中解說回答。在 未進行剖析之
前，再引永樂五年( 1407 , 日本應永 14 年）五月 二十六日照感詛寫

54 血編撲， （善鄰 國 實記） ，卷 中，頁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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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足利義滿的另一篇 〈大明書〉 ，又透露了有關永樂二年壹岐 ｀

對馬捕倭事件的後續發展。 壅臨祖再次感謝足利義滿說 ：

昔者海寇攘竊，肆虐 邊隅，彼此為梗，民雇共快。朕命王珍
滅之，以哈蝨蠹。王即務兵挽捕，玻其舟艦，戮其 當 與，拭

其蓄賊，遺人繫送來京。而 渠尪遠 竄 海 島，偷息鯨波。魚蝦

出 沒，其 通其鄉。舟楫猝不 能及，鋒鏑猝不 能加。施之以德

不 能以懐，動之以成不 能使畏 。 王 乃 畫 夜謀思，至忘寢食。

四 出 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 遺使上表，馱俘于庭。 詞 悉 懇

悔，哀情 益 見。朕 覧讀再三，恙 威 慰忧， 嘉歎不 已。55

這一段史料其實透露了兩次的獻俘行動 ： 第 一次 「朕命王珍滅

之 … …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 」 ，這一次獻倭《明太宗實錄）

沒 有 紀 錄，我們只能通過日本典籍 〈 善鄰國寶記） 〈大明書〉

得悉是在 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 日 前； 第二次 「王乃晝夜謀思……

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 表，獻俘于庭 」 的一次，

明 白的 紀 錄在 （明太宗實錄） 永樂三年十一月 「日本國王噩�

義（足利義 滿 ） 遣使源通賢等奉表貢馬及方物，并獻所獲倭寇

嘗爲邊害者。上嘉之，命禮部宴齎其使，遣鴻臚寺少卿潘� 丶

內官三進等賜王九章冕服，鈔五千，錠錢千五百錯，織金文綺

羅絹三百七十八匹。 」 56

由此可見，兩次獻倭事件是真有其事，（善鄰國寶記） 紀錄永

55 歷昱星編撰， ｛ 善 鄰 國 唷 記 ） ，港中，頁4-5 。
56 堊昱監條 ， （ 明 太 宗T錄 ） ，卷 48 • 頁 732-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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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二年十二月二日的 〈 大明書〉是極爲重要的史料，它證實壹岐、

對馬捕倭行動與明朝的關係，除非能證明 〈 大明書〉 是僞造的，

否則不能不重視它所顯示出來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雖然 〈 大明書〉

在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 日提及的獻俘事件， 《明太宗實錄） 沒有正

面的紀 錄，不過卻紀錄了永樂二年十月遞這翠遣使者竺亮 「奉齎

貢馬及方物，謝賜冠帶印章」 的消息；十一月 又遣使本俊 「奉表

賀冊立皇太子并獻方物」 一事 。 5
7 日 本使者頻頻來華顯得事不尋

常，表面理由是貢方物、謝賜印章、賀冊立皇太子，但實質是爲

了處理捕倭寇的事而來，否則不可能出現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 〈大

明書〉的內容。

關於永樂二年捕倭一事，明代中葉史料最爲豐富，而最常被引

用的著作是寫於萬曆初年噩紐箇所著 的 《殊域周咨錄） ：

永祟-=-年，對馬、 壹岐諸島 夷劫掠 邊境，J:.命行人渔豊捧敕

往i俞 國 王 源道義捕之，國 王卑辭納款，謝 約 束 不 瑾 · 出 兵殲

其 眾，鈦渠 尪-=-+A.於闕 下。墜回，進 〈 歸化書〉及 〈 永祟

大典頌〉，J:.覺之稱善，命入史館，陞禮部 郎 中 。 命倭使攜

取獻俘還海濱，治 以 其 國 之法。倭使 乃於鄞縣 薫 杲珪 第 灶，

以甑加其上，俾 一 人入甑內，一 人執纍，盡 蒸 而 死。 倭亻吏歸，

57 堡揸監1彥 ， （明太宗實錄） ， 卷 35 • 頁 612 ; 卷 36• 頁 6 1 9 。 案 ： 關於全
岐 、 對 馬 事 件 （明太宗實錄）在永祟四年正月 稍為提及說： 「 遺使齎 璽 書
褒 諭 日 本國王疊基A · 先是對馬 、 全·t.支（岐）等 島海寇劫掠 居 民 ， 敕浬表捕
之 。 這A出 師獲渠魁以馱 ， 而 盡殲其慣類 。 」 （參卷 50• 頁 751)但 亦 沒 有
提及明屯的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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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 獎國王 甚 痊 ， 給以勣合百道 ， 定 約 十年－ 貢 ， 人止二百 ，

船止二艘 ， 毋得 夾 帶 J] 鑄 ， 如違例越貢 ， 並以寇論 。 58

根據上述引文，（殊域周咨錄） 作者嚴聳�把永樂二年十二 月二

日的第一次獻俘與永樂三年十一月 的第二次獻俘兩件事混爲一

談，由此而引起往後討論者的誤會，這實在令人十分遺憶。如果

我們把攙雜進去的文字 ， 如 「上命行人瀰墨捧敕往諭」 及 「墨回，

進 〈歸化書〉及 〈永樂大典頌〉 ， 上覽之稱善，命入史館，陞禮

部郎中」 等句剔除出來放回永樂三年來觀察，就很清楚看到攙進

去的是永樂三年十一月 第二次獻俘後，明成祖命鴻臚寺少卿潘

墨、內官土進等出使日本，回來後潘賜獲陞禮部郎中的狀況。潘

墨與第一次捕倭即永樂二年的壹岐、對馬事件完全無關。

相反的，剔除後餘下的資料就是永樂二年在壹岐、對馬捕獲倭

寇及第 一次 獻俘的史料，明中葉留下的史料比 〈大明書〉更爲具

體 ， 特別是處罰倭寇是 「治以其國之法」 ， 即「盡蒸而死」的殘

酷刑罰。事實上，有關永樂二年壹岐、對馬捕倭之事，嘉靖年間

的史料還是比較完整的。如鄯五置（籌海重編）記載日本：

永祟二年入貢 。 J:.命 太監墅狂統督樓船水 軍 十 菡 招 諭海外諸

番 ， 8 本首先納款 ， 撿酞犯邊倭賊二十餘人 。 即 命 治 以彼國

之法 ， 盡 蒸殺之； 金銅甑猶存 ， 爐 亀遺址在盧頭堪 。 降敕 褒

獎 ， 給勘合百道 ， 定 以 十年－ 貢 ， 船止 二 隻 ， 人止二百 ， 違

5
8 呈撲 ， 尹點校 ， （殊域周 咨錄） ， 頁 58 ; 並參湯谷稔編 ， （ 日 明

勘合 貿 易 史料） · 頁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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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則 以 寇論 。 59

又鄯鹽《吾學編 》亦透露：

太監墊主g 钅 率 舟 師 三 菡 下 面 洋 ， 日 本遺 人 來 貢 ， 并摛馱犯邊

賊二十 人 ， 即付人治之 ， 縛 里甑 中 蒸死 。 永祟二年使還 ， 遺

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 、 古 器 、 書畫 ， 又給勘合

百 道……60

又藍篋 《 日本國考略 》謂：

永祟二年四月 十八 日 ， 肛 十 八 隻寇攻茅（穿）山所 ， 復應招 來

貢 。 是年 ， 太 宗 文 皇 帝 命太監翌� 等 兵 肛十 篙 ， 往 四 夷 堵 番 ，

招撫入朝 。 日 本先百 番 來 貢 ， 并擒軑犯邊賊人二十餘名 ， 就

命 來 使 治 以 其國之法 ， 於鄞 手 界 鄉 蕭 杲 肆 蔡 邕 ， 令 一 人執

炊 ， 一人上甑 ， 盡行蒸殺 。 使歸 ， 敕 獎 甚 陛 ， 給與勘合百道 ，

以次為序 ， 定 為 十年 － 貢 … …61

又胡丞靈在 《籌海圖編 》紀錄日 本：

永祟二年入 貢 。J:..命太監墊些統督棲船 水 軍 十 菡 招 諭海外諸

番 ， 日 本首先納款 ， 擒馱犯邊倭賊二十餘人 ， 即命治 以彼國

之法 ， 盡 蒸殺之 。 今銅甑猶存 ， 爐 亀 遺趾在廬頭堰 。 降敕 褒

59 昰呈星撰 ， 噩堡主輯 ， { f.海重編） ， 收入 （ 四 庫全名存 目 策書 ） ， 史部 ，
第 227 冊 ， 卷 2 ' 頁 227-56 。

60 參昰翌撰 ， （吾學編） ， 收入 （ 四 庫 禁燬策刊） ， 第 45-46 冊 ， 〈 四 夷考 〉 ，
卷J:.. , 頁 46-21 。

61 且堡撰 ， 王 文光增禰 ， < a .本國考略） ， 收入 （四庫全書存 目 宸書 ） ， 史
部 ， 第 255 冊 ， 頁 255-291-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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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 玲勘合百道 ， 定 十 年 － 貢 … …62

論者多以這 等後出資料有所疑慮，持保留態度，史學研究求真爲

不二法門 。 不過面對如此多的巧合 ； 「 永樂二年」 、 「 鄯� ｀
「 日本獻倭」 、 「 治以其國之法」 、 「 蒸殺」 、 「 給勘合」 ，而

不尋根究柢其中的關係也非史學家的態度。嘉靖年間的作者並未

讀到（善鄰國寶記）－書，對於 〈大明書〉提及的第一次獻倭與

第二次獻倭並不清楚，他們的史料來源或出於同一文本，也未跟

（明太宗實錄） 所記的第二次獻倭（永樂三年十一月 ）混合 ， 因此上

述引文所呈現出來的完 全是第 一次獻倭（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前）

的過程及後續的發展。若我們冷靜地觀察 和分析，上述引文的內

容就是 〈大明書〉 所說的第一次獻倭 「 若對馬 、 壹岐等遠島，海

寇出沒，劫掠海濱 。 朕命王除之 ， 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橄，

擒其渠魁 ， 悉送京師」 的具體呈現。這二十餘名倭寇被押解至中

國 ， 並在浙江寧波治以其國之法，即蒸死之刑後才有勘合的賜予。

在這裡特 別強調的是，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的 〈大明書〉一定

是在處理完獻倭 ， 包括治以其國之法之後，才會由塑筮�敕諭發

出。這是一種對日本的政策宣示 ， 也就是說給日本的 「 勘合文冊」

是在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 同時或之後發下 ， 所以遣使攜帶 〈大明

書〉 及頒發勘合文冊的使者不可能早於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前被

任命。研判頒發勘合的使者抵達 日本時應是在 永樂三年春 夏 間的

時候， 日本學者稱這次勘合爲 「 永樂條約」。但學者們都以爲頒

6
2 星主藁撲 ． （ 籌海圖編） ， 卷 2 , 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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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勘合是在永樂元年十 月主蜜訪問明朝時便決定了，當時隨同土

盔回國的還有中國使者左通使這屆丘、行人張迭、僧錄司右闡教

儋道扆等，他們一行於永樂二年五月抵達日本，學者們大都認為

他們負責頒發勘合文冊予日 本。63不過這是一場誤會。

當時趙居丘的重要任務是 「 往賜國王冠服 、 線綺、紗羅，及龜

紐金印。」 64並沒有涉及勘合的問題，趙屆丘在永樂二年十月左右

回到中國，並 得到呾返詛的嘉獎，理由是趙屆丘出使日本時 「 能

卻贈遺」，賜予 「 絲幣三表裡，鈔四十錠」 以茲獎勵。65使者不收

受「贈遺」 本是理所當然，墮感�風予以公開褒揚似是慰勞 他協助

完成某項任務。趙屆丘回國時或可能與 日 本使者笠逕同來 ； 笠丟

是在永樂二年十月來華，表面是前來謝賜冠帶印章，而同年十一

月，又一日本使者本俊前來賀冊立皇太子，66日本使者先後來華 ，

顯 得十分不尋常。就在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日墮盛詛發下 〈大明書〉

褒揚足利義滿「能 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

濱之害。」爲了獎勵足利義 滿的合作，明成祖打破了呾本祖勘合

文冊只頒發南海國家之例 · 採取權宜之計把日本納入勘合貿易的

6} 今 見适醞箸 ， （明史 · 8 本傳箋証｝ ，頁 3 5 : 參巫竺邊逢， （中 日 關係
史），卷一 ， 頁 219 ; 並 今 木 宮 秦 彥 荅，�戶 （中 日 交通 史），頁 198 :
鄭樑生奇 （明 日 關係史 趼究）（東京都：乩 山 聞 出 版，1985)• 頁 181-186 : 
盪 、 主塗旦 ＇ 〈鄭和使 日 問 題再探 〉 ， 收入 （海交史芍究）， 1985• 第
..::. 期 ， 頁 79-80 。

64 巫揸監條， （明太宗實錄｝ ，卷 24• 頁 438 。
65 張輔 監修， （明太宗 實錄），卷 35 • 頁 612 。
66 張輔 監條， （明太宗 實錄）， 患 35 • 頁 611 : 卷 36• 頁 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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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這就是上述引文都提及的 「 蒸殺」 獻倭， 「 給與勘合百道」

的事實。鄯鹽的 《 吾學篇）清楚的紀錄 「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

趙屆丘賜王冠服、文綺 、 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

由此可見，護送勘合文冊到日本的是趙屆丘，但是他接到命令的

時候是在永樂二年十二月二日，起程前往日本包括準備及航程等

都 得花上一些時間，據估計他抵達 日 本時是在永樂三年春夏之

間。也就是說，日本收到明朝發給的勘合文冊是在永樂三年(1405)

春夏之間，而不會在永樂二年( 1404)五月。

這裡還有一項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 日 〈大

明書 〉 所提及的 「 使臣回言 ： 王脩德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 。

又能 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 。 」 文

中提及的 「 使臣回言」 的 「 使臣」 是誰？這位使臣應該不是趙昷

伍而是另有其人，因爲詛屆仕是爲了頒授 「 龜紐金印」 而不是爲

了捕倭事件而出使日本的。爲呾臨詛傳遞敕諭令足利義滿 「 遵奉

朝命」 緝捕倭寇的是另有其人。這位神秘特使就是鄯翌� 《 日

本一鑑 》一再提及的鄯担。 《 日本一鑑 · 窮河話海 》記載 「 永樂

甲申 （二年，1404) , 倭寇直隸、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鄯担往諭日本

王。」 又提及鄯担出使日本負有討倭寇的任務 ： 「 永樂甲申，中

官鄯和使日本。惟時倭寇浙江 、 酒隸地方，故遣鄯担討賊。」 67 《 籌

海圖編 》透露 「 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岐倭寇蘇松，賊掠浙江，

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上命太監諭其國王遞道�，噩這義出師，

67 塹色疸撲， （ 日 本一鑑 · 窮 河語海）下冊，卷 6• 頁 7 ; 卷 9 ' 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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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渠魁以獻。」68文中的 「太監」 就是鄯担。《籌海重編）明確指

出 「 永樂二年四月 ，對馬、岐倭寇蘇松，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

掠沿海。上命太監鄯担諭其國王噩這議（義）。噩這議（義）出師獲渠

魁以獻。 」 69而清初僂維墊所修撰的《明書）直接提及「永樂二年，

寇浙直，乃命太監鄯担諭其國王噩道義，噩道義乃縶其渠魁以獻，

復命十年一貢。」 70這麼多史料直接提及永樂二年太監鄯担出使日

本 ，顯示並非空穴來風，現時只能以不完整的資料考釋當時的形

勢。

從《善鄰國寶記）紀錄了墮瘟祖在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撰寫

給足利義滿的 〈大明書〉，明確顯示出這次出使有了實質的成果 。

在這封 〈大明書〉 撰 寫前二個月 ，即永樂二年十月 日本使者笠亮

來華，表面是前來謝賜冠帶印章，實際是前來談判處置壹岐、對

馬海寇的問題；同年十一月，日本使者主篋又前來賀冊立皇太子 ，

實際是押解海寇前來及獻上 日本刑具，或可能出席及指導行刑的

過程。爲了倭寇而出使日本的特使最遲在十一月 已經回到中國，

並報告了日本緝捕倭寇的情況。 這位特使應是與日本使者主�同

時回到中國。71總之，日本使者笠逕和主篋在極短時 間前來中國應

68 尹撰， （籌海圖編） ，卷 6• 頁 1 7 。
69 .!I!_呈望撰，壅輯， （籌海重編｝ ，卷 6 • 頁 227-104 。
70 旦生星撰， （ 明 書 ） （ 台 北 ： 華正書局，1974) • 卷 71 • 總頁2846 。
71 參巫揸監修， （明太宗實錄） ，卷 35 , 頁 6 1 1 ; � 36 •  頁 619 。 案：生亞

和主堡前 來 是 有 關第一次馱俘 事件，第二次獻亻孚是在永祟三 年 十 一 月 使者
是逐（ 今 前揭 書 卷 48 • 頁 732-733) 。 而 （明史） 記載： 「 時對馬 · 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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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 特殊任務，最有可能是談判如何處置日本所捕獲的壹岐、對

馬倭寇頭領的問題，否則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 日 〈大明書〉的內容

不可能出現。

鄯担下西洋一事，明朝官方纂修的史料紀 錄不完整，原因是官

僚系統並不把鄯担這太監看在眼內，且下西洋之事在阻感�逝世

後已被官僚們認爲是勞民傷財之事 。 成化年間更經兵部侍郎劉�

夏藏匿或焚燬，72大部份官方史料已不知所蹤，所餘資料已不多。

嘉靖年 間，因倭亂再起，有關鄯 担的史料再次浮出。值 得 注意的

是嘉靖年間很多史料都把鄯担下西洋與永樂二年壹岐 ｀ 對馬事件

及日 本納款一事關連記敘下來，由此看來，鄯�担似乎扮演著 某一

角色。 以下是嘉靖年間有關這方面的不完整紀 錄 ： 胡舉� 《籌

海圖編） ：

永樂二年入 貢 。 J:.命 太 監墅狂統督棲描 水 軍 十 菡招踰海外諸

岐堵島賊掠濱海居民，因 諭其王捕之 。 王務兵，盡殲共眾 ， 縶 其尪二十人，
以 三 年 十 一 月 馱於軔 ． 且條 貢 ． ． ． … 」 （ 冬 見瘞蛙圭擷， （明史） ， 卷 322•
頁 8345 。 ) 這顯然 是把兩次（永祟二年及三年 ） 馱俘事件混為 一 談 的結 果 。
很 多 史料如 （殊域周 咨錄）或所究者都把兩次馱俘混在一超 ， 因 此珊究結
果完全不符史實 。

72 案：成化年間里互窒一 度 有 患下面洋，命中官 至兵部取 「 三係出使 面洋水
程 」 ， 兵部侍郎對上先一步藏匿他虞 ， 並 向 尚 書壅盔說 ： 「 三保太監下
西洋 ， 懵釒戈糧數 十 菡 ， 軍 民 死者譌計 。 縱得珍甯於國家何益 ? ii 案琫在 ，
亦 當燬之 ， 以拔其根 。 」 見對A.I撲 ， （ 劉 忠 宜 公遺 集）（收入 （ 四 庫 未 收
書輯刊），第 6 輯，第 29 冊，北 京：北京 出版社，2000)• 〈 年潽 〉 ， 卷
I ' 總頁 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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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 日 本首先納 款擒馱犯邊倭賊二十餘人 。 73

又鄯鹽 （吾學編 ） ：

太監墊生等 率 舟 師 三 萬 下 西 洋 • B 本遺 人 來 貢 ， 并摘獻犯邊

賊二十 人 ， 即付人治之 ， 縳 星甑 中 蒸死 。 74

又闕盃在 《虔臺倭纂》 ：

永祟二年貢 時 ， 太 監墅狂督水軍 十 菡 宜 諭海外 ， 故 日 本首 先

納 款 ， 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 。 命治以彼法 ， 盡 蒸殺之 。 75

又藍篋 《 日 本國考略 〉 ：

永祟二年四月 十八 日 ， 缸 十 八 隻 寇 攻 穿山所 ， 復應招 來 貢 。

是年 ， 太 宗 文 皇 帝 命太監鄯枉 等兵缸十 菡 ， 往 四 夷 堵 番 ， 招

撫入朝 。 日 本先 百 番 來 貢 ， 并摛馱犯邊賊人二十餘名 ， 就命

來 使 治 以 其國之法 ， 於鄞 手 界 鄉 簫 杲隸築 畫 ， 令 一 人執炊 ，

一人上甑 ， 盡行蒸殺 。 76

以上所引史料都呈現出與日 本第一次獻倭事件有關（永樂二年十二

月 二 日 前） ， 卻又與 「 鄯担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 」 放在
一起 ， 當時鄯担已接到下西洋的命令 ， 而正式下西洋是在永樂三

年六月 。 77明永樂二年正月墮瘟祖決定 「 將遣使西洋諸國」 ， 文中

73 星至藎撰 ， （ 蓬 海 圖 編） ， 卷 2 ' 頁 25 。
74 � 翌撰， （ 吾學編）， 〈 四 夷 考 〉 ， 恙上 ， 頁46-21 。
75 m_奉撰 ， ｛虔臺倭纂） ， 收入｛中國玕史集成） ， 第 25 冊 ， 頁39 。
76 訌撰 ， 王文光增補， （ 日 本國考略） ， 頁 255-291-292 。
77 巫昰監修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7 • 頁 498 。 蟑然這條史料沒有拉明是由

壁 負 責 ， 但是塹狂在永祟三年六月 率傾龎大海軍下面洋清是的紀錄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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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將」就是準備期，即從永樂二年正月至永樂三年六月 間，鄯

担的下西洋海軍便在中國沿海集結、操演及訓練。若有倭寇在沿

海侵擾，下西洋海軍不參與行動是難以理解的。

鄯狸裴在（日本一鑑） 一再提及 ： 「 永樂甲申（二年，1404)

中官鄯担使日本。惟時倭寇浙江、直隸地方，故遣鄯担討賊。」 78

鄯担出使日本負責討倭寇之事是清楚的，除非我們有足夠證據證

明以上的史料都是僞作或附會之說，最重要的是永樂二年十二月

二 日 〈大明書〉 中所涉及的壹岐、對馬事件是否真有其事 。 如果

是真有其事，明中葉所出現與之相關的史料雖然是片段而不完

整，但是卻更具體而明確的將事件部分 事實呈現出來。事實上關

於壹岐、對馬事件， 《明太宗實錄） 在永樂四年正月稍爲提及：
「 遣使齎璽書褒諭日本國王噩這義。先是對馬、壹＇「支（岐）等島海寇

劫掠居民，敕這送捕之。這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79由此可見，壹岐 ｀ 對馬的捕倭事件是真有其事，第一次獻倭是在

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前，也就是說，壅瘟�祖派遣的捕倭 特使一定

在第一次獻倭之前 。 壹岐｀ 對馬倭寇什麼時候侵擾沿海是關鍵時

間 ？ 據史料顯示，應在永樂二年四月 間。80鄯担就是在這背景下作

太 宗 實錄）（參卷 43 • 頁 685) 。
78 昰色翌撰 ， ( 8 本一鑑 ． 启 河語海）下冊，卷 6 , 頁 7 ; 恙 9 • 頁 4 。
79 筮揸監條 ． （明太 宗 實錄） ， 卷 50 • 頁 75 1 。
so ( 毎 海圖編）說 ： 「 永祟二年四 月 ， 對 馬 」 支倭寇蘇松 ， 賊掠 浙 江 穿 山 而來 ，

轉椋沿海 。 」 參墊主盞拱 t ( I- 海圖編） ＇ 卷 6 • 頁 1 7 ; ( 日 本國考略）
說： 「 永祟=-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 缸十八隻寇攻 茅（穿）山所 。 」 參ll撲，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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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討倭特使出使日本，也就是鄯翌辺一再提及 「 永樂甲申 （二年，

1 404) • 中官鄯担使日本。惟時倭寇浙江 ｀ 直隸地方，故遣鄯担討

賊。」 81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眾多史料所呈現出來的客觀事實。

雖然萬曆年間工土皇在（皇明馭倭錄）認爲 「 永樂元年遣使，

而 二年無鄯鉭。」 又說 「 日本國王獻所獲倭寇嘗爲邊害者，乃三

年中事，而野史誤以爲二年。」 土土墾認爲 「 士大夫不考于先朝

之故事，而動以野史爲証，則所誤多矣 。 」 82但是，王士騏應該了

解官修史書多有隱諱，如在 日本出現的〈大明書 〉 ，這麼官方的

文獻，也沒有正式的出現在 （明太宗實錄） 中。事實上，（明實

錄） 並不是原始的檔案資料，纂修時便經選取減選或因隱諱而去

掉，並不完整的呈現王朝每日的行事，在這些空檔及隱諱之處就

是史學工 作者應當努 力的地方。

當時首都在南京，蘇浙遭倭寇侵擾，相信朝廷即時獲知此 等消

息 ， 因此永樂二年四月下旬正在沿海操練下西洋海軍的鄯担或已

接到出使日本聲討壹岐、對馬海賊的任務。明代中葉如此多史料

把日本納款與鄯担連繫起來，而不追究鄯�扮演的 角色是一種疏

名迄增補， ( a 本國考略）， 頁 255-291 -292; ( 毎 海重編）說 ： 「 永祟=
年 四 月 ，對 馬 、 岐倭寇菻松，賊掠浙江穿 山 而 來，轉掠沿海 。 J:.命太監墅
枉踰其國王5原道蟻（義 ） 。 i原道填（義）出師獲渠尪以獻 。 」 參鄭若 檜 撲，墅堡
主楫 ， ( . 海童編） ， 卷 6 ' 頁 227-104 。

81 塹豆翌撲， ( 8 本一鑑 ． 窮 河語海）下澗， 恙 6 , 頁 7 : 罨 9 • 頁 4 。
82 尹撰， （ 皇明馭倭錄）（收入 （ 續伶 四 庫 全書），史部，第428 冊，J:.

海：J:.海古籍出版社 ， 1995) • 〈 序 〉， 總 頁 279 : 卷 2 • 總 頁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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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 令人遺憾的是（明太宗實錄》及 日 本史料都沒有明確提及鄯

担出使日本的事，因此我們只能從旁去觀察永樂二年四月 以後中

日 之間起了些什麼變化 。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如上文的考

釋，日本第一次獻上壹岐 ｀ 對馬倭寇是在永樂二年十二月二 日 之

前，也就是說在永樂二年的下半年日本因爲回應明朝特使鄯担傳

逹的敕諭，曾出師捕捉壹岐、對馬海賊，並送至中國受蒸死之刑 。

在中國，壹岐 ｀ 對馬倭寇侵擾是在永樂二年四月中，而墮筮詛

於五月 便下令 「清遠伯工互充總兵官，都指揮僉事誣義充副總兵，

師往海道巡哨，如遇寇賊，就行剿捕。仍戒友等遇番國進貢肛，

不 得擾害。 」 83在六月 甩肛裴祖一方面指責捕倭總兵官工友縱容倭

寇上岸 掠奪的過失，一方面命令工友立即 「 整飭將士，晝夜運謀，

奮 力剿除此寇，以贖前罪。」 並 特別吩咐說 ： 「 寇多譎詐，巧於

窺伺，宜善爲進止，務出萬全，庶副朕委任之重 。 」 84從發佈命令

的語氣來看，這當然不是對付一般的海寇，而是一次重要的捕倭

軍事行動。關於工友捕倭的詳細情況並不十分清楚，但是在永樂

二年八月 ，捕倭總兵官工友便上奏擒獲海寇的消息， （明太宗實

錄》記載 ；

初(..I..}奉承命陛 辭，J:..密授方略。至是之奏 ： 「 募得百姓旦

史等，授與聖 策，令捕賊。 里等得賊船 十數艘，賊數百 人并

其掠 貨 物。 」 上 覧奏喜，即遺敕踰奉 曰 ： 「 下 人成功者，來

83 巫昱監1今 ， （明太宗實錄），卷 3 1 • 頁 556 。
84 巫墊監條 ， （明太宗 實錄），卷 32 • 頁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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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皆 出 其能 ， 多 由 主將 導之方略 ， 作其 志 氣 。 今墓」［等 有 � ·

亦 爾 之功 。 但所痕 貨 物 ， 宜 志 與之 ， 爾 勿 干與売末 。 羞人 胃

險成功 ， 而 不 扭利與之 ， 後 來 不 復 祟為 用 矣 。 」
85

孟互出擊倭寇，廓清海面的指令是清楚的，倭寇的老家在 日本，

要追剿或廓清壹岐、對馬的倭寇就不得不迫近 日本外海，且要龐

大的海軍才收到預期的效果。 但從上述引文提及墮臨詛 「 密授方

略」 ，以及 「 募 得百姓嚴置等，授與聖策，令捕賊」 來看，顯然

是用智取即引誘出來，而非澶接的軍事出擊。 孟互這次重要的軍

事行動，從永樂二年五月開始至八月 便已結束，且取 得預期的效

果。在這裡 特別要提及的是，據前文的考釋這時捕倭 特使鄯担已

抵達日本，正與日本談判要求日本出師捕捉壹岐、對馬倭寇的事。

如果我們把捕倭總兵官工友出師巡海捕倭的行動，與鄯狸珙提

及 「 永樂 甲 申（二年），中官鄯担使日本。惟時倭寇浙江 、 直隸地方，

故遣鄯担討賊。 」 並將 〈大明書 〉 和 （明太宗實錄） 所提及的日

本國王出師捕獲壹岐 、 對馬海寇並在永樂二年十二月 前第一次 獻

俘和永樂三年十一月第二次獻俘的事串聯起來，再 跟嘉靖年間史

料常常把「永樂二年」 、 「 鄯缸下西洋」 、 「 日 本納款」 、 「 蒸

死 」 、 「 給勘合」 等事件串在一起構想，這其實是同一件事件的

不同場景的片段呈現。由於一直缺乏關於這件事件的匱接描述的

史料 紀錄，因而使人摸不著 事件的來龍去脈 ， 本文嘗試把這次捕

倭行動重新組合，讓歷史過程重現在讀者眼前。

85 巫揸監1彥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33 • 頁 590-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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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重建永樂二年鄭和出使 日本的歷史情境

拯樂二年（日本應永十一年 ， 西元"',1404 年I

正月 甩扭衷邕正式宣 佈即將遣龐大海軍出使西洋諸國的消息，

相信當時鄯担已被任命爲下西洋的海軍總兵太監，而下西洋海軍

應在東海海面展開相關的集結及操練。

四月 ， 日本使者主藍等回國，而奉命出使日本的明朝使者鵲居

氐等亦隨同前往日本，明朝使者趙昷丘負有賜予日本國王 「 龜紐

金印」 的使命，相信 日本使者主蜜已知道下西洋的消息或可能看

過下西洋海軍的集結及操演的陣容。 四月 中旬，正當主盔等起程

時 ， 浙江、直隸沿海地方正遭壹岐 、對馬倭寇登岸 侵擾及殺掠 。

倭寇入侵蘇淅、直隸的事已引起墮盛緝的關注，他似乎已設計了

一套戰略迫使日本進行剿倭行動。 研判呾盛�此時已委任鄯�出

使日本，爲了向 日本施加 壓力，部份下西洋船隊應會隨鄯和東航。

鄯担出使日本可能稍後於日本使者土蜜及趙启丘，但是他們差不

多同時抵達 目 的地 。

五月，在中國，墮感祖任命清遠伯�爲捕倭總兵官，都指揮

僉事郭義爲副總兵 ， 率海軍往海道巡哨，如遇寇賊就行剿捕，若

遇番圍進貢船舶，則不 得擾害。 殂盛祖似乎在等待日本傳來的消

息。在 日 本， 日 本使者主盂及明朝使者趙居�一同在五月初便航

抵日本，且受到足利義滿的歡迎 。 相信同一時間捕倭特使鄯�亦

已抵達。下面是 日本史料所紀錄有關明朝使者抵達日本的資料：

一 ． （和漢合運 圖 ） ： 「 應 永 十 一 年 （永祟二年， 1404)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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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 ， 唐船五放來 ， 三艘 同 荅 兵 庫 津 。 」

,;:. • ( 大 乘院 日 記 ）：「 應永十一年五月 三 日 ， 唐船 箸 兵庫 。 」

三 ． （ 和 漢 合 符 ） ： 「 應永十一年五月 十 二 日 ， 大 明使 來 。 」

四 ． （ 瓚岐 、 丸龜 、 京極家增 ） ： 「 應永十 一年 甲 申 五月 七

a ,  大 明使 來 ， 輯 前 將 軍 道義 於 北山 。 對 面之時 ， 面職之武

士 ， 辻辻 警 因 之 。 」

五 ． （ 京 都將 軍家潽） ： 「 大 明使者來 ， 於 北山殿對 面 。 」

六 ． （束寺王代記） ： 「 應永十 一年當今 ， 五月 十二 日 ， 唐

人入洛 ， J:.下 七 八十 人 ， 馬上者三十餘人 。 同 六 月 末 ， 比 來

之歸本國 。 同 八 月 廿八 日 ， 又唐人入洛 ， J:.下五六 十 ， 大略

馬上 ， 是 先度外也 。 」 86

據 日 本史料記載：五月四日明朝使船五艘抵達日本，其中三艘停

泊在兵庫的港口，其中二艘可能在港外，也許隨同東航的下西洋

海軍會停泊在更遠的外海戒備。而停泊在兵庫港內的是趙昷止的

使船 ，在港外的兩艘應是鄯担的使船，由於明朝使船分成兩批 ，

且出使目的不同，相信必引起足利義滿的警惕。足利義滿爲了瞭

解明朝使者的目的以及觀察明朝海軍的實 力，據說曾親自到兵庫

去看明朝使船。87相信當時足利義滿已從日本使者主聳口中聽到明

朝將派遣龐大海船下西洋的消息，也知道現正在日本出使的鄯鉭

就是負責下西洋的總兵太監，他的部份下西洋海船 或已靠近日本

86 參 見没肆編 ， （ 日 明勘合 貿 易 史料） ， 頁 65-66 。
87 參木宮泰彥 荅 ， 堡些鐸 ， （ 中 日 交通 史 ） ， 頁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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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當然足利義滿也應聽 到墮邱詛正派遣捕倭總兵官�統率

龐大的巡海海軍在東海展開大規模的捕倭行動。五月 十二 日，明

使趙屆丘等七八十人入京 ， 三十人是騎馬的。趙居�最大的任務

是贈送朝廷禮物及代表朝廷授予足利義滿 「日本國王龜紐金印 」 ，

相信此時鄯担與足利義滿正展開談判捕緝壹岐 、 對馬倭寇的問題。

六月，正當塹担在日本出使期間 ， 呾臨詛強化捕倭戰略 ， 下令

工「即整飭將士 ， 晝夜運謀 ， 奮力勦除此寇以贖前罪。然寇多

譎詐 ， 巧於窺伺 ， 宜善爲進止，務出萬全 ， 庶副朕委任之重。」 88

從敕令的語氣上來看 ， 這是一次 特殊的任務，特別是「善爲進止 ，

務出萬 全」 似乎是配合鄯担出使日本的 目 的 ， 那就是以龐大的海

上力量迫使日本 自己動手清剿倭寇 。 因此孟互的軍事行動只是在

海上施加壓力迫使日本就範。祖瘟�爲了加強軍事作戰及指揮能

力，又多任命一名都指揮昷殷爲副總兵 · 協同總兵官清遠伯工互

巡哨海道。89由此可見 ， 墮惡祖十分重視這次的出師。 這應是一支

龐大的巡海海軍 ， 推測包括下西洋的海軍在內，出航至日本海域

附近 ， 施加軍事壓力。

從六月 至八月 有理由相信工�的海軍曾在東海上或接近日本

海域附近從事捕倭活動，這也是前文曾提及的工友運用 「 聖策 」 ，

招募百姓嚴置用計誘倭寇至海中捕 得 「賊船十數艘 ， 賊數百人，

并其掠貨物。」 能捕獲十數艘船當然有一定數量的海軍，由於沒

88 堡揸監伶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32 • 頁 574 。
89 巫監亻彥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32 • 頁 5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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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聽聞任何損傷，可見倭寇是乖乖就範的，但是倭寇的頭領們仍

躲在對馬、壹岐不出。研判工友會運用謀略以俘獲的海寇製造聲

勢，在 日本海域附近陳列龐大海軍以作出擊之勢，讓鄯担在談判

中得到優勢。因此推測里臨祖已定下內外夾擊的戰略，即工友在

日本海域附近威脅將用兵壹岐、對馬，除非日本親自出師緝捕倭

寇押解中國處理 ； 與此同時在 日本兵庫外海的鄯担以同樣的語氣

迫使足利義 滿 「 遵奉朝命 」 緝捕壹岐、對馬海寇頭領歸案。在如

此巨大的壓 力下，足利義滿不得不出師清剿壹岐、對馬海寇，免

得工瓦揮軍進入日本領土攻擊海寇頭領。

大概 到了六月下旬，出使日本的墨昷丘將離開日本回國。

八月二十八日，鄯担使團正式進入京都。即 日 本史料所說的「 八

月廿八日，又唐人入洛，上下五六十，大略馬上，是先度外 也 。 」

日本學者尘墓坦認爲這批明朝使者是給事中昷呈虫、內官生區，

他們在航向日本途中，爲大風所阻，被迫在朝鮮 全羅道津浦避風，

因此延遲至八月入京。90但是，史料中清楚指出這批使者 「 是先度

外 也 」 ，即指五月時抵逹但停泊在兵庫津外的兩艘明使船上的使

者。這就是捕倭 特使鄯担，並不是墨鎣虫和生這，他們七月時仍

在朝鮮。91值得一提的是鄭担這批使團共五六十人，都是騎馬入京

90 參 見 中 田 吉信， 〈 鄭和來 日 說考 〉，頁332 。
＂ （ 李 朝 實錄）記載 「 （ 甲 申 四 年，永祟二年，1404) 七 月 乙 已，遺判事狂塾

堡，慰送朝 廷1吏 臣 玲事中m 丶 內 官 生荳於全矗道 。 箜 窒 等 奉裙 書往 日
本國'�.II.風到 泊 全矗道耽津浦，清拉海為也 。 」 見蚤.!t輯， （ 朝 蚪 李 軔 實
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 基 書局 • 1980)• 頁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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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示他們都沒有帶來大量禮物，也反映他們的出使負有特殊

任務 。 鄯担使團被允許入京 ， 也表示壹岐、對馬捕倭事件已經告

一段落，海寇頭領二十餘人已被足利義滿出師捕獲。此時鄯担進

入京都與足利義滿商討善後辦法。與此同時，捕倭總兵官�向

朋屎祖奏稱： 「 募得百姓噩亶等，授與聖策，令捕賊。 壹等得賊

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掠貨物。」 92可見這都不是巧合事，永樂

二年下半年，中日之間在捕倭問題上的交涉，比我們現時所能掌

握及知道的更多，墨縈史、圭信也可能是其中的傳訊者。

在九月 甩 扭裴徂敕令總兵官王友回京說： 「 今北風將起，賊船

難至，巡海軍士寒衣未備，宜統率回京休息。」 93可見當時大局已

經底定，大概墜坞緝已獲知日本足利義滿出兵緝捕壹岐 3 對馬海

寇的消息，他正在 等待鄯担回航報告。

十月，趙屆丘已回到南京，而日本使者笠逕來謝賜印章。

十一月，另一位日本使者主篋又來賀冊立皇太子。 日本使者接

踵而來目的是處理倭寇的問題。鄯担可能與日本使者主�一同押

解 日 本海寇二十餘人回中國，並向野感詛華琫珥廿吏 日 本捕倭情
況。呾菡詛 「命倭使攜取獻俘還海濱，治以其國之法。倭使乃 於

鄞縣蕭杲碟築灶，以甑加 其上，俾一人入甑內，一人執爨，盡蒸
而死。 」 94

92 巫揸監修 ， ｛ 明 太宗實錄） ， 患 33 • 頁 590-591 。
93 張輾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患 34 • 頁 597 。
94 星撰 ． 全荃筌點校 ， ｛殊域周 咨錄） ， 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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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日 甩扭裴凪十分滿意這次捕倭的成果 ， 對足利義滿的

合作十分滿意。因此，墮邱詛決定以權宜辦法給予日本勘合百道 ，

約定十年一貢，並再次任命趙居丘出使日本頒授勘合文冊。祖巫

祖爲了感謝足利義滿 ， 寫下了 〈大明書〉，現引錄如下：

同 十 一年（即 日 本應永十一年）

大 明書

皇 帝敕踰 日 本國王遵丑Li!. 。 使者回 言：王 1面 恿 祟 善 ， 忠 良恭

瑾，朕 深 爾 嘉。又能尊奉軔命， 禁 止 壹 岐 、 對馬諸 島之人，
不 為海濱之害 ， 用 心 勤至 ， 尤 為可嘉 。 自 今 王 更 宜戒戢其 民 ，

使 皆 就 農祟 業 ， 王 亦 有 無 窮 之．今名 ， 故勅 。

永祟二年十 二 月 初 二 日 95 

拯樂三年（日本應永十二年 ， 西元 1405 年i

春夏 間 ， 趙屆丘帶同頒發給日本的勘合文冊抵達 日本。日本史

料提及 「應永十二年當今，五月 一 日 ， 唐人入洛 ， 上下三百餘人

云云。」 96這可能是趙居氐的勘合使團。

六月，鄯担下西洋。

十一月 ， 足利義滿遣使者噩通置朝貢及獻倭 ， 這是日本第二次

獻倭。塑盛詛遣鴻臚寺少卿潘墨、內官工進等賜王九章冕服，鈔

95 歷昰壓編撰 ， （ 善 鄰 國 寶 記 ） ， 卷 中 · 頁 3 。
96 參逐肆縞 ， （ 日 明勘合 貿 易 史料） ， 頁 65 〈 東寺王代記 〉 、 67 〈 官 公事

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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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錠錢千五百銹 ， 織金文綺羅絹三百七十八匹。97潘塵出使回

來，呈上足利義滿 〈 歸化書 〉 及 〈永樂大典頌 〉 ，墮坞�詛 「 覽之

稱善，命入史館 ， 」 陞潘豐爲禮部郎中。9
8

尿欒四年（日本鷹永十三年 ， 西元 1406 年I

正月 甩扭鋀祖遣使日本，封其國之山曰： 「 壽安鎮國之山 」 ，

並親製文立碑其地。 99

六 丶 茌至五＂口R�

永樂二年鄯扛l出使日本與 日後下西洋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

件，鄯�担沒有帶同豐富的禮物，反之是向 日本施加 軍事壓 力，這

是一次 特殊的任務。值得留意的是這次捕倭行動並不是鄯担個別

外交活動 ， 鄯担出使日本是與工上海軍在海洋上展開捕倭行動是

同步進行，可以說是一次聯合的軍事外交行動，整體戰略完全由

呾扆詛掌控 。 墜鬼祖當然知道穩住東海的重要性，否則龐大海軍

下西洋後出現防衛空洞化，會給沿海帶來大災難，處理倭寇問題

是首要任務 。 顯然，這次鄯担出訪日本的行動不但收到預期效果，

且把日本納入朝貢貿易的規範內 ， 比起呾本祖的日本政策來 得靈

活有突破。

當然，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是在強大的壓 力下作出妥協，才會出

97 堡揸監1彥， （明太宗 實錄）， 卷 48 , 頁 732-733 。
翦 且撲，全荃筌．點校， （殊域 周 咨錄｝ ，頁 58 。
99 巫旦監1,} • ( 明 太 宗 實 錄 ｝ ，卷 50 • 頁 75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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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緝捕壹岐 ｀ 對馬等地倭寇，避免明朝海軍以捕倭爲名進攻日本

領土，又把俘獲的日本海寇送至中圈處以日本蒸死之刑，對日本

來說是一次辱廠事件。事後雖 得到明朝以權宜辦法給予來華貿易

的勘合文冊，可是十年－貢，若以其他朝貢國來說是不公平的待

遇，因此足利義滿爲了此事而備受責 難 和屈辱。100永樂六年( 1408)

足利義滿過世，繼承者噩蓋拉（足利義持）並不願屈服於明朝，欲中

斷與明朝的關係，永樂十七年( 1419)就以「頃年，我先君惑 於左右，

不詳肥官口辯之愆，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

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簣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

問。」 IOI由此可見， 日本對於永樂二年明朝處理捕倭一事，仍然

是耿耿於懷。

100 壁堡生教授認為 「 永祟初定 日 本十 年－ 貢 ， 並不正咋 。 因 為 日 本 貢舟6 自 永
祟 元 年至八年之間 曾 至 中國朝 貢六次 ， 船藪共三十八… … 」 參鄯樑生箸 ，
（ 中 日 關係史） （臺北 ： 五南圖 書 出版 ， 2001 ) , 頁 133 。 其 實 「 十 年 － 貢 」

只 是條文規範， 用 以 牽 制 日 本， 至 於 多 來 而 不 受干撬 ， 則 顏 示 雙 方 閶 係 良
好 ， 不 表 示 「 正 屯 」 與否 。

101 .ff_昱愚編撰 ， （ 善 鄰國甯記｝ ， 巷中 ， 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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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丶 則 呂

洪武十六年(1383)後，明太祖推行朝貢貿易一體化，頒發勘合

爲憑，拒絕日本與爪哇來朝貢，因此，前來朝貢的國家只剩下琉

球、占城、真臘、暹羅四國。 1本書第 三篇曾論述墮本祖晚年對於

這種結果極爲不 滿，認爲是爪哇的屬國三佛齊阻礙西洋諸國前來

朝貢，他曾通過暹羅對爪哇發出警告，將派遣十萬舟師南下。可

是，在建文朝(1399-1402)時，西洋諸國依然沒法前來朝貢，墮�逕

詛即位後便全方位的派使者出訪，企圖重建與西洋諸國的交往，

鄯担下西洋就是在此考慮下決定的。然而要通航西洋，必須經過

馬六甲海峽，海峽南端是滿者伯夷的勢力範圍，當時鎮守在三佛

齊（舊港）的是華人頭目穂祖義，下文主要將論述兕盛組與穂詛義的

矛盾。在海峽西北端是西洋總路的蘇門荅剌國，這個國際貿易中

心卻處 於政治動盪不安之局，政權幾經轉移 。 本文將探討明朝如

何處理該國的問題，以穩住海峽總路頭的安定 。

1 詳 參壅醞圣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堺 究 ）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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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舊港陳祖義與爪哇的關係

洪武 三十五年( 1402)九 月 囝逕邕即位後，隨即遣使 「 詔諭安

南、暹羅、爪哇｀ 琉球、日本、西洋 、 蘇門荅剌、占城諸國。 」

又指示： 「 其以土物來市易者 ， 悉聽其便。」 2墮菡詛已一改塑本

詛對爪哇的絕貢行動 。 同時在永樂元年(1403)九月 「遣內官圭豊等

賚敕 ， 勞 暹羅國王昭祿羣膺哆囉帝剌（又稱膺陀羅闍一世，Indra

Raja I ) , 並賜王文綺帛四十匹及銅錢、麝香諸物 。 其貢使偕行。」

」在暹羅貿易的西洋回回哈只聽聞明朝 「使至」 ， 便 「即隨」 明使

「 來朝」 ，於永樂元年(1403)十月 抵達南京 ， 當然會透露海峽不能

通航的消息。4由於海峽不暢通 ， 回回哈只才會利用克拉(Kra)地峽

來購買中國貨物 。 5這情況與塑本詛三十年( 1397)警告三佛齊是同

一碼事：

皇上一 以仁義待諸 番國 ， 何三佛齊諸 國 背 大恩 ， 而 失君 臣之．

禮 ？ 據有 － 最之土 ， 欲與 中國抗衡 ， 倘 皇上震怒 ， 使一偏將 ，

將 十 萬 眾 ， 越海 問 罪 ， 如 霞 手 耳 ！ 何 不 思之某乎 ?
6

當時明朝是透過仍朝貢中國的暹羅照會爪哇，請爪哇管一管三佛

齊 ， 因爲明朝很清楚知道 「 三佛齊係爪哇統厲」 的國家。7可是明

2 丞揸監修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12 J:.. • 頁 205 。
3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實錄） ， 卷 23 • 頁 426 。
4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實錄｝ ， 卷 24 • 頁 435 。
5 塹l- ' { 來 自 海洋的批戰 － 明 代 海 貿 政 策演變所究） ， 頁 61-62 。
6 巫揸監修 ， （明太 宗實錄｝ ， 卷 254 • 頁 3672-3673 。
7 堡揸監修 ， （ 明 太宗實錄） ， 卷 254 • 頁 3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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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並不清楚當時的三佛齊已爲華人隗詛�所掌控。然而透過從暹

羅來的西洋回回貿易商的報告 甩 扭裴詛已了解馬六甲海峽的問題

所在。

當然墮臨祖對馬六甲海峽的了解不會是單一管道，在奪位之後

於永樂元年(1403)八月命 「 按察副使閭且魎、行人豈置使爪哇 ｀ 西

洋蘇門荅刺（剌）。」 8墮感詛對出使官員的任命似不放心，隨後一

個月即永樂元年九月，又復命中官昷� 「賚詔諭西

洋蘇門荅剌諸番國王，并賜之文綺紗羅 。 」 9這都加強墮臨祖對海

峽形勢的了解，有理由相信，在 洪武三十五年以即位詔諭 「 西洋

蘇門荅剌」 的使者已回到中國，永樂二年(1404)正月二十一日 甩 且

菡緝宣 佈 「 命京衛道造海船五十艘，……將遣使西洋諸國，命福

建造海船五艘 」 時 10
' 其實已完 全掌握沿海形勢情況及明白 海峽的

險惡。

事實上，自洪武十三年( 1378)三佛齊爲爪哇滿者伯夷滅亡後 ，

馬六甲海峽便險阻不通，阿拉伯及印度商人的船隻都只能停靠在

海峽西部的港口國家如蘇門荅剌國 做貿易，或穿過馬來半島的克

拉地峽到暹羅貿易。西洋各國已因 滿者伯夷在三佛齊（舊港）的阻

撓，很久沒有前來明朝中國朝貢。西洋回回商人在暹羅隨明朝使

者前來，促使塑惑詛初步了解南海及西洋的形勢 。 塑盛詛十分清

8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錄 ） ， 巷 22 • 頁 408 。

9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23 • 頁 421-422 。

10 堡揸監修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27 • 頁 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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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 如果不把馬六甲海峽打通 ， 使其航道安全而暢行無阻 ， 西洋

各國根本不可能前來朝貢 ， 大明帝國夢也是一場空話 。

隨鄯担下西洋而留下的三部史料，著作順序是區壓《瀛涯勝覽）

（寫於永樂十四年，1416 : 景泰二年，1451 增訂）、莖珍（西洋番圍

志 》（宣德九年， 1434)、及費倡《星槎勝覽） （正統元年， 1436)

嶧 《瀛涯勝覽） 是最早提及舊港史料的作品，首先引述相關重

要史料再作分析：

舊 港 即 古 名 三佛 齊 國 是也 。 番 名 曰 淖淋邦 ， 屬 爪哇 國 所轄 。

東接jf\�圭 國 ， 西接滿剌加 國 界 ， 南距 大 山 ， 北臨 大 海 。 諸處

船 來 ， 先至淡港 ， 入彭家門裡 ， 繫描於岸 ， 岸 上 多 磚塔 ， 用

小船入港內 ， 則 至 其 國 。 國 人 多 是廢束 丶 漳 、 泉 州 人逃居 此

地……地方不廢 ， 人 多 操 習 水戰 ， 共 處水 多 地少 。 頭目之家

都在岸地造屋 而 居 ， 其餘民庶 皆在木筏上蓋屋 居 之…… 國 人

風俗婚姻死喪之禮 ， 以 至 言語及飲食 、 衣服 等 事 ， 亦 皆與爪

吱才目 同 。

昔洪武年間 · 廢東人墜墊A 等 全家逃於此處 ， 充為頭目 ， 恙

是豪橫 。 凡經過客人船 隻 ， 輒便劫奪財物 。 至永樂五年 ， 朝

廷 差 太監塹主等 統領 大綜船 到 此 處 。 有泥進卿者亦廢束人

也 ， 來赧堡墾表兇橫等情 ， 被太監�生擒堡墾遠月； 回 朝伏

誅 。 就賜方也進卿冠 帶 ， 歸為 竹 港為 大頭目 ， 以 主其地 。 本人

死 ， 不 傳子 ， 是其女方色二沮為 王 。 一 切 賞 罪 鮋 陟 皆從其制 。 I I

1 1 � 塾撰 · 尹校注 ' {瀛涯勝覺校注） ， 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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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壓的（瀛涯勝覽） 中，很清楚提及舊港即三佛齊故地，是爪

哇所轄地，舊港的頭目是廣東人隗詛義。由此可見，墬詛義的地

位十分明確。在莖鯰的（西洋番國志） 中有關 「舊港 」 史料，基

本上抄錄自區壑（瀛涯勝覽），亦稱穂祖義爲舊港頭目。12而費氙

在（星槎勝覽） 則改稱穂祖義爲海寇，引錄如下 ：

永祟三年，我 朝 太 宗 文 皇 帝命正使太監塹生等統領 舟 師 往 堵

番 國 。 海寇陳徂 義 等 翠 眾三 佛 齊 國， 抄掠 番 甯 ， 亦 來犯我舟

師 ， 被我正使深機 密 策 ， 话 張綱猩獸 而 珍滅之 。 生擴厥魁，

馱俘 閾 下 ， 由 此 海 內 振 肅 。 13

豊缸之書寫畢於正統元年(1436) • 自此中國人便把穂祖義視爲罪大

惡極之海寇，間接合理化鄯担用武 舊港的行動。學者研究這一段

歷史時常孤立地看 「 隗詛義」 一事，通常是引用墨� 「 有臨造

狸者亦廣東人也，來報穂凪義兇橫等情。」或引豊緝的 「 抄掠番

商，亦來犯我舟師」 等，來合理化這次戰爭的論述。 14

以上這些論述都是表面理由，根本沒有觸及核心問題。其實鄯

担這一戰的背後牽涉與滿者伯夷在南海爭霸權的戰略，是回應墮

12 呈鼕撲，旦這校注 ． （面洋番國志） · 頁 1 1 - 1 2 。
13 更 售 撲，専校注， （ 星槎勝覺校注） · 頁 1 8 。
14 *去壁 〈 十 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 ，頁 42 ; 猞.1=..kt圣 (�評傳），頁

33 : 堡旦藩 （ 「 懷柔 」 與 「 抑 商 」 ：明代海洋力 量 興衰阱究）（濟南 ： 山
東人民出阪社， 1997) • 頁 47 ; 主坌塑〈壁主下面洋與中國東南亞「圖1 的友
好 交往〉 收入江籙墅主芍究會編 （眭 鄰友好的使者一歷.f) (北京：海潮
出版社，2003) •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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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祖晚年耿耿於懷的 「 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 ， 據

有一姦之土，欲與中國抗衡 」 1 5的形勢。這一戰成功「使得海道藉

此暢通無阻，南洋遠近諸圈信服 。 」 16也達成鄯担下西洋的主要目

的 ， 寶船隊可通過馬六甲 海峽西航而不受干擾，而西洋國家來中

國朝貢不再受到舊港（三佛齊）的阻撓 。 了解鄭担這一戰的意義，最

至 （ 武儔志） ． 收入 （塤任四庫全... } • 子部 第 963-966 冊 ， 卷 240 · 頁 325 ·

洪武十一年( 1378) , 三佛齊爲爪哇滿者伯夷所滅後， 17此地便

稱爲舊港 ， 仍然是爪哇的轄屬 ， 不過這裡已經由廣東人、福建人

IS ll_:t吁 ， （明太律實錄） ， 卷 254 • 頁 3672-3673 。
16 塗箸 ， （甚迸2評傳 ） ， 頁 33 。
17 鄯 永 當 藩 ， （來 自 海洋的批戰一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為究） ， 頁 3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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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他們的頭目 是陳祖義。 這些華人並不是新移民，他們可能

是元代的海商，或因明初海禁而滯留國外，又或是元代已在南海

定居的貿易代理商。他們分佈在爪哇杜板、 革兒昔、蘇兒把牙等

處做買賣。這裡的中國人 「 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 1 8當

時，爪哇人大都信奉婆羅門教。

由於爪哇攻滅三佛齊之事爲塑本祖所知，便對爪哇採取絕貢的

制裁行動，這當然影響爪哇的經濟及貿易地位 ， 穂詛�義及其追隨

者應是爪哇授權從事貿易活動的華人， 用以維持馬六甲海峽的商

貿活動。我們從鄯担戰敗穂凪義，並搜出 「僞銅印二顆」可知他

具有實質的頭銜。1 9兩顆僞銅印應是爪哇王的委任信物，否則滿者

伯夷怎會允許隗祖義在舊港擁兵自重呢？鄯担 「殺賊黨（指隗詛蓋）

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 20 ' 可見隗祖義地位之重要。

在隗凪義被俘殺後的六年，爪哇仍擁有舊港主權。永樂十一年

( 1413)九月，爪哇國王懷疑明朝利用滿剌加 有侵占舊港之心，里臨
祖加 以安撫說： 「比聞，王以滿刺加 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

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敕諭。王既無朝廷敕書，王何疑焉？

下人浮言，慎勿聽之。」 2 1當時，舊港頭目施進鹽雖由明朝冊封，

但實質仍是爪哇的人，這就是 《明史） 所說的 「 進鹽雖受朝命 ，

＂ 肆摸 ， 血校注 ，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8- 1 1 °
1 9 堡揸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71 • 頁 987 。
20 同上註 。
2 1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港 143 • 頁 1 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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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服屬爪哇」 22的原因。如塑筮祖不承認舊港是爪哇的勢力範圍，

愬菡詛就不必如此回應爪哇的質疑 。

從上述的分析，很清楚知道隗祖義是爪哇委派在舊港的華人領

袖，並負責當地的防衛及貿易，且負擔阻止西洋船隻前往明朝朝

貢和貿易的任務，以抵制里本組對爪哇的絕貢行爲。島�（瀛

涯勝覽）指出： 「 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 」 23 ; 豊倡《星

槎勝覽） 則指隗祖義 「聚眾三佛齊，抄掠番商」 , 24並非虛構的指

責 。 不過，隗祖義是 遵照爪哇之命而行，誠如明太祖晚年所說 ：

「（西洋陳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 並聲稱命將統

率 「 十萬眾，將越海問罪」 25三佛齊（舊港），其實正好反映出洪武

年間明朝與爪哇的矛盾關係。事實上，里盛�且遣鄯担下西洋，在

意義上是把明太祖的警告化爲具體行動而已。

隗爲舊港的華人領袖，應無疑問，但是明朝廷當時卻視堡

這里爲舊港領袖，且以朝貢規格來款待梁道明及其使者。可是梁

道里其人，在墨壓《瀛涯勝覽》、豊緝 《星槎勝覽） 和噩趁 《西

洋番囪志 〉 三書中都沒有提及，而與梁道明同伙的瘟逕麈卻在三

史料中皆有記載。這是很奇怪的事，箇中原因值 得探究。

自從明永樂元年( 1403)回回哈只經暹羅來朝貢後，塑蕊詛便認

22 巫廷玉等撰 ， （明史） ， 卷 324 , 頁 8408 。
23 五逖撰 ， 五丞坐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17 。
24 更 佳 撰 ， 馮承鈎校注 ， ｛星槎勝覧校注） ， 頁 18 。
25 .l_亙豈監條 ， （明太祺實錄） ， 巷 254 , 頁 3671-3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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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西洋諸國爲舊港所阻，不能通過海峽前來朝貢，因此而下決

心派艦隊下西洋 。 他開始十分關注南海的消息，永樂三年( 1 405)

正月 甩扭距詛對南海的形勢有了新的認知。 （ 明太宗實錄） 記錄

了舊港頭目堡道照是 「 廣東人，挈家竄居于彼者累年，廣東 ｀ 福

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首。」 26這是指揮孫鉉出使南海

諸番途中，挾持堡這墮兒子及二奴回來而 得知的大概。因此，呾

毖詛決定派遣 「 行人證腔呈 ｀ 千戶揚緝往舊港， 招撫逃民堡道塑

等。」 27如果指揮孫鉉曾到舊港，他不可能不知道舊港的領袖是隗

祖，梁這墮與鄘驛等只是當地的華商，如據 （ 明太宗實錄）

所記，梁道里的追隨者也有 「 數千人」 的話，當時，舊港已聚合

了近萬數的華人。 當時孫鉉企圖扶持舊港的另一勢力梁這里來打

擊隗詛義的豪橫，也就是用手段來分化舊港的 力量，這種策反計

畫應已 得到囝臨凪點頭才可進行 。

墮臨詛在永樂三年( 1405)六月，下令 「 遣中官鄯和 等齎敕往諭

西洋諸國。」 28這時候，里臨詛對南海形勢已有所了解，而鄯担下

西洋的艦隊已經過一年多的準備與集訓，這次出使的目的地很明

確，就是 「 西洋諸國」 即馬六甲海峽及以西的國家，一次史無前

例的海洋之旅即將展開。

下西洋最大的麻煩是三佛齊即舊港是否阻礙通航。 前文提及永

26 堡揸監條 ， ｛明太 宗 實錄） ， 卷 38 • 頁 646 。
27 巫揸監1彥 ， ｛明太 宗 實錄） ， 卷 38 • 頁 646 。
28

巫昱監亻多 ， ｛明太 宗 實錄） ， 卷 43 • 頁 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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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三年正月 甩扭親凪已把梁這里當作舊港的大頭目 ，並派遣行人

證嚴翠等招諭他。梁這里在永樂三年十一月 與鄭伯可隨諲腋�親

自前來南京朝貢，29在他離開舊港時，堡道墮曾吩咐副手 「 臨進鹽

代領其眾。」 30不過，就在 前二個月 （即同年九月 ）時， 《明太宗實

錄》透露了 「 賜西洋 、 爪哇… …及舊港等處頭 目 宴」 的消息，31 這

個舊港頭目又是誰 ？ 他當然不會是堡這里？應是穂緝義所派遣的

代表，當穂詛義知道梁道明的企圖時，他亦派人到中國來解釋及

希望 得到阻臨詛的承認。

這種情況說明了當時舊港內出現權力鬥爭，雙方都想借明朝的

承認強化在地的影響 力，或得以從事朝貢貿易活動。朋感凪應該

知道舊港的大頭目 是穂詛義，但從 《明太宗實錄》所記，鑿這里
一直被視爲大頭目，可見這是明朝的分化手段，即支持堡這里打

擊隗祖蓋。不過，如果這些海外華人都願回國定居的話，墮盛詛

就不必爲此而頭痛，他在永樂四年(1406)三月，發出一份〈招諭海

島流人〉的敕諭 ： 「 爾等本皆良民·…. .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

以取後悔。」32但是，對 於舊港的華人來說，回國並不是他們的期

盼，他們要的是貿易。因此沒有人響應是明白不過的。

永樂四年(1406)七月， 「 舊港頭目隗凪送遣子土且 丶堡這墮遣

29 巫性監修 ， （明太 宗 實錄） ， 見卷 48 I 頁 734 。
30 星慫週撲，全裊荃點校， （殊域周各錄） ， 頁 293 。
3 1 張輔監修， （明太宗實錄），卷 46• 頁 709 。
32 張輔監修， （明太宗 實錄），卷 52 • 頁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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姪觀政」 等同來朝貢，賜鈔幣有差。 33當時，第一次下西洋的鄯担

艦隊 ， 應已到訪舊港後西航印度。真假舊港頭目同時入貢顯示權

力鬥爭已經白熱化 ： 祖義遣子土且入朝表示最大的誠意，梁這班

亦遣姪兒觀政來朝 ， 爭取愬盛詛的承認至爲明顯。不過，穂祖義

大概已體會到呾感詛對他的打壓，他不得不先下手爲強，我們不

知他如何對付堡這塑，但是自永樂四年七月 以後，堡這�迥再沒有

出現在史料中，他已退出歷史舞臺。

大櫃在永樂四年( 1406)春夏 間，鄯担艦隊已經通過馬六甲海峽

西航，隗詛�匽決定派兒子土且到中國爭取承認，結果發現明朝扶

立梁這里的意圖不變，才決定對付梁道�，捍衛自已在舊港的統

治權。 廊進豊向鄯担投訴 「 穂詛蓋兇橫等情」 ， 應是指陳祖義殺

害梁道兕之事。如果是指穂詛蓋平時的所作所爲 ， 爲什麼不在鄯

担西航前解決他呢 ？ 由此可見，舊港華人社團當中，其實呈現分

裂及權力鬥爭的狀態，這應是海商集團的常態，一團一伙以維護

自己的海貿利益。

隗詛義因 得爪哇滿者伯夷王朝的委任爲舊港大頭目，當然控制

了當地的貿易壟斷權，而以堡這里與迤逕鹽爲首的另一海商集

團，欲借明朝的影響力加 強在舊港的地位，塑尻組則想藉梁道阻

取代隗祖義，間接削弱爪哇在舊港的影響力。在鄭担下西洋時，

墮臨�仍未有用武 力對付隗祖蓋的計畫，所以鄯担西航時並沒有

跟穂詛義發生衝突 ， 他仍在考量如何安置穂祖義與梁這里。

33 巫揸監條， （ 明 太 宗 T錄 ） ， 卷 56 · 頁 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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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鄯担西航回程途中，卻發生了兩件挑戰塑扆祖權威的

事件，一是上文所論述的梁這殂被殺事件，相信迤進�已向里臨

祖報告了 ； 另一事件是爪哇西王攻殺東王時誤殺了 170 名明朝使

團官軍，當時 「 朝廷遣使往諸番國，經過東王治所 ， 官軍登岸 市

易 為西王兵所殺者七百十（百七十）人。」34這件事大約發生在 1406

年初，這批使團及官軍並非隨鄯担下西洋的部隊，是另有任務的

使團。否則，鄯担不可能不處理便西航。 爪哇西王在永樂四年( 1406)

閏七月時，遣使報告： 「 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 35當時，西王

並未就殺害 170 名官軍而向明朝道歉，爪哇根本不提此事。這件

事愬菡詛應早已知道，因爲留在使船上的明朝使臣應即回航報告

此事。 此時的墮坞詛才下決心攻擊舊港的穂詛�，以報復梁這里

被殺及爪哇殺害使團的事。這樣可以避免酒接與爪哇正面衝突，

也可讓爪哇知道明朝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

與堡這里同一陣線的迤進豊，在梁道里被殺後必然向明朝投訴

及尋求保護，趁回航時向鄯担報告 「匯祖義兇橫 等情」 時，與此

同時鄯担同已接獲里臨凪剿滅隗詛蓋的敕令。因此，鄯�桓與隗詛

義之戰已無法避免。永樂五年( 1407)中，鄯担艦隊回航至舊港，便

與穂祖義展開一場戰爭，結果隗詛義被俘。 同年九月 ，鄯担回抵

國門，獻上俘虜 ：

＂ 巫監 侈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71 • 頁 997 。
35 f!.. 肆撲 ， （ 賡 束 通 志 ） ， 收入 （ 稀 見 中 國地方志匯刊 ） ， 第 43 冊 ， 卷

69 • 頁 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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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太監塹些使面 洋諸國還 ， 械至海賊床棹B名 。 初 ， ｛鄯）

狂至 竹 港 ， 過墾五等 ， 遺人招諭之 。 墊A詐 降 ， 而 潛謀要劫

官 軍 。 （鄭）狂等覺之 ， 整兵隈備 。 墊互率 眾來劫 ， （真�)E出

兵與戰 ， 墊A 大 敗 。 殺賊嗽五千餘人 ， 燒賊躲 十艘 ， 痕其 七

杖及偽銅 印二顆 ， 生擒壅A等三人 。 既至 京 師 ， 令悉斬之 。 36

顯然 ， 墮庠�詛對於這次戰局很感滿意 ， 參與這場戰爭的官軍兵差

等都得到朝廷的賞賜 。 （ 明太宗實錄） 記載 ：

賞 使 西 洋 官 軍 竹 港嬌賊有 功 者 ， 拉 擇鈔一 百 錠、綵 幣四表

袤 ； 千 戶 鈔八十錠 、 綵 幣三 表． 袤 ； 百 戶 所、鎮握鈔六 十錠 丶

綵 幣二表袤 ； 屠 士 、 番 火長鈔五十錠 丶 綵 幣一表袤 ； 校尉鈔

五十錠 、 綿布三足； 旗軍、通事 、 軍 伴 以 下鈔、布 有 差 。 37

處理完穂祖義之後 ， 墮盛�祖便 「 設舊港宣慰使司 ， 命造�為宣慰

使 。 賜印誥 、 冠帶 、 文綺 、 紗羅 。 」 3
8墮臨祖視舊港爲邊境土司 ，

有 「 賞罰黜陟 ， 悉聽裁制 」 的自 治性質 。 39不過 ， 墮扆詛心裡明白

「 進鯉雖受朝命 ， 猶服屬爪哇 。 」 40因此 ， 明朝只須維持與舊港的

友好關係 ， 以確保馬六甲海峽航道暢通無阻 ， 塑筮�祖當然不會視

舊港爲重要盟友 ， 臨進�世的忠誠度亦值得懷疑 ， 因爲明朝與爪哇

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中 。

36 巫揸監侈，｛明太 宗 實錄），卷 71 • 頁 987 。
37 堡揸監條，｛明太 宗 實錄），卷 71 • 頁 999 。
38 巫揸監 f今，｛明 太 宗 實錄｝ ， 卷 71 • 頁 995 。
39 竺竺撰，醞校注， { &洋奮國志），頁 12 。
40 巫等撰，｛明 史 ｝ ，卷 324 • 頁 8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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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慘烈的戰爭，穂詛義五千餘人被殺，以塑臨祖對軍人

的嚴格要求，這數字不可能虛報。鄯�龐大的海軍及裝備精良的

武 器，要打敗穂祖義應不會很困難，但要殺五千餘人才能生擒隗

祖義，戰況的激烈可想而知，鄯担幾乎是血洗舊港。 隗詛義的部

隊大都是華人，而穂祖義及另兩位頭目則押解到南京被誅殺。隗

祖義所犯何罪要如此懲罰不可？他當然不是什麼海賊，他擁有超

過十七艘的海船以及五千多名的追隨者，及擁有 「 僞印二顆」 ，

在在顯示穂祖蓋在舊港的合法地位 。 很清楚，這是一場明朝中國

與爪哇滿者伯夷王朝 角 力下 延伸出來的戰爭，當爪哇無故殺害了

170名使團官軍，塑臨祖便作出最後抉擇，下令鄯担進攻舊港扶持

親明朝的瓿逕鹽，用以削弱爪哇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 隗詛蓋

可說是明朝與爪哇鬥爭的犧牲者，也可以說爲捍衛 滿者伯夷在舊

港的控制權而犧牲了，這樣墬祖義 便是爪哇歷史上值 得歌頌的英

雄人物。

史料並沒有記錄爪哇對鄯担發動在舊港的戰爭有何反應，但爪

哇對於明朝要求賠償殺害 170 名官軍六萬兩黃金一事，堅持只賠

一萬兩黃金 ， 而塑處詛亦不再追究。41可見，明朝與爪哇的對立仍

然很緊張，只是雙方不願正面衝突而已，當時爪哇滿者伯夷王朝

的勢力正在下降中，反之明朝中國的國 力正值上升階段，這是不

爭的事實。 如果明朝決心用軍隊 進駐舊港作爲下西洋海軍的基

地，是完全有足夠的軍事能 力，但明成祖不作此想，是避免引起

41 塹主笠;fr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一 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珊究）， 頁 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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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國家的恐慌，最重要的是避免與爪哇的正面衝突。委任迤逕

鹽爲舊港頭目，應是雙方協調下的結果 ， 爪哇並沒有因墬詛義失

敗而放棄舊港的控制權，我們可從上文提及爪哇向明朝投訴 「 滿

剌加 國王索舊港之地 」 而知之。

再 有一事 間接證明爪哇對舊港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明永樂二

十二年( 1424)正月，舊港宣慰使旌進鹽已經過世，他的兒子臨遼孫

遣使 「 請襲父職 ，并言舊印爲 火所燬。」 朝廷已頒令迤遺�襲宣

慰使，賜與銀印 ，並 「 令鄯担齎往給之。」 42塵担這次任務並沒有

完成，因爲 當他抵達舊港時，大頭目竟不是瘟選�而是臨進�的

女兒臨三組，如果沒有爪哇支持，臨d且憑什麼可以抗拒明朝對

臨遼�的任命？鄯担親往頒授廊遼孫爲舊港宣慰使之事，最後是

不了了之。由此可見，舊港頭目的繼承權並非由明朝掌控，仍然

是由爪哇主導，雖然鄯担艦隊有足夠的戰 力控制舊港，但是必須

與爪哇正面衝突。明朝似乎是不願與爪哇反臉，避免掀起南海的

戰爭，因而接受爪哇在舊港的主導權。

值 得一提的是原先要頒賜給臨遼孫的銀造 「 舊港宣慰使司印」

相信也沒頒給迤云組。剛好這一年八月呾毖�，而塑辶主繼

位幾個月 便過世，接著 是照直� ，胝d且使

臣入貢，墮直至再頒發一枚 「爪哇舊港宣慰使司印 ……蓋舊印爲

所火燬也。」 43 自此以後臨遼孫之名再沒有在歷史上出現，相反的

42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67 • 頁 2427 。
43 巫揸監條 ， （明宣 宗T錄）， 卷 7 • 頁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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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的大名卻在琉球國的（歷代寶案） 中留下記錄。44宣 德五年

(1430)鄯担第七次下西洋時，隨行的區壑（瀛涯勝覽） 記載： 「 本

人（指施進狸）死，位不傳子 ， 是其女施二姐爲王。 一切賞罪黜陟，

皆從其制。」 45莖娑（西洋番國志） 也提及 「 進鹽死 ， 位不傳子，

其女三組爲 主。賞罪黜陟，悉聽裁制。 」 4
6

區堅所說的 「 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 ， 也包括繼承權的問

題。上文提及塑臨�處理穂詛�後 ， 任命迤進�爲宣 慰使是與爪

哇協調的結果 ， 迤進豊仍然是爪哇授權的舊港頭目。因此我們才

明 白 ，明咸祖以滿剌加作爲下西洋的海軍基地，而不選擇以華人

爲 主體的舊港來合作是有其理由的，47這亦可反映出對施迆鹽的不

信任，以及對爪哇的警惕。 不過，鄭担擊敗穂虱蓋後 ， 再也沒有

任何 力量可以阻礙西洋諸國前來中國朝貢，而明朝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達到了。

二 、 西洋總路頭蘇門答剌的興衰

明初史籍對於西洋的概念並不清楚 ， 如最先隨鄯担下西洋（第

44 棓關閉究參考生訌釜， 'Chinese Element in the Islamisation of Southeast 
Asia' 收入 （ 椰陰館文存），第三卷 ， 頁 109- 1 1 7 : 徐王虎，〈明代琉球興
暹矗滿耒扭u ti 港蘇門 答,t,J爪哇堵地通 商 考 〉，收入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
部） ， 第十二期(1983/6) • 頁 17-24。

45 互塾撰 ， 憑丞些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17 。 按互塾愴 隨壅狂三下面
洋，第七次也有隨行 ， 今 （ 瀛涯勝覺） ， 頁 71-72 。

丛 呈挖撲 ， 虹校注 ， ( &洋嗇國志）， 頁 12 。
＂ 壁圣，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畊究）， 頁 7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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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第八次）的豊佤在其大著 （星槎勝覽） 謂： 「 通計歷覽西洋

諸番之國，風土人物之異，逐國分序，詠詩篇。」48然後，以經過

的藩屬國或地區的順序排列如占城國、賓童龍國、靈山 ｀ 崑崙山、

交欄山 ｀ 暹羅 ｀ 爪哇……等等。 也就是說使者艦隊經過的國家都

算西洋國家，這是含糊不清的。而第四次隨鄯担下西洋的墨壓在

〈紀行詩〉中有句謂： 「 闍婆又往西洋去」 49則指出西洋是在闍婆

（爪哇）之西。〈紀行詩〉也有點含糊，但是，墨�甚在 〈蘇門荅剌國〉

就明白的指出 「 蘇門荅剌國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其處乃西洋之

總路。」 50蘇門荅剌國在蘇門答臘的北端，其後改稱啞齊 ( Aceh ) 。

很清楚，前往西洋各國是從這裡開始的。

隨鄯担第七次下西洋的鞏趁在 （西洋番國志） 〈蘇門荅剌國〉

說： 「 其國乃西洋總路頭。 」 在 〈南淳里國〉說： 「 國之西北海

中有大平頂高山名帽山，半日可到。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

沒嚟洋。凡西洋過來肛，俱收此山爲準。」 5 1南浮里國(Lambri)在

蘇門答臘最北端，再 向 東南就是蘇門荅剌國，即是西洋的總路頭

所在 。也就是說從西洋來的船，抵達蘇門荅剌國便到達東洋最東

的口岸 而進入馬六甲海峽。換言之，從東洋來的中國船離開蘇門

荅剌國後，往帽山方向航行便進入西洋海境。也就是說，蘇門荅

48 _t互撰， 馮承鈎校注，｛星槎勝覺校注），〈 前 集 目錄 〉 。
49 互塾撰，尹校注，｛瀛涯勝覧校注），〈紀行诗〉 。
50 珥撰，磾校注， （瀛涯勝覧校注），頁27 。
＂ 莖撲，豆這校注， （面洋嗇國志）， 頁 1 8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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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國是出西洋的的總 口岸，這種認知應是墨歐、莖鯰及當時人所
接受及認同的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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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十 五 、 西 洋總路頭 － 蘇 門 荅 束］ 國 位 置 圄 （ 繪 製 ： 鄯永帝 、 奎遺遵』

不過，寫於萬曆四十五年 《東西洋考）一書的作者噩鼕，對於
東西洋作了如下的界定 ： 「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
起 也 。 」 53文萊(Brunei)明初稱淳泥／渤泥，位於婆羅洲的北岸 。 張

52 間於 「 西洋」 一 詞 的 歷 史含意變化 ， 邑翌教授作 了 一 次詳鈿的裙釋 。 詳 參
訌 〈 釋 「 西洋」 〉 一 文 ， 收入主丞互 丶 邑翌編 ， （ 鄯和珊究百年論文選） ，
頁 97- 1 13 •

53 張燮撰 ， （ 柬面洋考） ， 頁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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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的說法再經清初張廷玉修（明史）時加 以引用說 ： 「婆羅又名

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 」 54因此，西洋以文萊爲 界竟成

爲後世的通說。 但是，張呈 《東西洋考）一書，就是在 〈 西洋列

國考〉中，也沒有列出蘇門答臘以西國家的名稱，最西的國家是

啞齊(Aceh) , 包括明初的蘇門荅剌國和南巫里國在內，位於蘇門答

臘島西北海峽口岸 。

由此可見，張墜的所謂東西洋是指南海地區而言 ， 以文萊作爲

中 界線，分之爲東西洋，不知他以何者爲根擄 ？ 張� 「水

餉」 作爲東西洋之分。 所謂 「水餉者，以船廣狹來爲準，其餉出

於船商。 」5
5書中有註謂 ： 「 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

兩，每多一尺，加 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 」 56

也就是說，張皇東西洋的區分主要根據中國出海船隻的大小，以

及小船 往東航而大船往西航的原則，來界定兩洋以文萊爲 界。以

西的航線，從交阯（越南北部）最遠至蘇門答臘北部的啞齊止爲西洋

航線，途經的國家稱爲西洋列國。57因此萬曆年間張燮所說的「西

洋列國 」 只是去西洋航線途經的國家 ， 但明中葉後中國帆船根本

不會越過啞齊進入印度洋貿易。張燮亦說 ： 「 啞齊即蘇門荅剌國，

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 58張燮所說啞齊（蘇門答剌）是 「 西

｀ 堊等撰 ． （明史） ， 頁 8378 。
ss 堡翌撰， （ 東面洋考） ， 頁 90 •
56 巫翌撲， （東面洋考）， 頁 90 •
S7 巫翌撰， （ 東 西洋考） · 〈 目 綠 〉 ·
58 巫史撰， （ 東面洋考）， 頁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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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之要會」 ， 這跟匾壓 ｀ 鞏趁所說的 「 西洋總路頭」 是一致的。

其實 ， 明初朝廷對西洋的界定是較謹滇的，由於不清楚西洋情

況，明初會在西洋國家之前加上形容詞 「 西洋」 兩字予以區分 。

如 「西洋瑣理」 、 「 西洋邦哈剌」 ｀ 「 西洋蘇門答剌」 、 「 西洋

古里」 等等。 59值 得留意的是在塑臨祖登位時便四出遣使「以即位

詔諭安南、爪哇 、 琉球 、 日本 ｀ 西洋蘇門荅（答）剌 ｀ 占城諸國。」

60如果將 「西洋蘇門答剌、」 解 讀爲 「 西洋、蘇門答剌 」 兩國是不

通的。 因此在鄯担下西洋時，明朝中國已認定蘇門答剌爲西洋國

家的 「總路頭」，從這裡往西航經的國家都算是西洋諸番國。

鄯和七次下西洋都途經蘇門荅剌國再往西航，但是鄯因還有一

次到舊港冊封宣 慰使的專航記錄。 61舊港即三佛齊 ， 在蘇門答臘南

部。 鄯担這次舊港之行，並沒有被認定爲下西洋 ， 因此在 〈婁東

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 記 〉 及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 〉 兩

碑誌中都沒有提及這次的出航 ， 就是因爲沒有抵達蘇門荅剌國。

關於蘇門答臘島的西北作爲貿易點的描述，中文史料在唐宋時

就出現。 據 《新唐書 ）〈廣州通海夷道 〉 的描述：

廢 fli 東 南 海行 ， ……行至海硤 ， 蕃 人謂之 「 質 」 ， 南 北 百 里 ，

北 岸 則 矗越 國 ， 南 岸 則 佛 逝 國 ， … … 又 面 出 硤 ， 三 日 至 曷 曷

59 li..i_監修 ， （明太禕實錄） ， 卷 56• 總頁 1 1 0 1 ; 卷 254 • 總頁 3668 ; 巫
揸監侈， （ 明 太 宗 實錄） ， 罨 12 J:. • 總頁 1 93 ; 卷47 • 總頁 717 。

60 巫揸監修 ， （明太宗 實錄）， 卷 1 2 J:.. • 總頁 193 。
61 堡揸監修，｛明太 宗實錄） ， 卷 267• 總頁 2427 : 並 參本 書 附 表 一 〈 鄭和

下 西洋年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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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祇國 ， 在佛 逝 面 北隅之別 島 ， 國人 多 鈔暴 ， 乘抽者畏澤

之 。 … … 又從 菡 曷 僧祇四五 日 行 ， 至勝鄧洲 ． 又 面 五 日 行 ，

至婆霉國 。 又六 日 行 ， 至婆國伽藍洲 。 又 北四 日 行 ， 至 師 子

國 ， 其 北海岸距南天竺 大 岸 百 里 。 62

也就是說從婆露國至婆國伽藍洲，大約在今蘇門答臘島之西北，

是航海必經之地。到了宋代，這裡稱爲藍里或稱南巫里(Lambri

今蘇門答臘的亞齊）。據南宋國盂韭《嶺外代答》 說 ： 「 故臨國與

大食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 」

63 由此可見，當時從廣州出發到大食（阿拉伯）貿易的華商，先在藍

里過冬，次年才轉往故臨（印度西海岸南部的 Kulam/Quilon 港 ），也

就是說蘇門答臘島西北扮演著貿易中轉站的 角色。 其後趙送适在

《諸蕃志）一書中，提及中國番商在藍無里貿易 「用檀香、丁香 ｀

腦子 、 金銀梵器 · 馬、象、絲帛等爲貨。」 64

蘇門答臘西北沿海地區都可能是貿易站，馬可孛羅 1292 年從

中國刺桐（泉州）出發回國時，船隊途經小爪哇島（即蘇門答臘島）時

提 及 的 圍家 有 法 理 郎 (Ferlee) 、 帕 斯 曼 (Basman) 、 速 木都 剌

(Samatra)、大花臉(Dagroian)、南巫里(Lanbri)、班卒兒(Fansur)

奈庫維蘭(Necuveran)、晏陀蠻(Angaman)、錫蘭(Seilan)等。

62 塾痘且等撲， （新唐書）（臺北 ： 鼎 文書 局，1 989)• 卷 43 下，頁 1 1 53 。
63 � 撰，蠱式主校注， ｛ 嶺 外代答校注｝ （北京 ： 中 基 書 局 ， 1999) • 頁

90-91 。
64 是迏逗撲，拉旦盂校釋 ， （ 堵 蕃 志校釋）（北京 ： 中 基 書 局，1996)• 頁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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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六 、 南宋時海路交通圖
參旦迟考i 、 徐 聖瑱主編 （ 中 國 歷 史地圄合訂本） （ 臺北 ： 中 國 文化大學 出 版部 ， 1993)
頁 49 局 部 。

不過在宋元時南巫里（藍無里）是蘇門答臘島最重要的國際貿

易中心有其自然之理 。 元代航海家江本�曾二次出海至印度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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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次是在十九歲( 1 3 1 1 )那年 ， 第二次是在 1 337 年 。 65迂本鑭

說 ： 「 （喃誣哩）地當喃呃哩洋之要衝 ， 大波如山 ， 動盪 日 月 ， 望洋

之際 ， 疑若無地 。 」 66喃喔哩洋指亞齊至斯里蘭卡間的東印度洋海

面 ， 而南巫里因爲地當要衝故成爲由馬六甲海峽出印度洋 ， 或從

印度洋入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停泊和補給的貿易中心 。 迂太�又提

及另一國家須文答剌(Samudra) 「 貿易之貨 ， 用西洋布 、 樟腦 、 薔

薇水 、 黃油傘 、 青布 、 五色段之屬 。 」 67須文答剌即馬可孛羅所說

的速木都剌(Samatra) • 他比迂去玀早十九年到過這裡 ， 並逗留了五

個月 ， 馬可孛羅似乎對這地方沒有好感 。 他在 （遊記） 說 ：

帶 藩 約 有 二千 隨 員 登岸 後 ， 就在 島 的 內 地和 帳昷 間 掘 了 大濠

溝 多 道 ， 這 是 為 了 怕 那 些 吃 人 的 野獸性 人 民 的 原 故 。 濠溝連

接 荅 海 口 面 端 。 在 溝上造有木作的 小棲五所 。 像是 有 雉 喋 的

棚 架 ， 就照這樣他和他約跟從 人住 了 五個 月 ， 藉 荅 這 些 壁 壘

的 保謾 。 68

無可否認馬可孛羅對須文答剌是有偏見的 ， 他沒有提及這裡的貿

易 ， 似乎當時貿易並不多 。 不過他說 ： 「 漸漸的 ， 島民也來賣給

他們食物和別的東西 ， 因爲在他們之間 ， 已產生了互相的信任 。 」

65
适本週撰，il鉭iff ' ( 島 夷誌略校釋）（北京：中 華 書局，1981 )• 〈敘
論〉，頁9-10。

66 尹撰 ， il旦校釋， （ 島 夷誌略校繹），頁 261 。
67 尹撲，丛壘旦校釋， （ 島 夷誌略校釋），頁 240。
68 馬哥孛 矗撲，張星煨繹，（馬哥孛 矗遊記} (½北 ： 圭灣商務印務館，1979)•

頁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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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當時的南巫里比較繁榮， 《遊記） 中說： 「 這裡有很多蘇方木，

他們也有樟腦和別種寶貴的香料。」 7
0也許愚互圭置爲數二千多人

在須文答剌停留期間，引起當地政府和人民興起經商的意願，十

九年後當迂本盟經過須文答剌時，這裡已經是蘇門答臘西北部的

一個貿易中心。

到了明初蘇門答臘西北地區最富庶的貿易中心是蘇門荅剌

國，墨堅在（瀛涯勝覽）說： 「 蘇門荅剌國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

其處乃西洋之總路。 」 又說 「 此處多有番船往來，所以國中諸般

番貨多有賣者。」 71墨壑在 〈南淳里廠 〉 條中，卻沒有提到番船 來

買賣的事，可見南浮里（即南巫里）的廠際貿易地位已被蘇門荅剌國

取代。

區壓在 〈紀行詩 〉 中說： 「 闍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齊過臨五嶼。

蘇門荅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經此聚。 自此分騌往錫蘭·…. .」 72 ' 從
詩中他對海峽三地；三佛齊、五嶼即滿剌加(Malacca)73 和蘇門荅剌

國的描述，可看出墨堅對蘇門荅剌國繁榮的欣賞。 如果從鄯担的

航海圖中更清楚知道鄯担曾在蘇門荅剌國設立 「 官廠」（即官府

貨倉 ） 一事，可見蘇門荅剌圉作爲鄯担下西洋前期的 「 總路頭」

69 馬丹孛矗撲，堡主呈繹， （ 馬 哥孛矗遊記） ， 頁 364 。
70 馬哥孛矗撲 ， 丞上呈珥 ， （ 馬哥孛矗遊記） ， 頁 367-368 。
71 � 撲 ， ；馬承鈎校注 ， （ 瀛涯勝 覧校注），頁27、30 。
72

五塾拱 ， 血校注 ，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1 。
73 堡 重枉 璿 、 丑丞包湃 ， （ 真「和下 西洋考）（臺 北 ： 臺灣商務 印 書 館 ， 1966) •

頁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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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其歷史因素 。

．．電
圈 十 七 、 鄭和旅海圖 中 之厤門 荅 剌國， 其面邊 外 島設 有 明朝 官厰 。
尹 （ 武備 ．志 ） （ 收入 （ 瑱 條 四 庫 全 書 ） ， 子部 第 963-966 冊 ） 卷 240 • 頁 325 •

當鄯担下西洋時蘇門荅剌國面對兩大問題：一是暹羅視蘇門荅

剌國爲藩屬國，這方面的內容在下一篇討論；另一是國內的政治

局勢不穩定， 政權幾經轉移， 故事十分曲折， 戲劇性很強 。 以下

探討蘇門荅剌國的政治變化 。 馬歡在 《 瀛涯勝覽） 描述說 ：

其妹門荅剌國王 ， 先被那孤兒花面王侵掠 ， 戰鬬 身 中 蕻 箭 而

死 。 有 一 子幼 小 ， 不 能與父報仇 。 其王之妻與衆 艳 曰： 「 有

能報夫死之笮 ， 復 全其地者 ， 吾願妻之 ， 共 主國事 。 」 言訖 ，

本處有 － 漁 翁 ， 奩志 而 言： 「 我能赧之 。 」 遂領兵 衆 當 先殺

敗 花 面王 ， 復雪 其 椿 。 花 面王被殺 ， 其 衆退伏 ， 不敢侵擡 。



第五．編 海峽風雲：舌 港和品「1 荅剌的起落 - 127 -

王妻於是不 負 前 盟 ， 卽與漁 翁配合，稱為 「 老 王 」 ， 家 室 地

賦之類 ， 悉聽老王裁制 。 永 樂 七 年 ， 効職進貢 方物， 而 沐天

恩 。
74

早在永樂三年( 1 405)蘇門荅剌國酋長宰奴里阿必丁(Zainuliabidin)

已遣使隨奉使西洋的中官丟慶同來朝貢，墮盛詛隨即詔封酋長室

奴里阿必丁爲國王。7
5根據引文的描述從永樂三年( 1 405)至永樂七

年( 1409)這四年間，蘇門荅剌國因那孤兒(Nakur)76即拔沓(Bartak)

的花面王入侵，戲劇性的由一位漁翁登上王位，稱爲 「老王」。

這段時 間， 剛 好 是鄯扣第一次 ( 1405/六 -1407/九 ） 和第二次

( 1407-1409)下西洋的期間。也就是說鄯担第一次下西洋在蘇門答

剌所見的國王就是漁翁老王 1壟担第一次下西洋回來隨即第二次

下西洋，除了處理滿剌加 的賜碑外，77可能也涉及如何處理蘇門荅

剌國的問題。因爲蘇門荅剌國遣使申訴 「 暹羅強暴，發兵奪其所

受朝廷印誥，國人驚駭不能安生。」 78由此可見地峽與海峽的錯綜

關係，暹羅在海峽的影響力會因鄯担下西洋而減弱，甚至萎縮 。

漁翁老王於永樂七年( 1409)遣使隨鄯担船隊入貢，向中國「效職 ，

進貢方物而沐天恩。」 79因此他的合法地位已由明朝確認。但十分

74 馬歎撰 ， 憑丞拉校注， （ 瀛涯勝 覧校注），頁 27-28 。
75 巫昱監修， （ 明 太 宗 實 錄），卷 46 • 頁 7 1 1 -712 。
76 參肆原 藩，丑翌校注， （明鈔本 （ 瀛涯勝覺）校注 ） ，頁 44 。
77 參 本 書 附錄一〈真F和下面洋年表〉 。
711 巫揸監1今， （明太宗 實錄），卷 72 • 總頁 1009 。
79 馬歎撲，；，馬承鈎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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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 《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七年、八年( 1 4 1 0) 和十年( 1412)

入貢的蘇門荅剌國的王名竟然是 「 宰奴里阿必丁」 ，他不是已給

花面王殺死了嗎？可見明朝官方爲了 「正統」 的史觀將「老王 」

身份隠諱了。80

原來蘇門荅剌國的歷史從 1409-141 1 年這段期間，再次經歷一

次政權的轉移，當塵担第 四次下西洋(1412-1415)期間，於 「永樂

十年( 1412)復至其國」 時，政權已由 「先王之子」 控制了。墨歎說：

「其先王之子長成，陰與部領合謀，弒義父漁翁，奪其位，管其

國 。 」 81 所謂 「先王之子」 就是宰奴里阿必丁的兒子剌査加那因

(Rajakanaen)。8
2花面王入侵時他尙年幼，至永樂十年(14 12)長大

80 據鄭鶴羌 ｀ 塹二坐教授約芍究： 「 （明實錄）之所以不提｀｀老 王＇入 貢中國
之事， 而代之以 宰奴里阿必T• 正出 自 1今實錄約封達文 人綦於封違正統褫
念 ， 否 認＂老 王＂的合法地位 . . … ． ．但在介緒�主l的身份時 ． 卻 又 不 能 不
提及＂前偽王＂， 這就霉出 了 馬腳 。 ． … ． ． 這個＂前偽王＂不 是別 人，正是那個
領兵殺花面王的漁夫， 這漁夫苲 曾做過蘇門 荅剌國王 。 」 參墅墊竺 、 壁二．
邑〈塹�下 面洋史事新証〉收入圭丞互 丶 邑竺l編 （鄭和珊究百 年論文選） ．
頁 142-143 。 這說法也有 道理， 因 為宰奴里阿必 T的兒子其後 重掌政楫 ．
且得明輯承認 。

SI 珥撲 · 専校注， （瀛涯勝覧校注）， 頁 28 。
112 墾墊竺 、 豐二拉〈壁枉下 面洋史事新証 〉 在 文中（頁 141-142)據上蓬 （ 袤 字

通志）一 書 資料來考遙宰奴里阿必T之子的 名 字 應 是 「 鎮丹罕錐阿必鎮 」 。
按 （ 袤 字 通 志 ｝ 妁編輯總栽是堡徨而非毛達； 。 但作者忽略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168 頁 1870 、 1875)在 永祟十三年(1415)兩度提及 「 宰奴里阿必 T遺王子且
查加那 因 等 貢 方物 」 和 「 賜籙門答剌王子剌查加那 因 等 冠 帶 ｀ 白 金 、 鈔幣 丶
襲衣 。 」 所 以 當 時的王子應是 「 良1 查加那 因 」 。 至於 「 鎖丹罕錐阿必 瑱 」
究免何時入並不明噓 ？ 因 史料殘缺不全，暫據 （明太宗 實錄） 重構該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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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竟殺死老王而奪回王位。當時鄯担從中國往西洋途中，抵達

蘇門答剌時漁翁老王已死，國王竟是剌査加那因 。 鄯担認爲這也

合理，因爲剌査加那因是先王宰奴里阿必丁的合法繼承者，所謂

「先王之子 」 是也。其後故事的發展卻因此而展開，墨�雹 《瀛涯

勝覽）說：

漁翁有嫡 子 名 蘇幹剌 (Sekandar) • 頷 衆 挈 家逃去隣山 ， 自 立

一 荼 ， 不 時率 衆侵 ， 復 父譬 。 永 祟 十 三年 ， 正使太監甚壁巴等

統領 大噴躲到彼 ， 發兵拭痕基拴M , 赴 闕 明 正 其 罪 。 其王子

或 荷 聖 恩 ， 當 貢 方物於軔 廷 。 83

莖鯰的 （ 西洋番國志） 與區壓之說基本相同，而豊這 （星槎勝覽）

與墨壓所說卻增加了一些有意思的內容：

永祟 十 一 年 · 偽王基控壹l寇竊其 國 ， 王遺倢赴 闕 ， 陳訴讀救 。

上命正使塹狂等統率 官軍兵勦捕 ， 生擒偽王 ， 至永祟十三年

歸獻闕下 ， 堵 番 振服 。 8
4

（ 明太宗實錄） 對這件事的記載，顯得有所隱藏：

（永祟十三年 ， 1415)ji門 荅 剌 國 王宰奴里阿必T • 遺王子甚皇

加那 因 等 貢方物 。 太監甚虫獻所獲妹「1 荅剌賊首基笠沮等 。 初

［鄴]�奉使至妹「1 荅剌 ， 賜其王宰奴里阿必T綵幣 等物 。 Alli

史 。 如鎮丹罕囍阿必填真有 其 人 ， 那麼前王 宰奴里阿必T可能有面位兒子 ，
剷情更為函折 ， 這有 待 更 多 史料的積現 了 。

83 .!I_塾撰 ， ；，馬承鈎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8 。
84 更拱 ， 専校注 ， （ 星槎勝覧校注） ， 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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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乃 前 偽 王 弟 ， 方謀弒宰奴里阿必T • 以奪其位 。 且怒使 臣 賜

不 及 己 ， 領兵數菡邀殺官 軍 。 ［鄭]f.率眾及其國兵與戰， 基拴

且敗走 ， 追至嘀渤利國（ 即 南 淖 里國） ， 並其妻子俘以歸 。 至是 ，

馱於行在（北京）。 兵部尚 書兗壹言 ： 『 妹幹剌大 逆 不 道 ， 宜付

法 司 ，正其罪 。 』 遂命刑部按法珠之。」85

（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三年，1 4 1 5)記錄了 「 蘇門荅剌國王室巫昷

回必工遣王子剌査加那因等貢方物 」 一事，從文氣來看似乎國王

宰奴里阿必丁仍在世，其實他已過世有八、九年的時 間。實錄的

編撰者似是爲 「 剌查加那因 」 推翻漁翁老王一事製作合法繼承的

條件，因爲在永樂十年( 1 4 1 2)之前，蘇門荅剌國漁老王已被 「 先王

之子」 即宰奴里阿必丁的兒子剌査加那因推翻，鄯担認定其繼位

也合情理。因此才有島堅所說的 「 漁翁有嫡子名藝腔剋，領衆挈

家逃去隣山，自立一寨，不時率衆侵，復父譬。」到了永樂十一

年( 14 13) • 嫡子蘇笠剋成功的 「 寇竊其國」 ， 繼承漁老王圉王之位。

戰敗的剌査加那因隨即 「 遣使赴闕（中國），陳訴請救。」 因此才有

「上命正使鄯担等統率官軍兵勦捕，生擒僞王（指蘇壁剋）」 的事 。

當時鄯担艦隊正在西洋各國訪問和貿易。

也就是說，朝廷是透過剌査加那因，將 「 生擒僞王」 的命令轉

知鄯担。永樂十三年( 1 4 15)五月，鄯担艦隊才從 滿剌加， 「 開洋回

還」 中國。86因而可以判斷，鄯担回抵蘇門荅剌國時是在當年的春

85 巫揸監條 ， （明太宗T錄） ， 卷 168 • 頁 1869-1870 。
86 互塾撰 ， 専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5 。



第 五 編 海峽風雪 ： ｀ 港和蘇門 荅剌的超落 - !al -

天，卻發現國王不是 「先王之子 」 剌査加那因，而是漁翁老王之

子蘇栓剋，且可能已在此時接獲明廷 「 生擒僞王 」 的祕密任務。

鄯和獲知朝廷意志，即冊封剌査加那因爲蘇門荅剌國王，否定

了蘇壁剋的合法身份。藝壁剋對明朝 「 賜不及己」的 做法是十分

不諒解的，因爲他父親漁翁老王於 「永樂七年，効職 進貢方物，

而沐天恩 」 具有合法的身份，現在爲什麼不能繼承王位呢？因此

才有（明太宗實錄） 所說的藝壁剋 「 怒使臣賜不及己，領兵數萬

邀殺官軍。」 可是朝廷已認定剌査加那因才是蘇門荅剌國的合法

繼承者，鄯担奉命率眾及其國兵與戰，並追至南淳里國，俘蘇腔

剋及其妻子回國。明朝以 「大逆不道」 之罪，將其誅殺了，當然

是減少了剌査加那因的敵對勢力 。蘇門荅剌國的動盪不安政局才

告結束。

可是蘇門荅剌國十多年來經歷過幾次政權轉移的戰爭，基本建

設殘破損毀，經濟停滯，貿易開始轉移至新的貿易中心滿剌加。

四 、 結語

馬六甲海峽自古以來是印度洋與南海貿易與文化的重要通

道，蘇門答臘島海峽的南北兩端；室利佛逝（三佛齊、舊港）與南巫

里 和蘇門荅剌國都扮演著 海峽守護神的 角色。數不清的國家使

節 、 貿易商、旅行家、宗教家、手工業者，藉由海峽兩端的政府

提供方便從事貿易｀ 旅遊或遷徙的活動 。 南端的巴鄰邦發展出唐

宋以來偉大的海島帝國室利佛逝（三佛齊）的興起 ， 主宰著 千年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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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運 ； 而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南巫里或蘇門荅剌國則成爲西洋

總路的靠泊基地。

海峽兩端在歷史上的偉大成就，都因港口適中而成爲貿易轉運

中心，當然執政者的配合、企圖心和人民的能力展現都是興起的

基本因素。 歷史就是變遷中產生的，沒有不變之理，隨 著 時 間的

推移以及時空變化的衝擊，就形成了歷史的變遷。 當時人也許覺

察不到，因爲變遷有時是在無形之中。 三佛齊經爪哇一役和鄯担

下西洋等因素的影響，已無以爲 繼了。 無論穂詛蓋或是臨造麈｀

麵三組都不可能恢復巴鄰邦 最榮景和偉大的時代。舊港的貿易在

鄯担下西洋後已走下坡，很快被 滿剌加 取代了。而蘇門荅剌國也

因多次政權轉移，政治動盪不安的關係，而失去作爲 西洋總路頭

的條件，貿易商也轉移至滿剌加 。滿剌加 之所以成爲海峽新的廠

際貿易中心，有著 諸多的歷史因素，第七篇再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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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地峽雄主 ： 阿瑜陀耶 的 委屈

一 、 前言

素可泰(Sukhothai)是暹羅王圈的第 一代王朝，原是吳哥王朝的

附庸 。 泰人於 1238 年獨立建國，《元史）稱之爲速古臺或稱暹國。

自素可泰獨立後，經常入侵吳哥，並向南擴張，控制了由孟族人

建立的羅斛(Lavo)及聲稱擁有馬來半島的主權，當時，羅斛仍然向

元朝朝貢。羅斛島通工的女婿，原是清邁一名泰族王子，他在1344

年繼位爲烏通王後，由於瘟疫，於 1347 年將首都遷往阿瑜陀耶

(Ayuthai)是爲暹羅的第二代王朝，史稱阿瑜陀耶王朝。阿瑜陀耶開

創之初，經常北征素可泰，其後素可泰成爲其藩屬。 1368 年明朝

立國，島通工（拉瑪鐵菩提一世，Rama Tiboti )以 「 暹羅斛國」 之名

朝貢，碩至 1377 年墮本組才授予「暹羅國王之印」 ，自是以暹羅

(Siam)一名沿用，至 1939 年暹羅推行泰化運動，才將暹羅王國改

稱爲泰王國(Thailand)。本文主要是討論明初的中暹關係，暹羅的

崛起以及鄯担艦隊四度造訪暹羅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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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明太租時的中暹關係

塑本祖於洪武 三年( 1370)首次派使者出訪暹羅，當使者抵達暹

羅所晉見的國王是剛繼位的蟑握置(Ramesuen) , 《明太祖實錄）稱

之爲 「 參烈昭毘牙」 。 ＇可是使者離開後，暹羅便上演完一場政治

風波。原來自阿瑜陀耶的開國者烏通王又稱拉瑪鐵菩提一世於

1369 年逝世，便由他的兒子位噩置(Ramesuen)繼位。 不出一年 ，

因國內動盪不安 ， 位噩置被迫讓位其舅父，是馬波隆摩羅闍一世

(Boromo Raja) , 也即 《明太祖實錄〉 上記錄的暹羅斛國王 「 叄忍

實毘牙嗯哩多囉祿」 。2

這事至洪武六年(1 373)才爲明朝知道，並在《明實錄》記下 「 國

王參烈昭毘牙懦而不立，國人推其伯父參烈實毘牙嗯哩多囉祿主

國事 。 」 其實主國事者是舅父而不是伯父，3當時暹羅皇宮中國王

母后系統扮演重要 角色 ， 因此也明 白爲什麼《明實錄》在洪武 六

年( 1373)記錄了兩次暹羅斛國王女元參烈思擰向中國貢方物的消

息。4對於暹羅國內的非正常更替，明太祖以 「 卻其使者所貢者」

表示不滿。 5不 過當暹羅使者 「 以本國地圖來獻」 以示忠誠時 ， 便

化解了明朝的不 滿 。 6洪武八年( 1 375)呾太祖才訂定 〈頒詔諸蕃及

I .l.1ti_監1彥 ， （ 明 太徂實錄） ， 卷 68 • 頁 1278 。
2 .l..tl監f多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86 • 頁 1531 。
3 叄堊璿 ｀ 堡壟墬繹 ， （ 暹 矗 史 ） ， 頁 75 。
4 ll:t監修 ， （ 明 太才且實錄 ） ， 卷 85 • 頁 1 5 1 8 ; 卷 86 • 頁 1526 。
5 ll.i. 監修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86 • 頁 1531 。
6 llU. 監修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86 • 頁 1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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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國迎接禮儀 〉 律則，7這套中國式禮儀要在藩屬廠土上演，是否

會增強或削弱該國圍王在人民心中的權威性，則有待觀察。洪武

十年(1377)塑本詛便將首枚 「 國王之印 」 頒給暹羅國王說 ：

員 參烈實毘 牙 噁哩多逼祿 自 朋王 位 以 來， 內 條齊 家之道 ， 外

造 眭 鄰 之 方 ， 況數遺使稍 臣 入 貢 ， 以 方 今 番 王 言 之 ， 可讀 情

德 矣 。 豈 不 名 播 堵 番 哉 ！ 今 年 秋貢 象入 朝 ， 朕遺使往踰 ， 特

賜「暹 聶 國 王之印」 及衣一襲，爾 當 善撫邦民，永為 多 福。8

暹羅能獲頒首枚 「 國王之印」 反映出照本風對暹羅的友善態度，

而暹羅國王願在其國土內接受中國式的宗藩禮儀，也奠下明朝與

暹羅之間的伙伴關係，當然暹羅所重視的是貿易問題。

墮本詛爲了制裁日本 和爪哇，推動朝貢貿易一體化政策。9
_

體化的體現就是有朝貢才有貿易，而貿易則以明朝頒發的 「 勘合

文冊」 爲依據。 勘合文冊的頒發是在洪武十六(1383)四月宣 示，（明

太祖實錄） 記載 「 賜暹羅、占城、真臘諸國。凡中國使至，必驗

勘合相同？ 否則爲僞者，許擒之以聞 。 」 10自此以後，無論是來朝

貢或出使的都以朝廷發出勘合作爲憑證，若沒有勘合的國家便不

得前來朝貢，當然更不可能貿易。

洪武 十六年以後，在朝貢貿易一體化的政策下，加 上墮本祖執

7 .l.ll監亻,f ' ( 明 太祺實錄） ， 卷 97 • 頁 1660 。
8 .Ill監亻彥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1 15 , 頁 1883。
9 詳參塹丕全荅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 明 代 海 貿 政 策演變畊究 ） ， 頁 40-51 。
10 _ll.:t監修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153 • 頁 2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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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專制，親力親爲，有勢力的地方官都能忠於職 守，不敢謀取額

外利益。由於走私舞弊消聲匿跡，貿易也隨之一落千丈，沒有明

初的熱絡。也因此朝貢貿易開始出現問題，那就是中國與南海的

貿易只能通過暹羅、 占城和真臘三國來進行責 ，而這三國都局處

在中南半島，也非貿易大國 ，顯然不足以承擔大任。相反的，豐

富資源的馬來群島及馬六甲海峽等以西的貨源，完 全掌握在爪哇

手中，由於爪哇朝貢中斷，貿易也無從進行。

自洪武十六年至洪武 三十年( 1 383- 1397)的 15 年當中，從海路

來朝貢的國家有琉球 15 次 、暹羅 1 1 次、 占城 9 次，真臘 4 次及

爪哇 2 次。此外，除須文達那國朝貢一次外，其他南海諸國及西

洋國家都沒有朝貢記錄。 I I到了洪武 三十年(1397) , 天朝帝國只剩

下一空架子，垂垂老矣的祖本凪聽到禮部奏說 ： 「 諸番國使臣、

客旅不通。」 12這當然是爪哇從中作梗的結果。墮本詛面對朝貢與

貿易幾乎停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蘇木、 胡椒 、 香藥都供應匱

乏 ， 除非用兵南海，否則可說是無計可施。

在此情形下，一向被視爲伙伴關係的暹羅派上用場。祖本詛指

示禮部去函暹羅國王說： 「 爾暹羅王獨守臣節，我皇上眷愛如此，

可轉達爪哇 ， 俾其以大義告 於三佛齊。」 13由此可見 甩且岑祖對暹

u 壅藩，｛來 自 海洋約挑戰一 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珊究） ， 頁56〈明洪武
年 間(1368-1398)東亞國家朝 貢 次藪統計 表 〉 。

12 ll.:t監條，｛明太禕實錄），卷 254 • 頁 3671-3672 。
1 3 ll.:t監侈，｛明太禕實錄），患 254 • 頁 3672-3673 。



第 六 爲 地峽扯主：阿哈陀耶的委屈 - 1:37 -

羅是有所信賴的。1
4可是暹羅不會代轉這封信，因爲中國與爪哇的

矛盾，正是暹羅的貿易利益所在，暹王又豈會不知道。

三 、 地峽貿易的擴張與發展

自印度洋前來東南亞貿易，自 古以來只有兩條通道：一是克拉

地峽；一是馬六甲 海峽，絕少船隻利用巽他海峽。如果馬六甲海

峽的暢通及安全有問題的話，馬來半島的地峽就成爲東來貿易商

的中轉地。克拉地峽自古以來是印度洋沿海地區與中南半島交匯

的貿易中心。（漢書） 是最早記錄了馬來地峽及海峽的貿易通道

說：

自 日 南 庫霎 、 徐聞 、 合浦躲行可五月 ， 有 都元國； 又躲行可

四月 … … 有 迷離國； 步行可十 餘 日 ， 有 夫甘都盧國 。 自 夫廿

都盧國船行可.::... 月 餘 ， 有 黃 支國（南 印 度）…… 自 黃 支船行可

八 月 ， 到 皮 宗（馬 來 半 島 南端） ； 船行可.::...月 ， 到 8 南 、 象林

界云 。 15

暹羅灣的國家大都依靠地峽來進行貿易活動，《梁書）描述在

地峽上的頓遜國：

東界通交州 ， 其 面 界接天竺 、 安息徼外諸國 ， 往還交市。 所以

然者，頓遜迴入海 中 千餘里，漲海無崖 岸，NJ舟6未曾得逞過也。

1 4 藤原 利 一 郎 ;;- ' { 東 南 7 :; 7 史<J) 畊 究 ) （柬京 : ;去藏館 , 1986) • ( �  月初
<: !i ,t h 暹矗 t 0) 交 涉 〉 ， 頁 35-36 。

＂ 壅撲 ， ｛ 漢 書 ） ， 頁 1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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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 ， 束 面 交 會， 日 有 篙餘人 ． 珍物窋 貨，無所 不 有 。 16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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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八 、 漢 代馬來地峽交通 示 念 圖 （ 繪製 ： 塹丕笠 、 生卫氐）

這大概是在唐代以前的盛況 。 唐代後，在蘇門答臘南部的巴鄰邦

(Plembang)建立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海上帝國室利佛逝(Srivijaya) • 他

的強大海軍維持海峽的暢通無阻 。 室利佛逝是南海的霸權及貿易

16 妣思廉撰， （ 梁 :t } , 卷 54 • 卷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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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唐代高僧義連在廣州乘坐波斯人的船到室利佛逝再轉往印

度留學，其後又在這裡翻譯佛經十年之久，可見室利佛逝的繁榮

富庶。1
7到了宋代，這裡雖然改稱三佛齊，但是仍然是南海的霸權

及貿易中心。北宋圭彧 《萍洲可談〉 提及 「華人詣大食，至三佛

齊修蚣，轉易貨物 。 」 18到了元代，三佛齊的海上霸權地位已被爪

哇新興起的滿者伯夷(Majapahit)取代，成爲滿者伯夷的附庸國，但

是這裡仍然是貿易中心。

三於洪武十年( 1 377)冊封三佛齊的繼承者，並以第 二枚
「 國王之印」賜予三佛齊。結果引起滿者伯夷的憤怨，殺死明朝

冊封使三百多人及三佛齊王室成員。 自 後三佛齊以巨港或稱舊港

著 稱，並以華人穂詛義爲舊港大頭目控制海峽，19 「 凡有經過客人

船隻，輒便劫奪財物。」 20由於明朝與爪哇的矛盾日增，墮本祖不

但拒絕爪哇朝貢又不 頒發勘合文冊，爪哇的報復就是阻止西洋國

家前來中國朝貢。穂詛義守在舊港一方面維持貿易，一方面阻礙

船隻穿越海峽，這麼一來，地峽貿易又恢復過來，而暹羅成爲最

大的收益者。

前文提及明太祖時，暹羅「以本國地圖來獻」以示忠誠的態度，

當然嬴得明太祖的信任，因此暹羅成爲南海朝貢國中獲頒授第一

17 今上主摸，尹校注， （南海守歸 內 法傳校注）， 〈 前宅 〉 ， 頁 8 。
1 8

生直撰， （ 萍 洲 可談）， 收入 （ 四 庫 全 書珍本另＇」輯）， 卷 2 • 頁5-6 。
19 詳 參星主笠荅，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芍 究），頁 3 1-39

本書第五編 ．
20 五塾撰，尹校注，｛瀛涯勝覧校注），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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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 「 國王之印」 的對象，也是最先一批（暹羅、 占城和真臘）獲頒發

「 勘合文冊」 的國家。明朝實施勘合貿易制度後，有兩次出使南

海 做買賣的記錄，一是洪武十六年八月 「 遣使賜占城、暹羅、真

臘國王織金文綺各三十二匹，磁器一萬九千事。」 21 另一次是在洪

武二十年七月 「 行人廬莖等還自真臘 ， 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 ｀

香六萬斤；暹羅國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 22圈敏、瘟莖是

在洪武十九年( 1 386)八月偕同內使出訪真臘等國，當然帶去大量磁

器 ， 才換回這麼大宗的貢品。23

這兩次當然不足以滿足明朝的需要，而暹羅卻承擔了中轉貿易

的責任。暹羅和占城是祖本詛時最主要的朝貢國 ， 也是朝貢貿易

次數最多的國家，但是，自洪武 二十四年( 1391)至洪武 三十一年

( 1 398)占城只有一次的朝貢紀錄。24塑本詛晚年 ， 暹羅成爲明朝獲

得海外貿易品的唯一通道。

要了解暹羅的朝貢貿易物品並不容易，（明實錄）大都以 「貢

方物」 而不記錄物品名稱、數量 和價格，只有在 洪武 五年(1 372)

清楚記錄暹羅 「貢黑熊、 白猴｀ 蘇木｀ 胡椒及丁香等物。」 25洪武

十六年( 1383)四月 開始，明朝以勘合作爲朝貢貿易的憑證，有關暹

羅朝貢物品的具體記錄如下，或可看出明暹貿易的意義。

21  l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156 • 頁 2426-2427 。
22 .l.ll監條 ， （ 明 太祺T錄 ） ， 卷 183 , 頁 2761 。
23 .l.ll監條 ， （ 明 太禕T錄 ） ， 卷 179 • 頁 27 1 1 。
｀ 壁圣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一 明 代 濤 貿 政 策 ，實 變 芍 究 ） ， 頁 56 •
25 .I..JLt監條 ， （ 明 太禕實錄） ， 卷 71 • 頁 1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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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洪武年間暹羅入貢紀錄
洪 武 紀 年 （ 西 輯 貢物品及數量 （ 明 太 禕 實 錄 ） 卷l

元） 頁

十 七 年( 1 384) 正 月 ， 責 方物 。 八月 ， 159/2453; 1 64/2535 
貢 方物。

十 八 年( 1 385) 正 月 ， 貢 方 物 。 170/258 1  

十 九 年( 1 386) -=- 月 ， 貢胡 椒 、 蘇木 ｀ 177 /2678; 179/2710 
乳 香 等 第 。 九 月 ， 貢 方
物 。

二 十 年( 1 387) 七 月 ， 貢 胡 椒． 一 菡 斤 丶 1 83/2761 
蘇 木十 菡 斤 ， 及翠 羽 丶 香
物 。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 進 象三十 隻 ， 及 193/2893 
( 1 388) 方物 丶 番 奴 六 十 人。

二 十 二 年 正 月 ， 貢 馬， 及蘇木 丶 195/2925; 1 96/2948; 
( 1 389) T 香 等 物 。 六 月 ， 貢 方 1 97/2964 

物。 十 月 ， 萁 番 馬 、 象齒 丶
硫黃 丶 胡椒 、 降 香 等物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貢蘇木 、 胡椒 丶 201/3008 
( 1390) 降 真 等 物 一 十 七 篙 一 千

八 百 八 十 斤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進 象牙 四 十 、 生 208/3098 
(1391)  玳瑁二 。

二 十 五 年 無朝 實紀錄
( 1392) 

二 十 六 年 正 月 ， 貢 方 物 。 十 二 1 96/2948 ; 230/3368 
( 1 393) 月 ， 貢 方物 。

二 十 七 年 無 朝 貢 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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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 

.::...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 貢 方物。 243/3531 

( 1395) 

二 十 九 年 無軔 實紀錄

( 1396) 

三 十 年( 1397) 八 月 ， 貢 方物 。 十 月 ， 254/3671 : 255/3686 
貢 方 物 。

三 十 一 年 正 月 ， 貢 方物 。 五 月 ， 256/3695 ; 257/3716 
( 1 398) 貢 方 物 。

墨壑在 《瀛涯勝覽）中提到暹羅的物產說： 「 其國產黃速香、

羅褐速香、降真香、沈香 ｀ 花梨木、白豆蔻 ｀ 大風子、血竭、藤

結、蘇木｀ 花錫、象牙、翠毛等物……異獸有 白象、獅子貓、白

鼠。 」 26從上表的貢品中，最重要的是胡椒 ｀ 蘇木 · 香藥 」 馬及象

等，而胡椒及馬不是暹羅土產，但在貢品中佔重要份量。 表中有

兩次貢馬的記錄，明太祖時求馬甚殷，也許暹羅奉命從西洋引進。

而胡椒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主要的生產地在爪哇，因此暹羅負擔

起中轉的責任，因爲在祖本詛最後幾年，占城 和真臘已經很少朝

貢。

總之，自三佛齊亡國後，馬六甲海峽險阻不通，阿拉伯及印度

商人的船隻都停靠在海峽西部的港口國家做貿易，如蘇門答臘北

部的須文達那（蘇門答剌）是當時海峽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 。 幾年

26 昱塾撰 ， 憑丞坐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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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隨鄯担下西洋的墨堅說「此處多有番船往來，所以，國中諸般

番貨，多有賣者。」 27西洋各國因隗祖義的阻塞海道，很久沒有前

來朝貢。西洋商人唯有通過地峽抵達暹羅尋找貿易，而暹羅商人

也透過地峽這條古老商路，把中國貨物轉賣至蘇門答臘北部港

口，再由西來的船隻帶回印度及阿拉伯地區。暹羅則以天時、地

利、人 和的優勢，通過克拉地峽轉賣中國貨物 。當時暹羅與明朝

的朝貢貿易發展最爲迅速，數量龐大的中國商品經暹羅轉銷他

處，當馬六甲海峽航海風險上升時，克拉地峽的中轉作用就越大。

四 、 鄭和艦隊四訪暹羅的意譏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九月 ，照惑祖篡位成功後，

對朝貢與貿易作出明確的指示： 「 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圈遣使來

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

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28由此可見，呾感詛不再制裁日本

或爪哇，至於占城投訴安南侵擾一事，則以 「 茲不深究」來警告

安南。29明成祖以大和諧的心態，期待朝貢與貿易儘快恢復明初的

局面。呾本祖執政時(1368-1 398) I 暹羅是明朝在南海中最友好的

屬國 。 永樂元年( 1403)二月 ，里臨祖改元後遣使暹羅 ， 賜予 「 駝紐

鍍金」 來維持雙方的關係。九月，又派遣內官奎�出使暹羅慰勞

27 互塾拱，尹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頁 30 。
28 巫揸監修，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12 J:.. , 頁 205 。
29 巫墊監1彥，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22 , 頁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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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 30透過奎興回國後的報告，塑感�祖更明白 海峽與地峽的關

係，那就是馬六甲海峽受阻，阿拉伯及印度商人的船隻只好停靠

在海峽西部如須文達那（蘇門荅剌國 ）等港 口，或在暹羅控制的克拉

地峽 做買賣。永樂二年( 1404)正月二十一日呾菡詛宣佈 「 將遣使西

洋諸國」 , 3
1 反映出墮臨詛對當時的南海形勢是有所認識的。

要達到馬六甲通行無阻，必須牽制支配地峽與海峽的兩大強

權，那就是削弱暹羅與爪哇的影響力 。 前文已論及海峽舊港 和蘇

門答剌的變化，本節將針對墮臨詛的暹羅政策作分析討論。塑肱

祖主政後，很決便恢復周邊國家與明朝的宗藩關係 。 鄯缸下西洋

的消息早已經傳遍中外，龐大的下西洋艦隊在永樂三年(1405)七 、

八月間途經南海時，一定引起南海國家極大的關注。 當時塑尻祖

正處理安南國內篡奪及侵擾占城等問題，爲了維持明朝在南海的

宗主國威望 ，塑屎祖終於對安南用兵，永樂四年( 1406)十月明朝發

動八十萬大軍長驅直入，改安南國爲交阯郡。 32明朝在安南的舉措

對南海國家特別是鄰近的暹羅來說，極爲震撼，而大明帝國的威

望 則達到最高點。

初期，塑痣祖對暹羅並沒有特別關注，鄭担第 一次( 1405)下西

30 巫昱監1多， （明太宗實錄） ， 卷 23 • 頁426 。
31 堡揸監修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27• 頁498。 按孟邑式教授認 為 凸 洋 回 回 丶

哈 只 曾 告知明廷有關 「 馬 六 甲 這個 新 中 心的情況 。 」 參圭昰:A荅，墊揸編，
（東南亞與基 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頁 8 1 。 其 實 當 時馬 六 甲 （ 滿 剌

加 ） 仍 不 是貿 易 中 心 。 詳 參 下 一 爲 考 述 。
32 祥 冬昰主笠藩， （征戰與棄守：明代中 越關係芍究）， 頁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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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航程沒有提及暹羅。但是，在鄯担第二次( 1407)下西洋時，艦

隊確實曾第一度出訪暹羅 ， 〈婁東劉家港天妃宮可刻通番事蹟記〉

和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都有此次出使紀錄。33這次下西洋特

別繞道暹羅灣出使暹羅，其實帶有警告的性質，因爲鄯担下西洋

已經引起南海國家的靠邊效應，而暹羅對於屬國的靠邊站出現情

緒性反應 ， 這些投訴已經抵達朝廷，墮盛緝必須立即處理這些問

題 。 因此我們才明 白爲什麼當永樂五年( 1407)九月鄯担喇結束第一

次下西洋回抵南京，便即匆匆進行第二次下西洋的旅程。3
4

33 參見竺痊摸 ． 向達校注 ， ( &洋嗇國志），收入 （中外 交通史籍 策刊），
頁 51-52 〈 婁東劉家港天妃 宮 可刻 通 番 事蹟 記 〉 和頁 53-55 〈 長祟南山 寺 天
妃靈應記 〉 。

34 關於聖狂第.=:...;.k_ 下 西 洋 的 時 間 眾說紛紜，據 （明太宗 實錄） · 〈 婁 柬 劉 家
港天妃宮石 刻 通 番 事蹊記〉 丶 〈 表祟南山寺天妃重慮記〉 ｀ （星槎勝覺） 、
（瀛涯勝覺）和 （面洋番國志 ） 等 書， 製 作 一 年表，比較清 楚 。 詳 參 本 書

附 件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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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十 九 丶 薁F和餓海圖 中 遙蕻亻立 星 圖
羌 （ 武1梅 志 ） （ 收入 （ 續 修 因 厙 全 古 ） ， 子 部 第 963-966 冊 ） ， 卷 240 , 頁 325 •

原來鄯担還未回抵南京時，朝廷已經收 到南海國家投訴暹羅的

報告 。 永樂五年十月暹羅國王使者抵京朝貢 ， 明廷 便指責暹羅騷

擾鄰國的事說 ：

先 ， 占 城因 遺 使朝 貢 。 既還 ， 至海上 ， 颶風漂其舟 ， 至溢 亨

國 。 暹昷恃強溢亨 ， 且 索取 占 城使者 ， 鷄 留 不 遺 ， 事 閑 于朝 。

又蘇門 答 剌 及 滿 剌 加國王並遺人訴暹 雇 強 某 ， 發兵奪其所受

朝 廷 印 語 ， 國 人 閃 駭 不 能安生 。 35

這裡突顯馬來半島的宗主權問題 。 一 ， 溢亨（即彭亨，Pahang)在馬

來半島東海岸 ，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 ( 1378 ) 前來朝貢一次 ， 36之後

35 堊墊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72 I 頁 1008- 1009 。
36 張廷玉等撰 ， （ 明 史｝ （北京 ： 中 華 名局 ， 1984) , 卷 2 , 頁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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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沒有來，相信受到暹羅的阻撓有關。從暹羅 「 恃強」彭亨，強

索占城使者，可證明彭亨的附庸地位，也許暹羅懷疑占城引誘彭

亨向中國朝貢而有此反應。二，有關蘇門答剌及滿剌加投訴暹羅

發兵奪 「其所受朝廷印誥」一事，兩者應分開論述。

蘇門荅剌國位於蘇門答臘島北部，是一國際貿易中心，洪武年

間因海峽不通，因與暹羅有密切的地峽貿易關係，也許暹羅視之

爲附庸 。 至於滿剌 加，原是暹羅的附庸，這在島�（瀛涯勝覽）

一書中清楚地說： 「 此處舊不稱國……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

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 37永樂三年( 1405)九 ，蘇門答

剌國與滿剌加以酋長身份遣使來中國朝貢，呾臨祖 「 俱封爲國王

給與印誥 」 。3
8這一舉動，無疑削弱暹羅在馬來半島的宗主權，因

此而上演一幕奪 「朝廷印誥 」 的行動，暹羅正力保在馬來半島的

影響力 。可是 甩扭裴亂命令鄯担下西洋，目的是確保馬六 甲 海峽

的控制權，他嚴厲警告暹羅要收歛其霸道行爲，並明確規定暹羅

的勢力範圍：

37 昱塾拱 ， 憑丞控校注 ，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2 。 關於滿.t•J加建國 的經過 ，

詳參本 書 第 七 僞 。

38 巫揸監修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46 , 頁 71 1-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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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十 、 暹 聶 認 定 的 勢 力 範 固 示 悉 圖 （燴製 ： 鄯永 當 、 生卫墨�)

占 城 丶 蘇門答［剌］ 、 ［滿］剌加與爾 ， 均 受 朝 命 ， 比 肩 而 立 ，

爾安得猗恃 強 ， 拘 其 朝 使 ， 奪其謗印 ？ 天 有 頻 道 ， 福善禍淫 ，

安南黎賊父子 ， 乳轍在前 ， 可以 監 矣 ！ 其 即 還 占 城使者 ， 及

．菻門 答剌 、 滿剌 加 所 受 印 諾 。 自 今安分 守 禮 ， ［敦］睦 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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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 幾永享太平 。 39

墮一句 「 均受朝命，比肩而立」 便將蘇門答剌和滿剌加從暹

羅的勢力範圍分割開，也不得對占城持強。塑薦�只承認暹羅擁

有溢亨的宗主權，因此在警告中沒有提及溢亨。

鄯�第二次下西洋，以龐大的戰艦搞同這款敕諭前往暹羅訪

問，當然對暹羅構成極大的壓 力，不 得不歸還 「 誥印」 。可是暹

羅仍有所抱怨，對明朝的處理沒有道歉。 對暹羅來說，塑莖�詛支

持滿剌加獨立是不公平的；對明朝來說，暹羅仍不知悔改。

永樂六年( 1408)八月墮感詛再度派遣中官噩愿出使暹羅，表面

送回被安南滯留的使者，實質是警告暹羅不可輕舉妄動。同年九

月，又宣 布鄯担第 三次下西洋，40並出使暹羅。 41目的是迫使暹羅

接受滿剌加獨立的事實，這是鄯担第二度往訪暹羅。 42經過二年的

思考，暹羅不 得不承認形勢比人強的道理，同年十二月，當時鄯

担仍未出發，43暹羅國王昭祿群膺哆羅諦剌（膺陀羅闍一世，lndh

39 堊虹1今 ， （明太宗 實錄），卷 72• 頁 1009。
40 今 本 書 附 表 一〈鄯和下面洋年 表 〉 。
41 堊揸監條 ， （明太宗 實錄），巷 83• 頁 1 1 14 。
4

2 日 本學者藤原利一 郎在〈明 0 永 祟 時代<: � It h 暹 矗 t � 交 涉 〉 文中 有 一
「 明使暹矗派遺表 」 ， 列 出塹�..::..:,大出使暹 矗 。 一是在 「 第三次遠徒 」 ；

一是在 「 第五次遠征」 。 參 （東南7 :; 7 史 � -'Jt究），頁61 。 除 了 以J:.兩
次外，在 永祟軔還有 一 次是在第..::.次下面洋時到過暹 聶 。 宣德時塹主：第 七
;j:_下面洋也 皙 到訪暹矗 。 詳 今 本 書 附 表 一 。

43 昱往第三次下面洋的時間，接到敕令是在永祟六年九月 ，艦隊開餓 日 期 應
在在永祟七年春。 祥今本書 附 表 〈 鄭和下面洋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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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 I )便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 並 「 謝賜勅 ， 切責之罪 。 」 44雖然

暹羅對於中國的指責作出道歉 ， 但是滿剌加原是暹羅的附庸 ， 現

在竟得明朝扶植獨立 ， 又成爲明朝在南海的藩屬 ， 當然削弱暹羅

在中南半島的威望和地峽貿易 。 45暹羅憤憤不平之心不難理解 ， 常

常欲借勢恢復原來的影響力 。

南奔（清邁）｝ ＼ 。

'，
2·
`

 。

． 

｀ I ＼． � 

圖二十一 、 阿瑜陀耶 、 素可泰（上水） 位 星 圖 （ 繪製：墊主生 、 生立氐）

畔第四次下西洋時沒有親自到訪暹羅 ， 可能趕往蘇門荅剌國

處理其國的政治糾紛 。 不過隨鄭�下西洋的通譯墨�卻坐分綜船

44 堊楂監修， （明太宗實錄｝ ，卷 86 • 頁 1 1 38 。
45 詳 參第七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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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暹羅 。 46
馬歡說 ： 「 自 占城向西南船行七晝夜，順風至新門臺 ，

海口入港，纔至其國 。 」 47

暹羅首都阿瑜陀耶城距離曼谷約一百公里，在河流交匯的島

上，下圖是一幅 1698 年歐洲人筆下的阿瑜陀耶城平面圖，距離區

鑿到訪相差 286 年，變化是有的 ， 城市輪廓及設計可能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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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 面方人於 1696 年增畫的阿哈陀耶 城平 面 圖
Thomas Suarez, Early 顳'PP」ng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Periplus, 1999), 
p. 219. 

圖 中 圍繞阿瑜陀耶城的大河就是湄南河，又稱昭披耶河(Chao

Pbraya River) 。 墨堅說： 「 其王居之屋，頗華麗整潔。民庶房昰起

46 昱堡 曾 三次隨埜往下 西洋 ， 即第 四 次 、 第 六次 丶 第 七 次 ， 而 { ;,i. 涯勝覧）
一 書 完稿於永 祟 十 四 年( 1416) • 即第 因次回國後的第 二 年 。

＂ 肆撰 ， 憑巫些校注 ， < �涯勝覺校注） ， 頁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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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如樓 ， 上不通板 ， 卻用檳榔木劈開如竹片樣 ， 密擺用藤扎縛甚

皇城外是湄南河 ， 河中有三艘船 ， 似是出海大船 。 河北岸是民居 ，

南岸是皇宮 ， 有圍牆 。 墨堅又提及阿瑜陀耶城西北還有一個貿易

中心 ， 他曾到訪該貿易城市 。 他說 ：

國之西 北去二百 餘里有一市鎮 ， 名 上水 ， 可通雲南後門 。 此

處有 番 人五六 百 家 ， 諸 色 番 貨 皆 有 賣 者 ， 紐馬廝肯的石 ， 此

處 多 有 賣 者 。 此石 在紐雅蚌肩 下 ， 明淨如 石 榴 子一 般 。 中國

48 互塾撰 ， ；，馬承鈞校注， (;,j_涯勝覽校注） ， 頁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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唷船到暹矗 ， 亦 用 小船去做買 會 。 49

也就是當鄯担艦隊訪問暹羅時 ， 艦隊從湄南河海口直達阿瑜陀耶

城，然後停靠在首都從事外交和貿易活動。 然後也乘小船北上距

離二百餘里的上水貿易。上水在哪裡？據藎里教授說： 「 （南海

志 ） 作上水 孤 底 ， 在 此 省 作 上水 … … 指 今 泰 國 的 素 可 泰

(Sukhothai)。」 50上水（素可泰）聚集了 「 番人五六百家，諸色番貨

皆有賣者 ， 紅馬廝肯的石 ， 此處多有賣者。」 「 番人」 究竟是何

國人不得而知？而 「 紅馬廝肯 」 是阿拉伯語，是紅寶石的一種，

次於 「 紅雅姑」 亦阿拉伯語，寶石之意。 5 1從寶石的名稱推測，當

時阿拉伯商人也通過地峽來這裡貿易。愚�除了對寶石買賣感興

趣外，也提到暹羅物產十分豐富，特別是香料品種特別多。他說：

其 國 差 黃速 香 丶 聶褐速香 、 降 眞 香 、 沈 香 、 花 梨 木 、 白 豆 蔻 丶

大風子 、 止渴 丶 籐．結 丶 籙木 丶 花錫 ｀ 象 牙 丶 翠毛 等 物 。 其妹

木如薪之賡 ， 顔 色絕勝他國 出 者 。 52

暹羅是一富庶國家，從以上的論述中大概可了解 。 不過區�又 特

別指出 「 其王常差部領討伐鄰邦」 一句53
, 由此可知明朝人對暹羅

討伐周邊國家是有警惕的。 事實上，暹羅對滿剌加的獨立一直耿

49 汪撰，専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1 。
50 互塾原 荅 ， 昷翌·校注 ， （明鈔本 （瀛涯勝覺）校注）（ 北 京 ： 海軍 出版社，

2005) • 頁 34 •
s1 A塾原璹 ， 邑塑校注 ， （明鈔本｛瀛涯勝覺）校注） ， 頁 34-35 。
52 互塾撰 ． 尹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1 。
＂ 五塾撲 ． 磾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頁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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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於懷。

永 樂 十 二 年 ( 14 14) , 第 一 代 滿 剌 加 國 王 拜里 迷蘇剌

(Parameswara • 或譯拜里迷蘇拉54
)逝世 ， 兒子毌斡撒于的兒沙又名

亦思罕荅兒沙(Mohammad lskandar Shah • 或譯伊斯千陀沙）繼位 ，

當時暹羅是否趁機欲發動對滿剌 加的戰爭，也許只是作出一些騷

擾性行動？無論如何，滿剌加一受到暹羅的干擾及威脅 ， 便會向

明朝投訴，以確保其獨立性。當時滿剌 加仍然要依賴明朝的力量

維持其獨立地位。 永樂十七年( 14 19)十月 甩扭裴邕派遣使者指責暹

羅 「好兵」 ， 反映出當時馬來半島的複雜關係。壓盅祖說：

比 者 ， 滿天1加 國 王 亦 思罕荅兒沙朋 立 ， 能繼 乃 父之 志 ， 躬 率

妻子詣 闕 朝 貢 ， 其 事大之誠 ， 與王 無 異 。 然 ， 聞 王 無 故 ， 欲

加之兵 。 夫兵者 ， 凶 器 。 兩兵棓 關 ， 勢必俱傷 。 故好兵 ， 非

仁者之心 。 況滿剌加 國 王 己 內 屬 ， 則 為 朝 廷 之 臣 。 彼如 有 過

當 ， 申 理於朝廷 。 不務 出 此 而 輒．加兵 ， 是 不 有 朝 廷 矣 。 此必

非王之 悉 ， 或者左右假王之名 ， 弄兵 以逞私忿 。 王 宜深思 ，

勿 為所 惑 。 輯眭 鄰 國 ， 無侵越 ， 並受 共福 ， 豈有 窮 哉 ！ 王 其
留 悉 焉 。 55

很明顯，這是祖臨詛先發制人的政治操作，化解了暹羅欲對滿剌

54 或繹是新馬通用譯名 ， 下 同 。 參照至塗盔 ， （琉球 ｀ 滿剌加與明輯 貢煌制
的 關 係 一 明代前半期(1368-1 505)兩僱朝貢藩層 國 的癌超） （ 臺 南 ： 國立成
功大學歷 史語丁咽究所碩士論文 ， 1995) • 頁 233 • 附表 8 。

55
堊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4 2 1 7 • 頁 2 161-2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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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兵。 里感祖明 白的讓暹羅知道，滿剌 加已經「內屬」 中國，

不 得輕舉妄動。如滿剌加 「 有過當」 的行爲，可以 「 申理於朝廷」

來解決。 塑盛詛又婉轉指責這次危機的產生是 「 左右假王之名」

來逞強， 「 必非王之意」 來消弭暹羅王的怨懟。

暹羅對明朝的指責並沒有回應。永樂十八年( 1420)四月暹羅派

遣使者朝貢，沒有提及此事。明朝派遣中官護送暹使回國，56反映

出明朝不信任暹羅對滿剌加的政策，企圖得到更多的承諾，可是

暹羅似沒有積極 回應。 永樂十九年(142 1 )正 月 ，鄯�担第六次下西

洋，途經南海卻沒有訪問暹羅。暹羅圍王是否想起，鄯�担第一次

下西洋回程途中一舉殲滅盤踞在舊港的座組義一事？這一年的四

月 ，暹羅隨即派遣使者 「謝侵滿剌加國之罪」 57 , 這次 「 謝罪」 無

疑是正確的決定。 永樂二十年( 1422)五月，鄯担回程途中第 三度往
訪暹羅。58

無論如何，暹羅對滿剌加獨立一直耿耿於懷，呾邱詛逝世後下

西洋活動停擺，暹羅以爲是大好時機，再次阻撓滿剌加 前來中國

朝貢。 南海的形勢墮直至並不 知情，他只是有感於明朝已經二度

改元，新帝繼位，西洋藩屬不知，因此在宣 德五年( 1430)六月，下

詔派遣鄯担第七次下西洋。敕諭說：

朕恭厝天命……紀元宣德，成與維新，鑷 諸 番 國，遠是海外，

56 堡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24 • 頁 2207 。
57 巫邑監修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236 • 頁 2269 。
58 巫昰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250 • 頁 2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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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 聞 知 。 茲特遺太監塹主「 至互旦�� ' 賚認往諭 。 其各敬

順 天 道 ， 撫籍人民 ， 以共 享 太平之福 。 凡所歴 忽魯磨斯、錫

蘭 山 、 古 里 、 滿剌 加 丶 柯枝、 卜 剌吱 丶 木骨都束 丶 嘀 渤利 丶

妹「1 答 剌 丶 剌損 、 溜 山 丶 阿魯 ｀ 甘 巴 里 、 阿丹、佐法兒 丶 竹

步 、 加異勒等二十國及 召 港宣 慰 司 。 其君 長 皆 賜綵 幣有 差 。 59

從資料所列舉的國家來看，除滿剌加 、舊港外，都屬西洋國家。

暹羅原非規劃出訪的對象，因爲暹羅每年都來朝貢，對明朝的更

替應很清楚。鄯担最後一次下西洋的時間大概在宣 德六年(143 1 )

二 月 之後才出發，因爲這一年二 月 滿剌加使者來京投訴暹羅侵害

說： 「 國王欲躬來朝貢，但爲暹羅國王所阻，暹羅素欲侵害本廠，

本國欲奏無能書者。今王令臣三人，潛 附蘇門答喇貢舟來京，乞

朝廷遣人諭暹羅王，無肆欺凌，不勝感恩之至。」 60墮直舉對這事

十分在意，因爲明朝剛從安南撤兵，棄守安南的舉動已經使天朝

威信大跌。61里直宗正面臨如何維持明朝在南海的威望，因而下令

鄯担艦隊護送滿剌加 使者回國，並命令鄯担警告暹羅說：

朕 主 宰 天下 ， 一視同仁 。 員 能恭事軔廷 ， 屢遺使朝 貢 ， 朕 用

爾 嘉 。 比 聞 ， 滿喇加國王 ， 欲躬 來朝 ， 而 F且于王國 。 以朕度

之 ， 必 非 王 悉 。 皆王左右之人 ， 不 能深思遠慮 。 阻絕道路 ，

與鄰邦啟纍 。 斯 ， 豈 長 保 富 實之道 ？ 王 宜恪遵朕命 ， 睦 鄰通

59 堡植監1彥 ， （ 明 宜 宗 實錄 ｝ ， 恙 67 • 頁 1576-1577 。
60 堊揸監修 ， （ 明 宜 宗 實 錄 ） ， 巷 76 • 頁 1762-1 763 。
61 詳 參塹主笠藩 ， （征戰與棄 守 ： 明 代 中越關係碚究） ， 頁 1 13-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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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省踰下人 ， 勿 肆侵侮 。 則 見王 能 敬 天 事 大 ， 保國安 民 ，

和睦 鄰境 ， 以 副 朕 同仁之心 。 62

雖然墮直至爲了避免刺激暹羅王，將滿剌加 的投訴推諉 「 皆王左

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 所致，但是，他警告暹羅王 「 斯，豈長

保富貴之道 ？ 王宜恪 遵朕命。」 警告意味明顯，加上鄯担第 四度

造訪，使暹羅對滿剌加 的態度，一直投鼠忌器，無所作爲。在明

朝強有 力的支持下，滿剌加 獨立已經成爲事實，暹羅只 得無奈的

收歛在馬來半島的霸權。

五 、 結語

囝本詛年間 · 明朝與暹羅關係密切友好，暹羅利用天時、地利、

人 和的關係控制了馬來半島的主權與地峽貿易 ； 馬六甲 海峽以南

是爪哇的勢力範圍。換言之，暹羅與爪哇實際瓜分了南海國際海

域 ， 成爲兩大霸權。塑毖祖即位後表面上維持與暹羅的密切關係，

另一方面卻扶植 滿剌加 脫離暹羅獨立，又利用 滿剌加作爲鄯�下

西洋的海外基地，實際是削去了暹羅在馬來半島西海岸 的影響

力。況且下西洋暢行無阻，貿易便順著 海峽發展， 滿剌加 變成新

的貿易中心，反之地峽貿易因海峽暢通而衰退，當然亦影響及暹

羅的國際貿易地位。暹羅數次對滿剌加 的獨立表達不滿或企圖用

兵，都因 滿剌加 向明朝的投訴而化解了。事實上 滿剌加 也是利用

62 堡揸監修 ， （ 明 宣 宗 實 錄 ） ， 卷 76 • 頁 1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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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影響力來鞏固其獨立地位 。 在鄯担七下西洋的過程中有四

次造訪暹羅 ， 表面是友好訪問 ， 實質是示威與施壓 ， 每次帶來警

告使暹羅不得不收歛其霸權心態 。 滿剌加經過鄯担艦隊的維護與

加持 ， 不但成爲海峽的貿易中心 ， 也成爲海峽的新霸權 。 在逕毚

檀無答佛哪沙(Sultan Muzaffar Shah • 或譯蘇丹姆惹法沙）統治期間

(1446-1459) • 滿剌加兩度成功抵抗暹羅的入侵 ， 63當時滿剌加沒有

求助於明朝 ， 可見當時滿剌加的軍事實力 已經足夠維持其獨立

性 ， 而暹羅的勢力卻只及於地峽和東海岸 。

63 衽震堡繹， （馬來紀年）， 頁 139-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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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海峽外府 ： 新 國 際 貿 易 中 心滿剌加

，， 一

一 丶 則 孟

自明成祖即位以來，朝廷使者穿梭於南海及西洋各國。 當鄯担

龐大的西洋艦隊在永樂三年( 1405)七、八 月 間途經南海時震憾效應

已經出現。 就在永樂三年九月 ，入中廠朝貢的南海及西洋國家計

有：爪哇東王、 舊港、蘇門答剌、滿剌加 、 古里｀ 暹羅、回回以

及爪哇西王隨同旁近小邦碟里｀ 日羅夏治、金貓里等入貢國。1由

於朝貢頻密，明朝爲了加強接待朝貢使者，決定在市舶司駐地設

招待所； 「 福建曰來遠 、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

員。 」2對墮臨詛來說，越多國家來朝貢，越能擺脫篡位惡名，因

此，他努力遣使出訪一些小國如番速兒、米囊葛 卜、 呂宋、麻葉

甕 ｀ 南巫里 」 娑婆 等 。 3在眾多的入貢國中，爲什麼成祖對滿剌加

有特殊的好感，其後又以滿剌加 爲下西洋的外府（海外基地） ？ 本文

試圖疏理出箇中的複雜關係，使海峽歷史發展成爲可以解 讀的文

I 巫豊監1彥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46 I 頁 709-716 。
2 巫昱監修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46 • 頁 709 。
3 巫揸監條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47 • 頁 7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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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二 、 滿剌加來朝與明成祖的戰略部署

滿剌加第 一次入貢是在永樂三年( 1 405)九月，使者是隨奉使中

官芝慶回國時同來。4當時 滿剌加領袖拜里迷蘇剌(Parameswara)是
以酋長身份遣使入貢，墮臨詛隨即封拜里迷蘇剌爲滿剌加國王 ·

「給與印誥，倂賜綵幣襲衣。」 5同年十月丁丑日 ， 塑感祖賜宴來

中國朝貢的使團，6滿剌加使團應在宴後回國。

不過，《明太宗實錄》 在 永樂三年十月 壬午又載錄了 「 賜滿剌

加鎮廠山碑銘」 一條資料 。 7這條資料使很多人誤會以爲明朝在永

樂三年十月 便賜滿剌加鎮國山碑，其實細 讀原文便知這是一條錯

簡資料 。 因爲文中明白的寫上 「 永樂五年( 1407)九月，爾［滿］剌加

國王，遣使來朝，具陳王意。以謂：厥土協和，民康物阜，風俗

淳熙，懷仁慕義，願同中國屬郡。超異要荒 ， 永爲甸服 ， 歲歲貢

賦。」 這應是鄯担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中國時隨來的滿剌加使者所

上的奏陳。9

4 關於Z星出使滿剌 加 一 事， 可 詳 參藤原利 一 郎在 〈 明 · i�.t•I加關係 0 成立
匕 務展－初期 滿 天1加國史 0 一 側 面 的 考 察 ＿ 〉 （ 東南 7 :) 7 史 (J) -'Jf究} '
頁 68-73 • 

5 巫揸監修，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47 • 頁 712 。
6 張輔 監條， （ 明 太 宗 實錄）， 卷 47 • 頁 721 。
7 張楠監條， （ 明 太 宗T錄），卷 47 • 頁 723 。
8 堊植監侈， （ 明 太 宗 實錄），卷 47 • 頁 724。
9 詳參本書 附 表 一 〈 美「和下面洋年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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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爲永樂五年九月隨鄯担來朝貢的滿剌加使者 ， 以 「其王慕

義，願同中國屬郡 ， 歲郊職 貢 ， 請封其山 ， 爲一國之鎮。 」 10因此

而打動了墮返詛的心，才會隨即命令鄯担再 下西洋。鄭担第二次

下西洋的時 間 （明太宗實錄） 沒有明確的紀錄 ， 但是 〈婁東劉家

港天妃宮可刻通番事蹟 記〉及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都清楚

記錄鄯担第 二次下西洋是在永樂五年 ， 且最遲在永樂五年十二

月，鄯�租的寶船已經抵達福建長樂。換言之 ， 鄯担第 一次與第二

次下西洋的時 間是連續成行的，補給與停留的時 間極短暫，可見

任務之重要。

這次緊急下西洋的決定涉及明朝在南海的戰略部署。鄯担第一

次下西洋回程時清除了穂祖蓋，並委任迤造蟶爲舊港宣 慰使，但

明朝深知旌進聖 「猶服屬爪哇」 ＇ ＂因此，明朝對他並不信任。 然

而，在鄯担的遠程航行中，找一同盟以穩住馬六甲海峽的暢行無

阻，是必然的想法，滿剌加被明朝看中，除了地理位置的優勢外 ，

還有一些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素。

鄯担第二次下西洋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賜滿剌加 「 鎮圈山碑 」 ，

其實質是削弱或可說是終結暹羅對滿剌加的控制。拜里迷蘇剌遣

使來朝貢當然希望 藉明朝的影響 力擺脫暹羅的節制。自滿剌加「奉

我正朔 ， 始不隸暹羅。 」 12而暹羅阿瑜陀耶在馬來半島的霸權 ， 也

10 巫揸監條， （明太宗 實錄），恙47• 頁 723 ·
I I  

瘞等撰 ， （ 明 史） 頁 8408 。
12 塹旦撲 ， （吾學編）， 收入 （四厙禁燬茱書），史部 ， 第 45-46 冊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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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受到壓縮 。 其後鄯担又在滿剌加建立外府（海外基地） ， 13使

下西洋艦隊有－安全而穩固的補給站 。 而滿剌加卻成爲鄭�寶船

前往西洋或回程中停泊 、 補給 、 修理 、 候航的基地 。

最值得留意的是滿剌加位於馬六甲海峽中途 ， 剛好是海峽中最

狹窄的航道上 ， 具有極重要的戰略意義 ， 因此駐守在滿剌加就可

扼控馬 六 甲 海峽的航道 。 滿剌加被相中爲鄯�下西洋的海外基

地 ， 除了上述的原因外 ， 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促使塑菡詛對滿剌加

的重視 ？ 追尋滿剌加創建者拜里迷蘇剌的身世 ， 也許能揭開滿剌

加建構的神秘面紗 。

三 、 拜里迷蘇剌的身世與三佛齊亡國之痛

擄 《馬來紀年） 一書的記錄中 ； 滿剌加王國的締造者名叫羅闓

斯千陀沙(Raja Secander Shah) • 他曾在信訶補羅(Singhapura • 新加

坡）住了三十二年。 他的父親波兜室利摩訶羅闍(Paduca Sri Mahraja) 

逝世後 ， 滿者伯夷國王壟多羅_(Bitara)便以無數各式船隻載著二十

萬爪哇人進攻信訶補羅 。 羅闍斯千陀沙隻身逃到繭坡(Muar) , 輾轉

抵達馬六甲(Mataka) • 在那裡蓋了一座城 ， 因那株大樹名叫滿剌加

樹 ， 故這裡便稱滿剌加城 。 14

書中又提及中國的羅闍(Raja • 國王）派遣十艘八櫓船來寶林邦

夷考〉，恙...1:.. ' 頁46-29 。
1 3 昱在撰 ， 豆達校注， （ 面洋嗇 國 志），頁 16 。
1
4 參 見苴噩担譯註， （馬來紀年），頁 1 16-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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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mbang)向羅闍聖娑富羅婆(Raja Sangsapurba)求尙公主。羅闍答

應將長公主室利提毗(Sri Devi)交中國使臣送去，並同時將一封蓋

有國璽的信給中國，又將養女富帝利敦戎妮(Putri Tunjongbui )嫁給

留居寶林邦的中國貴族。不久，他要離開寶林邦，尋找新的殖民

地 ， 因此而冊封那位中國貴族爲上寶林邦的羅闍，統治寶林邦的

華人 ； 而下寶林邦則封給攝政王陀曼梨峇耽(Damang Lehar Dawn) 

的弟弟 。 羅闍聖娑富羅婆曾到過丹戎補羅(Tanjongpura , 婆羅洲西

南）被擁戴爲王，其後他又再出發，尋找新殖民地。他到了廖內(Riau)

王國，他的兒子聖尼羅鬱多摩(Sang Nila Utama)成爲廖內女王的女

婿，之後成爲廖內國王 。 聖尼羅鬱多摩因爲狩獵而到了淡馬錫（新

加坡），他決定留下來建立國家，稱爲信訶補羅，上尊號爲主丑産

赳(Sri Tri Buana)。室利帝利槃那逝世後由大王子繼位，上尊

號叫波兜迦室利毗迦羅摩毗羅(Paduka Sri Pikrama Wira) , 他有一兒
子叫羅闍牟陀(Raja Muda)。 由於信訶補羅日漸強大，滿者伯夷國
王匪多羅便率軍士乘一百艘船 來攻，血流遍地，信訶補羅並不遜

色，爪哇人馬只 得退往滿者伯夷。15

根據 （馬來紀年）一書的混雜報導中，可將滿剌加的開國者與

三佛齊（巴林邦）王室的關係條理出來。雖然記錄中的錯誤處十分明

顯，如滿剌加 的開國者怎會是羅闍斯千陀沙呢？在 （明太宗實錄）

很清楚知道滿剌加的第 一代王就是拜里迷蘇剌。 又波兜室利摩訶

羅圀與波兜迦室利毗迦羅摩毗羅是否同爲一人？而羅闍斯千陀沙

15 苴盡堡繹註 ， （ 馬 來紀年） ， 頁 7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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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羅闍牟陀又是否同爲一人 ？ 書中所描述的時間與事件其實是同
一件事。由此可見， 滿剌加王室與巴鄰邦王室的血統是有所關連

的。書中出現如此多錯誤及矛盾處是（馬來紀年） 本身的問題，

如不同時代的不同編撰者和版本 。 16誠如註靈憊先生說： 「 （馬來

紀年）的價值，不全在乎牠的史實，而在乎牠的文獻地位。 」 17雖

然（馬來紀年） 不能提供十分明確的史實，但經過整理大概可追

蹤出滿剌加王室與三佛齊王室的傳承關係，而中間的轉折地就是

信訶補羅（新加坡）。

（馬來紀年） 所說的寶林邦 (Palembang)羅闍聖娑富羅婆到海

外去尋找殖民地 ， 其實是一次三佛齊王室大逃亡，輾轉到了新加

坡，再 遭到滿者伯夷的追殺，最後的遺裔才到了滿剌加 定居。比

《馬來紀年） 更早的描述這些事件的史料是葡萄牙人乏J! . 玄剋
土(Tome Pires)所留下的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 這是 1 5 1 5

年完成的歷史著作。葡萄牙在 1 5 1 1 年攻陷滿剌加，玄烈土從 1 5 1 2

年到 1 5 1 5 年在馬六甲地區訪問了居住在馬六甲或來這裡 做生意的

各國人民，對當時南海各國情況作出了十分有意義的歷史記錄。

在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一書中，很清楚記錄了滿剌

加王室的傳承歷史。Palembang(巴鄰邦）國王 Sam Agi Palimbaao 原

是 爪 哇 的 屬 國 。 當 Sam Agi Palimbaao 逝 世 後， 他的 兒 子

｀ 庄畫担認為： 「 （馬來紀年）一 書 完成於 1536 年，正編甚至再 早十年 。 」
參 見m譯註， （馬來紀年） ，頁283。

1 7 參見笠｀譯註， （ 馬 來紀年），〈tf者 專 丁 〉，頁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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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jcura(拜里迷蘇剌）便 和 爪哇國王 Batara T amarill 的姪女

Paramjcure結婚，拜里迷蘇剌藉著這種姻親關係擴大對周邊地區的

影響 力。他開始拒絕向 爪哇朝貢及服從 ，當他宣 稱自 己 是一位

Mjcura(獨立者）時，爪哇王便決心攻擊及摧毀巴鄰邦。爪哇大軍在

Banka(邦加 島）大開殺戒，並準備進攻巴鄰邦。 拜里迷蘇剌下令一

千名衛士坐船護送他的妻妾們離開，而自己則率領六千人迎戰爪

哇軍的入侵。最終拜里迷蘇剌失敗了，他帶領一小撮人坐船逃往

新加坡，而新加坡國王(Sam Agy Symgapura)讓他們留下來。 18

當拜里迷蘇剌抵達新加坡八天後便把 Sam Agy Symgapura 殺

了，並控制了新加坡長達五年之久。 其後新加坡國王的岳父暹羅

國王知道這消息，開始召集軍隊準備進攻拜里迷蘇剌，他隨即帶

領一千多追隨者遷徙至 Muar River(繭坡河）。當拜里迷蘇剌逃往繭

坡時，大約有三十位追隨拜里迷蘇剌逃亡的西利伯斯布吉斯人

(Celates Bugis)卻逃往馬六甲定居。其後，他們說服拜里迷蘇剌在

馬六甲建立統治機構。19

拜里迷蘇剌的身世這麼不確定，是因爲歷史史料沒有明確的記
錄，而（馬來紀年）或是 The Suma Oriental o/ Tome Pires 都是超過

18 Cortesao, Armando tran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pp.230-23 1 .  
19 Cortesao, Armando tran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pp.232-235 ; 亦 有

學者認為 滿剌加王族從 占 卑－末矗游向外流亡，是 因 為 1295 年祺先 自 被新
柯 沙 里 攻打 引 致 。 參尼古拉斯 · 痊主丑：主編，Xll等 譯 ， （劍橋東南亞
史）（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第一冊， 頁 187° 比較可信是在 1377-1378
年明軔冊封事年引 積的流止衝突， 才 有 王族流亡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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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十 因 、 拜 里迷蘇剌 流亡路線 示 志 圖 （繪製 ： 墊主主 、 圭遺�)

一世紀後的追記，事件已經含糊不清。 20 特別是《馬來紀年》因編

20 許雲樵先生他認為拜里迷蘇剌是滿剌 加的開國者應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丑呈呈
耳從何處來卻有 兩種說法 ； 在 蔔 萄 牙 的記錄中大 多 款作者如翠且土所說的來
自 巴 鄰邦 ； 另 一說法是因爪哇內 亂一位責族拜 里迷蘇剌投奔新加坡。 苴」且包先
生傾向後一 種說法，他接受 The Founder of Malacca 的作者卡倫菲爾的假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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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者多，神話、傳說以及宗教與皇家的隱諱等更令事件複雜化。

雖如此，經整理後事件的輪廓大致可呈現出來，現在要證明的是

拜里迷蘇剌究竟是從巴鄰邦還是爪哇去新 加坡的？是什麼時候離

開呢 ？

洪武十年( 1377)十月，因三佛齊（巴鄰邦）國王逝世，明太祖下

詔冊封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並賜與 「三佛齊國王之

印」 ， 更派出超過三百人的使團出使巴鄰邦進行冊封大典。 使團

如在開春出發，任務完成後應可在洪武十一年( 1388)五、六月回航

中國。然而 到了洪武十二年( 1389)九月，使團仍沒有回來，而三佛

齊亦自此沒有前來朝貢。 其實，此時明朝使團已被殺害，而三佛

齊已遭遇亡國之痛。 祖本詛已知是爪哇滿者伯夷王國下的毒手，

洪武十三年( 1380)塑太詛嚴重警告及指責爪哇殺害中國使者，爪哇

爲了緩和與明朝的緊張關係，而連續兩年( 1381- 1382)前來朝貢，

共進貢男女黑奴共 401 人及珍珠、胡椒等物品。從爪哇進貢這麼

龐大數字的黑奴一事研判，其原因是爲了賠償被殺害的明朝冊封

使團 。自此以後三佛齊再 沒有前來朝貢 甩生紅詛認爲是爪哇阻撓

之故 。 洪武十五年( 1382)後，爪哇與明中國的關係陷於停襬狀態，

「 滿剌加的拜里迷蓺剌可能是一個爪吱的 潰族－－他也可能是一位籙島的王子
＿由他約名 字縝示，他曾和一位爪哇公主緒婚 。 1401 年，他因 避亂而逃到新
加坡，幾天後 ， 他免然把居停主人殺 了 。 到 了 1402 年或1403 年，被殺者的宗
主所驅逐而建立滿剌加 。 1403 年中 國 1史臣到達時，還是 一 值 小 酋 表 而 已 。 」 祥
今苴皇担 〈 滿,t1J加王統考 索 〉 收入竺皇里湃註， （馬來紀年）， 〈 附錄 〉 ，頁
292-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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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墮臨詛上臺( 1403)才恢復正常的朝貢關係。2 1

明朝在三佛齊的冊封行爲，看在爪哇滿者伯夷眼裡，是挑戰他

在南海的宗主權，當然三佛齊有意借中國來抗衡爪哇，甚至企圖

擺脫爪哇的覇絆是明白的。 《馬來紀年》說公主嫁給中國，以及

印有國璽的信給中國等都反映三佛齊與中國的關係；而玄剋�的

記錄中提及，拜里迷蘇剌拒絕臣服爪哇，宣 稱自己是一位 Mjcura(獨

立者／大解脫者）時，爪哇王決心攻擊及摧毀巴鄰邦 。其實，三佛齊

在元朝便沒有向中國朝貢，但自明朝洪武 四年( 1371)來朝貢後，至

洪武十年( 1 377)來了五次，幾乎每年一來。除了貿易的原因外，欲

借明朝之影響擺脫爪哇的控制至爲明 白，因此才有要求明朝冊封

之事。

爪哇在 1378 年遠征三佛齊是歷史的真實事件，導火線就是中

國的冊封。《馬來紀年）把暹羅的入侵新加坡說成滿者伯夷遠征，

顯然是把滿者伯夷遠征三佛齊一事混淆了，或因有隱諱而不便明

說 。 當 1378 年戰爭結束後，三佛齊已經亡國，拜里迷蘇剌逃亡

至新加坡，從此三佛齊便改稱爲舊港 。 爪哇委任華人頭目隗詛義

控制這裡的貿易活動，與《馬來紀年） 所說三佛齊國王離開時委

任一位中國貴族統治上寶林邦華人是同一件事。在爪哇攻打巴鄰

邦時，便有華人參與其 間。拜里迷蘇剌逃亡到新 加坡後，成功奪

取新加坡政權，但五年後被暹羅擊敗，即在 1383 年退走至麻坡

地區，其後遷徙至馬六甲定居。在這裡拜里迷蘇剌臣服於暹羅成

21 詳參昱巫笠藩， （來自 海洋的挑戰 一 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珊究）， 頁 3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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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地區頭目 ，區壓在 《瀛涯勝覽）說 ： 「 此處舊不稱國 · … . .無國

王，止有頭目 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
征伐 。 」 22

大概拜里迷蘇剌在馬六甲成爲頭目約二十二年，當明朝使者更

慶出使西洋回程時（永樂三年，1405)拜里迷蘇剌亦遣使以 滿剌加酋

長身份朝貢，塑感�徂隨即封他爲滿剌加 國王。當時，墮扈虱對枉

里迷蘇剌的身世並不清楚，但是當鄯�第 一次下西洋同來時，隨

來的滿剌加 使者奏請願爲中國郡縣之說，呾感�徂也許已知道狂星

迷蘇剋與三佛齊的關係。 他下令鄯担隨即再下西洋（第二次），並賜

滿剌加 「 鎮國山碑」 ，除了戰略考量外，其實還有補償三佛齊亡

國之痛的因素在。 墮盛凪在賜碑銘文中說： 「 實朕皇考餘恩淑慶，

延及爾用，致於斯遠 。 」 23這句話隱含著 更豐富的歷史意涵。

四 、 滿剌加獨立與國際貿易中心形成經過

自墮思詛登位後派使者四出招徠，永樂元年(1403)十月遣內官

讜出訪滿賜 、 柯枝諸國。24學者認爲 「 滿賜」 就是指滿剌加 或稱

馬六甲(Mataka)。25可見當時 滿剌加之名仍是含糊不清，明朝廷亦

不知有滿剌加 一國。永樂元年(1403)君慶出訪西洋，滿剌加找 到機

22 互塾摸 ， 馮承鈎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2 。
23 巫昰監條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47 • 頁 723-724 。
24 巫揸監侈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46 , 頁 43 1 。
25 張禮十 :l- ' < 馬 六 甲 史 ） ， 頁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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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圖擺脫暹羅的束縛，據豊氫（星槎勝覽） 所記 ： 「 其處舊不

稱國……受降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以爲納稅。」26。永樂三年

( 1405)君慶回國，滿剌加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入貢，朋尻祖立即封

酋長拜里迷蘇剌爲國王。

永樂五年( 1407)鄯担第 一次下西洋回來，滿剌加亦隨船入貢 。

使者稱 「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 27

壁毖祖於永樂五年( 1407)賜封滿剌加 「鎮國山碑銘 」 。28拜里迷蘇

剋有沒有要求明朝協助恢復三佛齊王國的地位，沒有史料可證，

不過永樂十一年(1413)時，謠傳滿剌加索回舊港（三佛齊），爪哇曾

因此事向明朝求證，並表達不滿滿剌加 「索舊港之地」 的情緒。

可見滿剌加與三佛齊的關係密切。

對於里臨詛來說，他所重視的是滿剌加在馬六甲海峽的獨立地

位及作用，滿剌加是出西洋必經之處，具有戰略地位。在鄯�第
一次下西洋前夕 ， 墮庠�且對於南海形勢，以及海道不通的背景已

有所認識。所以先前的遣使南海招徠，以及鄯担下西洋，戰略 目

標是削弱爪哇及暹羅的影響 力 ： 清除海峽航道上的惡勢力隗詛

義；尋找海峽盟邦以維持海道的暢通。 當時官倉是設在西洋總路

頭的蘇門荅剌，顯然在鄯担下西洋初期蘇門荅剌被認爲是最佳的

26 昱售撰，専校注， （星槎勝 覧校注） ， 頁 1 9-20 •
27 堊揸監條， （明太 宗 實錄） ， 卷 47 • 頁 723-724 。
28 關於 「鑲國山磚銘 」 賜植年份 （明太宗 實錄）記錄在永祟三年十 月 ， 筆 者

考訂應為永祟五年資料，詳參本 書 附 表 一 〈 鄭和下面洋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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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伙伴，但隨著 蘇門荅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以及海峽形勢的

變化，滿剌加 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出來。

當鄯担第一次下西洋回抵南京是永樂五年( 1407)九月，便又匆

匆的在當年作第二次下西洋的旅程。 29這次除了賜封滿剌加 「 鎮國

山碑銘」 外，還涉及安撫暹羅的不安情緒。永樂五年( 1407)十 月 暹

羅使者奉表入貢，明朝明白的警告暹羅應以安南爲鑑，歸還明朝

賜與占城、蘇門答刺、 滿剌加的印誥。30由此可見，洪武 晚年南海

有兩大區域勢力是不容忽視的 ； 一是滿者伯夷，一是剛崛起的阿

瑜陀耶。不過，經明朝此一警告，暹羅在南海的霸權已受到挫折。

滿剌加 得以獨立 於暹羅之外，明感祖是一大 力量，滿剌加 的執政

者對明朝心存感激，國王親自來華朝貢。

永樂九年(141 1 )七月，「 滿剌加 圍王拜里迷蘇刺（剌）率其妻子，

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3 1 事實上，滿剌加還要借助明朝來壯

大國力，所以，一直維持對明朝的恭順。如第 一代國王拜里迷蘇

剋逝世，世子毌斡撒于的兒沙在永樂十二年(14 14)九月親自來奏告

父喪，墮臨凪詔封世子襲父職 爵爲滿剌加 第二代國王。32此外滿剌

加 第 三代國王亦思罕荅兒沙(Iskandar Shah)及第 四代國王西哩麻哈

剌煮(Sri Maharaja)都曾親自前來朝貢，而國王西哩麻哈剌者更兩度

29 可參本畫附 表 〈 鄭和 下 西 洋 年表 〉 ， 頁 40 。
30 隼昰監 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72 ' 頁 1008-1009 。
3 1

巫揸監亻彥 ， ｛ 明 太 宗T錄 ） ， 卷 1 17 • 頁 1490 。
32 巫揸監 修 ．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155 • 頁 1790-1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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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朝（永樂二十二年，1424、宣 德八年， 1433)。 由此可見，明朝中

國與滿剌加 之親密，當然亦反映滿剌加 國王們的高度政治智慧；

拉攏明朝來抗衡暹羅與爪哇（舊港）的影響。

在拜里迷蘇剌( 1403- 1414 在位）訪問明朝期間，必定對國家安

全 和經濟上有所請求，因爲剛獨立的滿剌加並沒有足夠的力量保

衛自己。 滿剌加 建國時( 1 403)約有三百人左右，其後陸續增加 ，匱

至拜里迷蘇刺於 1414年去世時，滿剌加人口增至二千人。當第二

代王毌斡撒于的兒沙( 14 14-1424 在位）時，滿剌加 的人口才激增三

倍至六千人。 33若以當時海峽國家的力量而言，無論是舊港 ［ 蘇門

答剌、暹羅等軍事力量都比滿剌加 強。拜里迷蘇剌於在永樂九年

( 1 4 1 1 )七月帶同 「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 」 親到明朝首都南京

訪問 ， 自有其道理在。

墮扆詛對滿剌加 國王的到訪十分重視，因「念其輕去鄉土，跋

涉海道以來，即遣官往勞。」 並吩咐安排他們入住會同館，且 「 是

日奉表入見，並獻方物。 」其後又親自在 「 奉天門宴勞之（狂昷迷

蘇割），別宴王妃及陪臣等。」 3
4里筮組和拜里迷蘇剌國王有這一

次的直接的會談，對滿剌加 的國情和海峽態勢應更了解。 男感祖

「命光祿寺 日 給牲牢」 外，並命禮部 「賜王金繡襲衣二襲、麒麟

＂ 乏 · 户荅 ， 苴查查譯 ， （東方志 ： 從虹海到中國） ， 頁 190; 藤原
丑在〈明 · 滿剌加關係 0 成立 匕 務展 －初期 滿剌加國史 (J) -側 面 的 考
察 一 〉｛東南7 � 7 史 0 畊究） ， 頁 89 。

34 巫揸監條 ， ｛明太 宗 實錄）， 卷 1 1 7 , 頁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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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帷幔 4 卧褥；賜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僕

從文綺、紗羅、襲衣有差。 」 35 滿剌加 國王一行五百四十人 ． 朝廷

的花費相當大，但以當時 滿剌加 國人口共約二千人來看，枉昷迷

蘇剋國王這次親來中國朝貢，並非爲了朝廷的賞賜，主要是爲了

滿剌加 的安 全和經濟發展向中國報告。

我們無法知道拜里迷蘇剌和塑感祖談了什麼問題，而海峽往後

的發展對滿剌加 極爲有利。在八月，里臨祖又 「 賜滿刺（剌）加 國王

拜里迷蘇刺（剌）金相玉帶、儀仗 · 鞍馬，并賜王妃冠服。 」 36狂昷

迷一行人等逗留至九月 回國，塑感凪又在奉天門設宴款待國

王，及別宴王妃 ｀ 陪臣 等。阻臨詛與拜里迷蘇刺兩人再次相聚，

且離別依依之際，有更多說不完的話。塑戍祖賜敕慰勞圈王說 ：

涉海數菡 里至京師 ， 坦然無虞 ， 羞王之忠誠 ， 才申明所佑 。 朕與

王棓見世驩 · 固 當且 留 ， 但國人在望 ， 宜往慰之 。 今天 氣向 宗 ，

順風南帆 ， 定維厥時 。 王途 中積飲、食善、調謾以 副朕睡念之

懐 。 今賜王金鑲玉帶一 、 儀仗一副 、 鞍馬二匹 、 黃金百兩 丶 白

銀五百 兩、鈔四十 菡 慣 、 銅jl.=..千 六 百 噴、錦綺紗攝三百足 丶

續 干足、渾金文綺二、金織通柚滕斕.=.. ' 王共受之 。 又賜王妃

冠服一副 丶 白 金二百兩 、 鈔五千 慣 、 錦綺紗矗繕六十足 、 金織

文綺 、 紗聶衣四襲 ， 賜王子侄冠帶 ， 其隆 臣 等各賜 白 金 丶 鈔伐、

35 巫揸監伶 ， （ 明 太 宗 實錄）• � 1 17 • 頁 1490-1491 。
36 巫昱監條 ， （明太 宗 ，，錄 ｝ ， 卷 1 1 8• 頁 1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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綵 幣 有 差 。 37

文中都是應酬客氣語，表面上沒有涉及政治聯盟之類的話語。 但

墮臨祖對拜里迷， 剌親來朝貢是欣賞的「 蓋王之忠誠，神明所佑。」

他對於滿剌加的安全也極爲關注，雖想留人，但因 「 國人在 望 」

儘快回國。里臨詛就在送別拜里迷蘇剌國王的前一年，曾親率三

十萬遠征軍直抵大興安嶺，討伐蒙古，其雄心壯志，如日中天，

相信對於南海也有其通盤的考量和部置。

當時里臨祖已知悉 「 西洋總路 」 的蘇門荅剌國，正處於政治動

盪不安之中。

永樂十年(1412)鄯担復至其國時，漁翁老王政權已被前王長子

推翩。 這次政變大概發生在 1409- 141 l 年 間，當時是鄯担第三次下

西洋。3
8蘇門荅剌國不穩定，當然影響海峽的暢通及貿易往來，這

時剛好滿剌加 國王拜里迷蘇剌親訪中國 ，墮臨�祖對海峽的錯綜複

雜關係更爲了解。因而決定在 滿剌加設置 「 外府 」 , 39作爲海外基

地。

＂ 巫監條， （ 明 太 宗 實 錄 ） ， 卷 119 • 頁 1507。
38 祥參本 書第五爲 。
39 至挖撰 ， 包達校注， （面洋番國志 ） ，頁 16。 筆 者 幾綬考量認為墅主在滿

剌加設外府是在第四 次下面洋時。 筆 者 苷 認 為 是在第=-=-k ' 論琭不夠成熟，
可 參塹主全 ·〈鄭和下面洋的 「 外府 」 ：滿天1加 〉 （鄯和可究與活動 簡訊） ，
第 21 期， 2005/3 • 頁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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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左上 角的 「 官廠」 就是明朝在滿剌加設立的 「 外府」 ，位於

馬六甲河的西北岸 ，東南岸 是滿剌加政府所在 。 自鄭�第四次下

西洋之後，這裡便成爲鄯担艦隊西航之旅的中途停泊 、儲藏、補

給、修理 、 候航的海外基地，不必依靠動盪不安的蘇門荅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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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在蘇門荅剌的官倉也日漸廢棄。也就是說，明朝已將蘇門荅

剌國的西洋總路頭的角色移至滿剌加，里臨詛看中了拜里迷蘇剌

的 「 忠誠」 和了解到滿剌加的戰略意義。

對滿剌加而言一方面得到大國的保護，另方面帶來貿易活動 ，

增 加經濟繁榮。墨堅曾參與第 四次下西洋的旅程 ， 他可能監督著

滿剌加官廠的建築，他在 《瀛涯勝覽》 中的描述 ， 使我們可以了

解到官廠的建築結構，以及外府對鄯鉭下西洋所起的作用。

中 國 寶躲 到 彼 ， 則 立排棡如埕 。 設四「1 更鼓樓 ， 夜則提鈐巡

警 。 內 又立重棡如 小 城 ， 蓋造庫藏倉廠 ， －應餞槿頓在 其 內 。

去各國 描 隻 ， 回 到 此處取齊 。 打 整 番 貨 ， 裝載船內 。 等候 南

風正順 ， 於五月 中 旬 ， 開 洋 回 還 。 40

在鞏坌 《西洋番國志） 中，對滿剌加的外府功能，有更具體的描

述 ， 可看出鄯担艦隊分航訪問的流程 ：

中 國 下 面 洋拒 ， 以 此地為外府 。 立撮棡墻垣 ， 設四「1 更鼓棲 。

內 又立 重 城 ， 蓋造庫藏完備 。 大綜唷肛 已往 占 域 丶 Jf\�圭 等 國 ，

並 先綜暹 聶 等 國 。 回還担隻 ， 俱 于 此 國 海濱駐泊 ， － 應餞槿

皆 入庫 內 貯 。 各缸 并 駁 ， 又分指次前後 ， 堵 番 買 賣 ， 以後 忽

魯謨脈 等 各 國 事 畢 ， 回 時其小邦去 。 而 回者先後 ， 遲早 不 過

五 七 日 ， 俱 各到 齊 。 將 各 國 諸 色伐槿 ， 通行打點 ， 裝封倉緒 。

停 候 五月 中 ， 風信 已順 ， 結 系綜回還 。 41

40 互塾撰，丑巫凶校注， （瀛涯勝覧校注）， 頁 25 。
41 竺挖撰，旦迏校注， （面洋 番國志）， 頁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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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鄯担艦隊從中國集體出發，到南海後分成多組艦隊，

分別到占城 、 爪哇 、 暹羅等國訪問及貿易。然後前往滿剌加 港停

泊，卸下錢糧及物品收藏在城內的倉庫。之後再次分組艦隊，前

往西洋各國訪問貿易。最遠到忽魯謨廝等大國，回程順道訪問各

小邦，完成後又回到滿剌加 港口集合，整理所有的錢糧貨物，裝

載上船， 等候季風北航回國。

下西洋的整個過程十分複雜龐大而有系統。由於每次出航需時

超過二年，艦隊在滿剌加 停留期間，或是貨物暫存等 等，必須中

國官軍防守，但無論如何，還需要滿剌加 政府的協助與幫忙。所

以， 滿剌加提供的服務或偵防 ， 對鄭�旦艦隊在安 全或執行任務上

有著重要的作用。當然， 滿剌加 也因與明朝的特殊關係，擺脫了

暹羅成爲獨立王國。且由於鄯担以 滿剌加 港口作爲艦隊的航運碼

頭， 滿剌加 開始在海洋貿易方面展現其驚人的潛 力 ，到了第二代

王毌斡撒于的兒沙時， 滿剌加人口增加 至六千人，這與鄯担以此

地爲外府，強化貿易的運作很有關係。42

鄯担艦隊最後一次下西洋(1430-1433)回航時，滿剌加 第三代國

王西哩麻哈剌者(Sri Maharaja , 或譯西里馬哈拉加 ， 1424-1444 在

位）再次率家屬 等隨船入朝，由於天寒，塑直�丞諭示先在南京過冬

42 關於明與滿剌加的經濟關係 ， 可 參藤原利一郎在 〈 明 ． 滿 剌 加關係 <J)成立
匕 務展－初期 滿 剌 加 國 史 <J) - 側 面 的考 察 一 〉 （東南r v r史 <l)-'Jf-究），
頁 8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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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春才北上。43宣 德九年( 1434)四月 ，國王西哩麻哈剌者一行二百

二十八人等抵京師，受到壅直�宗接見賜宴 ， 並命令工部 「繕治海

舟 」 贈國王。44滿剌加 國王西哩麻哈剌者一行人等在北京過冬，及

至宣 德十年( 1435)正月明宣宗過世，國王 等仍未回國。明英宗繼

位，在同年四月墮睪舉敕令廣東都司 、布政司 「 駕大八櫓船送王

還國，並遣古里、真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同回。」 還敕諭國王酉

哩麻哈剌者 「 宜加 意撫恤，差人分送各國，不致失所。」45可見朋

醞繼位，朝廷已決定不再 派寶船下西洋了 。 明朝派舟帥大八櫓

船護送國王回至滿剌加 ，再由國王差人送回各國。滿剌加 在東西

洋之 間的中轉地位隱約形成。

要成爲東西洋的貿易中轉中心，必須吸引各地商人前來買賣，

這方面還得靠 滿剌加 國人的努力。前文說鄯担在第 四次下西洋以

後便把滿剌加作爲海外基地，這一措施必然吸引各國商人前來貿

易 ，而馬六甲一地只產錫礦 「 惟以斗錫通市 」 ，其他一無所產，

所謂 「山孤人少」 ， 「 田瘠少收」 。 46不過拜里迷蘇剌家族不愧是

三佛齊的後裔，懂 得海洋貿易，據島堅的 《瀛涯勝覽） 記載 ， 他

們在馬六甲河上 「 建立木橋 ， 上造橋亭二十餘 間，諸物買賣俱在

其上。」 最值得留意的是 「 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 47

43 堊揸監修， （ 明 宣 宗 實錄）， ,t- 106 • 頁2377-2378 。
44 巫邑監修， （ 明 宣 宗 實錄），卷 1 1 0 • 頁 2475-2468 。
45 i!_壘 窒 監條， （ 明 英 宗T錄），卷4 , 頁 8 1 。
46 皇筵撰，憑醞校注， （ 星槎勝覧校注），頁20 。
47 五塾撰，血校注， （ 瀛涯勝覺校注），頁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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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初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在變遷中，在南端的國際貿易中心

三佛齊已易手由華人頭目 掌控。這裡的貿易主要以東亞爲主 ， 西

洋的貿易已不如宋元時期，原因是海峽出口的蘇門荅剌國有 「 諸

般番貨，多有賣者」 , 48故稱爲 「 西洋之總路 」 。鄯担第一次下西

洋便在此設有官倉 ， 以便貿易及儲藏。49當時在蘇門答剌的商人大

多是來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 特人(Gujerats • 又譯胡茶辣人），或是

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Tamils)。這些伊斯蘭教的貿易代理商 ， 要他

們轉移至 滿剌加 做生意並不容易。然而 ， 拜里迷蘇剌卻是一位極

有政治智慧及頭腦的政治人物 ， 也是一位生意人，區�莧描述他前

來朝貢時說 ： 「 國王亦自採辦方物 ， 挈妻子帶頭目駕船 ，隨寶船

赴闕進貢。」 50拜里迷蘇剌親自 「採辦方物」 ，可見其用心及對買

賣的內行。

爲了加強滿剌加的國際貿易競爭力，吸引回教商人到滿剌加是

不二法門。拜里迷蘇剌大概在 1409 年與蘇門答臘北部的回教商人

組成商業聯盟，自己亦皈依了回教，而他的兒子毌斡撒于的兒沙

(Meget Iskandar Shah , 或稱亦思罕荅兒沙，或譯伊斯千陀沙）更與

蘇門荅剌國巴塞(Pasai)港的回教公主結婚 ， 巴塞是該地區的胡椒集

散中心。51拜里迷蘇剌及其繼承人的回教化動作 ， 使滿剌加的國際

411 A塾撲 ， 血校注 ，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9-30 。
49 參 見醞校注 ， （ 墅狂餓海圖 ） ， 111 50-53 。
so A塾撰 ， 亞丞些校注 ，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26 。
＂ 土荅 ， 迅揸湃， （ 東 南 亞 歷 史積展） [Cady, John F., Southeast Asia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頁 194 : 尼古拉斯 ． 些生 達t主編 ， �主等譯 （ 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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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大增 。 當然蘇門荅剌國一直處於政治動盪之中，特別是在 1 4 1 5

年鄭担第 四次下西洋途經這裡出兵平亂後，很多回教商人開始將

總部轉移至 滿剌加 。 滿剌加自設立官廠後，便被視爲塵担下西洋

的外府基地，其航運設備及商業功能要立即完善起來才有作用，

而蘇門荅剌國的官廠也許已被放棄 。

由於貿易興盛，滿剌加 人口也從 1414 年二千增至 1424 年六千

人，這可以反映出滿剌加 貿易中心的地位逐漸形成中 。 大概在鄭

担最後一次下西洋( 1430-1433)之後，南海的國際貿易中心，特別

圈 二 十 六 、 西 方 人繪於 1540 年的海峽圖
Thomas Su紅ez, Early ltfapping of Southeast Asia, p. 128. 

橋束南亞史） ， 第一冊，頁 1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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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東西洋貨物的交易集散中心，已從原來蘇門答臘北部的蘇門荅

剌國轉移至滿剌加。從十五世紀中至十六世紀初( 1 434- 1 5 1 1) 滿剌

加是東南亞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總樞紐 。

圖 中是歐洲人 1540 年留下的一幅亞洲地圖 ，海峽局部所呈現

的滿剌加(Malaqua)是海峽中唯一有建築物的地方，也反映出其重

要性，當時 滿剌加已被葡萄牙人滅亡了差不多 29 年。在 151 1 年

以前，滿剌 加是國際貿易轉運中心的景象雖然沒有圖片呈現，但

從十六世紀初，歐洲人抵達滿剌加港口時，發出的驚嘆聲中略知

一二。反烈土說： 「 馬六甲的偉大處及其利潤之厚，人們無法估

計其價值。」 又說 「 這是一個專爲商品而產生的城市，較世界上

任何其他城市爲適合。」已亞迭(Barbosa)說：「 這是－最富的海港，

批發商之多，爲世界冠。而帆檣林立，貨物如山，其數量亦非世

界上任何他處所可比擬。 」 藎祗壅(Varthema)說 ： 「 我相信世界上

沒有任何地方，那裡的進港船舶有那麼多。」 52

由此可見，自 1433 年鄯担下西洋結束後，明朝在南海的後續

影響力仍然存在 ，國際秩序沒有太大的變化。兩大區域霸權爪哇

與暹羅並沒有很大的作爲與影響力，在 他們等距間的滿剌加則成

爲當時最耀眼的國際貿易營運中心，直至 1 5 1 1 年葡萄牙人攻陷 滿

剌加，南海的國際政治及貿易又進入新的年代。

52 Harrison • (東南亞簡 史） [Harrison, B., Southeast Asia : A short History] • 
頁 6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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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結語

在鄯担七下西洋的過程中，只有滿剌加 稱爲 「 外府」是明白的

記錄在《瀛涯勝覽） 和 《西洋番國志》兩書中。在 《鄭和航海圖 》

中標記有 「 官廠」 的地方有滿剌加 與蘇門答剌兩處，5
3鄯担第一次

下西洋時 便在蘇門答剌設置官廠，這應是宋元時中國海商的 做

法，因爲這裡是西洋各國的 「總路頭，所以番肛多經，物貨皆有。」

54但當鄯担第四次下西洋奉命在滿剌加建設外府後，滿剌加 已逐漸

取代蘇門答剌官廠的功能。當時蘇門答剌因政治不穩定，又發生

數場戰爭，反之 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卻在 1414 年改宗伊斯蘭

教，很多古吉拉 特 及 泰米爾等回教商人便將貿易總部 遷往滿剌

加 。55而 滿剌加作爲西洋總路頭的地位及作用開始形成，且快速成

爲東西洋貿易的國際貿易中心，其東西洋貿易的總路頭地位維持

至 1 5 1 1 年，被葡萄牙佔領而改變。

53 珥校注 ， （塹狂坑海圖 ） ， 頁 50-53 。
54 昱変撰 ， 旦韭校注 ， （ 面 洋 嗇 國 志 ｝ ， 頁 20 。
ss 土藩 ， 墊拉洋 ， （ 東 南 亞歴 史務展｝ ， 頁 194 。



第八僞 總論 ： 鄭和下 面洋的 悪 義 - 183 -

筮八篇
總論 ： 鄭和下 面 洋 的 意 義

本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鄯担下西洋的時代背景及當時東亞沿

海國際形勢來分析討論，論證鄯担下西洋的歷史因素。然而，墮

嶧推動朝貢貿易正常化以及派遣鄯担下西洋所帶來的影響及歷

史意義，又是當時人所不了解及意料之外的結果。以下就朝貢貿

易體系及下西洋的意義稍加 討論 ：

囝沒有改變愬本祖的海禁政策，人民不能出海貿易一直維

持至隆慶元年( 1 567)才有所改變 ＇ 。朝廷派遣使節或官員出海貿

易，是野本祖時的一貫 做法，例如洪武十九年( 1 386)派遣 「行人劉

墨 、 直蘩偕內使，齎磁器往賜真臘等國 。 」其後鯽墨、瘟蘩和內

使等 「 還自真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

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 等，2可見，這次出使的任務主要是

爲了貿易。當時出使的船隊頗爲龐大，如果貢象五十九隻都是小

象，一艘載兩隻，至少也需要三十多艘船 。若是大象可能是一隻

I 壅箸， （ 來 自 濤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畊究） ，第七聿。
2 ll.:t監修， （明太祺實錄） ， 卷 179 • 頁 2 7 1 1 、 卷 183 • 頁 2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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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那麼便需要六十艘船以上了。3如果再把其他大宗貨物 、 官

員衛兵和象伕人等包括在內，4船隊的龐大是可以想見的。明朝使

者出使各國時帶同禮品贈送給國王 、王室等相關官員時稱爲 「 往

賜」 ， 而各國使節也乘此機會隨中國使節船帶同物產來朝貢 ， 順

道從事貿易活動亦理所當然，這本是朝貢貿易的一組成部分 ， 由

此可見，鄯�担下西洋可說是有例可循 。 然而，當明朝再不派遣使

節出使各國後，海洋貿易就只剩下前來朝貢一途了 。

關於西洋各國資訊大概在洪武 十年後即三佛齊事件發生便告

中斷，在這問題上墮本祖要負絕大的責任 。 洪武 七年( 1409)墮本詛

罷設市舶司，又因爪哇殺害冊封三佛齊使團而採取絕貢政策，即

以不發勘合來制裁爪哇的朝貢和貿易，爪哇滅三佛齊後 ， 爲了維

持與西洋的貿易 ， 委派了穂祖義為舊港 （三佛齊）港主，間接阻斷了

西洋國家來中國朝貢。到了里本組晚年，中國在海洋上完全陷於

孤立的境地 。

墮登位後，隨即開放朝貢貿易，所有國家都歡迎來中圍從

事朝貢與貿易，重新設立三市舶司來處理貢舶貿易，使隨貢舶來

的貿易船存有私人貿易活動，因而使朝貢貿易制度更趨於完善。

本來，墮本�祖規定勘合只頒發給南海國家，因此在東海的琉球一

3 �  主 笠箸 ，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 明代海貿政策演變芍究） ， 頁 46 。
4 據洪武二十一 年(1388)暹矗入貢提及 「 進 象 三 十 隻 ． 及 方物 · 番 奴六 十 人。 」

（血監修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193 • 頁 2893)這裡 「 番 奴六十人」 就是
照縝大 象的 象伕 ， 一頭須二象伕來照鷈 。 這 是 十 分 皐 索工作， 一般人 不 易
慬，且有危險 。 因 此 59 隻大 象便 可 能 需 要 1 18 名 象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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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沒有頒勘合，而琉球卻每年來朝貢貿易，朝貢船 也是由明朝提

供，可見這是一個 特殊個案，不 是通例 。 及至里瘟詛：時，琉球仍

然維持每年入貢而不必勘合的改策，可見明朝一直視琉球爲附庸

國，與別國不同。 對於日本 甩趾齿詛爲了平息倭寇的騷擾，才把

東海的 日本 也納入勘合朝貢國內，但卻規定十年－貢，無論日後

實施情況如何 ， 這明顯帶有限制性的條件，是把日本視爲另一類

國家 。

墮坞詛時共頒發勘合給十五國，除日本及西洋的錫蘭 山 ｀ 古

里、柯枝等三胭外，其他都是南海國家 。 值得留意的是大多數西

洋國家都是隨鄯担船隊來朝貢，因而沒有獲發勘合。勘合是用來

證明船隻來中國貿易的合法性，因此獲發勘合的國家，必定曾經

派遣海船來中國朝貢，才會獲發勘合。如果沒有航海能力的國家，

發勘合也沒有用，他們根本不可能前來朝貢。

在塑尻祖時與中國建立宗藩關係的海洋國家可分爲四類：5

類別 朝 貢國家

附庸國 琉球 。

勘合國 計有 占 城 丶 真臘 、 暹 聶 、 淖泥 丶 爪呋 、 滿剌 加 丶
蘇 門 答剌 丶 蘇祿三 王 （ 東 王 丶 面 王 、 咧王） 、 古届剌
朗 、 錫 蘭 山 丶 古 里 丶 柯枝 等 共 十 四國。

非勒合國 隨 鄯 和艦船 入 貢 的國 家 如 婆 聶 丶 南 渤利（ 南 巫
里） 、 彭 亨 、 急 蘭 丹 、 阿魯 、 合描 里 丶 馮嘉施蘭 丶 千
里達 、 失剌 比 丶 碟 里 丶 日 玀夏 治 、 呂 宋 丶 舊 港 、 大
曷 蘭 、 小 曷 蘭 、 西洋瑣 里 、 瑣 里 、 加異 勒 、 阿撥把

5 詳 參壅巫竺荅， （ 來 自 海洋的挑戰 －明代海貿政策演 變琦究），第 三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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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丶 廿把 里 ｀ 忽 ·魯謨斯 、 比剌 、 溜 山 丶 孫剌 丶 木骨
都 束 、 痲林 、 剌撒 丶 祺法 兒 ｀ 沙里灣泥 丶 竹 步 、 榜
菡 剌 、 天 方 、 黎伐 、 那孤 兒 等 共三 十 四國 。

有 限 勣 合 a 本 。
國

也就是說，把明代的朝貢貿易稱之爲 「勘合貿易 」 是一種誤會，

因爲勘合只是其中一類而已。當然，隨著鄯担下西洋的活動結束，

就只剩琉球和勘合國來朝貢了。

鄯担船隊自 1405 年至 1433 年，每隔二至三年巡航於南海和印

度洋之 間，其作用一方面使海道暢行無阻，另一方面是從事外交

及官方貿易活動。朝貢貿易是一項貿易優惠政策，獲發勘合的國

家在規定年限，一般是二年或三年，便可前來朝貢並附帶貿易，

沒有遠航能力到中國朝貢的西洋國家只能等待鄯担船隊帶來中國

貨，其中包括贈與國王的禮品和買賣貨物；鄯担回程時把貿易換

回的各國物產及珍禽異獸帶回，同時西洋各國使節也會隨船來中

國朝貢，因此人們稱鄯担的武 裝船隊爲寶船 。這種滿載大明帝國

的威儀 ｀ 禮品 、貨物，以及伴隨著 旌旗飄揚，富麗堂皇的皇家船

隊，來回巡航於南海與西洋，將大明帝國的威望推上歷史的高峰，

也是中國人在海洋上最輝煌的時期，一直至歐人東來才被遺忘 。

鄯和下西洋，當然途經南海各國，其目標卻是出訪蘇門荅剌國

以西的西洋各國。這區域其實是宋元時期中國海商活動的國際貿

易海岸 ；如南宋恩去韭在 （嶺外代答 ）提及 「 廣舶四十日至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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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冬，次年再發舶，約 一月始逹（故臨國）。 」 6藍 里在蘇門答臘島

西北部，而故臨位於印度南部的奎隆港(Quilon)。又如 1346 年從海

路來元朝訪問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他在印度的古里(Calicut)候

船到中國，他看到有十三艘中國大型瞳克船在 港口，每艘 「大船

役使干人，其中海員六百 ； 戰士四百……隨從每一大船有小船三

艘 。 ／換言之，每艘幢克船及隨行的三艘小船，其實是一騌船隊。

簡單估算 ； 每綜船隊海員和戰士超過一千人，再 加上 做生意的商

人及家眷若以五百人計算，即每騌 1500 人。也就是說十三艘幢克

船 連同小船，總共 52 艘大小中國船在古里港 做買賣，人數約有二

萬人。 這是宋元時期中國海商在印度港 口 做買賣的盛況。 有此認

知，對鄯担下西洋的龐大艦隊便不難了解。

在元代，海商有所謂 「 官本船 」 貿易，即官方預墊資本造船，

僱募商人承辦出海貿易，回來時利益分成。在元朝 「海商自番國

及海南收販物貨到圉，已赴市舶司抽分而在船巧爲藏匿者 ， 即係

漏舶，並行沒官。」 8其實，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有助於經濟繁榮本

是事實，對朝廷而言市舶稅更是國庫重要收入來源之一。 墮本詛

農民出身，又不信任 讀書人，憑一己直覺，以爲海禁就可堵塞走

私貿易，推行朝貢貿易一體化就可把海外國家規範起來，卻把宋

元以來中外的私人海商貿易堵塞住了，減少了國庫的收入。 而鄯

6 昱圭韭撲 ， 鹽主主校注 ， （嶺 外代答校注）， 頁 90-91 。
7 伊本白 圖秦摸，洹洋 ， （ 伊 本 白 圄秦游記｝ ， 頁 490-491 。
8 互校注 ， （ 通制條格校注｝ （北京： 中 基 書 局 ， 2001) • 頁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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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寶船完 全由皇家包辦，貿易也由皇家壟斷，當然可以互通有無，

而主要是爲了提昇朝廷的外交聲望 和國家威信。由於貿易是爲了

政治而展開，經濟利益未受 充分的關注，這種貿易註定不可能維

持長久的 。

鄯担下西洋的花費究竟有多大？一直是學者想了解，卻苦於無

從入手。 因爲相關的史料早在成化年間( 1 465-1487)已被銷毀 。 當

時太監迂直用事，朋靈�舉遣中官至兵部索取下西洋水程資料，兵

部 尙書頊盅遣吏員往檢舊案。兵部侍郎劉太�夏先入，將舊案收藏

起來。頊盅詰責吏員曰： 「 庫中案卷，焉得失去？」 蜀本�笑對

頊盂說： 「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

得珍寶於國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以拔其根，尙究其有無

耶？」9劉本旦認爲 「 費錢糧數十萬」 已經是－龐大耗費，他顯然

沒有把造船耗費考慮在內。

當時下西洋船隻共有 254 艘備用，而可以確定的是鄯担艦隊每

次下西洋的船隻數大概在 6 1 -63 艘之 間。換言之，還有 190 多艘留

下來，爲下次出洋準備 、維修、汰換等，或執行另一項出使西洋

的任務。10明初海船造價每艘約銀 5,000 兩，若以下西洋每次 62

艘來算，艦隊造價需銀 3 1 0,000 兩 ； 若把所有 「 備使西洋」 海船都

加進來計算，即共有 254 隻，需銀 1 ,270,000 兩 。 換言之，明代因

出使西洋，單在艦隊的造價上已超過 1 27 萬兩銀。佔國家糧稅收

9
星上瓦摸 ， （劉忠公遺集） ， 頁 29-585 。

1 0 祥＊本書 附錄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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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0 . 19%。"由此可見，朝廷大臣對下西洋龐大耗費所產生的焦

慮是可以理解的。鄯担下西洋是政治問題，也涉及貿易，但絕非

因經濟問題而下西洋。

中國自秦漢以來 ， 中外海貿已有千多年，主要是互通有無，基

本是民間的貿易活動。私人海上貿易不必政府花費大量公帑，相

反的政府從中得到龐大的海關稅收。 唐宋元的海洋政策都是如此

作爲，照本祖卻一反常態 ， 實行海禁，以致晚年缺乏蘇木、香料、

番貨等窘態。墮筮詛登位，爲了 遵守野本祖的海禁政策，唯有以

皇家力量來主導海外貿易活動，卻沒有考量到商業利益；爲了打

擊爪哇在南海的障礙，強大的武 裝力量是必然的配備 ， 當然還附

加上大明帝國的政治外交意涵，花費就更爲鉅大了。這已經不是

商業行爲，而是爲了國家威望的海洋活動。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宋元時期出海貿易於西洋地區的大都是

阿裔華商如蒲燾歷家族 等，而鄯担可能是最後一位回族航海家至

印度洋貿易的絕響人物。鄯担以太監身份率領皇家船隊從事外交

與貿易活動，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也代表中國民間遠程海

貿活動走向歷史的終結。 因爲明代中葉以後出海貿易的華商，大

都以粵閩漢人爲主，而他們的活動範圍局限在東亞海域，從來不

航海到印度洋 做買賣。 12

＂ 詳參 本書 附錄-=-
12 詳牛星 〈 從 蕃 客 到 唐 人 ： 中 國 遠洋外商(618-1433)身 分之轉化 〉 ， 收入
m編 （ 中 國 海 洋積展 史論文集（第 十輯）｝ （ 台 北 ： 中 央硒究浣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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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担下西洋使明朝的朝貢貿易體制，轉化爲東亞的國際體系的

新規範，這是意外的收獲，也爲中國在東亞區域建構出近五百年

的國際框架以便安身立命。 鄯和船隊的確具有維持大明帝國所規

範下的國際秩序功能，如對阻礙馬六甲海峽通航的匯凪義進行格

殺、以戰屈服錫蘭山國國王亞烈苦奈兒的負 固不恭、俘虜篡位的

蘇門荅剌國僞王等都顯示大明帝國強大的戰鬥力，這些過程強化

了朝貢體系格局的穩定性。 對於主要的強敵如日本、 爪哇、暹羅

等圈則以懷柔外交化解雙方的矛盾與衝突，間接壓縮了他們的勢

力範圍。

大明帝國又在海外國家勒石豎碑，如在 日本、浮泥、蘇祿、 滿

剌加 、錫蘭山、古里和柯枝，從東海、南海至印度洋，象徵著 大

明帝國的勢力範圍。 據史料顯示明朝遣使西洋共有 26 次之多。祖

本祖時有 2 次遣使西洋的紀錄；墾菡詛時有 19 次，包括鄯担一6 次；

翌直舉時有 3 次，包括鄯担J 次；墮睪舉時 2 次。 13

就在永樂年間鄯担下西洋的同時，明朝一批批西洋使者不停地

穿越馬六甲海峽，在印度洋從事外交活動。 如永樂九年(1411)錦衣

衛百戶墨旦因其出使古里等處有功，陞爲指揮同知。 永樂十年(1412 )

六 月 遣使榜葛剌(Bengal • 今孟加 拉）祭祀故國王，同年七 月 另一使

者張拉逵出使榜葛剌回國，同年還有使者少監揚熬專程往榜葛剌

訪問，隨行有《星槎勝覽）作者費佤 。 永樂十三年(1415)七 月 ，

科學趼究中心，海洋史可究尋題中心，2008) • 頁 143-204 。
13 參本書 附錄三〈明朝使者下面洋大敘硒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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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太監偓璽l出使榜葛剌， 其後轉赴位 於波斯灣之忽魯謨斯

(Ormuz, Hormus)訪問，隨行有費倡等人。永樂十八年(1420) 九

月 ，中官篋顯再次出使印度東海岸 之沼納樸兒國(Vengipuram) , 目

的是調停其與榜葛剌國的糾紛，因爲榜葛剌投訴沼納樸兒 「數以

兵橈 （ 撓）其境」 。 同年十二月，另一使者太監蜑農奉命 下西洋

公幹，最遠至忽魯謨斯國。永樂十九年 ( 1421) 十月，遣使者內

官進保出使西洋 「 送各番使臣回還」 。 永樂二十一年(142 3)九

月，命指揮僉事圉胭並帶同 992 人出使榜葛剌國。

這些下西洋使團，相較於鄯和龐大的皇家貿易船來說，機動性

高，規模小，戰鬥 力不大，卻負有具體的或特殊的外交任務 。 雖

然現時對於這些使團的主要任務仍不清楚，但不應忽視其重要

性，這些活動象徵明朝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活躍程度，並展示中

國海洋活動從宋元時期的民間性質，進入國家性質的階段 。 可惜

的是以儒家思想立國的明朝，不可能具有近代歐美國家的海權觀

念。海權觀念的倡議者墨� 「 海權的歷史，從其

廣義來說，涉及了有益於一個民族依靠海洋或利 用海洋強大起來

的所有事情。但海權的歷史主要是一部軍事史。 」14他的海權論是

從荷蘭人擁有 「安 全水路 」 開始建構，IS很多案例是從荷蘭人及西

方的海洋殖民擴張或海洋戰爭爲根據，從 1660-1783 在海洋擴張

14 A.T. 馬漢璹，至主呈等繹， （海揖對歷史 的 影 響(1660~1 783)) ( 北 京 ： 酵
放 軍 出 版社 1998) • 頁 I 。

1s A.T為漢箸，至主圣等譯， （丑對歷史的景3 字(1660~1783)) • 頁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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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過程中形成海權思想。 16

昷適在論述海權發展時說 ： 「作爲一個國家，隨著它的非武 裝

船 舶 和武 裝艦船離開其海岸 那一刻起，就立刻感到需要一些能供

平時貿易、避難的補給的據點。……直到這些地方變爲殖民地爲

止。」 1 7這種擴張及殖民地觀念是西方的思潮，不可能在儒家思想

下合理化，不合理便無所作爲。以當時明朝龐大的海軍力量 ， 若

以霸權姿態在東亞以至印度洋沿岸 ，建立軍事殖民地來維持明朝

的貿易利益，似乎沒有可以阻擋的力量。 可是這種利己的思維並

不是明朝中國的本質 。 東西文化的區分也在於此，我們不必因近

百年來的遭遇而喪失東方的本質。我並非說鄯�是和平使者，鄯

担代表明朝中國的軍事力量對南海進行干預，甚至動用武力建立

中國從東海、南海至印度洋上的海上影響力。

鄯缸下西洋期間，最值得留意是扶植滿剌加 建國，標誌著大明

帝國積極插手干預南海事務，重新建構亞洲區域國際新秩序的企

圖心，在 這一過程中卻意外成就了滿剌加 成爲國際貿易營運中

心。往後一百年，亞洲海域國際秩序井然，沒有太大的軍事衝突，

這是鄯担寶船巡航的餘波，這種和諧的國際關係，在十六世紀開

始便被東來的葡萄牙人打破。

中國王朝通過海洋插手海外政治，只有元朝曾嚐試過，可是無

16 墅訌 ， 〈鄯成功海洋性格畊究〉，收入 （成大歴史學赧），第 34 期 ， 頁
61-91 。

1 1 A.T. 馬漢 藩 ， 至生圣等洋， （｀對歷史的影響(I660~ 1783)) • 頁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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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攻打 日 本和爪哇都證明完 全失敗，並賠了中國的形象。但是，

鄯担的巡航在政治、軍事與貿易之間取 得了平衡點，使南海及印

度洋國家在不知不覺中嵌入大明帝國的朝貢貿易體制下。18就是到

了鄯担下西洋活動結束後，影響力仍然持續著，南海及東亞國家

在朝貢體系下繼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往後五百年，明清兩朝就是以這種優惠的朝貢貿易政策與東亞

國家交往，維持著東亞海洋上一定的 和平與穩定，縱然在晚明出

現過中 日 朝鮮戰爭，卻很快便結束。 至於十六世紀從歐洲東來的

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 、英法等國，都被排斥在朝貢體系

外，這裡涉及朝貢體系的尊卑秩序的價值觀，而中國爲此與歐洲

國家僵持了三百多年，直至鴉片戰爭，由鄯担強化起來的東亞朝

貢體系才被歐人摧毀，而東亞也被迫進入歐洲條約體系的世 界國

際秩序之中。

18 關於朝 貢貿 易 體 系 日 本學 者濱下武志教授 已 有 精 采的論述和分析，其論說
主妻建立在清軔 朝 貢體 系 所 呈現的形態上 。 參 見 濱 下武志箸，�等繹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 攙 ： 輯 貢貿 易 惶 系與近代亞洲經濟 圈 ）（北京 ： 中國社

會科學 出版社，1999)。 可是濱下武志教授沒有處理近代朝 貢 體 系 的形成過
程 。 事.J:. 明清的軔 貢貿易與宋元或以前是不 一樣的 ， 對於近五百 年東亞
的 朝 貢 體 系，必須從墮主主L的 朝 貢 貿 易 一饉化和壁主下 面洋所 至 生 的 回 應
這超， 才 能 夠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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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鄭和下 西 洋年表

一 、 前言

鄯担下西洋的史料在官方纂修的（明實錄〉 1中並不完整，再

因成化年間墮靈舉一度有意再下西洋，命 中官至兵部取 「 三保出

使西洋水程」 資料，兵部侍郎鯽本夏先一步將資料藏匿他處，並

向兵部尙書頊盅說： 「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 ， 軍民死

者萬計。縱 得珍寶於國家何益 ？ 舊案雖在，亦當燬之，以拔其根。」

2成化後再沒有人提及下西洋的資料，也許下西洋的官方史料已被

燒燬。 學者對於鄯担出航次數，以及下西洋出發和回抵時間的研

究也有些出入。3現時（明實錄） 留下的片段史料，仍然是最有價

1 本 表中 （ 明T錄）史料，是 用 8 本京都中文出版社於 1984 年據中央亞究院
歴史語宅畊究所民國五 十 一 年刊本縮編本 。

2 旦撰， （劉忠 宣 公遺 集），收入 （ 四 庫未收書輯刊） ， 第 6 輯 ， 第 29

冊， 〈 年潽〉，罨1 • 總 頁 585 。
3 匹下凸 洋 的 時 間 ， 學者 多 有 整理， 而 出 入 亦 多 有 。 但重狂 圣 、 馮承鈎繹，

（鄭和下西洋考），頁 28-54 ; 憑主� 〈 瀛涯勝覧校注序〉 收入5隻；撲，憑
醞校注 （瀛涯勝覺校注），頁 1-11• ..::.. 位學者當 時缺乏 〈 通 嗇 事蹟記〉
和 〈 天妃 童 應 記 〉 等磚文今考 ， 考逵 當 受 到 隈 制 。 其後且土A 〈 考琭甕主
下 西 洋 年 歲 又 一 史料一 表 祟 「 天 妃 重 應磚 」 拓 片 〉 和金羞旦 〈 豐主：七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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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 透過鄯担最後一次出洋時留下的碑銘 〈 婁東劉家港天妃宮

石刻通番事蹟記 〉 4 丶 〈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 〉 5
' 以及隨鄯担下

西洋的使者遊記如豊佤的 《 星槎勝覽 》 6
(第三次 · 第七次） 」 區壑

的 《瀛涯勝覽》
7c第四次）和莖旦的 《 西洋番國志》 8(第七次）來做

對照 1徑和下西洋的年表將更清楚呈現眼前 。

二 、 鄭和下西洋年份對照

a/ 〈 婁束劉家港天妃 宮 石 刻
次 通 番 事蹟 記 〉 簡 稱 〈 婁 〉

bl 〈 長 樂 南 山 寺 天 妃 靈 應

《 明 太 宗 實錄 》 記 〉 簡 稱 〈 長 〉
c/ ( 星槎勝 覺 ） 簡 稍 〈 星 〉
d/ (5A. 涯勝覺） 簡 稍 〈 溫 〉
e/ ( 面 洋 番 國 志 ） 簡 稍 〈 面 〉

面洋年 月 考讒 〉 二文收入中國弒海史畊究會編 ｛ 鄭和哥究 資料選編）（ 北 京 ：
人 民 交通出版社 ， 1985) • 頁 102-107 、 135-154 的考證便利 用 新出磗記史料 ，
故成新說 。 近年�蓋 （ 最早中國大航海家一鄭和）（臺 北 ： 臺 灣 中 華 書 局 ，
1986) • 頁 22-28 • 列 出八次出航 ， 但沒褚釋八次與七次 有 何 不 同 ； 堡主�
;fr ( 傑 出餓海家塹狂 ： 墅生！下面洋的歷 史畊究）（臺北 ： 晨 星出版社• 2000)•
頁 1 15-123• 對下面洋時 間 作 了 考 察， 又 列 出 新 「 關 於壁主出使新 竹 兩 派 比
較 表 」 ， 但作者最後所考打之年表仍值得南榷 。 此外去且主〈掄鄯和精钅亨 〉
收入鄯和論策編拉委 員 會編 ， （ 鄭和論業－第一楫）（昆明：雲 南 大 學 出版
社 ， 1993)亦 有 一 年 表 ， 不 女0所據何 書 。

4 堊挖撰，醞校注， （面洋番國志） ． 附錄二之1!9 • 頁51-53 。
5 莖挖撰，包達校注 ， （ 配洋番國志） ， 附錄二之五 ， 頁53-55 。
6 壹荳撰，馮承鈎校注， ｛ 星槎勝覧校注） ， 〈前 集 目錄 〉 ，頁 l 。
7 五塾撰，専校注， ｛瀛涯勝 覧校注） ， 〈序 〉 。
8 呈企撰， （面洋番國志） ， 〈序 〉 ｀ 〈勅 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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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諭下面洋 回 牴 南 京 出 發 回抵本國
永祟三年(1405) 永祟五年(1407) a 〈 婁 〉 a 〈 婁 〉

第 六 月 己 卯 九 月 壬子 永 祟 三 年 永 祟 五 年
遺 中 官 萁F 和 等 蕢 太監鄭和使 面 洋堵 ( 1405) ( 1407) 

次 勅 往 諭 面 洋 堵 國還 ， 械 至海賊庄 統 領 舟 師 至 時 海 寇 陳祺
下 國 ， 并 賜堵國王金 墊 等 。 （ （ 明 太 宗 古 里 等國。 表翠 眾 於 三
西 織 ｀ 文綺 、 綵續 各 ，，錄） 卷 71 • 總 頁 佛 齊國 抄 掠
洋 有差 。 （ （ 明 太 宗 987) 番 商 ， 生摛厥

實錄） 卷 43 , 總 魁 。
頁 685)

b 〈 長 〉 b 〈 表 〉
永祟三( 1405) 永 樂 五 年
統 領 舟 師 至 ( 1407) 
古 里 等國 。 時 海 寇 陳禕

A駁 眾 三 佛
費國， 劫掠 番
商 ， 亦 來犯我
舟 師 。 即有才钅
兵陰助 ， 一 鼓
而珍滅之。

C ( 星 ） C ( 星 ）

缺記錄 缺記錄

d ( 瀛 ） d ( 瀛 ）

缺記錄 缺記錄

e { 面 ） e { 面 ）

缺記錄 缺記錄

第 缺記錄 缺記錄 a 〈 婁 〉 a 〈 婁 〉－ 案 ： （ 明 太 宗實 錄 ） 案 ： 永 祟 七 年 永 祟 五 年 永 樂 七 年
次 在 永 祟 三 年 十 月 ( 1409) 七 月 T 酉 ( 1407) ( 1409) 
下 收入「 賜滿剌加國 （ 明 太 宗 實 錄 ） 記 統 領 舟 師 往 其國王 各 以
西 鑲國山磗時。 其國 錄 ： 「 古 里國王沙 爪哇 丶 古 里 丶 方 物 珍 禽 獸
洋 使者言 ： 「 其王羔 米 的 遺使哈 背 乃 那 柯枝 、 暹聶 等 貢獻 。

義 ， 願 同 中國屬 等 貢 方 物 ， 賜 之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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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歲郊職貢，靖 鈔 丶 幣。 仍 賜 沙 米
封 其 山 為 一國之 的 紗 雇 · 綺 帛 、 銷 b 〈 長 〉 b 〈 長 〉

鑲。 』 J:.嘉之。 諭 金 、 帳幔 丶 璘 器 等 永 祟 五 年 永 祟 七 年
禮部 臣 曰 ： 『 先王 物。 」 （ （ 明 太 宗 實 (1407) ( 1 409) 
封 山 JII , 薁積域， 錄 ） 卷 94 , 總 頁 統 領 舟 師 往 番 王 各 以 珍
分 唷 玉 ｀ 賜 藩 鑲 ， 1 252) 爪唑 、 古 里 丶 唷 珍 禽 異 獸
所 以 牻 異 遠人， 示 柯 枝 寸 是 聶 等 貢獻 。
無 外也。 可封其國 國。
之 西 山 為 鑲國之
山 ， 立磗其地。 』 」 C ( 星 ） C ( 星 ）

但 硨 文 中 有 句 提 缺記錄 缺記錄

及「 永祟五年九月 d (瀛） d ( 瀛 ）

爾 天1 加國王 遺使 缺記錄 缺記錄

來輯 ， 具「東 王 悉。 」 e (面） e (面）

可 見 ， 這條 資訊應 缺記錄 缺記錄

是 薁F 和 第 一 次 下
面洋 回 來 時（ 永 祟
五 年）帶 回 的 ， 因
急於賜碑 i 女真F和
隨 即 再 下 面 洋 。
（ （ 明 太 宗 實 錄 ）
卷 47 • 總 頁 723
-724) 

第 永 樂 六 年( 1 408) 永樂九年( 1 4 1 1 ) a 〈 婁 〉 a 〈 婁 〉
＿－ 

九 月 癸 酉 六 月 乙 巳 永 祟 七 年 永 祟 九 年
次 太 監 鄭 和 等 賚 勅 內 官 鄭 和 等 使 西 洋 (1409) ( 1 4 1 1 )  
下 使 古 里 ｀ 滿剌 加 丶 堵 番國還 ， 獻所俘 統 領 舟 師 往 道 經 錫 蘭 山
面 蘇 門 答剌 、 阿阿 魯 錫 蘭 山國 王 亞 烈 苦 前各國 。 國， 其王亞烈
洋 加異勒 、 瓜哇 、 暹 奈 兒， 并 其 家屬 。 苦全＆ 負 固

聶 、 占 瑊 、 柯枝 、 （ （ 明 太 宗 實錄｝ 卷 不 恭 ， 謀客 舟
阿撥 、 把丹 、 小柯 1 16 , 總 頁 1477) 師 ， 賴才軒顯應
蘭 ｀ 南巫 里 、 甘 巴 知凳， 遂擴其
里 諸國， 賜其王綿 永 祟 九 年( 14 1 1 ) 王 ， 至 九年歸
綺 ｀ 紗矗 。 （ （ 明 七 月 甲 戌 馱 。 尋 蒙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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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宗 實 錄 ） 卷 以 滿 剌 加 國 王 手手 里 宥 ， 俾 復 歸
83 • 總 頁 1 1 14) 迷．菻束1」 來 朝 ， 遺 中 國 。

官 海壽 、 禮部郎 中
黃裳 等 ， 往 宴 勞 b 〈 表 〉

之 。 （ （ 明 太 宗 實錄 ） b 〈 表 〉 永 祟 九 年
卷 1 17 • 總 頁 1 487) 永 祟 七 年 ( 14 1 1 )  

( 1409) 道 經 錫 蘭 山
九 月 癸 酉 統 領 舟 師 往 國 ， 其王亞烈
滿 剌 加 國 王 手手 里迷 前 各 國 。 苦套兒 負 固
．菻束1 辭歸 ， 賜 宴 于 不 恭 4 某客 舟
奉 天 門 ， 別 宴 王 師 ｝ 員才軒顯應
妃 丶 隆 臣 等 。 知凳 ， 遂生擒

其 王 ， 至九年
九 月 丙 子 歸獻。 尋 蒙 恩
命禮部宴餞滿剌加 宥 ， 俾 歸 本
國 王及榜 菡 剌 丶 古 國 。
里 丶 諸 國 使 臣于飛
江驛 ， 仍賜霎于能 C ( 星） C ( 星 ）
澤驛 。 （ （ 明 太宗 實 永 祟 七 年 永 祟 九 年
錄 ） 卷 1 1 9 • 總 頁 ( 1409) ( 141 1) 
1506-1508) 隨 正 使 太 監 回 京 。

鄭 和 等 往 占
城 、 爪哇 、 滿
剌 加 、 菻 門 答
剌 丶 錫 蘭 山 丶
小 〔 口 具 〕
喃 、 柯枝 、 古
里 等 國 ， 開讀
賞賜 。

d ( 瀛 ）
d ( 瀛．） 缺記錄
缺記錄 e (面）
e {面） 缺記錄
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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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永 祟 十 年( 1412) 永 祟 十 三年( 14 15 ) a 〈 婁 〉 a 〈 婁 〉
四 十 一 月 丙 申 秋七 月 癸 卯 永 祟 十 二 年 永 祟 十 三 年
次 遺 太 監 鄭 和 等 嗇 太監鄯和 等奉使面 ( 1412)  〔 應 是 ( 1415)  

下 粉 往 賜 滿 剌 加 、 爪 洋諸番國還。 （ （ 明 永 祟 十 一 年 ） 其 蘇 門 荅 剌
面 吱 、 占 城 、 妹「1 荅 太 宗 實 錄 ） 卷 統 領 舟 師 往 國 偽 王 菻 幹
洋 剌 丶 阿 魯 、 柯枝 丶 166 • 總 頁 1 859) 忽 ·魯 謨 斯 等 且寇 侵 本

古 里 ｀ 南 渤利 、 彭 國。 國 ， 其王遺使
亨 、 急 蘭 丹 、 加異 九 月 壬 寅 赴 闕 陳 訴 讀
勒 丶 忽 魯 謨斯 、 比 蘇門 荅剌國王 宰 奴 救 ， 就 率 官 兵
剌 溜 山 、孫剌諸國 里 阿 必 T • 遺 王 子 剿 捕 。 钅申功默
王錦綺 、 紗矗 、 綵 剌 查加那 因 等 貢 方 助 ， 遂生摛偽
婿 等物 有 差。 （ （ 明 物 ， 太 監 鄭和軑所 王 。
太 宗 實 錄 ） 卷 痕 籙 門 荅 剌 賊首杜 至 十 三 年 歸
134 • 總 頁 1 639) 幹剌 等 。 （ （ 明 太 宗 獻 。 是 年滿剌

，， 錄 ） 卷 168 • 總 加國王 親 率
頁 1 869) 妻子朝 貢 。
瘩 ： ｛呀大 宗T錄，
記栽 ： ，k癢 十二 丰 b 〈 長 〉 ： b 〈 長 〉 ：
(1418) 叔 允 JI 壬 永 祟 十 一 年 永 樂 十 三 年
辰 。 滿.11力團王 子 ( 14 1 3) ( 14 1 5) 

.if ft_lti子矽尼沙來 统頷舟師 ， 往 其 菻 門 荅 剌
芻 ， 桑弄父＃莖述 忽 魯 謨 斯 等 國 有 偽 王 丛
.ii利卒 。 t{J.if澣濞t 國 。 幹剌寇 侵 本
子#fl沙免父贓浮 國 ， 其 王宰奴
為王 ， 賜企釵銖．埼 里 阿 必 T 遺
-�· 矗 冠 瘀 ．衊 企 髮 使 赴 闕 陳
衣 。 」 （ ｛呀大 宗＇ 訴 ， 就率 官 兵
琭） 卷 155 , 憩月 剿 捕。賴＃默
1790-1791) 助 ， 生 禛 偽

王 · 至 十 三 年
迴馱。 是年滿
剌 加國 王 覘
率 妻 子 朝
.,:,c.. 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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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星 ） C ( 星 ）
缺記錄 缺記錄
d ( 瀛 ） d ( 瀛．）
永 樂 十 一 年 缺記錄
(1413) 察:,馬欽在永
癸 巳 ， 太 宗 文 崑 十 回 年
皇 帝 勃 命 正 (1416) 寫 成

使 太 監 鄭 和 （漏涯房尼i
統 傾 唷 躲 往 一 才 。
諸 番 開 讀 賞
賜 。 余以通湃
番 書 亦 被 使
末 。

e {面） e (面）

缺記錄 缺記錄

第 永 祟 十 四 年 永 樂 十 七 年( 1419) a 〈 婁 〉 a 〈 婁 〉 ：

五 ( 1416) 秋七 月 庚 申 永 祟 十 五 年 缺 日 期
次 十 二 月 T 卯 官 軍 自 面洋還 。 ( 1417) 其 忽 魯 謨 斯
下 古 里 、 爪吱 丶 滿 剌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統 領 舟 師 往 國進獅子 、 金
面 加 、 占 瑊 、 錫 蘭 214 , 總 頁 2149) 面域 。 釒戈豹 丶 西 馬 ；
洋 山 、 木骨 都 束 、 溜 阿 丹國 進 祺

山 ｀ 嗨渤利 ｀ 不 剌 九 月 丙 午 麟 ， 番 名 禕剌
呋 、 阿丹 、 ，菻 門 答 滿 剌 加 等 十 七國王 法 ， 並表 角 馬
剌 ｀ 痲林 、 剌撇 丶 亦 思壬荅 兒 沙 等 ， 哈獸 ； 木骨都
忽 魯謨斯 、 柯枝 丶 進金鎳表文 ， 貢 唷 束國 進 花 福
南 巫 里 、 沙 里 灣 石 ｀ 璃瑚 、 航涎 丶 鹿並獅子 ； 卜
泥 、 彭 亨 諸國 ， 及 鶴項 、 犀 角 ｀ 象 牙 丶 剌 哇國 進 十
8 港 宣 慰 使 司 臣 獅子 、 犀 牛 、 钅卓 鹿 丶 里 駱 駝 並 駝
辭還 ， 悉賜文綺 丶 天 馬 丶 珞駝 、 阿 矗 雞 ； 爪，圭國 丶
襲 衣 。 遺 中 官鄭和國王子段阿剌 沙 丶 古 里國 進 糜
等 亮勅及錦綺、紗 喃渤利國王子 沙者 里羔獸。各進
矗 丶 綵 續 等 物 偕 王 ， 亦 遺 使 貢 方 方物 ， 皆古所
往，賜各國王 。 仍 物 。 賜織金戢衣 丶 未 聞者。 及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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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柯 枝國 王 可 亦 白 金 、 銅伐 、 紵絲 丶 王 男 、 王 弟捧
里 印 i告， 並封其國 紗 矗 、 綵釒月 有 差 。 金 萘 表 文 軔
中 之 山 為 「 鎮國 .s-貝 °

山 」 。 （ （ 明 太 宗 九 月 壬子
實 錄 ） 卷 1 83 • 總 宴 滿 剌 加國王， 并 b 〈 長 〉 b 〈 長 〉
頁 1969) 阿 魯國王 丶 嗨渤利 永 祟 十 五 年 缺 日 期

國使 臣 于 奉 天 門 。 ( 14 17) 其 忽 魯 瑱 斯
（ （ 明 太 宗 實錄 ） 卷 統 頷 舟 師 往 國進獅子 · 金
2 1 6 , 總 頁 2155 面域 。 餞 豹 、 大 面
-2156) 馬 。 阿丹國進

毗鹹 ， 番 名 祺
剌 法 ｀ 並長 角
馬哈獸 。 木 骨
都 剌 束國 進
花 福 鹿 並 獅
子 。 卜 東卜 圭國
進 十 里 駱 駝
并 駝 雞 。 爪
哇 、 古 里國進
糜 里 羔獸。 若
乃 藏 山 隠 海
之靈物， 沉沙
棲 陸 之 偉
唷 ， 其 不 爭 先
呈酞． 。或遺王
男 ， 或遺 王
叔 、 王 弟 齎捧
金 萘 表 文 朝
.$-貝 °

C ( 星 ）
缺記錄 C ( 星 ）
d ( 瀛 ） 缺記錄
缺記錄 d ( 瀛 ）

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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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面） e {面）
缺記錄 缺記錄

第 永 祟 十 九 年 永 祟 二 十 年( 1422) a 〈 婁 〉 a 〈 婁 〉 ：
........ (1421) 六 月 壬 寅 永 祟 十 九 年 缺記錄, 、
-.A J,. 正月 癸 巳 中 官 鄯和 等 使 堵 番 (142 1) 
下 忽 魯 謨 斯 等 十 六 國還 ， 暹聶 ｀ 籙門 統 領 舟 師 遺
西 國使 臣 還國 ， 賜鈔 答剌 丶 哈丹 等國， 忽 魯 謨 斯
洋 帶 ｀ 表 裏 ， 復遺 太 悉 遺 使 隨 �貢 方 等 。 各國使 臣

監 鄭 和 等 骨 粉 及 物 。 （（ 明 太 宗 實錄 ） 久 侍 京 師
錦 綺 、 紗 聶 丶 縝續 卷 250 • 總 頁 2344) 者 ， 悉 還 本
等 物， 賜堵國， 就 國 。 其各國貢
與 使 臣 偕行。（ （ 明 獻方物 · 視前
太 宗 實 錄 ） 港 益加 。
223 • 總 頁 2256)

b 〈 表 〉 b 〈 表 〉
永 祟 十 九 年 缺記錄
(1421) 
統領舟 師 ， 遺
忽 魯 謨 斯 等
國 。 使 臣 久侍
京 師 者 ， 悉 還
本國。 其各國
王 益 條 職
貢 ， 視 前 有
加。

C ( 星 ） C ( 星 ）

缺記錄 缺記錄

d ( 瀛 ） d ( 瀛 ）

缺記錄 缺記錄
e (面）e { 函 ）

缺記錄 缺記錄

永 祟 二 十 二 年 缺記錄 a 〈 婁 〉 a 〈 婁 〉
專 (1424)正 月 甲 辰 缺記錄 缺記錄
餓 竹 港 故 宣 慰 使5也 察 ： 鄭和 出 � H b 〈 長 〉 b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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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卿之子濟孫 心 遺 港 ， 大續在洪熙元 缺記錄 缺記錄
港 使丘彥成靖 襲 父 .If.(] 425) C ( 星 ） C ( 星）

職， 并 言 竹 印 為 火 -=- 月 己 經 回 到 西 缺記錄 缺記錄
所燬。 J:.命濟孫襲 宗 。 呀1-=宗 「令大 d (瀛． ） d (瀛）
宣 慰亻吏 ， 賜紗幪及 盔鄭和領下番 官冝 缺記錄 缺記錄
花 金 帶 、 金 織 文 守,/)$菸內則 ， 舟 e ( 西 ） e { 面 ）
綺 丶 襲衣 、 印銀 。 內 官王 舟弘 ＼ 未 卜 缺記錄 缺記錄
令 中 官 鄭 和 齎 往 茲 ｀ 唐既孫協冏嵒 瘩 這 一 .;i.: Aii 
玲之 。 （ （ 明 太 宗 亨 。 過，卜有亨， 冏 淥 不 互 入 下
實 錄 ） 卷 267 • 總 x� 亻6李隆 . ,f(f馬 必洋之判 ， 圀
頁 2427) 都尉 沐 晊 商 湞 矽 羔 冼 积 沒 有

當 ，然復絶存。({8JJ 本 達 菡 洋 ．德
f.::; 宗 T錄 ） 卷 7 路 矽 .ii 月 多
_f;_ , 總 If 232) 和小團 。

第 宣德五年(1430) 宣德八年( 1433) a 〈 婁 〉 a 〈 婁 〉

七 六 月 戊 寅 閏 八 月 辛 亥 宣 德 五 年 缺記錄
次 遺 太 監鄯和等， 賚 蘇 門 荅剌國 王 宰 奴 ( 1430) 

下 認 往諭諸番國。認 里 阿 必 T 遺 弟 哈利 仍往 諸 番 開
西 曰 ： 「 朕 恭 膺 夭 之漢 等 、 古 里國王 認 ， 舟師 泊 於
洋 命， 祗朋 太 祺 而 皇 比 里痲遺使曷不滿 祠 下 。 思昔數

帝 ｀ 太 宗 文 皇 帝 丶 都魯牙 等 、 柯枝國 次 皆 仗 才钅 明
仁 宗 昭 皇 帝 大 王 可 亦 里 遺使加不 謾助之功 ， 於
統 ， 君臨 菡 邦 。 禮 比 里 瓜 等 、 錫 蘭 山 是勒 文於石 。
禕 宗 之至仁 ， 普楫 國王 不 剌善痲 巴 忽

b 〈 長 〉
寧 于 庶 類 。 已大赦 剌批遺使「1 你得奈 b 〈 表 〉

缺記錄
天下 ， 紀元宣德， 等 、 佐 法 兒國王笆 宣 德 六 年
成與維新 。 爾 堵 番 星 遺 使 哈 只 忽 先 ( 143 1 )  

國， 遠處海外 ， 未 等 、 阿丹國王抹立 仍 統 舟 師 往
有 聞 知 。 茲特遺太 主另［ 思兄遺亻吏借巴 堵 番國 ， 開 讀

監 鄭和 丶 王 景 iJ!.,. 等 等 丶 廿 巴 里國王翌 賞 賜 ， 是駐 泊 茲

免認往諭。 其各敬 哇 剌 答」 遺倢段思力 港， 等 候 朔 風

順 天 道 ， 撫 楫 人 堡等 、 忽 魯謨斯國 開洋。 思昔數

民， 以 共 享 太平之 王濱弗T遺 番 人愚 次 皆 仗 钅钅 明

福 。 」 凡所歷 忽 魯 剌 足 等 · 加 異 勒國 助祐之功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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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斯 、 錫 蘭 山 「古 王遺使阿都儒哈蠻 是 勒 記 于
里 、 滿 剌 加 、 柯 等 丶 夭方國王遺頭 石 。 宣德 六 年
枝 、 卜 剌 哇 、 木佾 目 沙獻 等 來 ， 軔 貢 歲 次 辛 亥 仲
都 束 、 嘀渤利 、 菻 烘麟 、 象 、 馬堵物。 冬 吉 日 正 使
門 答剌 . *'1撇 、 溜 J:_御奉天門 受之 。 太監鄭和 、 圭
山 、 阿 ·魯 丶 廿 巴 行在禮部 尚 書 胡 漢 景 弘 ， 副 使 太
里 ｀ 阿 丹 、 佐 法 以祺鸕瑞物 ， 率群 監 李 興 、 生
兒 ｀ 竹步 、 加異 勒 臣稍償 。 J:. 曰 ： 「 遠 良 、 周 滿 寸 甚
等 二 十國， 及 竹 港 方 之 物 ， 朕 非 有 堡 、 楊真 寸E
宣 慰 司 。 其君 長 皆 愛 ， 但念其盡誠遠 迏 ｀ 吳忠 ， 都
賜綵幣有 。 （ （ 明 來 ， 故 受 之 。 不 足 指揮朱真 、 圭
宣 宗 實 錄 ｝ 卷 潰 也 。 」 （ （ 明 宣 宗 世 等 立。 正－
67 , 總 頁 1576 實 錄 ） 卷 105 • 總 住 持 揚一 初
-1 577) 頁 2341) 稽 蓄 請 立 可

石 。
宣 徳 六 年( 143 1 ) C ( 星 ）
-=- 月 壬 寅 C ( 星 ） 宣 德 八 年
滿 十1 加國頭 目 至 宜 德 六 年 (1433) 

預走 納 等 至 京 ( 143 I )  回 京 。
古 ： 「國王欲躬 來 隨 正 使 太 監
朝 貢 ， 但為暹矗國 鄯 和 等 往 堵
王所隙， 暹聶素欲 番， 直抵忽魯
侵 客本國，本國欲 謨斯 等國 ， 開
奏 ， 焦能書者 。 今 讀 賞 賜 。 d ( 瀛 ）
王 令 臣 三人潛 附 缺記錄
菻 門 答 喇 貢 舟 來 d ( 瀛 ）

e ( 面 洋 番國
京 ， 乞朝 廷遺人踰 缺記錄

志 ） ：
暹 矗 王 ， 無 肆 欺 e ( 面 ）

缺記錄
凌 ， 不 勝 成 恩 之 宣 德 五 年

祟 : # r/'没才
至。 」 上命行在禮 ( 1430) 

HJ/4 固 派 團
部 賜 瘠 巫里克納 勅 ： 南 京 守備

/1咭間 迢钅至
等 · 遺附太監鄯和 太監楊慶 、 星

疣在｛菡洋蕃
舟還國。 令和 齋 粉 莖 、 唐襯係 ｀

團志）序 rplf
諭 暹 矗國 王 曰 ： 大使虐墊 。 今

「往透三丰..J命 太 監 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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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 主 宰 天下 ， 一 等 4主 函 洋 忽 一 諉 ， 琤萩是
視同仁。 爾 能恭事 魯 謨 斯 等 國 在 宣 忿 入 半
朝 廷 ， 屢 遺 使 朝 公幹，大小船 (1433) 固 疽
貢， 朕 用 爾 嘉 。 比 六 十 一 隻 ， 該 十團 ， 而 （菡
聞 滿喇加國王 ， 欲 關 領 原 交 南 洋蕃團志）－
躬 來朝 ， 而 障子王 京 入 庫 各 衙 才則完成 在
國。 以 朕 度之 ， 必 門 － 應 正 伐 宜 忿 允 华
非 王 � · 皆 王左右 種 並 賞 賜 番 (1434) 。
之 人 ， 不 能深思遠 王 頭 目 人 等
慮， 阻絕道路，與 綵 幣 等物， 及
鄰 邦 啟 滎 。 斯 豈 長 原 阿 丹 等 六
係 富 責 之 道 ？ 王 國 進 貢 方 物
宜恪遘朕命， 睦 鄰 玲 賜 價 鈔 貫
通好， 省 踰下 人 ， 到 紵 絲 等
勿肆侵侮。 則 見王 件 ， 並原 下 西
能敬天事大 ， 保國 洋 官 員 買 到
安 民 ， 和睦 鄰 境 ， 缢： 器 ffi. 鍋 人�
以 副 朕 同 仁 之 情 等 物， 及隨
心。 」禮部言：「 諸 缸 合 用 軍 火
番 貢 使 ， 例 有 賜 器 紙 劄 ；i. 燭
予 · 巫里克納 非 有 柴 炭 並 內 官
貢 物 ， 給 賞 無例 。 」 內 使 年 例 酒
上 曰 ： 「 遠人數菡 油 燭 等物 ， 勒
里 外 來 訴 不 平 , J. 至 ， 爾 等 即照
可不 賞。 」 遂賜紵 數 放 支 與 太
絲 丶 襲衣 、 綵幣 丶 監鄯和 、 王景
表 袤綿 布 ， 悉如他 丛 丶 李興 、 生
國貢使亻J•J 。 A ' li表 、 右
（ （ 明 宣 宗 實 錄 ） 少 監 洪 係
卷 76 • 總 頁 等 ， 闢領前去
1762~1763) 應用 ， 不 許積

緩 。 故粉 。 宣
泰:瑋，然IIJJ宜宗在 德 五 年(1430)
宣 忿 五 年 (1430) 五 月 初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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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虎 下 ＃ 懃和
下菡洋 ， 倬在完忿
六 华 (1431) � 月
鄭和{/}* f/: 彘 ，北
咩；�J1b 1£ t$ iL 
矗/xii • llJl宣宗兮
tt/1鄭和礴注這' ¥ �
迢矗晊鄰之道 。

三 、 說明

本年表的設計與整理是以鄯担下西洋時的原始記 錄作爲根

據。 由於官方史料的記錄不完整，而 （明實錄） 所記載的下西洋

日 期是皇帝下敕諭的時間，以及回抵南京的奏報。然而，同一次

下西洋的敕諭時間與實際出洋時間會有一段差距，又如回抵中國

海港與回抵南京又有一段差異，因此植於南京劉家港及福建長樂

的天妃碑，以及各次隨艦隊出訪的私人著 述大都是出洋時的記錄

與 《明實錄》不盡相同。現以鄭担下西洋次數爲經，事件爲緯，

將鄯担七下西洋涉及的史料重新排比，整理如上的 〈鄯�下西洋

年表〉 ，使讀者一目了然。爲了避開煩瑣的考證，以下是對表中

疑惑之處稍作說明：

第一次：回程時發生穂詛義事件 。

第二次：鄯担第二次下西洋 （ 明實錄）隻字不提，原因不明。

現在塡補的應是勅諭及回抵的相應資料。若小心研 讀 （明太宗實

錄》永樂三年十月 收入 「 賜滿剌加 國鎮圉山碑 」 一條資料，便發

現是一條錯簡。 「 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 的正確的時間是在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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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月 ， 編實錄時卻誤放在 「 永樂三年十月」 ， 因爲在碑文中

有句提及 「 永樂五年九月 爾（滿）剌加 國王遣使來朝，具陳王意。」

而鄭和第 一次下西洋回抵南京是在永樂五年九月 ， 同年十月野本

声再敕諭下西洋。可見 「 賜滿剌加 國鎮山碑 」 及強化西洋各國外

交是這次航海的重要目的 。

第三次：錫蘭山國事件及滿剌加 國王拜里迷蘇剌親來朝貢。

第 四次：俘虜蘇門荅剌國僞王蘇壁剋寇侵本國。按 〈婁東劉家

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 〉 記錄出洋時間是在 「 永樂十二年」 有

誤 ， 應如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 所記 「 永樂十一年」 。

第五次 ： 封柯枝國中之山爲 「 鎮國山」 。 （明實錄） 沒有記錄

鄯担回國的訊息，但史料記錄 「 官軍自西洋還」 應即指鄯担回還。

這次隨同朝貢的有滿剌加 國王和阿魯國王 。

第六次：送西洋朝貢使回圈。

第七次：墮直圭登位五年再次遣鄯� 目 的是頒繼統

詔 ， 並警告暹羅勿侵滿剌加 。這之出航時間應在宣 德六年(143 1 )

二月之後 ， 而 《明實錄） 也沒有明確記錄下西洋船隊回抵南京及

鄯担去世的消息。但在宣 德八年八月 ， 西洋各國使臣朝貢應是隨

下西洋船隊回來的證擄 。 〔 案：祝尤里《前聞記） 記錄了第七次

下西洋船隊抵達南京是在宣 德八年七月六日 。鬥

除了以上記錄鄯担七下西洋的資料外 ， 鄯担在永樂二十二年還

9 尹撰 ， （ 前 聞 記） ， 收入 （ 百 部 策 書 集 成 ） 之 （紀錄索編） ， 卷 202 •
頁 3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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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專航舊港的任務。這次專航舊港是任命雄逕�之子週�爲

舊港宣 慰使並賜給新印。因沒有抵達蘇門荅剌國即西洋起點，不

算作下西洋，故兩 〈 天妃碑〉都沒有相關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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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下 西 洋海船造價耗費估算

一 、 前 言

鄯和下西洋所消耗的費用 ， 由於史料闕如 ， 數字無法具體呈

現 。 成化時兵部侍郎國本夏說 ： 「 費錢糧數十萬 」 I ' 只針對每次

出航之糧食等而言 ， 並不包括艦隊造價 。 本文試從海船造價估算

下西洋艦隊成本價耗費 。

二 、 洪武至宣德年間( 1 368- 1434)海船建造資料

從 （ 明實錄） 中摘錄的造船資料表 ：
年 份 （ 面 敕令造船 資 料 隻 數 統 資 料 卷／頁

元） 計

洪 武 十 江 面 各府 州 縣造海 缺隻藪 （ 太 禕 實
五年( 1 382) 躲成 ， 送 至 京 師 。 官 錄 ） ， 149/2347 。

賜 綺 帛 ， 人夫賜鈔一
錠 。

洪 武 二 賜浙江杭卅 等 ， 造 缺隻釹 （ 太 禕 實
十 五 年 防 倭 海船 軍 士 菡 一 千

1 星本瓦撰 ， （ 劉 忠 公遺集 ） （收入 （ 四庫未收書輯刊 ） ， 第 六輯 ， 第 29 冊 ，
北京 ： 北 京 出 坂社 ， 2000) • 頁 29-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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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92) 七 百 餘 人 ， 鈔 各 一 錄 ） ， 2 1 7/3192 。
錠 ， 胡椒 一 斤 。

洪 武 .::.. 賜浙江襯海等衛， 缺 隻 數 （ 太 祺 實
十 五 年 造 海 船 士 卒 菡 二 千 餘 錄 ） ， 2 19/32 13 。
( 1 392) 人 ， 鈔各一錠， 胡 椒

人 一 斤 。

洪 武 二 賞 浙江盤石 等 衛 ， 缺 隻 數 （ 太 禕 實
十 五 年 造防倭海躲將士八千 錄 ） ， 222/3241 。
( 1392) 七 百 餘人夕少有差。

永 祟 元 命福建 都 司 造海船 3 1 7  （ 太 宗 實
年( 1403) 百 三 十 七蝗。 錄 ） ， 20 上/356。

永 祟 二 命 京衛造海躲五十 50 （ 太 宗 T
年(1404) 艘。 錄 ） ， 27/498。

永 祟 二 將遺使面洋諸國 ， 5 ｛ 太 宗 實
年( 1404) 命福建造海躲五艘 。 錄 ） ， 

27/498-499 。

永 祟 七 命江 面 、 湖厝 囑 浙 35 （ 太 宗 實
年( 1 409) 江及-�州 等府 衛 ， 造 錄 ） ， 97/1285 。

海船三十五艘。

永 祟 七 命捅 州 等衛 ， 造 海 5 （ 太 宗 實
年 躲五艘 。 錄 ） ， 99/1295 。

( 1409) 

永 祟 九 命 浙 江 臨 山 、 襯 48 （ 太 宗 實
年( 141 1 ) 海 、 定 海 丶 字 波 富 昌 錄 ｝ ， 

國等街， 造 海 梯 四 十 120/1515-1516。
八艘。

永 祟 十 命 都 情 同 知 汪 浩 ， 缺 隻 數 （ 太 宗 實
三年( 1415) 情造海翡。 錄 ） ， 

162/1840-1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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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祟 十 巡按江 面 監 察御 史 缺 隻 數 （ 太 宗 實
四 年(1416) 成均 ， 劾 奏 江 面 布 政 錄） ， 178/1942 。

司 右 參政潘賜 不 條誡
守 ， 谁陽酒 ， 賦诗為
務 。 及與都拉擇使廛
墬 ， 督造海描 ， 慢令
失期 。 上以挂武夫 ，
灶 ＇ 其 工 。 命都 察 院
逮墜鞠之 。

宣 德 四 行在工部奏 ： 南 京 缺 隻 數 （ 宜 宗 實
年(1429) 修 理 海 船 ， 讀 於 湖 錄 ） ， 53/1286 。

賡 、 江 面二都 司 及 立
隸鑲江堵取 軍 二 菡 四
千 人 供 役 ， 如 例 玲
槿 ， 事畢放遺 。 從之 。

從表中所見 甩 且本祖造海船似是機密，隻數不具體，但造船軍

士數超過三萬多人。呾臨詛下令造海船有八次，五次有具體隻數，

共 460 隻。墮匕舉停止一切修造海船，2但墮直去上臺，又下令二

萬四千人供役，是爲第七次下西洋作準備。

三 、 海船造價的估算

永樂年間，海船造價多少並沒有明確資料，不過墮主舉時有一

史料值得重視 ：

（ 弘 治 三 年(1490)五 月 〕 先是 ， 工部 以 山 束 榮 州 衛歲運布鈔

2 巫揸監條 ， （ 明仁宗實錄 ） （京都 ： 中 文 出 版社 ， 據中 央芍究浣歴史语言芍
究所民國 51 年刊本縮編 ， 1984) , 卷 I ..t. , 頁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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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海道往給遼束軍 士 ， 乞下福建布政司 造海船-=-糗以助之 。

鎮 守 福 建 太監墊逞言： 「 福 j-li近年山 木 消 乏 ， 且 自 此至榮州 ，

海道險遠 ， 恐有 人描俱沒之患 。 靖備 銀 菡 五千 兩 ， 送南京航

江提舉 司 造海船為便 。 」 從之 。 3

也就是說，福建布政司願出銀 15,000 兩由龍江船廠承造海船

兩艘，每艘海船造價 7,500 兩。這兩艘海船造價似是超高。故事仍

未完結 ， 龍江船廠造出來後，竟不堪航運。正德元年(1506)三月，

朝廷對此有所討論：

每造一躲 ， 用 銀 六 七 千 兩 。 既成 ， 復不堪閎運 。 其遺風而毀

者 ， 所 禤 之價 ， 僅得四十分之 一 … … 今 宜 如 竹 例： 令湖廢 丶

江 面 各造四百料者四隻 ， 南京 遺 區 往彼 ， 就料完造； 浙江 丶

福建各五百料者三 隻 。 則 定價銀五千 兩 ， 徵送本部（工部）造

完 ， 但立限責 ， 其 早 完如 式 · 期于經久 。 4

換言之，舊例造四百料或五百料海船的造價爲 5,000 兩。浙江、

福建不 自 造，可能是木料不足或木料和工資價格太貴，所以由工

部承包。其實，早在三年前，即弘治十六年( 1503) , 攤派造海船時

「 浙江、 福建各三隻 ， 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買料成造。」5由此

可見，弘治之前海船造價每艘 5,000 兩是合理價格。

3 巫墨監修 ， （ 明 孝 宗 實錄 ） ， 碁 38 • 頁 8 14 •
4 塗監亻多 ， （ 明 武 宗 實錄） ， 恙 1 1 ' 頁 351-352 。
5 主撰 ， （飛江躲廠志） （南京 ： 江蘇古籍出版社 ， 1999) ,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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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下西洋艦隊最低造船價

墮瘟詛除在永樂二年( 1404)特別爲 「 遣使西洋諸國，命福建造

海船五艘 」 外，還在永樂五年( 1407)下令龍江船廠 「 改造海運船 249

隻 備使西洋諸國。」6這批改造爲下西洋海船，是從永樂元年( 1403)

下令福建都司建造的 3 1 7 艘中挑選出來。 由此可知，下西洋船隻

較一般海船裝備不 同，要經改造成具有遠航和戰鬥能力，才能下

西洋。 改造的 「 備使西洋」海船 249 艘 加上直接建造 5 艘，共有

下西洋船隻 254 艘備用。

關於鄯担每次下西洋艦隊的船隻數，說法不 一：

1. 《明史）說： 「 永樂三年六月命 和及其儕工量弘等，通使西

洋。 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 ． 造大舶，修四十四丈 ｀

廣十八丈者六十二。 」 7

2. (瀛涯勝覽）說： 「 寶船六十三只，大者長四十四丈，闊一

十八丈。 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計下西洋官校…通共計

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 」 8

3.  《星槎勝覽） 說： 「 永樂七年，上命正使太監鄯担、工是弘

等統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 」 9

6 主撲 ， ｛攏江躲廠志） ， 頁 6 .
7 張廷玉等 ， ｛ 明 史 ） （北京 ： 中 基 書局 ， 1 984) I 頁 7766-7767 •
8 互塾撲 ， 丑塑校注 ， ｛ 明鈔本 ｛瀛涯勝 覺 ） 校注 ） （北京 ： 海 洋 出 版社 ， 2005) I 

頁 5 。
9 皇荳撰 ， 専校注 ， ｛ 星槎勝覧校注） （ 台 北 ： 臺灣商務印 書館 ， 1970) I 

頁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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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洋番國志〉 〈 勅書〉 三，說： 「 今命太監鄯担等往西洋

忽魯謀斯等國公幹，大小肛六十一隻」 。 10又凪工里《前聞記） 補

充第七次下西洋的人數 「 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 I I

除 《星槎勝覽） 外，上列人數 和船隻數可算出每艘人員在

439-45 1 間，豊昷在 《星槎勝覽〉 中說 「 駕 海舶四十八號」 應不是

指船隻數，而是他乘坐的船號。（前聞記）提及 「 船號如清和、

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等號。 」

可以確定，鄯和艦隊每次下西洋的船隻數，大概在 61-63 艘之

間。 換言之，還有一百九十多艘留下來，爲下次出洋準備、維修、

汰換等，或執行另一項出使西洋的任務。 12

關 於船隻大小的問題，本文不作討論。 出洋海船三百料至五百

料是適當的。明初四百料或五百料海船造價銀 5,000 兩，因此若以

每次平均數 62 隻來算，艦隊造價需銀 3 10,000 兩；若把所有 「 備

使西洋」 海船都加 進來計算，即共有 254 隻，需銀 1,270,000 兩。

換言之，明代因出使西洋，單在艦隊的造價上已花上 127 萬兩銀。

五 、 結語

成化年間(1465-1487) • 太監迂直用事，墮靈筮命中官至兵部索

10 昱挖撰，M注 ， （面洋番國志） （北京 ： 中 華 書 局 ， 2004)• 〈勒 書 〉 ，
。＿＿一

！ ＇ 前揭 書 ， 頁56 。
12 按下面洋任務除壁左拉繹的龎大艦隊 外， 還 有 其他描 隊下面洋的任務，祥

參 本 書 附 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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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西洋水程資料，兵部尙書頊�遣吏員往檢舊案。兵部侍郎圏

去旦先入，將舊案收藏起來。撾�： 「 庫中案卷，焉

得失去？ 」 國去旦笑對頊盅說： 「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

萬，軍民死者萬計。縱 得珍寶於國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

以拔其根，尙究其有無耶？」 1311本夏認爲「費錢糧數十萬 」 已經

是－龐大耗費，他顯然沒有把造船耗費考慮在內。

鄯担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永樂三年( 1 405) , 當年國家賦稅收入

屯除各項稅收外，主要的糧稅是 3 1, 133,993 石0
14而宣 德十年( 1 435)

有 「 運糧八萬石，折銀三萬二千兩」 的記錄，15這是（明實錄） 最

早出現的糧折銀率， 1 石：0.4 兩。 若以此比率換算，當年糧稅折

銀爲 12,453,597 兩，而 「 備使西洋」 造船價共 1,270,000 兩，佔國

家糧稅收入 10 . 19%。由此可見，朝廷大臣對下西洋龐大耗費所產

生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 。

13 fl本瓦撲，｛劉 忠 公遺集），頁 29-585 。
14 堡植監侈 ， ｛明太 宗 ，，錄） ｀ 卷 49 • 頁 737 。
15 亜星筮監條，｛明英宗T錄）， 卷 10'頁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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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明 朝使者下 西 洋次數表

若以蘇門荅剌國作爲 「下西洋」的指標，即被指派前往蘇門荅

剌圈及其以西國家出使的旅程，稱之爲「下西洋」 ，以此爲檢視

準標，觀察有明一代下西洋的次數共有多少次。本文以（明實錄）

爲主要的史料來源，輔以當時下西洋的史料如費信的（星槎勝

覽》 、 墨壓（瀛涯勝覽） 和鞏坌 《西洋番國志》等一手史料，尋

覓出下西洋次數，整理出有明一代(1368-1644)下西洋的資料表，

讓 讀者更多空間思考明代頻頻出使西洋的意涵。

一 、 明朝使者歴次下西洋表資料表

史 料 次 史料 出 使者 史料內容 史 料 出 處
數 登錄

日 期
出 使 面
洋次數
I 洪 武 使者 遺使以 即位語諭 日 本 丶 占 瑊 丶 （ 明 太 祺 實
第 1 次 二 年 爪吱 丶 面洋堵國。 錄 ） ＇ 卷 38 • 頁

春 正 775 。

＇ 本表 中 （ 明 實 錄 ） 史料 ， 是 用 日 本京 都 中 文 出 阪社於 1984 年據中央堺究院
歷 史語言芍究所民國 五 十 一 年刊本縮編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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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乙
卯
1369 

2 洪 武 使者 遺便持認蹌雲 南 入 番 丶 面域 丶
第 2 次 三 年 面洋瑣 里 ｀ 爪哇 丶 畏吾兒等國

六 月 曰 ： 「 自 古 為 天 下 主者， 視天
戊 寅 地所霞載， 日 月 所照臨……朕
1370 居 皇 帝位， 國號大 明 ， 建元洪

武 。 前 年 克取元都 ， 四 方 以 次
平 定 ， 其 占 城 、 安 南 、 高 尾堵
國俱 已朝 貢。 ……其所又慮汝
等僻在遠方， 未悉朕念， 故遺
使者往諭 ， 成使 聞 知 。 」

3 洪 武 割叔 勉 西洋國王另＇」 里 提 ， 遺其 臣 亦 迭
三 年 2 納 尾 里 沙 等 來 朝 ， 進 金 萘 表
九 月 文 ， 責 黑 虎 － 丶 兜 聶 綿 被 四
乙 卯 樟 、 漫折 的 花被八幃 丶 皮剔布
1370 四 匹 丶 槁尼布三匹 、 沙馬 打 里

布 =-匹 。 先是 ， 嚼遺劉叔勉等
頒即位裙子 面洋等國， 至是，
遺共 臣偕叔勉入 貢 。 上 以 其 涉
海道遠， 賜織金文綺 、 紗矗 甚
厚， 仍 賜以大統厝， 使者賞綺
帛 有 差 。

4 洪 武 塔 海 十占 瑣 里國王 卜 納的， 遺其 臣撇馬
五 年 木兒3 牙釜造兒 、 幹 的 亦 剌 丹 八 兒
正 月 .!k ' 奉金萘表， 貢 馬 一 匹 丶 紐
壬 子 撇 哈 剌 一 連 丶 紐 八 者藍 布 四
1372 足 、 紐 番 布二足 、 覬木 里 布 四

足 丶 白 苾布 四 足 、 珠子項 串 一
副 ， 并澮其.±.!也山 ,1 1 以獻 。 先

2 案：星�慮 是洪武二年正 月 出 倢面洋諸國的使者 。
3 塔海枯木兒應是洪武三年 出 1吏面洋瑣 里的使者 。

（ 明 太 祺 實
錄 ） 卷 53 • 頁
1049-1050。

（ 明 太 沮 實
錄 ） 卷 56 • 頁
1 100- 1 101 。

（ 明 太 祺 實
錄 ） 卷 71 , 頁
131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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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三年六 月 遺塔海帖木兒持
認踰其國， 至 是 ， 始與俱 來 。
J:_ 渭 中 書 省 臣 曰 ： 「 西 洋瑣
里 ， 世稍遠番 ， 涉 海 而 來， 薙
計 年 月 。 其朝 貢 ， 無論疏數 ，
厚4主 而 薄 來可也 。 」 於是， 賜
卜納 的 大統厝 及織金文綺 、 紗
聶各四足 ， 控的 亦 剌丹 八品山
等 文 綺 、 紗聶各二足， 傈從高
尾布各=-足 0

5 洪 武 使者 遺使以 即位沼踰安南 、 暹矗 丶 （ 明 太 宗 實
第 3 次 三 十 爪 吱 、 琉球 丶 日 本 、 面洋蘇門 錄 ） 卷 12 上 ，

五 年 荅剌 、 占 城諸國 。 上諭禮部臣 頁 205 。
九 月 曰 ： 「 太禕高 皇 帝時 ， 諸 番國
T 亥 遺使來朝， 一 皆過之以誠 ， 其
1402 以土物來市 易 者， 悉聽其便 ，

或有不 知避忌而誤千 憲條 ， 皆
亢宥之， £人懷遠人 。 今四 海一
家 ， 正當 賡 示 無 外 ， 諸國有輸
誠 來 貢者聽 ， 爾 其踰之 ， 使明
知朕念 。 」

6 永 祟 按 察 副 遺官往賜朝鮮 富 安 南 丶 占 城 、 （ 明 太 宗 實
第 4 次 元 年 使 聞 良 逞 矗 、 琉球 丶 真臘 、 爪吱 丶 西 錄 ） 卷 22 • 頁

八 月 昰 丶 行 洋菻門 荅束11褚番國王絨綿 、 織 408 。
癸士 人竪善 金 文 綺 、 紗 矗 有 差 。 行人呈
1403 里 、 丘智， 使 南 安 ； 按 察 副 使

聞良輔 、 行人寗善 ， 使爪哇 丶
面洋蓺 門 荅剌 ； 給事 中 王哲 丶
行人成務， 使 暹 聶 ； 行人且互
豊 、 王框 ， 使 占 城 、 真臘 ； 行
人亞丘 、 劉元 ， 使琉球 ； 翰林
待裙王 延齡 、 行人崔彬 ， 使朝
鮮 。 人賜紵絲衣一 襲 ， 鈔二十
五錠 ， 使軔鮮者 ， 加衣一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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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裘狐幪 。
7 永 祟 中 官 5 遺 中 官 馬 彬 等 使 爪 哇 … … 復 （ 明 太 宗 實
第 5 次 元 年 � 命彪等 賚 語 諭 西 洋 蘇 門 荅 束1J 錄） 卷 23 , 頁

九 月 諸 番 國 王 ， 并 賜 之 文 綺 、 紗 42 1 -22 。
庚 寅 聶 。
1 403 

8 永 祟 中 官 粧 遺 中 官 鄭 和 等 骨 敕 往 諭 面 洋 （ 明 太 宗 實
第 6 次 三 年 也 （ 第 褚 國 ， 并 賜 諸 國 王 金 織 、 文 錄） 卷 43 • 頁

六 月 一 次 ） 綺 丶 綵續 各有 差 。 685 。
己 卯
1405 

9 永 祟 中 官 竺 品 「1 荅 剌 國 酋 長宰奴 里 阿 必 （ 明 太 宗 實
第 7 次 三 年 垕 工 、 滿 剌 加 國 酋 長拜 里 迷菻 錄 ） 卷 46 • 頁

九 月 杜 、 古 里 國 酋 長 沙 米 的 ， 俱遺 71 1 。
癸 卯 倢隨奉使 中 官尹慶輯 貢 ， 語俱
1405 封 為 國 王 ， 給與印浩 ， 併賜綵

幣襲衣 。
10 永 樂 薁F和 統領 舟 師 往 爪 哇 、 古 里 丶 柯 〈 妻 束 劉 家 港
第 8 次 五年 （ 第 二 枝 、 暹 矗 等 國 。 其 國 王 各 以 方 天 妃 宮 石 刻 通

1407 次 ） 物珍禽獸貢獻 。 番 事踵 記 〉
1 1  永 祟 太 監 甕 太 監鄭和 等 賚敕使 古 里 、 蘇門 （ 明 太 宗 T
第 9 次 六 年 乜 、 昱 答剌 、 阿阿·魯加異勒 、 爪呋 丶 錄 ） 卷 83 • 頁

九 月 怛 暹 聶 、 占 瑊 、 柯枝 · 阿撥把丹 丶 1 1 1 4 。
癸酉 （ 第 三 ＇」、 柯 蘭 、 南 巫 里 丶 甘 巴 里 琽
1 408 次 ） 國 ， 賜其王錦綺 、 紗 矗 。

1 2  永 祟 錦 衣 衛 陞 錦 衣 衛 百 戶 馬責 為 本 衛 指 （ 明 太 宗 實
第 10 次 九 年 百 戶 邑 擇 同 知 ， 錄 其 使 西 洋古 里 等虞 錄 ） 卷 1 12 • 頁

正 月 A. 2韞． 勞漬也 。 1431 。
辛 未
14 1 1  

1 3  永 祟 使 者 堡 以 張 邦達 為 河 南 道 監 察 御 ｛ 明 太 宗 實
第 1 1 次 十 年 t-� 這 史 。 狂這初任a JII 會縣知縣 ， 錄 ） 卷 130 • 頁

4 皇庄撰 ， 血校注 ， （ 星槎勝覧校注） ， 〈 前集 目 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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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坐 事謫戍邊 。 後以 萬 出 使榜 曷 161 1 。
壬 寅 剌 ， 還奏請 旨 ， 故 有 是命 。
1 4 1 2  

14  永 祟 使者 榜 曷 ,.,」 國 王靄牙思 T 之 子 里 （ 明 太 宗 實
第 1 2 次 十 年 鳧工 ， 遺隆 臣把一濟等 貢 馬 及 錄） 卷 129 • 頁

六 月 方 物 ， 告 其 父 卒 。 語 遺 亻吏諭 1 603-04 。
乙 亥 祭 。 仍命事弗 T 朋 為 榜 曷 耒1 國
1 4 1 2  王 ， 賜錦 綺 、 紗聶 ｀ 繒綵 ， 及

襲 衣 、 帳怛 、 傘五 、 琺 囂 等物 。
1 5  永 祟 太 監 輕 遺 太 監 鄭 和 等 賚敕 往 賜 滿 剌 （ 明 太 宗 實
第 1 3 次 十 年 枉 、 通 加 ｀ 爪吱 丶 占 城 ｀ 蘇門 答剌 丶 錄 ） 卷 1 34 • 頁

十 一 繹 ,� 嗇 阿 魯 、 柯枝 、 古 里 、 南渤利 丶 1 639 。
月 丙 緝 丶 凸 彭 亨 、 急 蘭 丹 、 加異勒 丶 忽 魯
申 逖s ( 第 謨斯 、 比 剌 溜 山 、 孫剌 堵 國 王
1 4 1 2  四 次 ） 錦 綺 、 紗矗 、 彩續 ， 而 酬 己 即

T 等 ．馬值 。
16 永 樂 少 星 揚 永 祟 十 年 隨 奉 使 少 監 楊 敕 等 （ 星槎勝覺）
第 14 次 十 年 整 、 豐 往榜 曷 剌 等 國 ， 開讀 賞賜 ， 至 〈 前集 目 錄 〉

1 4 1 2  信 永 祟 十二年回 京 。
1 7  永 祟 太 監 堡 遺 太 監 侯 顯 等 使榜 菡 剌 諸 番 （ 咽 太 宗 實
第 1 5 次 十 三 壅 ｀ 壹． 國 ， 賜 國 王絨錦 、 金織 、 文綺 丶 錄 ） 卷 166 • 頁

年 秋－ 1� 殃 續 等 物 。 1859 。
七 月 永 祟 十 三 年 隨 正 使 太 監 鄭 和 （ 星槎勝覧）
甲 辰 （ 應 是 侯 纇 6

) 等 往 榜 曷 東11 諸 〈 前集 目 錄 〉
1 4 1 5  番 ， 直抵忽魯琪斯 等 國 ， 開讀

賞 賜 ， 至 永 祟 十 四 年回 京 。
18 永 祟 中 官 鄭 遺 中 官 鄭 和 等 角敕及錦綺 、 紗 （ 明 太 宗 實

5 互塾撲 ， 丑丞拉校注 ， ｛瀛涯勝覺校注） ， 〈 序 〉 中說 「 永祟 十 一 年癸 已 ，
太宗文皇帝粉命正使太監壁主統領 實 ,fJ 往 面 洋 ． ．… ．佘以通譯 番 書亦彼使
末 。 」

6 案 ： ＇在 〈 榜 1 .t,1 國 〉 條提及永祟 十年及永祟 十三年都是 士堡旦上統傾舟
師 出 訪 。 參 見昱荳；撲 ， 馮承鈞校注 ， ｛ 星槎勝覧校注） ， 頁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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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次 十 四 E 矗 、 綵 綉 等 物 偕 往 ， 賜 各國 錄 ） 卷 183 , 頁
年 十 （ 第 五 王 。 仍 賜 柯 枝國 王 可 亦 里 印 1970 。
二 月 次 ） 諾 ， 並封其國 中 之 山 為 「 鎮國
T 卯 山 」 。
14 16  

19  永 祟 中 官 堡 遺 中 官 侯 顔 等 使 沼 納 棋 兒 （ 明 太 宗 實
第 17 次 十 八 壅 國 。 時榜 曷 剌國王宅 ： 「 沼 納 錄 ） 卷 229 , 頁

年 九 棋 兒國王 亦 不 剌 金， 數以兵橈 2226 。
月 乙 （ 橈 ） 其境。 」 故遺壅 等 蕢 敕
亥 踰之， 俾棓楫睦 ， 各保境土 。
1420 因 賜之綵幣 ， 并 賜所過金 剛 寅

座之地酋長綵幣 。
20 永 祟 太 監 蠱 勒 ： 太監搓星等往 西洋忽魯謨 （ 西 洋 番 國
第 1 8 次 十 八 L 庸 等 公幹， 合用各 色紵絲紗錦 志 ） 7 〈 勅書 〉

年 十 等物 ， 並賜各番 王人等 紵 絲 等
..::.. 月 件 。 勅 至 即 令各該衙門 照依原
初 十 定數 目 支給 。 乃 令 各 門 官仔鈿
a 點檢放 出 ， 毋得纖毫透漏 。 故
1420 勒 。

2 1  永 祟 太 監 歷 忽 魯 謨 斯 等 十 六 國 使 臣 還 （ 明 太 宗 實
第 19 次 十 九 E ' 太 國， 賜鈔幣 、 表 袤， 復遺太監 錄 ） 卷 223 , 頁

年 正 監 主 鄭和等瘠敕及錦綺 丶 紗矗 、 練 2256 。
月 癸 呈 、 邑 繽 等物， 賜諸國， 就與使 臣 偕
巳 塾 、 狂 行 。
1421 � 禮

等 。 8

（ 第 六
次 ）

7 昱挖撰 ． 讎校注 ， （ 面洋番 國 志 ） ， 〈 耕 書 〉 一 。
8 參愚塾撰 ， 馮承鈎校注 ， （瀛涯勝覧校注） ， 頁 55 。 凸逖在 〈 阿丹國 〉 條

談及永祟十九年在蘇門 荅 剌 國 分綜訪問之事， 可見他 晉 參塹主第 六次下面
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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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永 祟 內 官 迭 粉 ： 內 官 鄭和 、 孔和 卜 花 、 垕 （ 面 洋 番 國
第 20 次 十 九 堡 襯係 。 今遺 內 官 洪係 等送 各 番 志 ） 〈 勅 書 〉

年 十 使 臣 回 還 ， 合用 賞 賜 並帶去銀 － 
－ 

月 十 兩段足銅伐 等 件 。 勅至即照依
六 日 坐去數 目 玲與之 ， 其 官 軍 原 關
1421 槿 賞 ， 買 到 島 香 等物 ， 仍照依

人數關玲 。 該 用 軍 囂 等項 ， 並
隨缸合 用 ；;JJ痲 等 物 ， 令各該庫
分 衙 門 逐 一 如 原 料 數 目 關
支 。 就令太監鄭和 眼 同 打 發 ，
就 發 海 缸 二 隻 與 之 裝 載 前
去 。 仍積落各 門 官 仔細點檢放
出 ， 不 許 纖 亮 夾 帶 透 漏 。 故
柿 。 一 下 面 洋 去的 內 官合 用 鹽
醬 茶 酒 ；;d, 燭 等 亻牛 ， 照人數依例
關 支 。

23 永 祟 江 陰 等 江 陰 等 衛 都 指 擇 僉 事 周 鼎 等 （ 明 太 宗 實
第 21 次 二 十 衛 都 指 九百 九 十 二 人 ， 奉倢榜 曷 剌 等 錄 ） 卷 263 • 頁

一 年 擇 僉 事 國 回 ， 皇 太 子 令 禮 部 賞 鈔 有 2401 。
九 月 周 鼎 差 。
壬午
1423 

24 宣 德 驍 騎 右 驍騎右 衛 指 擇 僉 事劉興 等 =- （ 明 宜 宗 實
第 22 次 元 年 衛 拉 擇 百 二 十 人奉 使 忽 魯 瑱 斯 等 國 錄 ） 卷 13 ' 頁

春 正 僉 事 對． 還 ， 進方物 。 命行在禮部計直 347 。
月 癸 豊 賜鈔 。
卯
1426 

25 宣 德 御 史 主 命湖 賡 布 政 司 左 布 政使李琦 （ 明 宣 宗 實
第 23 次 八 年 � 致仕 。 昱真定府 元 氏縣人 ， 由 錄 ） 卷 98 • 頁

六 月 監 察 御 史 升 大 理 寺 副 ， 坐 事 2210 。
癸 酉 罷 。 復超為御 史 ， 使安南 丶 占
1433 域 、 榜 曷 剌諸 國 ， 陞禮部左侍

郎 。 復使交阯還 ， 陞布政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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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簡 易 有識量 ， 而 善談論 ， 啟
數奉使遠 夷 。 及為湖賡 ， 政譽
靡 聞 。 至是 ， 朝 覲至京 ， 吏部
言 其老不任事 ， 故命致仕 。

26 宣 德 正 使� 太 遺 太 監 鄭 和 等 賚裙 往 踰堵 番 （ 明 宣 宗 實
第 24 次 五 年 監鄭和 國 。 裙 曰 ： 「 朕恭膺天命 ， 祗 錄 ） 卷 67 • 頁

六 月 丶 王嵒 朋 太 禕 高 皇帝 、 太宗 文 皇帝 丶 1 576-77 。
戊 寅 坐 丶 副 仁宗昭 皇帝大統 ， 君臨 菡 邦 。
1430 使 太 監 體 祺 宗 之 至 仁 ， 箸 輯 字 于 庶

圭興 丶 類 。 已大赦天下 ， 紀元 宣 德 ，
叁良 丶 成與維新 。 爲 褚 番 國 ， 遠處海
周 滿 丶 外 ， 未有 聞知 。 茲特遺太監墅
洪 保 丶 枉 、 王景弘 等 賚沼往諭 。 其各
揚表 丶 敏順 天道 ， 撓輯人民 ， 以 共享
張這 丶 太平之福 。 凡所 歷 忽 ·魯 磨 斯 丶
吳 忠 ， 錫 蘭 山 、 古 里 、 滿剌加 、 柯枝 丶
都 指 擇 卜 素，1 吱 、 木 骨 都 束 、 唷渤利 丶
使 � 妹「1 答剌 、 剌撇 丶 溜 山 丶 阿 魯 ｀
丑 、 玉 甘 巴里 、 阿丹 、 佐法 兒 、 竹步 丶
對 、 及 加 異 勒 等 二 十 國 ， 及竹 港 宜 慰
昱荳 丶 10 司 。 其 君 長 皆 賜 綵 幣 有 差 。
竺珍 、 1 1

郭 � 
五

扭 丶 凸
歎等 。 1 2

9 參 〈 長 祟 南 山 寺 天妃 宣 應 記 〉 收入tt撰 ， 色這校注 ， （ 面 洋 嗇 國 志 ） ，
頁 53-55 。

1
0 皇荳撰 ． 血校注 ， ｛ 星搓勝覧校注） ， 〈 前 集 目 錄 〉 。
＂ 昱企撰 ， 醞校注 ， （ 面 洋 嗇 國 志 ） ， 〈 自 序 〉 。
12 案 ： 互塾 ｀ 狂速星在 皙 三隨壅枉下 面 洋 ， ｛瀛涯勝 覧 ｝ 〈 後 序 〉 說 「 三隨

耕輕跋涉 菡 里 。 」 表 中 已說明 他們隨塹.E下 西 洋 是 在 第 四 次 丶 第 六 次 ， 而
是後一；大（ 卸 第 七 :.x)�塾在 （ 忽 ，` 琪 屬 國 〉 條 中 說 「 宣 德五 年 … ． ． 分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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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次 ）

27 正 統 委 託 爪 遺 古 里 丶 籙 鬥 荅 剌 、 錫 蘭 山 丶
第 25 次 元 年 呋 使 臣 柯枝 、 天方 、 加異勒 、 阿丹 丶

閏 六 郭 信 忽 魯謨斯 丶 祺法兒 · 甘 巴里 丶
月 癸 真 臘． 十 一 國 使 臣 曷 卜 滿 都 ·魯
巳 生等 ， 同 爪 吱 使 臣 郭 信 等 回
1436 國 。 敕爪哇國 王楊·淮 面 沙 曰 ：

「 王 自 我先朝條職 弗 怠 ， 朕今
即位 ， 王復遺使朝 貢 ， 誠悉具
悉 。 宣德 時 ， 有 古 里及 真臘等
十 一 國 ， 各遺使朝 貢 未 回 。 今
王 使 回 ， 特 賜 海 WJ 與 各 使 同
還 ， 王 其 加 悉撓恤 ， 分遺還各
國 ， 庶 副朕懷遠之心 。 」 仍命
曷卜滿都·魯牙等 十 一 使 ， 齎敕
諭其王 。

28 天 順 都 拉 擇 下 面 洋 和 番 都才缸軍馬霎 等 ， 今
第 26 次 元 年 馬 雲 已 不 遺 。 其 關過 、 賞賜 、 財物 丶

五 月 釒戈糧 ， 宜令皇等 將 已 易 貨物并
T 丑 未 易 見在者 ， 具數 開 奏 ， 以俟
1457 再遺 。 J:. 曰 ： 勺紅 己之 。 」

二 、 歷次下西洋之解讀與說明

摹一次下酒洋 ， 泱武二年 < 136�) I .  使者鯽超鈾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19 , 頁
385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278 , 頁
5954 。

說明 ： 史料 3 , 使者劉返紐 「 頒即位詔于西洋等國 」 ， 應是史料 l

古 里 國 時 ， 內 官太監迭己 見 本 國 差 人往彼 ， 就還 差 通 事 等 七 人 齎 帶鳥 香 ｀
璘 囂 等物 ， 附本國描隻到彼 ， 往回 一 年 ， 貫 到 各 色 奇 貨 異 靑 · 鳳鸕 、 獅子 丶
鴕算等物 。 」 可 見他 檜 參與此;.大麥加之行 。 參5墊撲 ， 憑丞挫校注 ， ｛瀛
涯勝覧校注） ， 頁 7 1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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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使者 ， 時間頗篤吻合 ， 應是同一次出使。至於西洋國王

別里提是哪一國國王？有待考査。

鵜二
．

下西洋 ， 洪武三年·ic- 1370)I ·  使者塔海帖木兒。

說明 ： 史料 4 有 「先是，三年六月遣塔海帖木兒持詔諭其圍」 ，

與史料 2 出使時間吻合，應是同一次，這次最遠至西洋瑣理(Cola

又稱注輦） ， 在印度南部。

厲三次节祖洪苹五年九月 c 1402) I ,  使者不詳。

說明 ： 圭埜篡位即遣使四出 ， 改變明太祖嚴格的朝貢貿易政策 ，

歡迎 「諸國有輸誠來貢者」 ，尋求改善明朝洪武年間與南海及西

洋國家的緊張氣氛。 13

蹺四次下西洋｀， 永樂元年八月 < 1403: ) I ·  使者按察副使閩且魎、

行人豈置。

說明 ： 這次是墮盛詛登基後大批派遣使者出使各國 ， 其中包括使

者按察副使闆且輔和行人豈疊等，往爪哇及西洋蘇門答剌。

厲五次不西洋 · 永欒元年九月 ( 1403 ) I .  使者中官墨彪。

說明：中官昷彭原本只奉命出使爪哇 ， 後又復奉命順道出使西洋

蘇門荅剌國。這是第一次以太監爲正使出使西洋國家。

厲成元洋 ， 永欒三年 c140s ) I ,  使者中官鄯担。

說明：這是鄯担第一次下西洋。

厲七次下酉洋 ， 永樂三年 ( 1帕S ) 九月I . 使者中官芝慶。

13 !E_主笠，〈明太沮 軔 貢 貿 易 體制 的建攝與挫折〉 ， （ 新 亞學赧）， 第 22
卷（香 港：2003) • 頁457-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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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這次出使最遠至蘇門荅剌國。

藁八次洹悄
，

畔紅 r如 ）J ' 使者太監慢和。

說明 ： 這次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 《明實錄）沒有紀錄，但在 〈 婁

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 記 〉 及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 〉

兩碑都明確記錄出航時間。

厲九次下直洋 ，. 永欒元年 ( 1磾 ） 九月I I 使者太監鄯担。

說明 ： 這是鄭和第三次下西洋，隨行包括（星槎勝覽）作者豊昷。

藁十次百頸摹 ，』永欒九年 ( J4l t- � 正月I , 錦衣衛百戶墨置 。

說明 ： 史料 12 提及錦衣衛百戶區置陞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原因是

「 錄其使西洋古里(Calicut , 印度西海岸 ） 等處勞績也」 。這次是否

隨他人出使還是自爲正使，有待考察。

藁十一次百蹕； ， 永欒�·e:, 1�1-i.) 七月之暉，使者張酇皇。

說明：張拉逕是在永樂十年七 月 之前出使榜葛剌，於此月 回國，

被任命爲河南道監察御史。

揶十二次下西洋 ， 永欒十年 < 1_412r六JJj ' 使者不詳。

說明 ： 因榜葛剌國(Bengal , 孟加拉）國王逝世，遣使諭祭，並冊封

其子查理工嗣王位。

藁十三次下百洋 ｀， 永欒十年 "' ( l4I2') 十一月I , 使者太監鄯担。

說明：這是鄭和第四次下西洋，隨行有 《瀛涯勝覽）作者墨懲。

藁十四次下酉洋 ， 永欒十年 ( l4l2Y I · 使者少監疊遨。

說明：這是少監揚熬專程前往榜葛剌訪問，隨行有（星槎勝覽）

作者豊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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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十五次节芭洋丑 f 永欒十三年 t-141�'1 _·七月I , 使者太監送墨。

說明：太監侯題這次出使西洋，豊昷也有隨隊，並提及最遠至忽

魯謨斯(Ormuz, Hormus) 。 忽魯謨斯位於波斯灣與奧曼灣之間，在

忽魯謨斯海峽之北，屬於伊朗。

藁十六次蓮單 永樂十四年 ( 1416) 十二月I I 使者中官鄯担。

說明 ： 這是鄯担第五次下西洋。

藁十七次頂洋 d濞坪八年 ( 1420.) 九月I I 使者中官篋顯 。

說 明 ： 這 是 中 官 侯攫l第 二 次 下 西 洋 ， 出 使沼 納 樸 兒 廠

(Vengipuram) , 其國在印度東海岸 ，其國之北邊與榜葛剌國接境 。

中官民壓出使是應榜葛剌國的投訴，指沼納樸兒國「 數以兵橈（撓 ）

其境」 。 所以，這次下西洋的任務是調停兩國糾紛。

躋十八次下酉洋�,-j, 欒十八年 (、 1420J 十二月I , 使者太監揚慶。

說明 ： 太監蠱慶奉命下西洋公幹，最遠至忽魯謨斯國。

陣十九次璸洋 ， 永樂十九年 ( 1421 ) 正月I I 使者鄯担。

說明 ： 這是鄯担第六次下西洋。

算二十次這單：永欒江九年 ( li2l) 十月I , 使者內官迸堡。

說明：這次出使西洋的目的是 「送各番使臣回還」 。

躋三十占茨F百洋 ＇- 永欒二十年 ( 'J423 ) 九月這，使者督指

揮僉事國擱。

說明：這次出使是否以軍事將領國皿爲正使？ 並帶同九百九十二

人奉使榜葛剌國。這次是否與四年前調停沼納樸兒國與榜葛剌國

的糾紛 有關？有待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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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二十工次下茵洋 可印騌萍 C l磁€}] 正Mt · 使者指揮僉事劉興。

說明 ： 這次又是以將軍爲正使，出訪忽魯謨斯等國。

懍二十三次下酉洋 ［氪二年 ( 1427 ) 十月之輝，使者御史圭噩 。

說明：布政使圭噩早年曾奉命出使榜葛剌等國。宣德八年六月 ，

因 「老不 任事」 而致仕。案：圭瓿在宣德二年十月 ，由廣西道監

察御史陞爲行在禮部左侍郎 ， 14是在出使榜葛剌等國之後陛任是

職 。圭揸下西洋應在宣德二年( 1 427)十月之前。

屬二十四次干酉洋 ， 宣纏五年 ( 1430 ) 六月I · 使者鄯担。

說明：這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 《星槎勝覽） 作者豊�及 《西洋

番國志）作者鞏趁同行。在回程中國途中 1褪担逝世，這是鄯担

寶船最後一次下西洋。

厲二十五次下西洋 ＼ 正統元年 ( 1436 ) 六月I . 委託爪哇使臣翦佤

代理 。

說明：這次遣返西洋使臣回家，其實不算明朝使者下西洋，因爲

是委託爪哇使臣鄄信代理是次護送任務。這批使臣是隨鄯�船隊

第七次下西洋前來朝貢而滯留中國已有三年 ， 因下西洋停擺故請

爪哇使者及爪哇圈王代理這次遣送的任務。

藁二十六次下西洋 ， 天順元年 ( 1457 ) 五月之訓，使者都指揮昷
Z 。

說明 ： 這次下西洋是否有 特殊任務，現時仍不清楚。而都指揮昷

云下西洋是確有其事 ， 從處理 「 已 易貨物，并未易 ， 見在者」 便

＂ 巫監修， （明宣 宗 實錄 ） ，卷 32 J:. • 總頁 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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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買賣行爲。這次與鄯担第七次下西洋相隔了二十七年，也是

有明一代最後一次下西洋，值 得重視。

三 、 結語

通過以上的整理與分析，有下列的看法 ：

以上分別列出的下西洋史料及次數，是經過用心的研判才摘錄

下來，除爪哇使者經區因具外國身份不算明朝所派遣外，仍有 2 5

次之多，這是以往學者甚少 注意到的問題。 在這 25 次之中，或有

重覆同一次出使者紀錄爲二次或三次者，有待日後更多史料引證

才能確立。如果沒有法辦證明同爲一次，即 2 5 次 便是有明一代下

西洋最接近事實的數據。

在這 2 5 次下西洋的次數當中，鄯担下西洋佔了七次之多，而

鄯�寶船最爲龐大，因此在下西洋之中鄯担扮演著 最重要的 角

色 ，其重要性不因本文的出現而被削弱。

洪武 時期下西洋都以官僚爲正使，但從永樂元年以後，下西洋

正使大都以中官（內官｀ 太監）爲主 ， 這顯示下西洋與皇帝意志有著

極密切的關係。

值 得留意的是，榜葛剌國與明朝的互動十分密切，還涉及軍事

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墮丟舉天順元年(1457)曾派遣和番都指揮墨云下西洋，並購回

大量貨物，最後又停止了。這是明朝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記錄，值

得重視。而塑靈舉成化年間 ， 曾受太監迂直影響，靈定一度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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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的念頭，其後卻不了了之。下西洋之事自此成絕響 。

從 2 5 次下西洋的史料來看，應讓 讀者更能體會明代中國在印

度洋及其附近海域國家的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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