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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五世紀是人類認識和挑戰藍色海洋與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在這個世紀裏，鄭和

與哥倫布，這兩名代表著東西方不同文明體系的偉大航海家，在相距 70年的時
間裏，先後在東西半球揚起遠洋風帆，分別給遠方的異族帶去禮物與劍。但是令

人匪夷所思的是，為什麼大家只肯定哥倫布的成就、為什麼大部的人都覺得哥倫

布比鄭和偉大？爲什麼參考書上詳細介紹哥倫布的事蹟卻輕描淡寫的把鄭和帶

過？《明史》中鄭和身世更只有寥寥三十字，就參考書的資料上看來鄭和的船隊

比哥倫布的船隊規模大了許多了，不管是在人力或船隻數目方面，鄭和都略勝

一籌，但是為什麼他的成就不如哥倫布呢？

這引發我的好奇心，想知道究竟為什麼會這樣，於是我藉由相關書報雜誌、

網路上的豐富資源，深入去瞭解鄭和和哥倫布，並分別比較這兩位歷史上偉大

的航海家的相異處。

貳●正文

甲、十五世紀第一航海家－鄭和

１．十五世紀世界第一航海家的誕生

鄭和，雲南人，為其父馬哈只的次子馬和。馬哈只在一三八一年朱元璋

征伐雲南時死於戰亂，小鄭和被送至北平燕王府，這成為了他命運的轉捩

點。靖難之變時，在南京城下負責內應的鄭和打開金川門使朱棣順利攻進

首都，鄭和協助有功，贏得朱棣的信任。鄭和的姿貌才智，在內侍之中無

人能與之相比，除了這個優點以外，他的出身於回教家庭、本人信仰佛教，

因為他要出使的地區不是信奉佛教、就是回教。

　　經過多年的的準備，公元一四零五年七月十一日，鄭和終於和他的副

手王景弘率領兩萬七、八千人出航，象徵著明代政治經濟的一個新風貌，

也將宗藩之間的友好往來推向一個新的高潮。(*1)

２．鄭和下西洋的目的(*2)

（１） 戰略方面：組織海上聯盟，圍堵『帖木兒汗國』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皆是以印度南端為終點，並未繼續西航，這

三次航行是針對縱橫中亞細亞的『帖木兒帝國』，對其示威以顯

示中國的富強，而當時的帖木兒帝國一度攻佔了印度北方，鄭

和的三萬官軍便在印度南部進行牽制。



（２）政治方面：收拾民心，並誇示富強

明成祖朱棣篡位稱帝，此舉有悖封建正統，其皇位合法性受到

廣泛的質疑和普遍的攻訐。當他對前朝舊臣大開殺戒並施行專制

後，迫切需要穩定民情，因此不惜耗費鉅資、興建船艦，藉下西

洋之舉大大提高自己的聲望。

（３）經濟方面：發展海外朝貢貿易

以『賚賜』和『朝貢』為名，行『貿易』之實，這種主動派遣大臣率

船舶前往海外諸國進行『賚賜』的貿易，在元朝就已經有了，不

過在規模上，比不上鄭和下西洋這樣地壯大。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之一在使西洋諸國與明朝的『朝貢貿易』可以暢通無阻，不再被

走私商人梗阻，以滿足明朝官方對外貿易上，擴大市場的需求。

（４） 外患方面：解除『北虜南倭』的壓力

明成祖曾多次親征漠北，但未能阻擋元軍殘部在北方邊境的侵

擾，在解決此患的同時，需要要有個安定的南方情勢。鄭和下西

洋也是為了發展和南疆諸鄰國的友好關係；用兵於北方之時，

施德於南國，威德並舉，因時因地制宜。

３‧中國無敵艦隊如何組成？

　　中國的造船技術，至宋代發展成熟。到明初為止，中國的造船技術已臻於成

熟。對所有可能發生的危險，寶船在設計上已經加以修正。(*3)鄭和下西洋，乃

凝聚了千萬人的共同努力，那麼他們的寶鑑又是如何造出來的呢？

（１）船舶構造特色

　

① 水密隔艙

　　水密隔艙是用隔艙板把船艙分隔成許多個艙區，若某一艙區進水，

可馬上搬開貨物，修補漏洞，達到進水而船不沉的隔艙效果。中國的

船匠在一千年前就已經把水密隔艙的技術運用到海船上，馬可波羅

早在十三世紀末，就注意到這項發明。類似的設計，歐洲直到幾百年

後才學會。

泉州博物館鄭和船的模型（圖一）



　② 多層甲板結構

　　　　　根據《龍江船場誌》中的記載專家研究寶船甲板下面分成四層，接近

船底的兩層，一層裝滿壓艙石，以加強寶船的穩固性，另一層則用

來儲存食物和淡水，靠近甲板的兩層供船員居住。甲板上分三層，

最高一層是工作間，高級客艙和導航瞭望的地方。（*4）

（２）鄭和船隊 (*5)

文獻《龍江船廠志》、《武備志》、《西洋記》、碑刻等記載，認爲鄭和下西洋的船

隊最少有七種船隻，包括：寶船、馬船、戰船、座船(戰座船)、糧船、水船等．．而

其中船隊中最特別的是，配備了飼養牲畜的船隻，使船員在航海的時候也能夠

享用新鮮美味的肉食。以確保吸收足夠的蛋白質，維持最佳體能狀態。

① 寶船——

鄭和的座船。主要作為船旗和外國隨船來的各國的國王、使節等的座船。

也是收納各國貢品寶物的船，故又名為「大”舟宗”寶船」。

（*圖二）

　② 馬船——

運輸船，兼有水上護衛作戰能力。

（*圖三）



　③ 戰船——

護航用，保障整個船隊航行安全

（*圖四）

④ 坐船——

用於船隊防海盜襲擊和執行兩栖作戰

（*圖五）

⑤ 糧船——

糧船是船隊最重要的部份，為何鄭和船隊不曾面臨同時期歐洲船隊所

面對的敗血症的威脅呢？十八世紀初英國海軍軍醫林德醫生發現，壞

血症的病因是維生素Ｃ的缺乏，鄭和船隊除了庫存食物以外，還在船

艙中栽種蔬菜，至於種什麼菜呢？按十四世紀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

他的《遊記》中描寫：當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國船隻，船員常在木盆

中栽種蔬菜、生薑，提供日常飲食需要。



（*圖六）

⑥ 水船——

每艘船自備淡水，水船是作為緊急狀況下使用。在當時世界的航海，

都沒有此船，配置專用的水船，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說明造船技術

的先進和航海能力！

４．鄭和七下西洋簡況

　　　

項 目 出發時間 船隻數 隨行人數 到達地點

第一次 1405年 6月 62 27 800 占城、爪哇、蘇門答臘、南巫裏、古裏等

第二次 1407年 9月 249 待考 爪哇、古裏、柯枝、暹羅、錫蘭等

第三次 1409年 9月 48 27 000 錫蘭、古裏、滿剌加、蘇門答臘、阿魯、加異勒、爪哇、暹羅、

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南巫裏、甘巴里等

第四次 1413年冬 待考 27 670 忽魯謨斯、非洲東岸麻林、木骨都束、不剌哇等

第五次 1417年 12

月

待考 待考 忽魯謨斯、阿丹、木骨都束、不剌哇、爪哇、古裏

第六次 1421年春 待考 待考 非洲東海岸

第七次 1431年閏十

二月

待考 27 550 古裏、天方等

乙、西班牙著名航海家－哥倫布

　

１．地理大發現的先驅－哥倫布

　　哥倫布生於意大利熱那亞市，早年就立志航海，得到父親的支持，



加入艦隊出海。他讀過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對富庶的中國和

印度無限嚮往。他先是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尋找到達東方新航線的探險

計劃，但得不到採納。以後又幾經挫折，直到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女

王伊薩伯拉和國王斐迪南才同意派出艦隊遠征。(*6)

２．哥倫布出航的目的

（１） 地圓說

　1462年，一篇帶有托勒密地球圖的地理論文發表了，就像是一顆

巨型炸彈，立刻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困惑和不安。因為這一由希臘人

所提出的理論認為，地球是圓的，就像一個球體。這不僅為人類對

地球的認識開闢了一個新紀元，而且也是哥倫布首航大西洋的理論

基礎和原動力。

（２）經濟目的：尋找通往東方新航路

　　歐洲於十字軍東征以後，有一些高價的物質必需依賴外地的輸

入，如絲、棉織品、地毯、寶石、瓷器；這些物品大多來自東方——中

國、東印度群島和印度等地。這些貨品雖為歐人所艷羨，卻未能直接

參與東西方的貿易活動，因為自從第八世紀末以來，印度到地中海

的水陸交通均掌握在即阿拉伯商人手中，由於運費高昂路程危險和

阿拉伯人的居間剝削，以致貨品的售價過高，供應又常有中斷的問

題，在此情形下，歐人便遠在十五世紀以前就有直接與東方貿易而

不必假手於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居間的念頭。(*7)而哥倫布也有與西

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簽訂五條協定內容，這五條內容包括：

①　任命哥倫布為他所發現或取得的所有島嶼和大陸的元帥，他和

他的繼承人永遠享有這個職銜及相應的一切權利和特權；

②　任命哥倫布為這些島嶼和大陸的總督和省長，他可以對每個下

屬官職提出三個候選人，以便西班牙國王選任其一；

③　哥倫布保有這些領地所出產、交換而得和開採出來的一切黃金、

白銀、珍珠、寶石、香料和其他財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稅；

④　凡涉及到這些財物或出產品的任何訴訟，由哥倫布或他的代表

以元帥身份掌握審判權；

⑤　哥倫布有權向開到這些“新領地”去聯繫經商的任何船隻投資

八分之一，取得利潤的八分之一。

從以上內容可以明顯看出經濟因素是促使哥倫布下西洋的強烈動機

之一。

３．哥倫布四下西洋簡況

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D0%C2%C1%EC%B5%D8
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B0%D7%D2%F8


項目 時間 人數 船隻數 到達地點

第一次 1492年 8月～1493年 3月 88 3 古巴、海地

第二次 1493年 9月～1496年 3月 1500 17 波多黎各、牙買加、海地和古巴南岸

第三次 1498年 5月～1500年 10月 300 6 特立尼達島和南美大陸的北緣

第四次 1502年 3月～1504年 11 月 150 4 洪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巴拿馬一帶

參●結論

　鄭和與哥倫布都是大航海家、大探險家，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對鄭和與哥倫布究

竟誰偉大？我個人認為是鄭和，原因有下面三點。

１．“厚往薄來”與“東方金夢”的目的不同。

　　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發現美洲同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兩

者的目的卻大相徑庭，反映了中西文化傳統的固有差異。鄭和下西洋執行

“厚往薄來”的既定方針，並貫徹于下西洋的始終。而哥倫布的航海探險

的目的卻適得其反，與其他西方探險家一樣，目的無非是為了一個“錢”

字。在西班牙女王與哥倫布簽訂的聖大非協定中可以看出。

２．“和平親善”與“殖民擴張”的手段不同。

　　鄭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在下西洋前後二十八年，通過與亞非各國的友

好交往，把中華民族的物質和文化交流與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人類的進步

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而哥倫布卻是殖民統治者，他遠航是軍事殖民行動。

為了懾服海地島上的印第安人，哥倫布進行了九個月的征服戰爭。在短短

的幾年中，印第安人累世積攢起來的黃金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取一空。

哥倫布這類典型的西方航海傢具有航海探險家與殖民擴張分子的雙重身份，

與提倡和平親善的中國航海家鄭和恰成鮮明的對照。

３．“造福亞非”與“禍殃美洲”的結果不同。

　　鄭和七下西洋，為亞非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的國家獨立、經濟繁

榮、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貢獻，獲得了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景仰。他們到處

為他建廟豎碑，記載他的業績，追思他的恩澤，定期舉行紀念活動，廟中

香火不絕，歷年不衰。可以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航海家能在這麼多國家、這

樣多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

　　與鄭和相比，哥倫布的海外殖民活動帶給美洲人民的卻是無盡的災禍。

哥倫布進入新大陸後給美洲人民帶去兩件殺傷性武器，那就是槍炮和細菌，



奪去了無數美洲人的生命。當一九九二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五百週年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欲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日期作為全球節日之一時，理

所當然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堅決反對。

此外，哥倫布遠洋航行在時間上要比鄭和首次下西洋晚了整整八十七年，航行

次數、船隻噸位數目及人數、航行里程等方面也都優於哥倫布。哥倫布無論是航海

之目的、船隊之規模、航海之影響，都是與鄭和不可比擬的。

所以我認為鄭和的境界和價值遠高於哥倫布，因為他不僅是航海家，而且是一

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更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是中華文明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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