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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旌帆—郑和首下西洋60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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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良港
郑和选址太仓刘家港作为下西洋

启锚地，不仅因为刘家港是长江入海

口，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中段，还因

为刘家港在元明时期是长江三角洲一

个良港。郑和的远洋船队规模之大、

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每一次远航都有

60多艘大中型宝船组成的船队主体和

其他类型的船只。马欢《瀛涯胜览》卷

首记：“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

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三十七丈，

阔一十八丈。”如此宏大船队，其排水

量、吃水深度，如若没有一个合适的

自然水文海港，特别是可供海船抛泊

的港深条件，它根本不可能停泊。

太仓刘家港是中国历史上名扬海

外的古港，至北宋年间，太仓已经从

晋唐时的江边小渔村一跃成为一个人

口众多的集市。元朝更加重视海外贸

易，鼓励番舶自愿往来，至元十九年

（1282年）开创海运（海运漕粮）后，

刘家港一跃成为国内东部沿海的贸易

大港，能容天下之舶。

优厚的市舶之利，使刘家港一带

的富家、市民、船主纷纷筹资经商，驾

船携货涉远洋与番夷互市。民间海贸

之势异常活跃，这些都成为郑和航海

选址太仓的主要客观基础。

还有一个看似很偶然，但却是十

分重要的原因。据考证，明永乐元年江

南大水连绵不断，河港淤塞，洪水暴

涨，灾难十分严重，特别是吴淞江入海

处，沙泥充斥，野苇丛生，绵延上百里。

水无所归必定积患成灾，明朝政府决

定引导吴淞江水经刘家港注入大海。

等到历时两年的“掣淞入浏”工程一完

工，出人所料的结果是刘家港水势徒

然大增，“面势宏阔，泷涛奔壮”，竟然

能承载起海船巨舶自由进出，这无疑

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优越的自然条

件。

占尽地利

港口经济是一个综合度极高的经

济体系，郑和的七次远洋必须以良好

的经济腹地为依托，并且必须有发达

的水陆交通网络与经济腹地沟通起

来，因为每次所需的给养与货物数量

十分庞杂。郑和每次出航的人数大约

为28000人，每次所涉海洋为太平洋、

印度洋及周边的众多国家。作为赐予

物的品种繁多、数量之巨也是前所未

有。郑和下西洋期间所需物品涉及七

个大类（食品、日用品、金银货币、工

具、瓷器、香料、建材），为了解决每

次货物筹备的方便，郑和必须选择一

个具有良好供给与集散地的地方作为

启程港，也就是必备的物质基地。

太仓滨海枕江，背后是广袤的长

江流域与最富饶的太湖流域构成的长

江三角洲经济腹地。宋元时代民间就

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江南地区

的耕地仅占全国17%，但农业人口却

占全国人口的45%以上，税粮占全国

税粮38%以上，由此可见江南农业经

济的发展程度。

湖州的丝、松江的布、南京苏州

的绸缎、苏杭的茶、景德镇的陶瓷，还

有制茶、制糖、榨油、造纸、印刷、制

盐、冶铁、造船、缂丝、雕漆、玉雕

都有古老历史。宋代在平江府设置

“造作局”，元代在城内平桥南建有

规模巨大官营手工业作坊“织染

局”，“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当时太

仓的夏布、飞花布、紫花布早已是闻

名遐迩。作为郑和船队的备航基地，

除了供应船队各种物资以外，还需

要承担船队远航前各项准备工作，

数十艘宝船的集结，二、三万船员的

集中，还有几倍于船队的民夫、民船

为船队驳运、装卸货物，还要举行盛

大祭祀活动和犒赏，这些巨大的活

动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绝对不堪

胜任。

汇聚航海精英
太仓刘家港除了港口条件优越之

外，还在于有良好的发展航海事业的

人才基础，能提供较高素质的航海人

文 / 陆静波

太仓：舰队由这里启航

题记：港口是对外开放及经济发展的依托，港口

经济是一个综合度极高的经济体系。郑和七次下西洋

均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远航，其港口已具相当规模，

包含着诸多方面成熟的因素，对今天发展港口经济也

有些许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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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多类人才。在长期的海运活动中，

江南及东南沿海有众多丰富船航经验

的“驾船民梢”，有许多可供选用的大

批优秀民间航海家作为船师。船舶航

行涉及的天体定向与定位，罗盘指向

与针路、陆标识别与导航、航路指南与

推算等诸要素都汇聚于此。

民间航海家对海洋气象和海洋水

文的占验之语也是郑和下西洋航海的

必须。郑和船队中职责专司占验海上

风云变幻的“阴阳官”、“阴阳生”实

际上是航海实践的经验性概括与提

炼，这与农田谚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占验”常以“似可解似不可解，

似有韵似无韵”的歌诀形式，“备波涛

之望气”。如潮汛口诀曰：“前月起水

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定

下岸，潮汐汛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

起水，十三大汛理；二十还逢下岸潮，

只隔七月循环尔。”而今，这些占语在

船老大中仍然广泛流传。

太仓有许多参加海运活动的人，

比如太仓卫军士费信曾三次随郑和

出使西洋，太仓卫副千户周闻曾五

次跟随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实录》

有记：“先用下西洋官军一万人，皆

江南属卫，便于舟楫”。太仓还聚集

着许多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长期

生活在海上，子承父业，他们往返于

太平洋和印度洋，有丰富的航海经

验，他们熟悉海外许多港口，具有丰

富的地理知识。

宋元以来形成的长期驻扎在太仓

的水军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条件。

当时海上海盗横行，郑和是和平船队，

为了保证航海顺利就必须有一支强大

的“海军”为其保驾护航。元至正二年

在太仓“立水军都万户府”以防方国珍

骚扰。张士诚占据太仓训练了一支水

军，最多时达几万人。1367年朱元璋

灭张士诚，并以倭患严重而制强水军，

太仓设有卫海舟，各滨海卫所每百户

及巡司都置备海船2艘，巡缉海上盗

贼。浏河口的将台、刘河堡、刘河炮台、

阅兵台都是当时水军驻留的重要阵地，

平时在此操练习武，出航则为船队护

卫队。太仓既有朱元璋善战的水军与

张士诚水军大批船只，又有大批富有

航海经验的水手与良好军纪，因此太

仓卫很快训练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

海军。尽管郑和下西洋仅有两次用兵，

但如若没有这支强大水军护航的话，

是很难保证船队的航行顺畅。

靠近京畿
元代刘家港的海运漕粮奠定了太

仓“通都大邑”的历史地位，明朝政

府定都南京更是给太仓一个历史的机

遇。与政治中心的联结就是太仓成其

为郑和下西洋启锚地的历史选择。太

仓从海运漕粮的这段经历重新释析了

“皇帝粮仓”的重笔彩绘。南京与太仓

俱雄踞长江沿岸，交通便利，太仓是

离南京最近的良港，选定太仓为出海

口，便于朝廷与船队联系，也便于朝

廷命官的来往。郑和每次出洋回来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听旨，太仓只有一天

的路程可达南京，更便于明成祖的召

唤。

思维、观念、信息等因素
江南的商业也在此时有显著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一点踪迹，杭州

富人设的机杼雇织工十数人进行纺织，

苏州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

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他们

“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希望得到工作

的机会，这说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已

经出现。明初在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

生产者是轮班制的“匠户”，计有23万

人，具有半“工奴”性质。景德镇的民

窑也是很多，“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

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镇上佣工”，

“每日不下数万人”。商业资本如徽商、

苏杭大贾等商帮的兴起，在长江中下

游、东南沿海和北方沿运河一带已出

现30 多个明政府设关征税的商业城

市，至于江南纺织业发达的苏、杭地

区，手工业、商业的市镇更多，有许多

就是因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成为

“万家灯火”的专业市镇。

太仓枕长江傍东海，娄江穿境而

过，独具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西由

娄江与富庶的太湖流域连成一片，北

与广袤的长江流域相交通，是江南地

区的出海要津。太仓位处东部海岸的

中心位置，向北与密州、登州、直沽

诸港埠，南与泉州、广州、庆元诸港

的联系十分方便。所以刘家港以广袤

富庶的平江大地作为经济腹地，“财

富甲天下”的太仓以供郑和船队远航

采办所需。以政府海运漕粮作为主要

的物流产业，由此带动商贸经济的发

展，凸现了传统农业经济向更高层次

社会分工裂变的一切显著性。全国各

地的官吏、商贾、漕户、手工匠者以

及外国商人纷纷云聚于此，这时的太

仓已经成为东西南北纵横毗连的商贸

城市雏形。这种具有资本、市场、竞

争意识的商贸思想，从人与自然、人

与经济、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交互

中，努力突破僵化封闭和小农意识的

内循环超稳定社会系统，尽管这种突

破是“微量”的，但已经是弥足珍贵，

这种新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肇兴对于

郑和航海是十分重要的。

郑和下西洋船队编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