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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伟大的航海家一一郑和 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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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 1 3 71 一 1 4 3 3 年 ) 是我国明代杰出的伟大航海家
。

早在世界地理大发现时 代开

始之前
,

从 1 4 0 ,一 1 4 3 3年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 )的 28 年间
,

他 7 次率领庞大船队跨洋远

航
,

遍访西太平洋
、

印度洋沿岸亚非 30 多个国家
。

在船队规模和组织
、

航海技术和海洋科

学
、

经贸谋略和文化交流
,

以及和平外交各方面
,

他都勇于开拓
、

善于适应
,

敢为天下先
,

作

出了重大贡献
。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

郑和的光辉业绩使得中国当时

在航海和海洋科学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
。

因而
,

纪念郑和的光辉业绩
,

研究郑和的航海

历史
,

弘扬郑和的开拓精神
,

可以强化全国各族人民的海洋意识
,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以全

新姿态开发海洋
,

研究海洋
,

利用海洋
,

以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
,

造福于全人类
。

对郑和

这位历史人物进行深人研究和广泛宣传
,

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昆明是世界伟大航

海家郑和的故乡
,

昆明郑和研究会牵头组成了
“

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
” ,

于

1 9 9 3年 10 月 14 一 1 8日在昆明市召开了
“

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
” 。

出席本届
“

郑和研究国际会议
”

的代表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
,

共 140 余人
。

代表中有

印度尼西亚驻华公使苏纳约
,

美国范尔蒙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育三教授
,

印度尼西

亚著名华侨实业家潘仲元
,

马来西亚澳尔根集团公司副总裁苏埃
.

苏米曼率领的马来西

亚澳尔根集团公司代表团
,

泰国研究会周镇荣会长率领的泰国研究会代表团
,

南源永芳集

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率领的香港南洋输出人商会代表团
,

以及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

授季羡林
、

周一良等
。

还有来自台湾
、

香港
、

澳门的专家学者多人
。

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领

导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
,

昆明市市长王廷深出席了开幕式
,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

海洋问题是本届学术会议交流的重点
。

提交会议的论文认为
,

巧 世纪是世界历史上

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
,

在这个世纪的头 1 / 3 世纪中 ( 1 4 0 5一 14 3 3年 )
,

首先

是由中国的伟大航海家郑和 7 次出航
,

突破了东亚与西亚
、

东非之间的重洋阻隔
,

开创了

从 中国经印度洋直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纪录
。

该世纪中叶
,

葡萄牙亨利王子组织

了深人大洋和南下非洲海岸的连续探险
,

在马德拉
、

亚速尔
、

佛得角等群岛建立了深人大

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
。

该世纪末
,

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
,

哥伦布 4 次横渡大西洋探险
,

到

达了加勒比海群岛与中美洲沿岸地区 ( 14 9 2一 15 0 4年 ) ;与此同时
,

葡萄牙派出了由瓦斯

科
·

达
·

伽马率领的船队
,

首次 ( 1 4 9 7一 14 9 8年 )开辟了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线
。
在

这一个世纪里所
“
发现

” 、

征服
、

扩张的未知大陆
、

岛屿和海洋
,

超过了以往所有世代的总

和
。

从 巧 世纪初开始
,

人类的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
,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

性突破
。

这一大突破改变了世界各区域文明的政治
、

经济
、

贸易
、

科技文化等联系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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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质
,

从而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最早标志
。

大家认为
,

这一重大起步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
,

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 远东和远西— 几乎大致同时开始向海洋大进军
,

而

郑和
“
下西洋

”

的进军则远远早于哥伦布
、

达
·

伽马
“

下西洋
”

的进军
,

充分表现出郑和勇于

向海洋开拓的进取精神
,

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

会议交流的论文
,

从各个角度探讨了郑和下西洋对我国在面向海洋发展上所做出的

贡献
。

郑一钧
、

李成治的论文
“
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地理学的贡献

”

提出
:
郑和下西洋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

因而在航海上也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

其中之一
,

是从开始起
,

就抓住海洋地理认识这个重要环节
,

作为保证船队顺利远航的前提
。

郑和 7下西洋
,

每一

次都不是单纯地重复上次经历的航程
,

而是各有不同之处和特点
,

这也是以前历次航海所

未有的
。

这条条航路的选择
、

畅通与开辟
,

是建立在当时海洋地理知识有较大发展的基础

上的
。

由于把对海洋地理的认识与航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

使郑和下西洋对海洋地理的

认识
,

不仅在广度上有相当大的发展
,

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所突破
。

郑和下西洋对亚非诸国

多次访问
,

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为
“

自古未通者
” ,

从而把前代模糊不清和前所未知的海外

国家和地区搞清楚了
。

由于海洋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
,

从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

郑和下西洋时代有了极大的发展
,

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
、

贸易
、

政治关系发挥了

重要作用
。

徐执提
、

时平的论文
“

论郑和海权的历史地位及其性质
”

认为
,

郑和下西洋是中

国海权观念上的一次尝试
,

郑和时代海权是中国鼎盛的象征
。

郑和海权的特点
,

一是海权

当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进一步强化
,

占主要地位
,

把两者结合起来交相运用 ; 二是郑和海

权运用的范围比元代扩大
,

方向明确 ;三是郑和海权中有一定的制海权意识
。

郑和的海权

思想与同时代西方的海权思想有相同之处
,

都认识到海洋是联系世界的纽带
,

是国家利益

的发展所在
,

所以加强了对海洋的运用和控制
。

有些论文还结合郑和下西洋研究
,

论述了

我国的海洋发展战略
。

如龙永行
“

论发展我国的海洋战略
”

一文指出
,

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将逐步地由陆地走向海洋
。

海洋对我国的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一是我国的对外贸易
、

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海洋进行 ; 二是我国沿海丰

富的生物和油气资源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
。

而与此相适应的是
,

在国防战

略的建设上
,

我国也应作 出重大的调整
,

即由过去以陆基为主的
、

消极的近海防御战略
,

逐

步转变为以深海为主的
、

积极的远洋防御战略
,

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

此外
,

李可的论

文
“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军战略
”

提出
,

郑和下西洋对明初海军战略的改变和影响表现为
,

一是由
“

陆防
”

向
“

海
、

陆防
”

并重的边防战略转移 ;二是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
,

友好交往为

主的海军外交战略
。

随着郑和舰队的建立
,

使明初海防战略由近海防御转变为近海
、

远海

防御并重的海防战略
,

并使明朝海军有了对南海的制海权
,

有了远洋作战
、

补给
、

指挥的能

力
。

综观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
,

由于从面向海洋
,

从全面加强对海洋的研究来加深对郑

和下西洋的研究
,

就克服了以往郑和研究中
“
重陆轻海

”

的倾向
,

揭示出郑和下西洋对我国

在海洋上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及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
。

今天
,

我国正处在一个对

外开放的新时代
,

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事业也正面临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
。

为

此
,

研究郑和
、

宣传郑和
,

可以激励我们继承先辈们勇于向海洋进军的开拓进取精神
。

(郑一钧 z h e n g Y i lu n ,

李成治 L i C h e n g z h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