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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总结中

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总结明朝建立起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价值主体的统

治秩序，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当前美日两国的东南亚政策与我国明朝的对外关系

之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本文认为，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中国

需要建立起一套对南海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历史经验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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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
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

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

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

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习主席有关共同建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设想，为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和共同发

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为发展中国与南海

周边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这段讲

话，既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的现实意

义。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源远流长的

历史交往中，确实曾经建立过友好睦邻的“海上

丝绸之路”。诚如习主席在演讲中的另一段提

到：“早在２０００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
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１５世纪初，
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

都到访印度尼西亚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

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主席的这段话，对我们总结以往中国—

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

思考未来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

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

的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构的“海上

丝绸之路”作些回顾。

一、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

系肇始于秦汉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

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今



属广西）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

徐闻、合浦至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皆有航海纪

程和针路可达。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据明代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早在唐代以

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

该书卷三《下港》条云：“下港一名顺塔。唐称

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曰社婆。”“下

港”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Ｂａｎｔａｎ）。在“下
港”有一地名“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

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贾舶至

此互市，百货充溢），足证华人在东南亚一带拓殖

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外，位于加里曼丹岛北岸

的“文莱国”国王，曾于唐总章二年（公元６６９年）
遣使入唐，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文莱即婆罗

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王旃

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

年，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

绮。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

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①

又据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

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公元９９０—９９４
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

“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淳化

间，国王陀湛言，中国有真主，乃修朝贡礼。”不

过，由于宋朝的对外政策因过分强调“德”（王

道）而忽略“威”（武力），不仅止不住北方不断

遭受的外族侵入，也无暇顾及与东南亚各国的

外交关系。及至南宋时期，高宗试图与真腊、爪

哇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但没有得到他们的

积极响应。元朝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

过分强调“威”而不重视“德”，特别是忽必烈统

治中国后，屡屡耀武海外，要求东南亚各国“臣

服”。这种依恃武力的单边政策遭到东南亚各

国拒绝后，又频频对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

兵，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故元世祖命史弼、高

兴发舟千艘，持一岁粮，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

百、钞锭四万，费大且劳矣，而卒败没以归。”明

朝统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

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败教训，采取“德”

与“威”并重的对外政策，结果与东南亚各国维

持了长达１５０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贡关系）：
“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笔者注）以来，不烦

一旅，朝贡且百五十余年，曾不厌怠。不遇真

主，则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远泛以臣下

于方内哉！”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明

朝的对外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其中许多经验值

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借鉴。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近代以来有

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但传统的历史学者大

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威（即展示权威与

实力），或者是为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

关系。对于郑和先后七次航海壮举后面隐藏的

更深层次的意涵，向来鲜有论者涉及。笔者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郑和下西洋背后隐

藏的明代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内涵略作探讨。

首先，明洪武帝对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采

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时对远邦和近邻，不论其

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只要是认同中华文明的

核心价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对待，将其纳

入中华朝贡体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谓“示无外”）。

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渤泥国》记载：“高皇帝

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

座令列拜于庭。且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

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贝布

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由

此可见，明朝对东南亚国家施行“仁政”（王道），

致使周边国家深表认同、心悦诚服。

其次，明朝对外政策最成功之处在于显示

“权威”和“实力”的同时，却没有任何扩张领土

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对于向其朝贡的东南亚

各国，不论大小，一视同仁，实施一种普遍平等

的公平政策，即所谓“无间内外，均视一体”②。

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彭亨国》引明太祖训

示云：“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

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

诸夷国名示诸将来。”在这里，朱元璋明确告诫

日后的王位继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东南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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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分析指出，明洪

武帝的这些举措属典型的传统帝王施行“仁政”

的做法，而公平对待东南亚各国则是发挥中国

的“权威”和“实力”的一种手段。①

由于明洪武帝的对外政策方向正确，因而获

得了东南亚各国甚至整个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

同。及至永乐帝派遣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凭

借优越的文明和超强的实力，对东南亚各国采取

“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方针，将东南亚大小三十

多个国家纳入朝贡贸易体系即中华文明统治秩序

中。例如，《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古里国》详细记

载了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具体

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颁授银印，向其国大小官员

赏赐物品；然后按当地风俗习惯进行货物交易。

“永乐三年，郑和统大舟宝船赍诏敕封为古里王，

及颁诰命银印，升赏头目品级冠带，建亭刻石。其

略曰：‘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同风。

刻石于兹，永垂万世。’宝船至彼，王遣头目、哲地、

米纳凡见正使，择日论价，将中国锦绮百货议定，乃

书合同价数各存之。头目、哲地与正使众手相籋，

其牙人言曰：‘某月日众手拍一掌无悔。’哲地始携

珊瑚、珍珠、宝石来议价，二三月方定。原经手头目

米纳凡算番物若干该
!

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

交易。”②

正是因为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施

行“仁政”并采取了公平原则，致使这些国家不

但认同而且仰慕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才

纷纷投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将其国的山

川河流一并纳入中国版图，与中国同享祭祀（例

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等国纳入广西，三

佛齐、爪哇纳入广东，琉球、渤泥则纳入福建）。

据《东西洋考》卷三《大泥》记载，大泥国（在今

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中部之北大年一带）国王上

表明朝请求册封“长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

山川纳入版图，云：“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

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属职方，国有后山，

乞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子遐旺复以为请。封

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类似这种

请求册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山川归入中华版

图者还有马六甲等国。据《东西洋考》卷四《马

六甲》记载：“马六甲，即满剌加也。古称哥罗富

沙，汉时已通中国。……永乐三年，酋西利八儿

速剌遣使上表，愿内附，为郡县，效职贡。七年，

上命中使郑和封为满剌加国王，赐银印、冠服，

从此不复隶暹罗矣……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

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至于郑和船队在拓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

关系过程中，之所以能使周边国家纷纷上表归

附，遣使来朝，要求册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

道”和实施公平政策外，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

盾，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策略亦是其外

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据《西洋朝贡典录》卷

上《三佛齐国》记载：“广人陈祖义，国初窜旧港

为酋长，以寇钞为业，舶人苦之。郑和至，有施

进卿者白和，乃执祖义归，之京师诛焉，而章绂

进卿于其土云。然则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

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从这条史料可

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并非单纯为了与东

南亚各国发展朝贡贸易和搜求奇珍异宝，实乃

含有为维持东南亚诸边各国局势和平稳定而除

暴安良、宣扬明朝国威，即建立中华文明统治秩

序之使命。对此，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卷

中《苏门答腊国》中发表评论说：“郑和在旧港执

陈祖义，至苏门又执苏干剌，虽古之义人烈士，

何以加焉！苏干剌者，渔人子也，因蓄聚而图苏

门王之子。和发兵执之，且不敢专杀，槛车京

师，两除岛夷之害，和其贤臣也哉！和其贤臣也

哉！”郑和二度以武力平乱，解除岛夷之害，彰显

“权威”与“实力”的同时，亦是为了有效贯彻落

实永乐帝对东南亚推行的“恩威并施”策略。正

因如此，黄省曾才反复称赞其为“贤臣”。

对于郑和船队采取“恩威并施”政策拓展与

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

《西洋朝贡典录》的清代书商伍崇曜曾对郑和作

过这样的评价：“然要之以一介之使，远涉鲸波，

能令陆慑水栗，憬琛赆，固国家之声灵，亦由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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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载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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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古里国》。



者抚驭得宜，恩威并施，羁縻勿绝，使永为外磗，

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远下。”①伍氏此论概括了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影响，总结了明朝对外政策

的成功经验，推崇郑和用“恩威并施”的策略，将

东南亚各国纳入朝贡体系，固其屏藩，功绩不在

汉代平定西域、维持丝绸之路畅通的傅介子和班

超之下，评价可谓甚为中肯、公允。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明朝的实践表明，只有

中国的内部政权稳定，综合实力持续增长，才有可

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实其“无间内外，均视一体”

的公平政策。因为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

担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没有持久的实力，或者其

内部统治和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就不可能保持稳定

的朝贡体系，甚至还会出现“进贡国有一天也许会

变成索贡国”的现象。永乐帝之后，明朝与东南亚

部分国家的关系便出现如此的情况。

二、经验总结与战略选择

以上的分析表明，明朝由于采取了正确的

对外政策，并且通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行动，把东

南亚大批新国家纳入朝贡体系，并且在亚洲地

区建立起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为主体的统治

秩序。对于明代的这一历史经验，笔者认为有

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认真总结。

永乐大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壮

举，有三个特点格外值得重视：一、不占有他国

领土，即不做殖民主义者；二、通过传播中华文

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建立起中华文明的统

治秩序；三、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

提供坚强后盾。

以上分析表明，永乐大帝对外政策的经验，

首先是以“王道”开路，其次是采取“恩威并施”

的方式，在维护周边国家局势稳定的基础上，与

周边国家共同建立起互利互惠的朝贡贸易关

系，最终使周边国家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

“朝贡体系”，甚至主动要求把自已国家的山岳

河流纳入中国的版图，所谓“悉归职方”。这种

以推行“王道”和实施公平原则致使“万邦来

仪”的外交政策，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友好

睦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总结永乐大帝对外

政策的成功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

对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很

难使人认同；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

然“行之不远”，也无法让周边国家信服。

回顾历史，审视现状，总结明朝对外关系的

历史经验，无论对认识和理解习近平主席有关

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设想，抑或是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南海问

题，都是有帮助的；即便是对未来中国崛起后的

战略选择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帮助的。笔者认

为，当前中国的决策层在落实习近平主席有关

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设想时，确实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从而进一步深入

探索未来中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当中国和平崛

起之后，在展示“权威”与“实力”（即所谓“综合

国力”）的同时，有必要强调坚持以国际法来处

理对外事务和南海纷争。只有将传统中华文明

中的“德”与“威”放在现代国际关系的框架内，

才有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复苏。

三、明朝的对外关系与日、美的

东南亚政策之比较

　　明朝进入中期后，经济实力急剧下滑，加上吏
治腐败，导致民怨四起，国力开始衰退，昔日的朝贡

国也逐渐脱离中华文明统治秩序。而位处东亚的

日本，正好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进入由关

白丰臣秀吉为首领的安土桃山时代（１５７３—１６００
年）。日本各大藩主在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引领

下，趁着明朝的国力衰败，在东亚悄然崛起，并且开

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试图取明朝

而代之，成为东亚的龙头老大。

１５８８年，丰臣秀吉通过萨摩藩主岛津义久
送达文书给琉球国王尚永，威胁琉球国王向日

本称臣纳贡：“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

球不供职。关白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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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粤雅堂丛书———西洋朝贡典录》之“伍崇曜跋”。



宜遣使谢罪，轮贡修职，则国永宁，兹特告示。”①

１５９１年秋，丰臣秀吉又委托商人带书到吕宋
（今菲律宾）：“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

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统一也。由之三韩、琉球远邦

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

所授也。如其国者，未通聘礼———不移时日，可偃

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

矣。勿悔，不宣。”②显然，丰臣秀吉这通文书也是

在威胁吕宋加入到朝贡日本的藩属国家体系中。

从以上丰臣秀吉致琉球和吕宋的两件文书

可以看出，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关白不仅以上

承天命自居，而且还试图“以小星巨而霸天下”，

用征讨明朝来威吓东亚国家向其称臣朝贡。显

然，此时的丰臣秀吉已清晰地认识到，要在东

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首先必

须打败明朝和取代其在东亚地区的上国地位。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
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结果以失败

告终。丰臣秀吉亦因战争失败、众叛亲离而死亡。

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建

立江户幕府政权。德川家康鉴于丰臣秀吉发动侵

朝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改变以征伐明朝为目标的

全方位对外扩张政策，暂时搁置了与明朝争夺东

亚龙头老大的军事行动。德川幕府一方面与朝鲜

开展“修信使”外交，另方面通过萨摩藩加强对琉

球的扩张行动，并于１６０９年春对琉球王国采取了
军事行动，迫使琉球国王尚宁向萨摩藩称臣朝贡，

而德川家康也授予统治萨摩藩的岛津氏对于琉球

王国的控制权，造成日后琉球王国明属中国暗属日

本的局面。其最终目的是要使琉球脱离中国向日

本称臣，继而威胁朝鲜入贡，安南、交趾、占城、暹

罗、吕宋等国上表输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

地区国际关系体系，完成丰臣秀吉未竟的事业。③

近代以来，恢复天皇制后的历届日本当政

者，无不以完成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未竟事业

为己任，直至今天的安倍晋三政权也不例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曾先后到访

亚洲多个国家。首次外访即是越南，之后又访

问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安倍这

种类似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外交活动，体现了日

本希望与这些东盟国家强化关系，以便对中国

形成“制衡”之势，实施他提出的所谓“先包围

后改善”的对华策略。

安倍以上的举措旨在表明，日本正积极配合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试图通过拉拢亚洲的其

他国家，联手制衡中国。而安倍的所谓“先包围

后改善”的对华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钓鱼岛主权

争端中的强硬表态，足以显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试

图突破战后“持守和平”的框框，在军事上开始挣

脱“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等《和平宪法》规范

下的政策的束缚，将战略由防守转向进攻的态

势。笔者认为，安倍“先包围后改善”的对华策

略，目的乃是谋求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和

目前中日钓鱼岛的紧张局势，以使日本在军事和

外交上崛起，实现向“正常”的大国转型，重温往

昔“大和民族”作为东亚龙头老大的旧梦。

日本试图将自身武装成军事大国，其目的并

非想当东方王道的干城，而是要作美国控制东亚地

区的鹰犬，这点可从美国在亚洲所采取的一系列强

化东亚安全的举措，如加强美日安保合作、公开宣

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以及对朝鲜的

军事崛起施加压力等行动中看出来。就美国而言，

要在东亚维持主导地位，第一是要稳定目前的局

势，而朝鲜发展核武将会引起目前东亚局势的动

荡，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范中国作

为军事大国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区域冲突和

紧张。为达此目的，美国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

日本作为军事大国，使之与中、朝抗衡。事实上，日

本的复兴和军事崛起的确也构成对中国发展的巨

大障碍。日本一直都有与中国争东亚龙头老大的

野心，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结束后，日本就地区
安全问题上的政策与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分歧和矛

盾，从而加快了它在美国的卵翼下谋求政治大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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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大国的步伐；同时，日本用于“防卫”的军备也

大幅度升高，成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二位军备大国；

当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际，日本也主动积极地要求

派遣“自卫队”参战。日本的这些举动，大大增加

了中国及东亚国家对其军事动向的警惕，特别是

“二战”时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东亚国家，

对日本实施“周边事态法案”、确认“日之丸”及“君

之代”的法律地位、将“自卫队”升格为正规军和通

过《有事三法》等，这些象征着为军国主义还魂的

举措产生疑虑和关切。

与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凭借武力对外扩张

的亚洲政策略有不同，美国作为新兴的超级强

权帝国，“二战”后汲取了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国

家以占有他人领土为目标、最终导致殖民地国

家纷纷独立的经验教训，并没有以占领他人领

土和建立殖民体制为目标，而是凭借其强盛国

力和海军实力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坚强后盾；

最关键的是，美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即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

与此同时，美国还以“遵循”国际法开路，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与认同其核心价值的

国家建立起“安全保障”体系。今天所谓的“国

际法”，即相当于昔日中国强调的所谓“王道”。

五、结　语

如果将美国自“二战”后实施的远东外交政

策与明代的对外政策作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两

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奉行的远东政

策简直就是明永乐帝对外政策的翻版。战后，

美国汲取了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凭借武力攻城略

地、最终遭拒被逐的失败教训，以“自由、民主、

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认同取代领土占

有，从而在远东建立起以美式文明为主体的统

治秩序或曰新宗藩关系；这与明朝以中华文明

的核心价值为主体建立的亚洲统治秩序或曰中

华朝贡体系又是何等相似。

比较永乐大帝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

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对周边国

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很难使人认

同；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

远”，也无法让周边国家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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