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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有一种叫
福船的大型洋船，出现在亚洲水域。她
的出现，将为中国东南沿海创造出新的
历史叙事，关于闽人的海洋叙事。

在这叙事中，有三个不得不提的名
字。他们，串起了一条清晰的闽人航海
脉络。

王景弘：漫长的航行

这是大明王朝的第八次远航。
王景弘立在大明船队旗舰的甲板，

面染日色，两鬓微霜。太平洋的风，鼓荡
起他的衣衫，水手在桅杆瞭望，舟师清
晰地发出指令，云帆高挂，旌旗猎猎。天
高海阔，沧海无涯。

明宣德九年（1434 年），大明王朝远
洋船队再次启航，目标苏门答腊。

率领这支庞大舰队的，是正史三宝
太监王景弘。面对满天云霞，也许他会
回忆起，他和郑和引领的一次次远航。
那支强大的船队，有 200 艘舰船近 3 万
士兵，在大海劈波斩浪。他们不是去建
立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
权，而是以国家实力开展古代中国式的
和平外交，“宣德化而柔远人”，建立朝
贡贸易体系。东西洋诸国使者，搭船返
航。紫禁城的盛大庆典，异囯使节是一
道奇丽的风景。

远航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出
发，在福建的长乐太平港候风，大批舰
船和士兵、水手、工匠、医生从这里加入
船队。到西北风起时，船队穿过台湾海
峡进入南海，到达东南亚各国，然后越
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抵达非
洲东海岸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天方，这
个《一千零一夜》故事发生的地方，也只
是航线中的泊船点。这是英国海军军官
加文·孟席斯描述的“中国发现世界”的
年代。

这种以国家力量构建的有利于国
际通商的海洋秩序，奠定了明代中国的
海洋地位，船队梳理的五十余条航线和
朝贡贸易网络，为以后商人们前往这一
地区进行贸易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次华夏文明成果的盛大展示，当
年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丝、瓷、茶，作
为财富、地位、品位的象征，激发海外市
场对中国商品的追求，无形间也带动了
西太平洋、印度洋共同市场的建立。

也许，王景弘并不知道，这是最后
的远航。

从明永乐三年（1405 年）开始，二十
八年间的七下西洋中，五次是他和郑和
一起完成的。曾经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啊，每次出航，“往返三年，经济大海。绵
邈弥茫，水天连接，四顾迥然。绝无纤翳
之隐蔽，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
高低，度量远近……”鞏珍在《西洋番国
志自序》里描述了他追随郑和、王景弘
泛海的日子。

在漫长的航程中，王景弘和郑和是休
戚与共的搭档，情谊始于燕王府中，相交
在朱棣军帐，一起参与靖难之役，最后，在
浩瀚的海洋里彰显一个国家的雄心。

总兵衔正史三宝太监，这是他们拥
有的正式头衔。500 年后，漳州台商投资
区鸿渐村，历史悠久的二宝庙，祭祀二
位三宝太监的乡间小庙，留存了九龙江
口海湾地区的历史记忆。

但是，1434 年这一次是没有郑和的
航行。在这次出航前的一年，即 1433 年，
伟大的航海人郑和在古里（印度西海岸
克里克特）去世，就如军人以战死沙场
马革裹尸为荣耀，航海人的生命应该归
于海洋。大明王朝的航海双星，仅存一
人。风景阅尽，苍颜白发，王景弘带着那
支浩浩荡荡的船队走上归航，此时，他
是那支船队的灵魂。

支持航海的宣德皇帝在半年后去
世，大规模的国家航海行动戛然中止，
巨舰在港湾沉睡，士兵和水手消失在记
录里。

仿佛是冥冥中的某种喻示，在大规
模的朝贡贸易退出海洋世界舞台之后，
随之而来的民间贸易潮，中国航海的重
心，从印度洋转移到太平洋。遥远的波
斯湾、红海、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航海
图上的终极地点，但不再是贸易船必须
到达的远方。

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将近一个世
纪之后，西方人的航船出现在亚洲水
域。在西方语境里的大航海时代，率先
出现在亚洲水域的，是西班牙、葡萄牙
武装商船。据说，吸引他们蜂拥东来的，
是《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描述。元代的福
建刺桐港，是一个比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还要繁荣的商港，寻找遥远的黄金国
度，是航海人的财富梦想。

当来自新大陆的大帆船和早已在
亚洲水域航行数百年的中国福船在惊
涛骇浪中骤然交汇时，东西方文明直面
于太平洋，早期全球化时代到来了。

这是属于闽人的海洋时代。

张燮：闽人的眼界和视野

龙溪举人张夑站在月港码头，看着
洋船一艘一艘滑过晏海楼，桅杆高过海
澄的城墙，深深的吃水显示又一次的满
载而归。海商们挤在甲板翘首观望，泛
海几个月后，就要回家了。官船一路护
航，商船泊岸，官兵登船，征收饷税。洋
船进港维修，番货流入帆巷豆巷，商人
们高高兴兴回到妻儿身边，月港的鼓乐
歌吹立刻让他们忘记了旅途的艰难。那
一季，督饷馆有几万两番银入库。

隆庆元年（1567 年）月港开放洋市，
成为大明王朝唯一允许商人出海贸易
的口岸。

月港地处漳州城东南五十里九龙
江入海口，以其形如月得名。这里江面
平缓，潮汐吞吐，外通大海，内接山涧，
在景泰年，民间海洋贸易已风生水起。

那是一股突然释放的力量，民间商
船从这个港口奔涌而出，一个以月港为
核心的九龙江口海洋贸易区迅速崛起，
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贸易中心、各省
份和东西洋各国货物集散地、明代中国
国家财富的输出端口。

月港开洋是封建国家海禁政策与民
间贸易热情猛烈碰撞的结果。全球经济
到来的前夜，风云变幻，无数次血与火的
焦炙，使当时的朝廷意识到，必须找到一
种办法，来平衡社会张力。这个办法，是
局部开海，合理的地点便是月港。在此之
前的三十年，隐藏式的海洋贸易，已让月
港成为海商聚集的港市，繁华而远离权
力中心，可以把海洋政策变化带来的震
荡调到最低。同时，从海外进口白银可以
解决贵金属不足而迟滞经济扩张的问
题，并且为捉襟见肘的财政找到出路。

在月港开放洋市的第三年，即公元
1571 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月港商船
和西班牙在吕宋相遇，一条由漳州月港
联结吕宋（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
尔科的贸易航线由此形成。世界贸易网
络在丝银对流中开始确立，世界市场雏
形出现了，大量生产的美洲白银成为国
际货币，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
展中显示出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时期。
在海洋贸易推动下，一批新型国际

港市应运而生，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
牙的塞维利亚、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和
热那亚、印度的卡里卡特，这些港市分
布在不同水域，却通过全球经济互相关
联，中国的月港脱颖而出。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张燮撰
写的《东西洋考》出版，这是一部由漳州
官方组织的通商指南。这在古代中国是
很罕见的事。

这部著作涉及明代后期海外贸易
和交通、历史、地理、经济以及海洋航线
的基本情况。今天，《东西洋考》是研究
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的
必读资料，也是我国与西方航海力量在
海外接触的最早资料。

这部闽人视角的世界通商指南，向

人们展示了明代闽人的海上商业版图，
它的出现，呼应中国东南海洋贸易中心
向漳州转移的历史性变化。

每年风汛来时，海商们开始搭乘贸
易船出洋，成千上万的商人从月港出
发，加入海洋贸易队伍。他们带着中华
物产分赴东西洋。

东洋，包括吕宋、苏禄、猫里务、网
巾礁老、美洛居、文莱等 10个国家，范围
包括菲律宾、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和
北婆罗洲一带。西洋包括交趾、詹卑、满
刺加、亚齐、彭亨、柔佛等 19 个国家，范
围在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
答腊、爪哇以及南婆罗洲一带，主航线
22条，每一条航线都是冒险和机会。

商船出海是有限额的。万历十七年
（1589 年），福建巡抚周寀规定东洋 44
艘、西洋 44 艘，以后又增至 110 艘，加上
鸡笼、淡水、占城、交趾共 117艘；万历二
十五年（1597 年）再调整为 137 艘。商船
抵 达 万 丹 约 16~20 天 ，去 巴 达 维 亚 43
天，到吕宋 7 天。而实际上，海洋形势影
响贸易热度，从月港持证出航的船只，
有时多达三百艘，这仅是官方数字。有
些人未取得许可径自出海，有的滞留在
外，辗转各个港市，这样的商船也不在
少数。商船载重 300~500 吨，有的达 800
吨，搭载船员六七十人，海商数百，货物
价值上万两银子。

张燮在《东西洋考》里提到：那些商
船，大的宽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的
宽二丈，长七八丈。船上弓矢刀盾等战
具俱备，如果突然遇到贼船，可以自卫，
像海上长城一般，不是可以轻易攻取
的。造船费用千余金，往返一次修葺费
用不下五六百金。有人说，水军的战舰
都不及商船坚固。他们并不知道，商船
造价高，而兵舰所需的金钱，仅仅是它
的三分之一。

人们驾着武装商船扬帆海上，为了
规避风险，往往结队出发，一路金鼓棹
歌，浩浩荡荡。当年，郑成功的水军在九
龙江出海口料罗湾击败荷兰海军，创下
中国海军第一次击败欧洲人海上力量
的记录，就曾经征召了大批月港商船和

水手参战。
中国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端

口流向世界各地。同时，美洲和日本的
白银、东印度的香料涌入中国。在月港
的纳税清单里，包括 116种舶来品，他们
带着新旧大陆、西亚、东南亚的气息，从
月港散向各地。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代，美洲的黄金
装饰中国女人的发鬓，欧洲的番镜让她
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容颜，阿拉伯的香
水散发出迷人的香氛，非洲的犀角杯酒
色醉人，马尼拉的稻米上了寻常人家的
餐桌……欧洲的自鸣钟也很快被仿制
了，淡巴孤这一来自多巴哥的烟草成了
大众的消闲品，至于番薯引种，更是为
拓荒岁月提供着足够的热量。

福建海商持久的、大规律的海洋贸
易活动，催动东西方物质交流，也推动
亚洲水域经济圈的形成。在西方人东来
前，他们在西太平洋水域建立无可比拟
的传统优势，随着全球一体化到来时，
福建海商成为最早面对欧洲航海者的
那一群人。

那是闽地滨海社会觉醒的年代，人
们驾巨舟，运轻帆，挟番货，扬旗出入，
行于无涯，时人莫敢侵凌。

海洋经济创造了与农耕社会不同的
东南沿海海洋社会。月港的日常生活，充
满了世俗气息。每到风回帆转，洋船满载
而归，人们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
答，十方巨贾，竞鹭争驰，真繁华地界。

海滨士大夫谢彬用诗一般的语言
描述月港风景：“乃海陆要冲，实东南门
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楫，辐辏于江皋，
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
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
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邓公
抚澄绩政碑》）

九龙江口海湾地区，迎来她的历史
性机遇。

吴朴：书生韬略

当我们试图唤醒沉睡的海洋记忆，
常常面临一个历史悬念，当那支横空出

世的大明船队消失在岁月烟波里之后，
谁是郑和、王景弘事业的继承者，记录
了历史荣光的航海资料，又花落谁家。

明嘉靖十六年（1537 年），《渡海方
程》首次刊印。这是中国第一部刻印水
路簿，由手写到刻印，传播方式的改变，
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大规模的海洋贸
易就要到来了。此时，离月港开海还有
31年。

作 者 吴 朴 ，参 加 过 嘉 靖 十 五 年
（1536 年）毛伯温征伐安南的军队，亲历
过明王朝抚边方略。海滨士子生于遐
荒，糟糠不厌，命运乖蹇，却异常敏锐地
感受到大时代来临前的海洋气息，写出
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鸿篇。一介布衣，
名字见于《漳州府志》，著作录于《四库
全书》，他的思想，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
前沿的思想。他的家乡诏安，海洋贸易
成风，梅岭是漳潮贸易区的重要港口。
正德十年（1515 年）设漳潮巡检司，嘉靖
九年（1530 年）置县，取“南诏安靖”之
意，都是为了应对海洋形势的变化。

《渡海方程》让我们领略明代中国
的海洋雄心。以太仓刘家河开洋，向南
直至忽鲁漠斯（霍尔木兹）而止，凡四万
里。向北至鸭绿江尽处，亦约四万里。设
置海外都护，设置海外市舶司，保护商
旅和囯家利益，海权思想跃然纸上。

《龙飞纪略》说“南海傍海诸国，碛
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辽东、兴和、
大宁、东胜，极徼国邑，海陆道路，远近
顺逆，亦悉加考证”。书中阐述了国家经
略海洋的观点，从加强海防，放宽海禁，
允许互市，听民贸迁等方面，再次涉及
设立海外市舶司和都护府。

东南沿海进入旺盛的海洋贸易时
期，与之呼应，一批闽人航海资料在这
个时代相继出现，源头指向郑和、王景
弘。

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1935
年，一个叫向达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在
那里查到了来自明代中国的航海资料，
它们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顺风相
送》《指南正法》。

《顺风相送》序言一开始就说道：
“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
等处更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
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太仓，正是郑
和下西洋船队的发泊地。后面“永乐元
年奉差前往西洋各国开诏”一句，直指
永乐年间明王朝国家航海行动。显然，
这就是失落的下西洋船队航海资料。

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是：谁是那些
伟大的远航的资料的传播者？《指南正
法》提 到 了 一 个 名 字 ——“ 漳 郡 波 吴
氏”，“波”在闽南方言里与“朴”谐音，就
是吴朴。关于东西洋航路的描述，《顺风
相送》《指南正法》和《渡海方程》、《东西
洋考》，以及近年从鲍德林图书馆发现
的《雪尔登地图》，内容一脉相承，从发
泊地到终点站如出一辙。

《渡海方程》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演
变，最终，记录海国里程的“经”存在于

《顺风相送》，标志海中山屿的“图”则见
于《郑和航海图》。《渡海方程》所涉及内
容，屡屡被世人引用，胡宗宪的《筹海图
编》、郑开阳的《使倭针经图》、顾炎武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茅元仪的《武备志》
都可以找到它的印记，今天，那些走在
时代前沿的海权思想，依然闪烁着智慧
的光芒。

从郑和、王景弘率领大明舟师下西
洋，到月港海商扬帆海上，从朝贡贸易
到民间海洋贸易，沿着这条闽人航海脉
络，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
闽人智慧创造了非凡的事业。海滨士子
站在历史的高处，瞭望大海，发出时代
的宏声，闽地为海洋中国贡献出气势磅
礴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闽人海洋叙事的三张面孔
□陈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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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夕阳的微光来到石湖码头，海
湾对面的泉州港已是灯火辉煌，正在海
上作业的巨轮上人影幢幢，高铁和高速
公路两条并肩的跨海大桥正紧张地施
工。与对面的繁忙相比，海湾的这一侧
倒显得些许寂寥些许落寞。

漫步在长长石板铺就的栈桥，每一
块条石上都烙印着岁月的沧桑、镌刻着
年轮的更迭。这条将陆地与海上礁石连
成一体的通济栈桥，已经有千余年的历
史了。从唐朝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当地
物产从这儿装船启航，运往遥远的海
外；也不知道有多少各国的奇珍异宝紧
俏商品，从这儿登岸运往繁华的京城，
运向各个兴隆的商号。

石板栈道的尽头，几块天然的礁石
横亘在海面，与栈道形成了“T”字形结
构。涨潮时礁石仅有上部的三分之一裸
露在水面，而落潮时不仅整个礁石，就

连下方的滩涂也一览无余。沿着通济桥
来到礁石上时，正是落潮时分，因此礁
石的整个形状尽收眼底。两块巨大礁石
相互并连有 10余米长，先人们利用这块
得天独厚的礁石在海面上建起了一个
天然码头，粗粝的礁石上依然可以清晰
地看见一行行开凿出来的石阶，从顶端
直达浅滩。在礁石向海一面的垂落处，
人们还创造性地向里凿刻出一个小窝，
外侧并没有凿透，而是留下一个把手，
形成了一个系挂海船缆绳的拴缆孔。毕
竟拴缆孔凿刻不便，费时费工，因此在
礁石上还有几处系缆桩，海船靠泊时，
船上的缆绳便可系挂在这石桩上。

石湖码头位于晋江市石湖村，据史
籍记载，码头始建于唐朝开元八年（720
年），主持建造的人名为林銮，因此乡民
们更愿意亲切地称之为林銮渡。古代交
通不便，商贸往来多靠水运，林銮渡的

建成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有了码头，航运逐渐发达，从林銮

渡启航的远洋货船，通往东南亚一带，
更远的甚至到达欧洲、非洲。当时的交
易方式多为以货易货，从这里运出的有
瓷器、茶叶和丝绸，交换回来的则有香
料、金器、染料等。朝廷对连通海外的港
口十分重视，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公元
1068 至 1077 年）便在石湖设立巡检寨，
派官兵 125 人驻扎巡守。南宋嘉定年间

（公元 1217 至 1219 年）真德秀出任泉州
太守，对泉州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促
进作用，他扩修石湖寨城，增加水兵编
制，同时巡视海防、整顿吏治、清剿海
匪、减免关税，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泉
州港的海外贸易。

除了这礁石码头之外，在林銮古渡
还有一些保存完好的文物。通济栈道尽
头的海滨有一座小小的庙宇，称为“英烈

侯宫”。早在 10世纪时，有位名为张悃的
将军驻守在海港，与官兵一道巡守海疆，
屡次打败贼寇，保境安民。张悃被封为

“青山王”，部下被封为“英烈侯”，当地百
姓为感其德，建庙以资祭祀，至今逢年过
节百姓依然敬香祭拜。“英烈侯宫”的旁
边立有一尊“再借亭”，明朝时江西人曾
樱在泉州任职，主司海防事务，殚精竭虑
恪尽职守，为保一方平安立下汗马功劳。
任期满后要调往他处，百姓向上峰请求
再次借用他留任，并专门刻碑表达民意。

正伫立在这已有上千年的古渡，遥
想着先祖们披荆斩棘的艰难曲折，只见
从乡村小径那边悠然地走来两位老人，
背着手一前一后通过石板栈道，盘腿坐
在礁石上。我从他们背后侧身走过，他
们回过头来朝我一笑，也许是对着我说
也或许是自言自语：“这个码头，很久了……”
暮色中他们饱经风霜的面庞透露出坚

毅刚健。我想，他们也曾为美好的生活
而拼搏奋进，如今年纪大了，摇不动长
橹也拉不动风帆，但是子孙后代不会忘
记他们的奉献。正如眼前这古渡，虽然
早已失去原有的功用，但人们会永远铭
记它曾有过的辉煌。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于 2021 年的夏天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世遗泉州”有 22 处代表性
遗址，石湖码头名列其中。离别前，站
在通济栈桥上四下观望，苍茫的暮色
中潮起潮落，古老的码头早已不见了
昔日的风帆，只有几处古迹静谧伫立，
仿佛沉默地诉说着曾经的沧桑。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者，它已经
完成了历史使命。就在对岸不远处，更
加现代化更加宏伟的海港一片璀璨夺
目，一派繁忙景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已经扬帆启航。

远去的风帆
□周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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