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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元以来中国向海上发展的新趋向 

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罗荣渠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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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33年)，首先是由中国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出航，突破了东亚与
西亚东非之间的重洋阻隔，开辟了从中国经印度洋直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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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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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横渡大西洋的探险，到达了加勒比海群岛与中美洲
沿岸地区(1492—1504年)；与此同时，葡萄牙派出了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首次
完成了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1497—1498年)。旧大陆在一个世纪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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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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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从
而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最早起步。这一观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
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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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进军远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下西
洋”的进军。但这一共同的历史机遇对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却导致了大不相同的
结局。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之谜。对这个问题，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启蒙运动的杰出史
学大师梁启超就提了出来：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
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60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
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
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
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
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⑴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研究郑和的论著甚多，但从中西航海史比较的角度来探
索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多见。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时愈
来愈重视对东西方发展的比较研究，并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
家皮埃尔。肖尼写道：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 …不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有一些值
得… …思索的因素的。就现有历史文献能让我们了解的而论，终归而言，在15
世纪末，远东作为一个可与地中海相比的实体… …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比欧亚大
陆的远西处于劣势。⑵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常常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早于西欧产
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追溯到最远，自然会提出15世纪郑和大航海所丧失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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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否有可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呢?是否有可能从郑和大航海引向
中国发展取向的一个大转折呢?是否中国有可能率先突破东方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世界
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15世纪中西大航海的不同发展取向问题做一番探讨。 
 
一、宋元以来中国向海上发展的新趋向 
 

    西欧位于欧亚大陆西端，中国位于东端，相距遥远，处在很不相同的自然生态
圈中。在古典农业文明时代以前，不同的自然生态圈对人文文化圈的活动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打开世界地图一看，欧洲仿佛是由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亚德里亚
海等分割的一些岛屿，正像一个群岛，环绕地中海与大西洋岸的海上交通与航海生
活，在欧洲比在中国重要得多。沿地中海岸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发展了商业，因
此，欧洲文明很早就具有面向海洋的半岛特征，农业与商业结合的特征，畜牧航海
文明的特征。地中海这个内陆海，被陆地锁住的海，是整个西方重商主义海洋文明
的汇合处。林立的小国与城邦的竞争，海陆贸易的繁荣，战争的频繁，都对欧洲的
动乱、反复动荡发生了重大影响，使欧洲历史很早就具有外向的品格。早在11世纪
初，北欧人就跳越格陵兰登陆北美海岸；葡萄牙人在1350年以前已到达亚速尔群岛
和加纳利群岛，如果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动乱与经济不景气，或许可能更早就打
开从海上通往美洲与东亚的道路。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
沿大西洋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
驱，也就毫不足奇了。 
    中国则是一个具有相对短的海岸线的大陆国家。起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文
明，拥有广大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地理资源，以牛耕为特色的水利农业文明构成自
足发展的体系。在西亚一地中海的文明传播带基本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唯独华夏文
明是被大漠和峻岭阻隔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很早就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因此，华夏
文明很早就具有大陆河川文明的特征以及水利农业文明的特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比西方要高得多。 
    欧洲，特别是就西欧而言，它的海岸发展取向，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
社会形成的某种内在不稳定性，使那个区域变成一种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并努力向
四处不休止地扩张。既然如此，为什么15世纪远洋航行的时代却由中国人揭开序幕
呢?是什么力量振动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相对稳定，使之突破了祖传的导向装置，转向
海洋进军呢?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转向戛然而止，致使中国取得海洋主动权的良机坐
失呢? 
    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不同于在地中海或西欧地区孕育出
来的古典农业文明，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以为中国古典文明是停滞的或静止
的，那是极大的误解。发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从西北向东南的扩展，在汉代以
前已与南洋和东洋的国家发生密切的海上联系。到了隋唐时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天
下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已经包括东洋和南洋的边缘地区。从宋代以来，由于北方被
辽、金的阻挠而切断了陆上国际贸易线，进一步转向南海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东
南沿海商人自发努力面向南洋扩展，另方面是阿拉伯商人大量东来。当时中央权势
较弱而财政拮据，对海上贸易尤为注意，以坐收“市舶之利”，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
到了元代，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了比历代
汉族王朝更开放的政策。中央政府不但大力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经营，海外交通港
口增多而且比前代更繁荣，还相继进行了对日本、占城、爪哇等多次海外远征，不
惜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和数千艘战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故有的学者认
为元代是中国海外交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⑶。 

各方面的发展迹象表明，从宋以来，中国大陆发展的取向已出现向海洋方向转换
的趋向。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已在突破传统的水利农业社会的格局，甚至引起社会
风气的变化。例如，上流社会喜好用舶来品；显贵人家使用黑人仆役⑷；中外人等
杂居通婚；甚至外商与中国官吏家庭通婚；阿拉伯巨商蒲寿庚管理泉州市舶达30年
之久；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供职元朝，曾奉命随船队出使南洋各国；大量华人移居海
外，等等⑸，都是中国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开放性发展的明显迹象。这说明了，早
在西欧越出中世纪的地中海历史舞台转向大洋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已率先越出东亚
大陆历史舞台，控制了东中国海(南宋)和南中国海(元代)。这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
的新趋势，只要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中国在西方海舶东来之前拥有南中国海和印



度洋上的海权，形成稳定的海外贸易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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