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鄭和到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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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關注鄭和下西洋，研究下西洋期間引進中國的麒麟（長頸鹿），和人稱「老

蓋仙」的雜文大家夏元瑜先生（1909-1995）有關。1983年，《環華百科全書》

即將編竣，邀請社會名流推薦，為此初訪夏老先生。 

夏元瑜先生為夏曾佑次子，戰前畢業於北師大生物系，曾任北平萬牲園（今

北京動物園）園長，來台後以寫作雜文和製作標本聞名，為全台唯一「左手拿刀，

右手執筆的動物學家」。聊到動物園，夏老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時代生活」

出版公司的英文書，指著一幅明人所畫的「麒麟圖」說：「長頸鹿產在非洲，要

把這個大傢伙弄到中國，可真不容易啊！古時的船走得慢，長頸鹿又要吃新鮮樹

葉，不知道他們是拿什麼餵牠的？」夏先生大惑不解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5年至 1988年，我任職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負責企劃展覽及設計展品。

1988年秋辭去公職，到居家附近的錦繡出版公司上班，到職的第一件任務，就

是將大陸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引進台灣。該書共 74卷，我們選取 60卷，其中

《交通》卷「鄭和下西洋」條有一幅鄭和航路圖，我端詳良久，航線並不沿著海

岸航行，一出海就可能十天、半月甚至更久。這幅航路圖顯然不能為夏先生的疑

惑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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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初，錦繡出版公司取得 World Book 公司的 People and Places（20

冊）版權，倩人譯為中文，由我總其成，取名《國家與人民》。這套書的第 19

冊《西亞》，有一幅阿拉伯人的通商航路圖。我發現阿拉伯人的航路與鄭和下西

洋的航路基本一致，不過《中國大百科全書‧交通》畫得較為誇大，《國家與人

民‧西亞》畫得較為老實（真實）。證諸《鄭和航海圖》和祝允明《前聞記》，當

時航海主要是在目視範圍內，以地形、地物為指標，沿著海岸航行，兩站之間不

致相隔太遠。看了這幅航海圖，夏先生的疑問已得到解答，可惜這時夏先生已老

病纏身，沒有精神和人討論學問了。 



在回教崛起以前，這條通商航路由印度人掌控，這從東南亞曾經盛行印度教

及佛教可以得到證明。又如早期前來中國的天竺僧人大多來自海上，達摩禪師就

是經海路到達廣州的。法顯前往印度求法，回程也是走的海路。印度人掌控這條

航路時，是否包括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我不清楚，但從印度半島經麻六甲海峽到東

南亞和中國的航路，應該與其後阿拉伯人的航路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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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6 年 7 月起，我在《科學月刊》開闢「畫說科學史」專欄，至 1997

年 6 月，一共寫了 12 篇，為期一年。1997 年 5 月號，刊出的是〈明代的麒麟——

鄭和下西洋外一章〉，我將《中國大百科全書‧交通卷》的鄭和航路圖，和《國

家與人民》的阿拉伯人通商航路圖列出，並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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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麒麟——鄭和下西洋外一章〉刊出後，中國大陸漸漸興起鄭和熱，

大約從 2000 年起，就鋪天蓋地的展開熱身活動。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 年

7 月 11 日）鄭和奉詔出使西洋，2005 年 7 月適逢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鄭和熱

至此達到高潮。 

「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國際學術論壇」於 2005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在南

京召開，為了參加這一歷史性盛會，特地撰成論文〈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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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並出席盛大晚會。離開太倉，又移師上海，出席 7 月 8 日的「鄭和航海暨國

際海洋博覽會」開幕式。整個活動 7 月 10 日結束。當日少數代表飛往北京，出

席 11 日的中央紀念大會。 

中國大陸的飛躍發展是近十年來的事。2005 年，也就是 10 年前，大陸還不

能和現今相比。記得上海科協的一位女士問起台灣一般家庭購買私家汽車的事，

臉上明顯地露出羨慕的表情。當時心中不免會問：大陸不算富有，何以傾國家之

力，舉辦「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國際學術論壇」？難道只是為了證明中國可

以和平崛起？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分別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合作概念，合稱「一帶一路」。差不多同時，

習近平又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帶一路」已從概

念化為行動。2015 年 2 月，中共中央成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

5 月間，大陸官方（央視）公佈「一帶一路」路線圖，各報紛紛依樣繪製，「一

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更清楚了。 

「一帶」的主線，似乎是舊絲路的延伸，往東南亞進入南亞的支線，陸上一

段似乎沿著馬幫足跡，海上一段則與鄭和航路部份重合。至於「一路」，可說是

鄭和航路的延伸；通往澳洲一段，則為鄭和航線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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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大陸官方版的「一帶一路」路線圖，10 年前中國大陸傾國家之力紀念

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原來這是個醞釀已久，為了經略歐亞非

三洲而謀劃的大戰略啊！ 

2015 年 5 月 2 日，中華科技史學會舉辦例行性公開演講，講者是中華鄭和

學會現任理事長賴進義先生，講題是「《鄭和航海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

兼論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賴理事長一開場就說：所謂大戰略，是指超越國境

的戰略。以經濟統合歐亞非三洲的「一帶一路」，可說是古今罕有的大戰略！ 



 

至於「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有人認為，是以「西進」化解美日的海上封

鎖；有人認為，是為了化解國內過盛的生產力。個人認為，除了這些消極的目標，

應該還有積極的目標。諸葛武侯提出隆中對，不只是為了替劉備找個棲身之處，

而是為了三分天下，再徐圖中原；「一帶一路」可視為 21 世紀的隆中對。 

賴進義理事長來信說：「您把一帶一路比擬隆中對，我是學戰略的，亦有此

感。本月初在高雄一個論壇上，公開說隆中對天下三分，一帶一路若奏效，天下

將兩分，海權 vs.陸權。」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 610 週年，12 月初將在香港、廣州舉辦「紀念鄭和下西

洋 610 週年國際學術論壇」，主題將圍繞鄭和與「一帶一路」。為了配合「一帶一

路」大戰略，規格可能較「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週年國際學術論壇」更高。 

地理大發現之前，從東非到中國的航路，先是由印度人掌控，回教興起後由

阿拉伯人掌控。鄭和七下西洋，不過是循著阿拉伯人的足跡所做的七次海上大

秀，對於所經歷的亞非各國幾乎沒發生什麼影響。然而，鄭和缺乏高遠政經目標

的七次巡行，如今卻被賦予高度的政經意涵，成為推動「一帶一路」的標籤。這

歷史的邏輯何其弔詭！（2015/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