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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 系史 研 究的新 成果

—
《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评价

张 英 聘

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上
,

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时期
,

海外贸易在唐末
、

五代以后
,

经宋
、

元的发展
,

到明代出现了崭新的风貌
。

明代以前的东南亚古国
,

迭常向中国朝贡
,

绝大多数的王国被

视为中国的藩属
,

而朝贡制度则沿用到明代才趋于完备
。

明代前期
,

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的唯

一途径
,

在实施运作中
,

在
“

厚往薄来
”
的原则下

,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甚至远及西亚和东非 ) 的海上交通
、

经贸往来
,

超越以往而达致高潮
,

南海诸蕃国 (当时东南亚各王国 ) 来明人贡的也达数十国之多
,

与之相伴
,

明代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也大放异彩
。

关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研究
,

以往学者有过不少的论述
,

但多在双方友好往来方面着墨用力
,

平

情而论
,

题材不免有些单一
,

而且 以其反映历史事实的全貌
,

又不免有失偏颇之处
。

从实质而言
,

明朝与东

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
,

在友好交往之外
,

还涵盖其它方面的内容
,

而且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

也应是此项研究的范畴
,

是一项有待开发的课题
。

邱炫煌先生著 《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一书
,

可

谓在这方面作了某些尝试性的研究
,

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力作
,

不仅史料翔实引证

得体
,

而且立论新颖多有创获
,

这充分反映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硕果
。

该书以明代的朝贡贸易为线索
,

依历史发展的动向
,

归纳为三个时期
,

分成六章二十节来展开论述
。

从

洪武初年到宣德五年 (14 30)
,

是明朝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
;
宣德六年 (1 4 3 1 ) 至正德六年 (1 5 1 1 )

,

是明朝

消极发展朝贡贸易的时期
,

朝贡贸易急速衰落 ; 正德七年 (1 5 1 2 ) 至崇祯十七年 (1 6 4 4)
,

在西方殖民者东侵

之后
,

明朝对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陷于困境而衰微
,

相反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却在赓续进行
。

与此同时随

着葡萄牙
、

西班牙
、

荷兰等殖民者的东来
,

东南亚各国逐渐沦为其进行商贸的基地或海外拓展的殖民地
,

彻

底改变了东南亚各国的历史
。

因此
,

这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

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史
,

实质上就是朝贡贸

易的兴衰隆替史
。

在朝贡贸易这一构架下
,

举凡
“

南海
”
指涉的范围

, “

诸蕃国
”
的地理位置和地域

、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

系溯源
、

册封制度
、

朝贡贸易
、

资赐贸易
、

私人贸易
、

明代各时期南海政策的递擅
、

东南亚诸国面临殖民者

东侵前后的兴衰等间题的相关研究
,

自然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一环
。

书中
,

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
,

除了明代

的实录
、

官修或私修的明史及有关对外关系的著述外
,

还参考了马来纪年
、

大越史纪
、

越史通鉴纲目以及近

人专论等大量的外文资料
,

来阐述明朝与南海宗藩关系的推演
。

本书一大特色是运用大量的图表和量化分析
,

起到了文字表述难以言及的效果
。

如 《明帝国朝贡圈的地

域分布图》
,

作者虽然只是在大的范围区域内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
,

但却令人一 目了然并 留下很深的印象
。

在

附表中
,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南海遣使表和南海诸藩国入贡表的排列
,

不仅可以了解历次派遣使臣的身份
,

奉使的国家
、

出使的目的
,

而且通过历朝朝贡国人贡资数的量化统计
,

分析明代朝贡贸易的兴衰
,

给人以直

观和动态的感觉
,

反映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变化
。

本书另一大特色是正文文字涉及赘繁者
,

一笔带过
,

改由注释中表达
,

从而使正文与注文互相映射出
“

精
”
与

“

博
”
的层次

,

不仅言而有物
,

而且给人 以全面完整之感
.

该书体例完善
,

其论述涵盖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全貌
,

并对有关层面作了专题性的论述
。

如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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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洪武初年到宣德五年 (1 3 68
—

1 4 30) 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
,

除了对明太祖
、

成祖
、

仁宗
、

宣宗对南

海诸蕃国的政策及其效果
、

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外
,

对此时南海诸蕃国的形势也进行了系统的评析
。

在十

五世纪前的东南亚地区
,

仍是许多小国林立的状态
,

时而也出现了不少作为南海交通中心的港 口城市和霸

主
。

明朝建立后
,

由于太祖采取了怀柔远人的政策
,

在贡船免税的情形下
,

诸蕃国也纷纷摆脱周围强国的束

缚
,

独自遣使如明
,

改向明朝朝贡
。

太祖而后成祖诸帝均采取了积极的方式
,

因而从永乐以迄宣德年间
,

南

海诸蕃国入贡的情形
,

呈现爆炸性的风貌
,

形成朝贡贸易的新局面
。

作者在书中
,

对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分析

后指出
“

此一新形势受到甲国的政经政策所影响
’, 。

作 出 这祥的沦述
,

就使得作者并没有孤立
、

片面地就问题

而论问题
,

在论述南海诸蕃国之间关系的同时
,

还看到各国关系的变化与明朝的关系
。

虽然有些似专题性研

究
,

但与全书又 没有割裂之感
,

表明作者在论述上不仅注意到了层次
,

而且还注意到了系统性和完整性
。

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
,

在系统的框架内
,

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所深入和突破
。

理论分析
,

深入独到
。

而且

考证纠谬
,

细致精审
,

有更正前误的正确记载
。

如郑和
、

王景弘等下西洋被喻为
“
明初盛事

” ,

研究成果丰硕
,

卓有成就者亦不胜枚举
。

自梁启超首开先河之后
,

向达
、

冯承钧
、

张星娘等学者在资料的搜集
、

考证及相关

研究方面
,

均作了大量的探索
。

近年来
,

相关文献的整编及学术性的文论
、

专著不断出现
,

关于郑和的研究

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

然而作者以 《明实录 》所载为主
,

勾稽有关史料
,

对于几项有争议性的问题
,

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
。

如永乐二十二年 (1 4 24) 正月
,

郑和奉命前往旧港
,

《明史》列为第六次下西洋
。

作者采纳学者管劲

尽 之永乐二十二年受命未行考》 (载 《大公报》史地周刊九十四期
,

1 9 3 6年7月 1 7 日 ) 一文的观点
,

认为郑和

此次奉使并未成行
。

为此
,

作者一方面参诸史籍所裁
,

考澄此事 ; 另一方面通过停止出使期问郑和等守备南

京史事的分析
,

指出成祖去世和仁宗下诏停止下西洋事
,

实与当时的形势有关
,

而且
“

借重郑和
、

王景弘所

领的下蕃官军协助镇守南京的措施
,

为的就是防止汉王高煦之变
” , “

有国防安全上的考量
” 。

把这样的分析同

明朝的社会
、

政治
、

军事背景以及国都的迁徙变动连系起来考虑
,

这正是作者论述新颖之处
。

作者在郑和下

西洋这一表象下
,

在分析明初诸帝对东南亚诸国政略的同时
,

又联系到诸帝的政治举措
,

如对仁宗的用人行

政方面引发的宗室政策
, “

增诸王岁禄
”
的办法

,

作者提出
“
王位更替所衍生的宗室问题似乎是明初一大隐

优
,

与明末宦官问题同样影响各项大政
,

透过丰厚的给赐
,

背后的用意无非是希望诸蕃王不要有非分之想
,

再爆发兄弟阅墙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
” 。

这种由表及里
,

由点到面的阐述
,

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

关于考证纠谬方面
,

试举几例
:

《明史
·

郑和传》载
: “

洪熙元年二月
,

仁宗命和以下蕃官军守备南京
,

南京设守备自和始
。 ”

作者根据

《明实录 》等书记载
,

指出
“

率下蕃官军镇守南京 昔
,

始于王跺通 (景弘 )
,

不始于郑和
。
”
又如 公明史

·

仁宗

本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戊子载
“

始设南京守备
,

以襄城伯李隆为之
”
实欠详

,

最早是由驹马都慰沐听和宋

唬守备南京
。

另外
,

如明末常将大泥误以为是明初 悖泥
,

实误
。

}李泥国为文莱古代时旧称
,

而大泥 (北大年)

曾是海盗林道乾的巢穴之一
。

这些考证
,

平实而有力度
,

体现 了作者深厚的功力
。

总之
,

本书撰写体例新颖
,

每一章节可单独成篇
,

又首尾连贯
,

勾画出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

保持

了全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

书中在研究同题时
,

也充分注意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

观点又独成一家
,

文风朴实
,

在研究方法上
,

也有可供参考和借鉴之处
。

当然
,

暇不掩玉
,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
,

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
。

明中叶以后
,

随着官方朝贡贸易的衰微
,

民

间私人海上贸易日趋活跃
,

从而导致海外贸易政策上的官民异趣
。

嘉靖以后
,

朝贡贸易完全被民间私人海上

贸易与沿海互市所取代
,

然而本书对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论述
,

似有些不足
。

明朝对东南

亚各国的政策
,

本书更多注意到了其递擅和推演
,

对其地位
、

作用和影响的论述
,

似也欠充分
。

尽管如此
,

从

总体而言
,

本书都不失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优秀之作
,

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
,

也溶进了作者多年研究探索

的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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