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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之謎：
從鄭和下西洋看中國化宗教的包容主義

湛如

北京大學

摘 要： 鄭和 (1371-1433) 是帝制中國時代一位橫空出世的人物。除了

在人類航海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鄭和的宗教背景與宗教活動也豐富

多彩，撲朔迷離，值得探索。通過對其宗教生活的一些重要面向的鉤

稽，本文強調，雖然鄭和出生於伊斯蘭教家庭，但因為他所處社會和

時代的多元性與包容性，鄭和被注入包括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

若干宗教信仰的多重維度，不但映襯出鄭和個人的多元經歷與特殊觀

念，更生動體現了中國化宗教的包容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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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鄭和 (1371-1433) 是帝制中國時代的一個相當突兀的存在，這
不僅因為他的大規模的遠洋航行似乎逸出了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內
陸文明的常軌，而且還在於他自身宗教身份複雜多樣，撲朔迷離，
牽涉到了另外一些與中國古代文化相關聯的重要議題。鄭和的傳
記見於 《明史·鄭和傳 》，其中記載其生平大略如下：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

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 與同 ] 儕王景弘等通使

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

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

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

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

年九月，[ 鄭 ] 和等還，諸國使者隨 [ 鄭 ] 和朝見。[ 鄭 ]

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

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誘 [ 鄭 ] 和

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 [ 鄭 ] 和舟。[ 鄭 ] 和覘賊大眾

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

擒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 [ 鄭 ] 和舟者聞之，還

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

釋歸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

來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復命 [ 鄭 ] 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其

前偽王子蘇幹剌者，方謀弒主自立，怒 [ 鄭 ] 和賜不及己，

率兵邀擊官軍。 [ 鄭 ] 和力戰，追擒之喃渤利，並俘其

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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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

還。復命 [ 鄭 ] 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

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

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 鄭 ] 和齎敕印往賜之。比

還，而成祖已晏駕。……

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

朝貢，於是 [ 鄭 ] 和、[ 王 ] 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

十七國而還。

[ 鄭 ]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

真臘、…… 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

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

永樂時，而 [ 鄭 ] 和亦老且死。自 [ 鄭 ] 和後，凡將命海

表者，莫不盛稱 [ 鄭 ] 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

西洋，為明初盛事云。1 

《 》

 (1405) 

(1350?-1428)

《 》

(1345-1382)

1  《 》 1974 7766-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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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謀斯等國公幹，大小船

六十一隻，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並賞

賜番王頭目人等彩幣等物，及原阿丹等六國進貢方物給

賜價鈔、買到紇絲等件，並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瓷器、鐵

2  Tansen Sen, “The Impact of Zheng He's 
Expeditions on Indian Ocean Inter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9.3 (2016): 609-636; Tansen Sen, “Zheng He’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South 
Asia, 1405-1433,” China and Asia 1.2 (2019): 15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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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人情物件，及隨船合用軍火器、紙劄、油燭、柴炭並

官內使年例酒油燭等物，敕至，爾等即照數放支，與太

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

關領前去應用，不許稽緩。3 

《 》

下西洋諸番等國寳船，悉皆停止。如巳在福建、太

倉等處安泊者，俱囬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内府該庫交

收。…… 各處脩造往諸番船隻，悉皆停止。其各處採辦

鐵梨木，祇照依洪武年間例採辦，餘悉停罷。但是買辦

下番一應物件，並鑄造銅錢，買辦麝香、生銅、荒絲等

物，除見買在官者，即於所在官司庫交收。若未起運者，

悉皆停止。

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寳石等項，及

一應物料、顔料，并蘇杭等處續造段疋抄，造紙劄，

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及造諸品海味果子等項，悉

皆停罷。4 

 ( 15 )

3  《 》 2000 5
4  《 》 《 》

1239 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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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 《 》

番人殷富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國

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並麝香、花絹、紵絲、燒珠之類，

則用銅錢買易。國王常差頭目以船隻，將方物貢獻朝廷。5 

“ ”

 ( Hormuz ) 6

82

 “ ”
7

5  《 〈 〉 》 2005
25-27
6  (Ralph Kauz) (Rodrich Ptak) 《

》 2007
7  《 〈 〉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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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 2013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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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 19

“ 《 》

”

《 》

大明國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書寫金字 《 金

剛經 》《 觀音經 》《 彌陀經 》《 摩利支天經 》《 天妃靈驗經 》

《 心經 》《 楞嚴經 》《 大悲咒 》《 尊勝經 》《 百字神咒 》，永

遠看頌供養，皇圖永固，佛日增輝。凡奉命於四方，常叨

恩於三寶，自他俱利，恩有均沾吉祥如意者。永樂十二年

三月吉日謹題。9 

2002

《 》

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鑄造鍍金

9  《 》 》 《 》 2016
5 142-148 《 》 《

》2016 2 17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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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 ：見生之內，五福

咸臻 ；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10

 (1403) 《

》 《 》 “

”

《 》

大明國奉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

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函，喜捨於

雲南五華寺，永遠長生供養。以此殊勳，上祝皇圖永固，

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海晏河清，民康物阜。

所冀 ：福吉祥凡奉命於四方，經涉海洋，常叨恩於三寶。

自他俱利答報，四恩均資，三有法界，有情同緣種智者。

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11

《 》

大明國奉佛信官鄭和，法名福吉樣。發心鑄造鍍金

舍利寶塔一座，永遠長生供養。所冀見生之內，五福咸

臻，他報之中，莊嚴福壽。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意。

大明國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發心書寫 《 金剛經 》

10  《   》
2022 46

11  580 / 《
》 1985 4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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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經 》《 彌陀經 》《 摩利支天經 》《 天妃靈驗經 》《 心經 》

《 楞嚴經 》《 大悲咒 》《 尊勝咒 》《 百字神咒 》，永遠看誦

供養。皇圖永固，佛日增輝。凡奉命于四方，常叨恩於

三寶，自他俱利，恩有均霑，吉祥如意者。永樂十二年

三月吉日謹題。

大明國奉佛信官太監鄭和，法名福吉祥，謹發誠心

施財命功，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函，喜捨

于雲南五華寺，永遠長生供養……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

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

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

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時，謝天地覆載，日月

照臨，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聖恩，前往西洋等

處公幹，率領官軍寶船，經由海洋，托賴佛天護持，往

回有慶，經置無虞。常懷報答之心，於是施財，陸續印

造大藏尊經，捨入名山，流通誦讀……今開陸續成造大

藏尊經，計一十藏。

大明宣德四年 (1429)，歲次己酉，三月十一日，發心

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牛首山佛窟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宣德五年 (1430)，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雞鳴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宣德五年 (1430)，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北京皇后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二十二年 (1424)，歲次甲辰，十月十一日，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靜海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十八年 (1420)，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鎮江金山禪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十三年 (1415)，歲次乙未，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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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

通供養。

大明永樂九年 (1411)，歲次辛卯，仲冬吉日，發心印

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天界禪寺昆盧寶閣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八年 (1410)，歲次庚寅，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雲南五華寺流通供養。

大明永樂五年 (1407)，歲次丁亥，三月十一日，發

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捨靈谷禪寺流通供養。12 

 (

, 1335-1418)

12  《 》 “ ”
1991 593 《 〈 〉 》 《 》
2017 1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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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 》

皇明混一海宇……皇上……命 [ 鄭 ] 和等統率官校

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 ；所以宣德化

而柔遠人也。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

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

……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

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

神之靈固嘗著於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

濤，旣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爲夷，雖在

顚連亦保無虞。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

之侵掠者勦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

賜也。

……神之靈無往不在，若長樂南山之行宮，余由舟

師累駐於斯，伺風開洋。乃於永樂十年奏建，以爲官軍

祈報之所，……又發心施財，鼎建三清寶殿一所於宮之左。

雕粧聖像，粲然一新。鐘皷供儀，靡不具俻，僉謂如是，

庶足以盡恭事天地神明之心。……[ 鄭 ] 和等上荷聖君寵

命之隆，下致遠夷敬信之厚，統舟師之衆，掌錢帛之多，

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於國事，盡誠於神明乎！

師旅之安寧，往廻之康濟者，烏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

神之德於石，併記諸番往廻之歲月，以貽永久焉！……

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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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使太監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眞、張達、吳忠，

都指揮朱眞、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楊一初稽首請立石。13 

(1529-?)《 》

 ( )
14

1911 (Gall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Perso-Arabic 

script)

(Viṣṇu)

(Colombo National Museum) 15

“ ” “ ”

13  《 》 2005 42-43
14  《 》 “ ”
312
15  Lorna Dewaraja, “Cheng Ho’s Visits to Sri Lanka and th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in Colomb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ri Lanka 52 (2006):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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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6

16  《 》 200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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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  《 》
20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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