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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必M耶乞归易降表,及所
藏珍宝人贡,弼与亦黑迷失
许之,遣万户捏只不丁、甘
州不花,以虽三百人护之还
国。土罕必储那于道杀二
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
调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
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
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
人。"战败归来,追究责任, 
“诏治纵爪哇者,啊与亦黑
迷失皆获罪,兴独以不所议,
且功多,赐金五说两"

三 名 将 领 回 国 后 提
供两个伤亡数字,值得我们
加以检验,有关土罕必阁耶
事件,史钢指出两名万户军
官途中被土军必潮耶所杀,
可是,他没有交代那200名
护送士兵的下落,亦黑迷失
对护送队的命运也一字不
提。按高兴的说法: "…史
纲、亦黑迷失已遣使护土
罕必圈耶归国,具人贡礼。
兴深言其失计。土罕必阁
那 果 杀 使 者 以 叛 , 合 众 来
攻…"。

高 兴 的 说 法 很 含 糊 ,
所言被杀的“使者",无法
确定是指两名带护送队的
军官,还是指整个护送队包
括200名士兵。《元史》卷
210 《爪哇列传》提供的说
法,让我们对200名士兵的
命运有新的解读。有关土
罕必阁职频变之事,该列传
记述道: " (至元三十年)四
月二日,遣土罕必谢耶还其
地,具人贡礼,以万户捏只不
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护
送。

十 九 日 , 土 罕 必 阁 耶
背叛逃去,留军拒战。捏只
不丁、甘州不花、省操冯
祥皆遇害。

二 十 四 日 , 军 还 。 ”
这里也没交代200名护送士
兵的下落。不过却提供

两 则 新 资 讯 , 遇 害 者
除了两名回回军官外,还多
了一名中国官员冯祥。

这里还提到当土罕必
阉耶“背叛逃去”时, “留
军拒战"。 “背叛逃去”
与“留军拒战”是可能帮
助我们解密的关键句子, “
留军"可能是指护送士兵,
也可能是叛变土酋土罕必
阁耶的军队。关键在突发

事件的时空,如果土酋回到
其国土或其军营才叛变, “
留军”是指土酋的军队,但
很难自圆其说,高兴说土罕
必阁耶杀使者叛变后,合众
来攻,证明其军队没有拒战,
因此, “留军”是指护送
士兵。史弼说土酋是在途
中“背逃去": “土罕必阁
耶于道杀二人以叛” (黑体
为作者所加)。高兴也说土
酋叛变后,才去召兵反攻。
综合史弼、高兴及爪哇列
传的资料,我们大致理清事
件发生的经过如下:史弼与
亦黑迷失决定同意土罕必
阁耶回国的请求,以便准备
贡礼,史弼派遣两军官率领
200士兵护送,途中土罕必
阁耶杀了两军官后背叛逃
去。护送士兵拒战,拒战的
士兵归队的话必死无疑,唯
一的活路是做逃兵隐居。

史弼、亦黑迷失及高
兴都没有提到带去的5000
士兵到底有多少随他们回
国,也只有史弼回国后报告, 
“士卒死者三千余人"。实
际上,且战且退,行三百里
仓皇登舟的狼狈战况下,史
弼也无从确定士兵的伤亡
数字,凡没归队的都被他当
作战亡论。我们推论,那没
归队的3000余人未必全部
战亡,其中必定还有因病或
其他原因脱队的战士、逃
兵、伤兵等流落在爪哇。
因此,马欢笔下的满者伯夷
华人伊斯兰教徒,有些可能
是那些脱队或逃走的元朝
大军的后裔。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云
游四海,曾在1337年至1339
年游马来群岛时,就见证勾
栏山(介于加里曼丹和东爪
哇之间的一个小岛)有百多

个蒙古大军的残兵因病被
逼留下来长住。汪大渊在
《岛夷志略》书中记述蒙
古大军曾在勾栏山造船: “
国初,军士征阁婆,遭风于
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丁
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
造舟一十余只。若樯柁、
若帆、若篇,靡不具备,飘
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
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
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男女
椎髻,穿短衫,系巫仑布".《
元史》也证实蒙古军队确
曾在勾栏山造船。“(至元
二十九年) 十二月,弼以五
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过七
洲洋 明年正月…至假里马
答、勾兰等山,驻兵伐木,造
小舟以人"。

郑和的侨务政策与运
作

明太祖建立明朝政权
以后,即刻在宁波、泉州、
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实施
官方的朝贡贸易,同时,推行
禁止私商和人民出海的海
禁政策。

这 双 管 齐 下 的 政 策 ,
导致沿海各地的人民与私
商,因在国内无以为生而纷
纷冒险移居海外。到了明
成祖时代,南洋(即东南亚)
已 出 现 雏 形 的 华 侨 社 会 ,
明成祖与郑和不得不要面
对中国史无前例的华侨问
题 。 明 成 祖 登 基 后 不 久 ,
分别于1403年(永乐元年)
和1406年颁布内容一样招
抚海外华人回国的诏书。
明成祖的这两道诏书,清楚
的表达了明朝初期的华侨
政策或侨务政策。侨务政
策的前提是移居外国犯了

海禁规条,是违法的,但是,
朝廷认为华侨原为国家良
民,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所逼
才毅然走上这条不归路。
因 为 华 侨 “ 或 困 于 衣 食 ,
或苦于吏治,不得已逃聚海
岛,劫掠苟活" 。因此,情有
可原。而且朝廷也觉得他
们“天理良心,未尝泯灭。
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比
闻之,良用侧然"。故愿给
予他们革新的机会,呼吁他
们回国,特赦无罪: "凡前所
犯,悉经赦宥,譬如春水,涣
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
怀疑虑,以取后悔"。

郑 和 下 西 洋 时 , 明 成
祖就给了他如何处理华侨
事 务 的 政 策 方 针 : 以 软 性
诱招安抚的手法招华侨回
国。然而,郑和跟侨民实际
接触后很快就发现,朝廷对
华侨问题与海外侨社的认
知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落
差 , 也 比 朝 廷 想 像 的 更 复
杂。首先,朝廷以为华侨在
国外流离失所,畏罪不敢回
国,故网开一面,特赦招抚他
们回国,以为华侨必定会踊
跃响应。但是,华侨去国已
久,在海外已有事业基础,故
回国的意愿不强,宁愿继续
留居海外发展。再者,朝廷
以为华侨是单一群体,郑和
却发现马来群岛的华侨,因
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化成
两个群体;华人伊斯兰教徒
与非伊斯兰教徒的华人,前
者有主要来自福建(尤其是
泉州)、广东、云南与海南
岛的华化教伊斯兰徒,称为
华回。有些华回很早就移
居马来群岛;

后者则多是明初从广
东福建移入的新移民(称为
侨民、华侨或华民),信奉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面对
这样的新形势,朝廷和郑和
只好默认海外侨社存在的
既成事实,并且意识到必须
正视和妥善处理华侨问题
与华侨事务。明成祖原定
的华侨政策已不适用,必须
根据郑和及其他使者的汇
报加以修正。修正后的明
初华侨政策的基本方针,由
招抚回国趋向在海外护侨,
以及引导控管海外侨社。
以郑和作为明成祖钦定下

西洋统帅的崇高地位,以及
他主导海外事务近30年的
丰 富 经 验 , 我 们 深 信 郑 和
在明初侨务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

虽然明初开始正视华
侨问题,但是明成祖与郑和
也很清楚郑和下西洋的主
要目的是国际外交与海外
贸易,绝非华侨事务。因此,
外交与海外贸易是郑和下
西洋的两大核心使命,华侨
政策只是下西洋的衍生产
品,并非主要目的。外交与
海外贸易是国际政治或国
际关系的两个交叉紧扣的
环节,而华侨政策只是外交
与海外贸易两大环节之下
的一个小环节。

华侨政策必须在外交
与海外贸易政策的架构下
运作。易言之,华侨政策必
须为外交与海外贸易政策
服务。明朝推行的是天朝
体系下和平友好的外交政
策,作为万邦的共主,明朝必
须扮演区域和平的护卫者
的角色。

中 国 与 海 外 各 邦 国
间要定期互访,为达到这一
目的,明朝政府派郑和出使
西洋各国,和各国维持友好
关系,并以大公无私的精神
在各方面给予协助。郑和
每到一地,必先拜会土酋或
国王,赠送各种珍贵礼物或
王冠王印王袍以承认其王
权。除非遇到有敌意的攻
击,郑和绝不诉诸以武力。

这可以从东西王内江
事件中,郑和人员虽被西王
误杀170人,但郑和也没出
军报复,听由朝廷发落 。

同 时 , 郑 和 积 极 支 援
各小邦对付外侵,如干预暹
罗攻打满刺加王国。郑和
也协助士邦平定内乱,如苏
门答腊擒苏干刺协助先王
之子复国。除了促使各国
间的和平与安定外,为了促
进当时的海外贸易的顺利
进行,郑和舰队将横行于马
六甲海峡以陈祖义为首的
海盗加以消灭,从而促进东
西海洋交通与贸易的顺畅
无阻。因此,郑和下西洋期
间,天下太平,万邦来朝,明
成祖创造了汉唐以来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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