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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拜喇嘛为师，修
习佛法，似乎改信了佛
教。郑和曾出资资助刻
印佛经，可下西洋的时
候还去麦加朝拜。郑和
去世的时候按照穆斯林
葬俗埋葬，可在墓葬附
近 又 建 了 一 座 弘 觉 寺
塔。郑和到底是在宗教
上脚踏两只船，还是只
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
郑和原名马三宝明朝永
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
五日(公历7月11日)，郑
和率领27800多人，分乘
208艘木制帆船，由太仓
刘家港出发，开始了持
续28年之久的七次下西
洋的壮举，因此而彪炳
于史册。然而，关于他
的家世，至今依然有争
议。

《明史·宦官传》
对于他的家世的介绍只
有很简单的一句话：“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
三保太监者也。”从其
他史料人们才知道，他
本姓马，名三保，父亲
名叫马哈只。最有价值
的史料是，永乐年间礼
部尚书李至刚为他父亲
所 写 的 《 故 马 公 墓 志
铭》，提供了不少珍贵
信 息 ： 一 、 “ 公 字 哈
只，姓马氏，世为云南
昆阳州人”；二、郑和
是他的次子；三、马哈
只“魁岸奇伟，风裁凛
凛可畏”。李至刚曾参
与《明太祖实录》的编
修，朝夕在永乐皇帝左
右，被视为亲信，和当
时的内官监太监郑和关
系密切。因此，他的记
述，可信度极高。

几 十 年 来 ， 现 代
史家根据马哈只墓碑、
《郑和家谱》、《赛典
赤家谱》的考证，马哈
只、马三保父子，是元
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
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

后裔，也就是说，郑和
是赛典赤的六世孙。那
么，赛典赤何许人也？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
传》说：“赛典赤赡思
丁，一名乌马尔，回回
人，别庵伯尔之裔，其
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
族也。”这里所说的“
回回人”，在元朝特指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
人 ， 是 仅 次 于 国 族 ( 蒙
古)的“色目人”之一。
《元史》素称难读，参
杂了各种语言，据精通
阿 拉 伯 语 言 的 专 家 解
释，赛典赤意为“尊贵
的 圣 裔 ” ， 赡 思 丁 意
为“宗教的太阳”，乌
马尔意为“长寿”，别
庵伯尔意为领袖，“别
庵伯尔之裔”专指伊斯
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
裔。如此说来，郑和应
该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后
裔。这种情况，在今天
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在
当时却是司空见惯的。
蒙古三次西征，建立了
横跨亚欧大陆的大蒙古
国 ， 中 外 交 往 盛 极 一
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民族大融合，赛典赤·
赡思丁成为元朝的咸阳
王并不离奇。

美国《百科全书》
关于郑和的家世有简明
清晰的介绍：15世纪初
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
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
非 洲 抵 达 印 度 一 百 年
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
洋做过七次远征。郑和
为一名去麦加朝圣过的
伊斯兰教徒(马)哈只之

子，约在1371年生于云
南 省 昆 明 ， 取 名 马 三
保。后来，在明朝军队
攻打云南时，年幼的马
三保被掳入明朝朝廷，
阉割后成为太监。郑和
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
的云南统辖的后代，并
系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
的后裔。马姓一个起源
来自中文对穆罕默德的
音译。

2 · 3 · 2 　 如 此 看
来，中外学者在这一点
上 是 不 谋 而 合 的 ， 或
者说是有共识的，郑和
是赛典赤的后裔，父亲
马哈只曾经朝圣麦加。
永乐皇帝任命他领导下
西 洋 的 壮 举 ， 访 问 印
度洋、阿拉伯、东非各
国，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决策。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郑和的姓是永乐皇
帝所赐—“赐姓郑”，
这个“郑”的由来，据
说与郑村坝战役有关。
燕王朱棣以“清君侧”
名 义 发 动 叛 乱 ， 建 文
帝派耿炳文率兵30万前
往北平讨伐。建文元年
(1399年)十月，朱棣率
兵奔袭大宁，意在合并
宁王朱权的兵马，扩充
实力。代替老将耿炳文
出 任 总 指 挥 的 李 景 隆 (
李文忠之子)，乘虚围攻
北平。朱棣快速回师，
在北平东面二十里的郑
村坝，大败李景隆。朱
棣为了嘉奖在郑村坝战
役 建 立 奇 功 的 三 保 太
监，“赐姓郑”，又提
升他为内官监太监。综
上所述，郑和应是回族

人，信仰伊斯兰教，原
名马三宝。但他是大明
王朝的宦官，所以他又
得崇尚佛教。

中国的穆斯林航海
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
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
七次远航,抵达东南亚、
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
多地方。郑和的远航与
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
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相
比 , 不 仅 规 模 大 、 人 数
多,而且时间也早了近百
年。郑和航海在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方
面的活动和意义,早已备
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研
究 , 并 取 得 了 大 量 的 成
果。 

据 记 载 , 早 在 伊 斯
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
就已在从红海到中国的
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
地。公元8世纪后,更是
有大量的穆斯林从海路
到中国来经商传教。按
理说,伊斯兰教应先在沿
途各地广泛传播,然后才
到达中国。但事实上,伊
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
模迅速传播却是在15世
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
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
的。于是,我们就面临这
样一个问题:从时间上来
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
全面传播与郑和航海之
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
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
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
动最频繁的满剌加、苏
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即

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
尼西亚)。而在郑和舰队
的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
亚半岛内陆地区(今天的
缅 、 泰 、 老 、 柬 、 越 ) ,
伊斯兰教基本就没有传
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当 然 , 有 人 会 说 , 东 南 亚
海岛地区也正是阿拉伯
人东来的必经之路,所以
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
传播应该主要是阿拉伯
人，是乎从逻辑上来说
讲得通。但问题是:为什
么在同样是阿拉伯人活
动范围内、而且比东南
亚各国距阿拉伯半岛更
近的锡兰、印度南部等
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
却远没有在东南亚海岛
地区普遍呢? 

郑和本人是穆斯林,
但从有关的史料来看,他
前几次的航行与伊斯兰
教有关的活动并不多。
但他后期的几次航行却
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伊
斯兰色彩,如第三次航行
归来后到故乡云南昆阳
上坟,参加伊斯兰斋月活
动,从第四次航行起带上
了马欢、哈三等穆斯林
随员,第五次出访前到泉
州拜谒伊斯兰先贤墓,后
来又帮助重修南京、西
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
远航时派洪保、马欢等
人出访伊斯兰圣地麦加
等等。郑和后期航海与
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为
什么会增多?这是否与他
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
需要有关呢? 如果对这些
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
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
这样的结论:郑和航海与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
播确实有重要联系。

西北大学侨研院中
华姓氏宗亲文化研究课
题组  王博文  程国雁  陈
民生 闫国明  王君曼  王
诚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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