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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里 迷 苏 剌 已 改 信 了
伊斯兰教,满剌加的伊
斯兰化已基本完成,所
以 马 欢 看 到 的 自 然 就
是 “ 国 王 、 国 人 皆 从
回回教门”了。 

郑 和 在 旧 港 、 爪
哇 等 地 主 要 是 靠 在 当
地 建 立 华 人 穆 斯 林 社
区,扶植华人穆斯林势
力 来 达 到 传 播 伊 斯 兰
教 的 目 的 。 马 六 甲 的
伊 斯 兰 化 则 是 通 过 该
国 统 治 者 改 宗 而 完 成
的,而从各方面的情况
来看,郑和在这一过程
中 无 疑 起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 满 剌 加 的 伊
斯 兰 化 具 有 特 殊 的 意
义,因为强大的满剌加
穆斯林王国兴起后,加
速 了 整 个 东 南 亚 的 伊
斯兰化。

4)文莱和加里曼
丹 。 文 莱 古 称 婆 罗 ,
当 时 也 有 很 多 华 人 移
民 。 文 莱 的 伊 斯 兰 化
是 在 郑 和 对 这 里 的 访
问之后,而且与当地华
人 也 有 密 切 关 系 。 《
明史•婆罗传》载:“
永乐三年十月遣使(即
郑和)赍玺书、彩币抚
谕其王。……万历时,
为 王 者 闽 人 也 。 或 言
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
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

据 其 国 而 王 之 。 ” 郑
和 第 一 次 下 西 洋 时 访
问 了 加 里 曼 丹 北 部 的
另 一 个 国 家 渤 泥 。 后
该国国王率150多人随
第 二 次 航 海 的 郑 和 前
来中国,后国王在中国
病逝。与满剌加一样,
渤 泥 的 伊 斯 兰 化 也 是
在15世纪后期完成的。 

印 尼 学 者 斯 拉 默
穆利亚纳说:“郑和先
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
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
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
又 在 爪 哇 沿 海 、 马 来
半 岛 和 菲 律 宾 等 地 建
立 类 似 的 社 区 。 他 们
遵 照 哈 乃 斐 派 的 教 义
和 义 务 用 汉 语 传 播 伊
斯 兰 教 。 ” 另 一 位 著
名 的 印 尼 伊 斯 兰 教 学
者 哈 姆 加 在 1 9 6 1 年 写
道:“印尼和马来亚伊
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
国 的 一 名 穆 斯 林 有 着
密 切 关 系 。 这 位 穆 斯
林 就 是 郑 和 将 军 。 ”
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欧
洲 人 来 到 之 前 的 一 个
世纪,中国人通过海上
航 行 无 可 争 辩 地 在 东
南亚起主导作用,而这
一 时 期 正 是 伊 斯 兰 教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传 入 和
大发展时期,这并不是
一种巧合。 

郑 和 与 随 他 航 行
的 马 欢 、 郭 崇 礼 、 哈
三 、 蒲 和 日 等 人 都 是
穆斯林,据说他们每到
一 地 都 要 举 行 伊 斯 兰
教 仪 式 并 宣 传 教 义 。
郑和第七次远航时,派
出马欢等7人从古里前
往伊斯兰圣地麦加(天
方国)和麦地那,摹绘了
麦加大清真寺图,后与
麦 加 、 麦 地 那 派 出 的
使 者 一 起 返 回 中 国 。
这 些 也 都 是 郑 和 在 海
外 开 展 的 重 要 伊 斯 兰
活动。  

中 国 学 者 许 友 年
先 生 1 9 8 3 年 在 《 思 想
战 线 》 发 表 的 文 章 中
谈 到 了 一 个 有 趣 而 重
要 的 线 索 : 一 些 印 尼
学 者 近 年 来 提 出 了 爪
哇 等 地 的 伊 斯 兰 教 是
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
主 要 依 据 却 都 是 在 爪
哇 三 宝 垄 的 郑 和 庙 中
发 现 的 中 文 资 料 。 据
说 一 位 荷 兰 殖 民 官 员
1 9 2 5 年 在 三 宝 垄 郑 和
庙 中 发 现 了 大 量 中 文
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
关 于 印 尼 华 人 穆 斯 林
社 区 建 立 和 发 展 的 许
多情况（许友年.郑和
在 爪 哇 等 地 传 播 伊 斯
兰 教 初 探 [ J ] . 思 想 战
线,1983,(6).）。

5)  尽管一方面学
术界至今对东南亚伊
斯兰教的由来和发展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
未能提出有说服力的
观点,但另一方面也很
少有人注意到郑和与
东南亚伊斯兰教的联
系 。 因 为 在 许 多 人 看
来,中国不是一个伊斯
兰国家,不具备向外传
播 伊 斯 兰 教 的 条 件 和
能力,而东南亚海岛地
区 正 处 于 阿 拉 伯 世 界
与中国之间,从逻辑上
来看,这个地区的伊斯
兰 教 只 可 能 是 由 其 西
面 的 阿 拉 伯 穆 斯 林 传
入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
有 其 特 殊 性 。 由 于 中
国是大国,其古老的文
明在世界上影响巨大,
伊 斯 兰 教 始 传 人 穆 罕
默 德 就 曾 对 其 弟 子 们
说过,“知识,即使远在
中国,也当往而求之”
。因此,东来的阿拉伯
穆 斯 林 从 一 开 始 就 把
活动(传教、经商)的主
要 目 标 放 在 遥 远 的 中
国,而不是来华途中的
东南亚。因此,虽然他
们 早 就 在 沿 途 建 立 了
一些立足点,但始终没
有 开 展 广 泛 和 深 入 的
活 动 。 而 作 为 海 陆 丝
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到
1 5 世 纪 时 伊 斯 兰 教 已
发展成熟,并以元明改
朝 换 代 和 郑 和 下 西 洋
为契机,传向东南亚。
郑 和 虽 然 不 是 最 早 将
伊 斯 兰 教 带 入 东 南 亚
的 人 , 但 他 是 6 0 0 年 以
来 ， 伊 斯 兰 教 在 东 南
亚 海 岛 地 区 的 极 大 推
动和发展传播者。 

郑 和 在 海 外 的 伊
斯 兰 教 活 动 并 不 是 一
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政 治 和
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
西 洋 的 主 要 目 的 服 务
的 。 我 们 甚 至 可 以 认
为 伊 斯 兰 教 是 郑 和 从
事 积 极 经 贸 活 动 的 一
种契合手段,加强中国
与 东 南 亚 国 家 民 众 的
友 好 往 来 ， 从 而 也 推
动 了 该 地 区 伊 斯 兰 教
和 中 国 文 化 的 融 合 交
流。

在14-15世纪之交,
中 国 的 伊 斯 兰 教 经 过
几个世纪的发展,已达
到 其 鼎 盛 时 期 。 而 东
南 亚 虽 然 早 已 从 其 西
边 的 阿 拉 伯 人 、 波 斯
人 和 印 度 人 接 触 到 了
伊斯兰教,但信仰者人
数 一 直 很 少 。 而 且 由
于当时西南亚的衰落,
传 入 东 南 亚 的 伊 斯 兰
教 已 成 了 无 源 之 水 。
于是,中国和东南亚的
伊 斯 兰 教 这 条 连 接 通
道 ， 就 是 1 5 世 纪 七 下
西 洋 的 郑 和 搭 建 起 来
的 前 两 和 纽 带 。 正 如
中 国 佛 教 是 由 西 藏 象
雄 国 传 入 印 度 ， 而 后
又 由 印 度 传 入 内 地 长
安 普 及 全 国 而 发 展 壮
大 ， 而 印 度 佛 教 反 而
衰退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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