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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多 样 性 、 安 全 性
的 突 出 优 势 已 在 远 洋
航 线 上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造 船 技 术 的 发 展
影 响 了 远 洋 航 行 能 力
与 航 线 变 化 。 秦 汉 时
期 ， 中 国 开 通 了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最 远 到 达
印 度 半 岛 ， 到 隋 唐 时
期 ， 远 洋 航 线 已 扩 展
到 阿 拉 伯 半 岛 与 东 非
海 岸 ， 是 当 时 世 界 上
最 长 的 远 洋 航 线 。 而
在 南 朝 后 ， 航 线 选 择
也 由 沿 岸 航 行 转 变 为
离岸跨洋航线。

纵 观 历 史 ， 在 中
华 文 明 持 续 内 生 的 航
海 需 求 下 ， 中 国 的 造
船 和 航 海 技 术 得 以 不
断 提 升 、 巩 固 。 因 此
中 华 海 洋 文 明 具 有 进
程 早 、 有 连 续 性 和 完
整 性 的 特 征 ， 这 一 方
面 使 中 国 突 破 近 海 ，
扩 展 到 南 海 、 印 度
洋 、 太 平 洋 的 时 间 ，
要 远 远 早 于 其 他 国
家 ； 另 一 方 面 也 使 中
国 船 型 种 类 丰 富 ， 在
大 型 化 、 专 业 化 、 安

全 性 等 方 面 得 到 不 断
改 进 提 升 ， 及 至 明 初
郑 和 下 西 洋 ， 中 国 古
代 的 海 洋 实 力 和 海 洋
文明达到巅峰。

反 观 世 界 其 他
古 文 明 ， 虽 也 曾 有 各
具 特 征 的 帆 船 和 造 船
术 ， 但 由 于 文 明 覆
灭 ， 其 海 洋 文 明 也 无
法 一 以 贯 之 地 传 承 发
扬 。 在 地 理 大 发 现 之
前 ， 西 方 航 海 的 地 理
范 围 拓 展 一 直 较 缓
慢 。 即 便 是 曾 与 中 华
海洋文明比肩600多年
的 阿 拉 伯 海 洋 文 明 ，
也 在 地 理 大 发 现 后 迅
速 衰 败 。 唯 有 中 华 海
洋文明延续至今。

中新社记者：16
世纪下半叶由西班牙
主导建造的马尼拉大
帆船为何被称为“中
国帆船”？有人说马
尼拉大帆船贸易是全
球化的起源，它对促
进东西方交流有何作
用？

叶 冲 ： 当 时 ，
中 国 经 济 体 量 世 界 第
一 ， 西 班 牙 想 发 展 贸

易 ， 必 然 要 与 中 国 发
生 联 系 。 “ 马 尼 拉 大
帆 船 ” 是 当 时 西 班 牙
为 将 中 国 商 船 载 运 至
菲 律 宾 的 生 丝 、 丝
绸 、 瓷 器 、 茶 叶 等 货
物 ， 横 跨 太 平 洋 输 送
至 墨 西 哥 ， 从 而 达 成
东 西 贸 易 联 系 而 建 造
的 贸 易 船 ， 是 当 时 比
较先进的航海帆船。

马 尼 拉 大 帆 船 之
所 以 被 称 作 “ 中 国 帆
船 ” ， 一 是 由 于 这 种
船 是 西 班 牙 仿 照 中 国
远 洋 大 型 航 海 帆 船 、
雇 佣 中 国 工 匠 在 马 尼
拉 设 计 建 造 的 ， 中
国 造 船 技 术 深 深 烙 印
其 上 ， 是 原 汁 原 味 的
中 国 船 ； 二 是 其 载 运
的 货 物 主 要 来 源 于 中
国 ， 且 伴 随 着 马 尼 拉
大 帆 船 贸 易 ， 一 些 中
国 商 人 、 工 匠 、 水 手
等 进 入 菲 律 宾 、 美 洲
甚 至 定 居 下 来 。 无 论
是 中 国 的 船 与 货 ， 还
是 跟 进 的 人 员 、 技 术
等 ， 对 所 至 地 区 的 生
产 、 生 活 乃 至 文 化 、
艺 术 都 产 生 了 极 大 影

响。
但 很 难 说 是 马 尼

拉 大 帆 船 贸 易 开 启 了
全 球 化 。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全 球 化 进 程 ， 应 是
由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
所 开 启 的 ， 这 也 是 地
理 大 发 现 的 发 端 。 马
尼 拉 大 帆 船 的 航 线 ，
是 在 中 国 帆 船 自 古 以
来 经 营 的 东 洋 航 线 的
基 础 上 更 进 一 步 ， 跨
越 了 太 平 洋 ， 是 对 全
球 航 海 网 络 体 系 的 补
充 ， 而 不 是 全 球 化 的
起源。

中 新 社 记 者 ： 今
天船舶制造的材料和
动力系统等已完全不
同于木帆船，中国木
帆船的技术与工艺，
在 当 下 是 否 仍 具 价
值？

叶 冲 ： 当 然 。 首
先 ， 中 式 帆 装 在 今 天
的 全 球 航 海 休 闲 体 育
上 有 很 多 应 用 。 西 方
航 海 家 、 学 者 们 曾 总
结过中国帆装的50多项
优 点 。 据 英 国 中 式 帆
装协会2019年统计，全
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航 海 家 、 资 深 帆 船
爱 好 者 在 现 代 船 艇 、
西 式 船 上 安 装 中 式 帆
装 。 国 外 专 门 出 版 了
《 实 用 中 式 帆 装 设 计
与 使 用 》 ， 以 研 究 中
式帆装及操纵技法。

其 次 ， 未 来 船
舶 建 造 愈 发 追 求 智 能
化 和 绿 色 环 保 ， 因 此
一 些 新 式 帆 装 设 计
希 望 利 用 自 然 风 力 作
为 补 充 动 力 。 它 们 在
外 形 、 材 料 与 设 计 原
理 等 方 面 或 已 大 有 改
观 ， 但 其 试 图 利 用 “
八 面 来 风 ” 的 设 计 思
路 ， 仍 与 传 统 帆 装 技
术密不可分。

再 次 ， 如 水 密 舱
壁 等 影 响 船 舶 安 全 的
传 统 技 术 设 计 ， 迄 今
仍 是 全 世 界 航 海 船 舶
保 证 抗 沉 性 的 重 要 技
术 措 施 ， 《 国 际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约 》 强 制
要 求 所 有 船 舶 必 须 设
置 达 到 安 全 标 准 的 水
密 舱 壁 。 这 是 中 国 木
帆 船 在 安 全 技 术 设 计
方 面 对 世 界 船 舶 与 航
海事业的巨大贡献。

此 外 ， 如 至 少 汉
代 就 已 出 现 的 中 国 船
尾 舵 ， 从 拖 舵 发 展 到
轴 舵 、 升 降 舵 、 平 衡
舵 、 开 孔 舵 等 多 种 类
型。而直到13世纪初，
西 方 船 舶 操 控 航 向 仍
主 要 依 靠 桨 ， 这 种 技
术 上 的 代 差 ， 极 大 限
制 了 其 航 海 的 能 力 与
范 围 。 1 3 世 纪 以 后 ，
西 方 船 舶 才 开 始 应 用
船 尾 舵 技 术 ， 并 进 行
了 多 代 改 良 ， 至 今 仍
为 所 有 远 洋 船 舶 所 使
用。(完)

叶冲：为什么说“中国大帆船”
开启了东西方贸易之门？(下)

2021年6月，市民在“中国古代科
技之光”展参观沙船模型。中新社

记者 俞靖 摄

2019年11月，第十三届中国杯帆
船赛在深圳大亚湾开赛。中新社发 

赖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