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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与明初的睦邻友好政策
Zheng He’s Expeditions and Good Neighbourly Polic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李金明
(LI Jinming)

摘要

明初几位皇帝为恢复国内残破的社会经济，对外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争
取与海外国家和平共处，W造就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内社会经
济的复駐与发展。明初几位皇帝实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主要表现在与海外国家
建立友好关系，准许他们派留学生来华就读，欢迎他们人明朝贡，对朝贡使
者放宽限制，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这些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不
仅使国内经济建设得lit迅速地复庭与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抑制T倭寇的
侵掠，尤其是巧和下西洋期间，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加深了海外国家
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
后8次来华访问，其中有的国王在访问途中不幸因病去世，他们留在中国各
地的坟墓成了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见证。

Abstract

In an attempt to recover from the deteriorating economy at home, empero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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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Ming Dynasty carried out a foreign policy of good neighbourliness and peace化I
co-existence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The neighbourly and friendly policy of the early
Ming was to be attained by establishing cordi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llowing them to send students to leam in China, welcoming them to engage in tribute
trade, relaxing restrictions to tributary envoys and maintain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positive effects were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y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success in checking Japanese pirac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rategy,
Zheng He in his faithfully maritime expeditions pursued a friendly and neighbourly
polic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仔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overseas states.
During Zheng He's voyages, nine kings from four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visited China
on eight occasions. Among them were a few who died of sickness during the visit and
their tombs in China remain a permanent reminder of the friendly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初，为了营造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保证国

内社会经济的复磬和发展，除了集中力量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外，对海外

诸国则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明成祖继位之后，遵循了明太祖的治国方针，

对内W "休养安息"为经济政策的核也，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对外
W "怀柔"、"抚续"为宗旨，争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

一、睦邻友好政策的几种表现

明初几位皇帝都很重视与海外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他们继位后，首

先考虑的就是派遣使者遍谕海外诸国，如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年）正

月，遣使(继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后，二月又遣吴用、颜
宗鲁、杨载等出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洪武兰年（1370年）八月，在

遣呂宗俊等招谕遣罗国的同时，亦遣使持诏往谕王佛齐、勃泥、真腊等
国：赵述等使王佛齐，张敬之等使勃泥，郭征等使真腊。明成祖继位之

后，同样广泛地向海外诸国派出使者，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派遣行

人吕让、丘智使安南;' 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西洋、苏口答
剌；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逞罗；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行
人边信、刘元使琉球；翰林待诏王延龄、行人崔彬使朝鲜。九月，遣中官
马彬等使爪哇、西洋、苏口答剌诸国；十月，遣中官尹庆等使满剌加、柯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睦邻友好政策 13

枝诸国等。

为了使睦邻友好政策得W落实，明初皇帝屡次告诫朝中大臣奉行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共处原则。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在奉天口

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
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
晴扬帝妾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虞男女数
千人。得其地不足W供给，得其民不足W使令，徒慕虚為，自弊
中上，载诸史册，为后世化。胶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
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胶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
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膜此意（湖太祖实录》1962
年校印本，卷68，页1277-1278)。

宣德元年（14%年），明宣宗在文华殿也告谕大臣道：

太祖皇帝祖训有古：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
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氏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来掠
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音
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伤人，切记不可
(《明宣宗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16，页0402)。

此外，明太祖还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遣罗、占城、苏

口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王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

夷"，并载诸《祖训》，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
兴兵，致伤人命"（申时行2003,卷105,页74)。即使对倭寇的骚扰，
明太祖亦采取和解的态度。当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寇人寇山东海

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后，他即于二月派杨载使日本，赐日本国王奎书，
要求互不侵犯。其书写道：

-…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
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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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上，W应天休（《明太祖实录》
1962年校印本，卷39，页0787)。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和解，反而
杀了使者中的5人，生还者仅杨载、吴文华2人。对此外交上的失败，明

太祖并不灰私，于洪武兰年、四年又连续派使者过去，甚至对怀良亲王的

反唇相i几也极力克制，蒙古之澈为鉴，终不加兵（张廷玉1984,卷

322，页8344)。

明初几位皇帝在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坚持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其主
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海外诸国推诚待之，对来贡使者礼待之。洪武十二年（1379

年），明太祖曾下令：

中国之于四夷，惟推诚待之，不在乎礼文之繁也……所贡之物务
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负載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诫
而已（《明太祖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122，巧1976)。

当他得悉占城国使臣来朝贡方物，而中书省臣无及时奏报时，即急召见使

臣，并敕令省臣说：

肤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苦1^^1待之。
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乂时告，礼进其使者（《明太祖实
录》1962年校印本，卷126，页2016)。

明太祖的敕令充分表现出愿与海外诸国平等相待的大国风范。

2、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往来，准许他们派人来华留学。洪武二十五

年（1392年），琉球国人才孤那等28人驾舟到河兰璋采硫，遭风飘到惠州

海丰，为巡海兵所获。他们因语言不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转送至京

后，正好有琉球国使者人朝讲明此事，明太祖则将他们全部遣还，并赐闽

人善操舟者兰十六姓，利两国相互交往（徐谋光2003,卷3,页476)。

而在此之前一年，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兰月，明太祖就己告谕礼部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睦邻友好政策 15

大臣说：

琉球国中山、山南二王皆向化者，可选寨官弟、男、子、侄><乂充
国子，待读书知理，即遣担国，宜行文使彼知之（黄佐1976，卷
1，页 111-112)。

翌年秋天，琉球国王则遣其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及寨官子仁悦慈兰人人南
京国子监就读；山南王亦遣其侄兰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人南京国
子监就读。此后，琉球派人来华留学遂成为惯例。至隆庆、万历年间，估
计琉球派来国子监的留学生大约有14-15次之多。明朝政府给他们最优

厚的待遇，规定"凡琉球国起送陪臣子弟赴南京国子监读书习礼，本部转

行各该衙口供给廣米、柴炭及冬夏衣服。回国之日，差通事伴送至福建回
还"（申时行2003,卷117,页176)。

3、欢迎海外诸国入明朝贡，对朝贡使者放宽限制。明成祖继位之初，

即告谕礼部大臣说：

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k乂诚。其^a上物来市
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有之，不远
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明太索
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12上，页0205)。

对朝贡使者违反国内规定的一些做法，明成祖也尽量宽有之，不予追究。

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当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遣使人贡，违禁私载

兵器，须籍封送京师时，明成祖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

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货费亦多。其各费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巧
一切拘之禁令？"十月，因西洋、剌泥与回回哈只等来贡，附载胡椒同百

姓交易，有关部口请示征收其税。明成祖又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
之民，岂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
体。"不准其请。永乐二年（1404年），李至刚等人复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

人贡，随带白金往处州购买瓷器，按法当逮问。明成祖却认为："远方之
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徐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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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卷 167，页 1923) 0

4、对海外诸国发生的相互侵扰事件，从中进行幹旋。洪武六年

(1373年）十一月，明太祖得知占城在其边境打败安南的人侵，遣使前来
告捷时。对省臣说：

海外诸国，阻山隔海，各守境上，其来久矣。前年安南表言，占
城犯境；今年占城复称，安南扰边。二国皆事朝延，未审彼此曲
直。其遣人往谕二国，各宜罢兵息民，毋相侵扰（《明太祖实录》
1962年校印本，卷％，页1525)。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使臣出使占城时，发现有3名爪哇人被占城俘

虔，则将他们解救带回中国。明成祖获悉此事时，命中官马彬赐给他们衣

服、道里费，护送回爪哇（《明太宗实录》19拍年校印本，卷23,页

0421-0422)。当时在东南亚一带，逼罗的国力比较强，经常欺凌邻国。有

一次占城使者因遭风漂至彭亨国，遣罗得知后，则恃强迫使彭亨交出占城

使者，并羁留不遣；又苏口答剌和满剌加国王均遣使者到明朝，诉说逞罗

强暴发兵，夺其受明朝廷赏赐的印诘，国人惊骇不能安生。为此，明成祖

乘遣罗使者来朝贡之机，赐敕谕逞罗国王，从中幹旋，使之归还占城使者

及苏口答剌、满剌加所受的印浩，做到"安分守礼，睦邻境，庶几永享太

平"（《明太宗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72,页1008-100%。

明初皇帝在贯彻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也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

为了鼓励海外国家人明朝贡，明成祖采取"派出去，招进来"的积极措

施，不惜耗费巨资，在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先后派遣郑和韦下

西洋，到达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

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郑和船队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尽管他们拥有27,000多名官兵和
近百艘大船，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他们没有因此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睡邻友好政策 17

而凌辱小国，也没有霸占过他国的一寸±地，甚至没有对他们到达的地方
声称拥有主权，W夸耀自己的"发现"。郑和船队的这些表现与后来西方

殖民者的海上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此而言，郑和船队完全是典型的和
平之师、友好使者。他们每到达一地，即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

银印、冠服、礼品等，并鼓励他们遣使人明朝贡，且在某些地方树碑^:^示
友好。如永乐五年（1407年），邦和统率船队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国

时，就在当地建立碑庭。其铭文云："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
熙峰同情。永示万世，地平天成"（罗緻登1985,卷13,页792)。永乐

走年（1409年），郑和又奉明成祖之命，在锡兰(金银供器、彩粧、织金

宝幡布施佛寺，并建立石碑，碑上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兰种文字

(费信著，冯承钩校注1954: 30) 0

满剌加地处东西交通要冲，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必，大凡马鲁古
的了香、万丹的肉豆寇、帝巧的檀香、文莱的棒脑等，无不汇集于此。巧

和船队就在此设立据点，建造仓库，顿积钱粮，打整购买到的各种货物，

等待季候风的转换。据当时随行的翻译马欢记载：

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口更鼓楼。夜则提铃巡
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废，一应钱粮顿在其内。
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
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马欢著，冯承钓校注1935: 25)。

巧和在这里不仅解决了逞罗恃强长期欺凌弱小邻邦的问题，而且扶持满剌
加正式建立国家。满剌加原来不是个国家，只因海中有五蜗，遂此命名

为"五蜗"，没有国王，仅由头目掌管。此地向来为遣罗所辖，每年需向

逞罗缴纳贡金40两，否则派兵征伐之。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带

诏书，赐当地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命名为"满剌加
国"。自此之后，遣罗再也不敢来侵扰。宣德六年（1431年），满剌加国头

目巫宝赤纳等至京诉说：

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遥罗国王所阻。遐罗素欲侵害本国，本国
欲奏而无能书者。今国王令匯王人潜附苏口答刺贡舟来京，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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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遣人谕遮罗王，无津欺凌，不胜感恩之至。

明宣宗即令行在礼部赏赐巫宝赤纳等人，让他们附搭郑和船队还国。令郑
和带敕谕遅罗国王说：

胶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事朝廷，屡遣使朝贡，胶用尔嘉。
此间满刺加国王欲躬来朝而阻于王国，切胶度之，必非王意，皆
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启畔，斯堂衣保富
贵之道。王宜恪遵胶命，睦邻通好，告谕下人勿哮侵侮，则见王
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付胶同仁之心' (《明宣宗实
录》1962年校印本，卷76，页1763)。

由此可见，明初皇帝所提倡的睦邻友好政策，已通过郑和下西洋直接对东

南亚各国施加影响，使之能和睦相处，勿启畔端。

郑和在旧港（今苏口答腊岛东北部的己邻旁）亦为当地測灭海寇，保

证T航道的安全。有广东人陈祖义，在洪武年间携家逃至旧港，充当头

目，甚是豪横，凡有过往旅客、船只，辄便劫夺财物。永乐五年（1407

年），当郑和率船队到达旧港时，另一广东人施进卿前来诉说陈祖义的海

盗行径。郑和则遣人招谕之，但陈祖义不仅不接受招谕，反而潜谋要劫官
军，被郑和击败，生擒至京师诛之。于是保证了海道的清宁，使"番人赖

之lil安业"。在苏口答剌，郑和也为当地国王平定了叛乱。当巧和奉使至

苏口答剌，向其国王宰奴里阿必了颁赐彩币等物时，有前伪王弟苏干剌，

正图谋杀害宰奴里阿必下，夺其王位。苏干剌见郑和赐物不及已，即领

兵数万邀杀官军，邦和率众及其国兵战败之，将苏干剌俘庚并诛之（《明

太宗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168，页1870)。这些事实表明，郑和在下

西洋期间，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为东南亚国家伸张正义，为维护当

地的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

至于下西洋官兵在爪哇遭误杀事件，明成祖也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

妥善地作了处理。明初，爪哇国分为东西二王。永乐元年（1403年），西

王都马板遣使奉表贺继位，明成祖赐[锥金银印；而东王幸令达哈亦遣使
朝贡，并奏请印章，明成祖也命铸涂金印赐之。自此之后，二王都有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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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西王与东王相战，东王战败被杀，国遂灭。

此时正值下西洋船只经过东王辖地，官军上岸交易，被西王兵误杀170余

人。西王得知此事后，即派使者上表谢罪。明成祖敕谕深责其罪行，要求

输黄金六万两赔偿被误杀官军之命。但永乐六年（1408年），西王都马

板仅献黄金一万两谢罪。礼部大臣对其做法忿忿不平，认为尚欠偿金五万

两，应将其使者下法司治之，但明成祖从瞳邻友好的大局出发，赦免之。

他说道："远人欲其畏罪则已，岂利其金耶。且既知过，所负金悉免之。"

仍遣还其使者，令带诏谕意，与西王继续保持着朝贡关系（严从简1993,

卷8，页293-294)。

郑和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与迟之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远航者大相径

庭，有人把当时中西几次远航探险的性质进行比较，认为邦和船队带去的

是"丝和瓷"，是和平友好的交往，而西方远航者带去的是"剑与火"。

达•伽马、哥伦布的远航是做着"黄金梦"，为掠夺神话般的东方财富，给

亚、非、拉带来了整整300年的暴力掠夺（倪健民、宋宜昌主编1997:

1158)。正因为如此，故巧和深受东南亚人民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

"兰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W兰宝命名的地方，如泰罔的兰宝港，马来

西亚的兰宝山、王宝井，菲律宾的兰宝颜，印尼的兰宝巧、兰宝庙等等。

至今在东南亚各地仍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巧和下西洋的传说，他们把郑和

的功绩作为神话来传颂，把郑和的偶像供在庙里崇拜。这种种事实说明，

郑和下西洋所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是深得人必的。

吉、睦邻友好政策产生的积极效应

对外政策是罔内政策的延续。明初几位皇帝为了恢复残破的社会经

济，巩固新生的政权，除了对内采取"休养安息"的让步政策外，对外亦

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因此，中罔赢来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罔际环境，得将

主要精力集中在园内的经济建设上，使明初的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地复越与

发展。如《明史）所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

数百万石外，府县仓虜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张廷玉1984,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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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895)。这种"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盛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来，
应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倭寇的侵掠问题一直是明初几位皇帝的私腹之患，尽管明太祖因误将

九州的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致使几次外交努力都(失败告

终，但是他仍睦邻友好为重，在《祖训》中把日本列人"不征之国"的

范围之内。永乐初年，经过明成祖的一番努力，日本国王源道义于永乐王

年（1405年）遣使人明朝贡，并协助巧灭骚扰中国沿海的对马、壹岐等岛

的倭寇，将倭寇头目俘送至明朝廷。明成祖即遣使费蜜书褒谕之，且封其

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亲制碑文立其上。永乐五年（1407年），源道

义又遣使人贡，并献所俘获的倭寇等，明成祖再次褒谕之曰："王忠贤明

信，恭敬朝廷，珍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明太宗实录》1962年

校印本，卷67,页0941)。经过日本国王的几次劇灭，这段时间倭寇对中

国沿海的掠夺次数相对少得多，从而使中国沿海一带的百姓得W安居乐

业，这也是睦邻友好政策产生的另一•积极效应。

产生积极效应最明显的应数琉球方面，明太祖为使琉球国人能受到较

好的教育，准许他们派子弟人国子监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返国后，一般

都担任大夫、长史、通事等文职，起到了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的桥梁作

用。我们从琉球文字的发展就可看出，据元代陶宗仪所言，琉球在元代时

来华朝贡，所上表文木为简，高八寸许，厚兰分，阔五分，饰囊，扣

[锡，贯革，而横行刻字于其上，其字体峨抖书。而至明代来华朝贡

时，其表文已皆用中国文字，可见这些留学生对琉球文化的影响之大。正

如明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所说："俗无文字，人学中国，始陈奉表

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张翰1985,卷3,页55)。此外，明太祖为

使琉球入明朝贡往来之便，派闺人善操舟者兰十六姓到琉球，他们"知书

者授大夫、长史，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
(《明神宗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438,页8298)。这些兰十六姓对后裔

的教育非常重视，其子弟能言教L义汉语，能书教汉文，十岁称若秀才，

王给米一石；十五雍发先谒孔圣，次谒国王，王籍其名，谓之秀才，给米

兰石；长则选为通事，积功至都通事、通议大夫、中议大夫而至紫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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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元1992,卷4,页101)。他们是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的先驱，对

琉球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中琉关系史研究专家杨仲摸先生

称赞道：

正是闽中王千六化移民，把中华文化的火种传播到琉球，使琉球
各方面突飞猛进，迈入古代琉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杨仲挨
1972: 35)。

巧和下西洋期间，由于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所到之处深受各国
人民的热烈欢迎：

其所贪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首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
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激。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
遣使领贪，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巩珍著，向达校注1961: 6)。

于是，出现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古里、忽鲁漠斯、锡兰山、

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勃

利、苏口答剌、阿鲁、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同时至京朝贡的盛大

场面（《明太宗实果)〉1962年校印本，卷263,页24的）。这充分显示了实
行睦邻友好政策对于密切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往来，对于增进中国人民

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和

下西洋的影响下，4个东南亚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亲自率领使团来华

访问。其中最突出的是满剌加国王祖孙兰代均来华访问过。由于巧和下西

洋时帮助满剌加建立国家，并解决了逞罗国的入侵问题，故满刺加国王拜

里迷苏剌深怀感激，于永乐九年（1411年）亲自率领其妃、子、陪臣一行

540余人来华访问。永乐十七年（1419年），拜里迷苏剌的儿子亦思罕答
儿沙翩立为满剌加国王后，亦亲自率领王妃、王子来华访问；永乐二十二
年（1424年），亦思罕答儿沙的儿子西里麻哈剌者继位后，也同样率领其

王妃及头目来华访问；宣德八年（1433年），西里麻哈剌者再度率其家属、

头目一行228人来华访问。由此显示，当时满剌加国与明朝的关系非常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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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华访问的东南亚国王还有今日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勃泥国国

王麻那惹加那，他于永乐六年（1408年），亲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

戚、陪臣等一行150余人泛海来华访问。访问期间由于忽染疾病，医治无

效去世。J临终前他对不能报答明成祖的盛情接待深感遗憾，嘱咐其子"人
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嘱咐其妃，将其"体魄托葬中华"（胡
广2005: 644)。明成祖遵照其遗愿，命工部具棺惇、明器葬于安德口外，

树碑神道，求西南夷人之隶籍中国者守之，立祠于墓，命有司岁于春秋用

少牢祭之（《明太宗实录》1962年校印本，卷84，页1117)。永乐十年

(1421年），继任勃泥国王的麻那惹加那儿子遐旺也亲自偕其母、妻等来华

访问，并在南京祭奠其父坟墓。除此之外，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

国东王巴都葛趴答剌、西王麻哈剌巧葛剌麻了、响王趴都葛巴剌h分别率

领其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访问。兰王在返国途中，东王不幸

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王礼将之厚葬于德州北郊，并亲自为文树碑墓
道，赞扬东王：

躬率眷属及其国王，航涨海，泛録波，不悼数万里之遥，执玉帛、
奉金表，来朝京师……光荣被其家园，庄泽流于后人，义声昭于
史册，永世而不磨（朱樣2005: 649-650)。

永乐十八年（1420年），古麻剌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剌义亦

敦奔亲率其王妃、王子、陪臣，随太监张谦来华访问。归国途中，古麻剌

朗国王因病在福州去世，明成祖亦(王礼将其厚葬于闽县，令有司岁致

祭。这些东南亚国王的来访，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

流，而且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传统友谊。其中不幸因病去世的几位国王，其

留在中国各地的坟墓，至今仍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
证。

综上所述，明初几位皇帝为恢复国内残破的社会经济，对外实行睦邻
友好政策，争取与海外国家和平共处，料造就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
保证国内社会经济的复庭和发展。明初几位皇帝实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主要
表现在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准许他们派留学生来华就读，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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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朝贡，对朝贡使者放宽限制，对海外国家之间发生的相互侵扰事件，

从中进行幹旋等等。这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不仅使国内经济建设得迅

速地恢复与发展，出现了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盛况，而且在某种程

度上抑制了倭寇的骚扰。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期间，忠实地奉行睦邻友好政

策，加深了海外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出现了海外16国遣使1，200人同
时至京朝贡的盛大场面。此外，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4个东南亚国家

的9位国王先后来华进行了 8次的访问，其中有的国王在访问途中不幸因

病去世，他们留在中国各地的坟墓成T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

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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