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 02~03

太仓作为郑和七下西洋起锚地，积极传承和弘扬郑和文化，将郑和精神融入城市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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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年前的今天，明代航海家

郑和从太仓刘家港扬帆远航，开启

了七下西洋的惊世之举，开创了世

界航海史的新纪元，谱写了文明互

鉴的新史诗。太仓也因郑和七下

西洋而走向世界，伟大的郑和精神

从此融入城市血脉。

文化航标
向海图强

纪念郑和下西洋 周年特别报道

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7月11日，郑和第一次出使
西洋。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出发，经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
帆南下，每到一个国家，都表达了友好交往的心愿，受到各
国热情接待。这次航海直到第三年9月才回国。此后郑和
屡次航海，用28年时间，七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洲、非洲
30多个国家。为纪念郑和下西洋，国务院将每年的7月11
日定为“中国航海日”。

据《明史·郑和传》等文献记载，郑和船队中的大型宝
船，船上9桅可挂12张帆，其规制为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
十八丈。以一尺合31.1厘米算的话，其长度为惊人的138
米。地处南京的明代宝船厂是郑和宝船的“出生地”，至今
遗址尚存。宝船厂专为郑和下西洋而建造，在长江边自南
向北依次平行分布着7条造船船坞，可同时建造各类大小
船只。宝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通过多道厚实的舱壁将船
体分隔成独立舱室，极大提升了船舶的抗沉性，其成熟应
用领先西方数百年。总之，郑和宝船及其庞大船队的建造
与远航，是明代永乐盛世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太仓的刘家港独具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西由娄江与
富庶的太湖流域连成一片，北接长江与广袤的长江流域相
交通，是江南地区的出海要津。刘家港地处东部海岸的中
心位置，向北与密州、登州、直沽诸港埠，南与泉州、广州、庆
元诸港的联系十分方便。发达的水路交通，正是郑和船队
下西洋时选择太仓作为起锚地的重要原因。

郑和船队将太仓当成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基地，众多精
美的瓷器、丝绸、金银器皿和其他中国特产在太仓汇集装
船，并通过郑和的船队漂洋过海。同时，郑和船队也换回
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宝石、香料等，有力推
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如年轮深嵌古木，似潮汐
牵引海洋，文化铸就一座城市的
根脉与灵魂。

从郑和船队的罗盘经纬，到娄东画
派的墨韵流芳，从园林建筑的匠心独运，
到江南丝竹的清越灵动，近年来，太仓不断擦
亮娄东文化、海运文化等魅力名片，积极传承
与弘扬郑和文化，努力让优秀历史文化焕发时代
活力。

顾名思义，太仓的郑和文化源头便是郑和七下西
洋。当时，郑和船队以太仓为起锚地和归泊港，每次在
下西洋前后，都会长时间停留于此工作。由此，船队在太
仓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据史料记载，郑和每次从刘家港出海之前，必先率船队
官兵把浏河天妃宫修葺一新，在此进香朝拜妈祖，祈佑出海
平安。船队归来时，也会到天妃宫朝拜谢神，供奉船模。而
今，天妃宫香火依旧，内有一块“通番事迹碑”，系郑和等人在
1431年所立，碑文中记述了船队下西洋的经过，是研究中国明
代海外交通史和中外交往史的珍贵实物史料。

为纪念郑和七下西洋，太仓专门修建了郑和公园，夯实了
郑和文化在太仓传承和弘扬的“硬基础”——

郑和公园占地面积约122公顷，内部建有郑和纪念馆、郑
和铜像、仿郑和宝船、异域风情区等。其中，郑和纪念馆建筑
面积23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郑和七下西洋与太仓的历史关
联；郑和铜像高18米、重50余吨，为国内最大；复制的郑和二
号宝船，长71.1米、宽14.05米，在数字上呼应郑和船队从太
仓首航出海的特殊日子。郑和公园自2008年建成开放以
来，备受市民游客欢迎，成为太仓的知名地标。

与此同时，太仓以多元创新的形式，着力强化郑和文
化在太仓传承和弘扬的“软支撑”——

每年围绕“中国航海日”举行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
并依托海军郑和舰、郑和公园等阵地，广泛开展科普研
学、阅读巡演、文艺创作等群众性活动；利用南京大学
等智库力量、微短剧等新兴影视艺术形式，尝试通过
推出一批学术著作和影视作品，让郑和文化直抵人
心；加强与海内外主流媒体、自媒体的宣传合作，
推动郑和文化“出圈”“出彩”“出海”。

“软硬兼施”，太仓正努力将600余年的航
海记忆，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航标。

如果说郑和文化还
能看得见、摸得着，那么郑和
精神就上升到了另一种维度，必
须从太仓的发展轨迹中才能更加
直观、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江风海韵、“六国码头”本就孕育了
太仓人“放眼看世界、敢为天下先”的基
因，再叠加郑和精神赋予的开拓意识和开
放姿态，近年来，太仓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成功打造了“长江
外贸第一港”“融入上海第一站”“对德合作第一
城”等开放名片，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十。

细数郑和精神的具象化，港口变迁最具代表
性，今天的太仓港就是刘家港的延续和新生。

1992年，太仓港万吨级码头建设打下历史第一
桩，吹响了太仓向海图强的号角。2020年，以太仓
港为主要载体，苏州（太仓）入选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承载城市名单。2024年6月，太仓正式把港口发展
列为“一号工程”来推动。从提出“以港强市、以市兴
港”，到打造以港强市枢纽城，再到加快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太仓聚焦“前港-中区-后城”，奋力推进枢纽能
级持续跃升、港产城人深度共融。

昔年的万里云帆，早已化作深蓝航迹。太仓港在
新时代链接新丝路，已实现从“小江港”向“大枢纽”的华
丽蜕变，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中国大陆第8位、全球第20
位，航线覆盖全球100多个港口，遍布全国28个省份的
4000多家外贸企业于此走货。

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运往海外的物资种类繁多，
如茶叶、苎丝、色绢、瓷器、铁器、铜器等。今天，太仓港
在做强集装箱、木材、钢材等传统货种基础上，瞄准风
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储能柜等新兴产业，争做“新
能源商品出海第一港”。今年前5月，累计出口汽车
29.91万辆，同比增长43.43％；出口“新三样”产品超
360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覆盖105个国家和地
区。

伴随着港口“重归巅峰”，太仓的临港产业也蓬
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港区拥有各类工业企业
约3000家，集聚世界500强企业30多家、央企项
目40余个，规上工业产值、物贸主营收入均超
1000亿元。坚持临港先进制造业与沿江现代
服务业“双轮驱动”，港区正在向“双两千亿”
的新高峰奋力攀登。

和合共生

当庞大船队的风帆扬起时，
郑和或许不会想到，这段航程会在
人类文明史上写下最温柔的注脚——人
类文明的大海，从来不是弱肉强食的战场，
而是文明互鉴的舞台。

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不仅携带大量中国物
产而去，也满载西洋物产而归，丰富了明代百姓的物
质文化生活。

时至今日，这种“和合共生”的郑和精神从未褪色，反
而更加璀璨夺目。

在太仓，外资企业的纷至沓来、内外资企业的共生共荣
以及外籍人士工作生活的高度便利化，都是对和合共生的生
动阐释。

目前，太仓已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
共有超1800家外资企业落户，外企创造了全市50%的工业产值、
60%的进出口额以及为数众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太仓累计落
户德企超560家，成为德企对华投资最密集、发展最好的城市之
一。

在太仓“德企之乡”的城市名片之下，紧接着便是“太仓制
造 德国品质”的产业名片。全市800多家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与
德企开展了产业配套和研发创新、人才共育、资本联合等多种形
式的合作，彼此交融、共同成长。通过和德企的配套合作或技术
吸收，涌现了瑞高新材料等一大批优质的本土先进制造业企业。

此外，太仓连续17年在德国举办“太仓日”活动，连续19年
举办太仓“啤酒节”，定期举办“中德友谊杯”足球赛、马拉松、
乒乓球赛等文体交流活动，成立外籍人士服务中心，并建设
了一批具有德国风情的商业街区和生活配套设施，为德国
友人创造了“他乡即故乡”的城市印象。

620年纵然漫漫，郑和精神却不曾远去。站在新的
历史潮头，太仓这座沿江临沪近海之城，正努力让古老
的航海史诗，在新时代的壮阔波澜中永远闪耀、生生
不息。

邢少兰是当代娄东画坛代表人
物，1985年至2015年的30年间，他
共创作了8幅《六国码头通商图》，生
动再现了元末至明清期间太仓浏河商
贾云集、桅樯如林的繁荣盛景。

1985年，邢少兰应邀创作一幅纪
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作品，来再
现明朝时期刘家港“六国码头”景
象。此后，他多次重绘此图：2000
年，为表达对新世纪来临的喜悦心
情，邢少兰重画了《六国码头通商
图》；2001年，邢少兰画了第三幅
《六国码头通商图》，入选并收藏于中
国美协主办的画展；2005年是郑和下
西洋600周年，他第四次重绘此图，这

一版视觉上更疏密有致、结构上更点
面结合，还被印在邮政信封上，印刷量
超60万件。

从浏河到太仓，从太仓到全国，邢
少兰的国画作品声名鹊起。被誉为

“江南清明上河图”的《六国码头通商
图》是邢少兰献给家乡父老的珍贵礼
物。“太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港口，吴文化、江海文化、娄东文
化交融共生，这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滋养。”邢少兰说，希望以
笔传情，让郑和精神跨越时空、直抵
人心，希望通过艺术作品参与国际交
流，让郑和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
升华。

江苏郑和研究会专家王志高，是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
任、博士生导师，曾长期主持南京地区
田野考古工作，并策划、领导明代都知
监太监洪保墓等重大考古发掘项目。

洪保与郑和是同乡，两人年龄相
仿，一生命运轨迹也极为相似。作为
郑和下西洋使团的主要领导成员，他
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其墓志
中也详细记载了奉使参与郑和下西洋
的经历。“郑和宝船厂在南京，出发的
港口是太仓刘家港。这里不仅是出海
港，也是航行回国以后举行封舱仪式
的归港。可以说，纵观郑和下西洋的

历史，太仓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志高表示。

620年前的刘家港就已具备东南
亚、南亚、西亚、东非等航线，涵盖了东
方海上丝绸之路和西方海上丝绸之路
的广大地域范围。“在太仓博物馆，收
藏了许多从樊村泾遗址出土的瓷器。
再结合各类史料，可以得出郑和七下西
洋，皆从太仓出发的结论。”作为一名考
古工作者，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各大项目
的过程中，对郑和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
理解和感悟，“郑和是一个时代的印
记，他的精神值得学习，也激励着我们
在新时代开拓创新、敢为人先。”

夏瑞馥来自东非肯尼亚帕泰岛西
尤村，是郑和船员的后裔。今年6月，
她作为郑和文化传播大使回到“故乡”
太仓，参与纪念郑和下西洋620周年
系列活动。此时距离她首次回到中国
已过去20年。

“20年前，我还是个孩子，20年后
的今天，我带上 3 岁的孩子一起回
乡。”夏瑞馥告诉记者，西尤村一直流
传着祖先是郑和下西洋船队水手的说
法，村民们坚信自己是中国人的后
裔。高中时，她从图书馆得知这并非
传说，而是真实历史，自己正是郑和船
队船员的后裔。

2005年，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的帮助下，夏瑞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习，先后获中医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和中西医结合儿科硕士学位；2012年
毕业后，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深造；2018年，获得妇产科博士学位
后，她返回肯尼亚开了一家诊所。近
几年，她频繁往返于肯尼亚和中国之
间，努力传播郑和文化与中医药知
识。在她的推动下，已有数名肯尼亚
留学生来中国读书并工作，“希望我的
孩子尽早接触中国文化，学习先辈勇
于探索、开拓创新、睦邻友好的航海家
精神。也希望有更多中国学生赴肯留
学，让两国之间形成更深度的交流。”
夏瑞馥表示。

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任时平，是
（中国）郑和研究会首席专家，对郑和
有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郑和下西
洋代表了明初经营海洋辉煌时代，称
得上秦一统后中国人经略海洋最为进
取的伟大实践。

郑和下西洋规模庞大，交往及影
响范围广泛，把明朝的天下主张和许
多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了沿线各国，推
动了中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和当地社
会进步，尤其对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影
响更大。同时，郑和船队打击马六甲
海峡等沿线海盗势力，有效维护了海

上航道安全，帮助形成了海上丝绸之
路的繁盛景象。

“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国人的经
略思想，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
教等多个方面进行外交，规模较前朝
更大，各类保障也更加完善。”时平介
绍，“今天的‘一带一路’、海洋命运共
同体等，都是对中国文化及传统海洋
文化的一种传承、再造与创新。郑和
下西洋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
验，而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郑
和文化价值，坚持中国经略海洋的现
代性理念——和平共享。”

时平

秉持“和平共享”的
理念经略海洋

郑和航海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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