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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明代國勢的張弛 

第一章：鄭和下西洋的概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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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鄭和下西洋的概況 

1.1 下西洋的原因 

- 明成祖為了宣揚國威及顯示中國之富強，派遣鄭和出各使西洋各國。 

 

1.2 下西洋的條件 

- 鄭和能夠開展大規模航海事業，並非偶然，有著充足的條件。 

- 宋元海外貿易發達，造船及航海技術突飛猛進，已能建造巨型海舶。 

- 中國海船具有隔水艙、便於航行的船頭設計和防浪的船舷設計。 

- 羅盤及「牽星法」（天文定位，即觀測星座位置以確定方位）的改善，令船舶可離岸遠航。 

- 明太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至永樂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 

- 航海技術先進及經濟實力都成為鄭和能下西洋之優良條件。 

 

1.3 下西洋概況 

- 鄭和，回族，雲南人，本姓馬，世代信奉伊斯蘭教，小名「三保」，因此也被稱為三保太監。 

- 明代的西洋是指現今中南半島至印度洋及東非地區。 

- 鄭和共七次下西洋，每次均從蘇州劉家港出航，前六次在成祖永樂年間，最後一次是明宣宗宣德八年。 

- 由公元 1405 年至 1433 年，鄭和到達三十多個國家，有爪哇、古里、甚至非州東岸的拉穆。 

- 鄭和艦隊十分龐大，像第三次出使有二萬七千餘人，包括官兵、醫生、翻譯、工匠等，共船二百多艘。 

- 船上載有銀、瓷器等。 

- 鄭和艦隊的艦種繁多，計有寶船、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 

- 「寶船」有六十餘艘，其中最大的一款，估計載重量二千五百噸。 

- 鄭和寶船是當時世界最大木造帆船。 

- 八十七年後哥倫布的船隊只有三艘，載重只有一百噸。 

- 鄭和所到之處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貿易，宣揚明朝國威。 

 

 



二、鄭和下西洋的影響 

2.1 宣揚國威 

- 鄭和不以武力侵佔他國，採懷柔政策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使各國使者來華朝貢 

- 成祖亦曾平息諸國紛爭，成為各國領袖。 

 

2.2 發展貿易 

-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明朝與與西洋各國的貿易往還。 

- 中國用絲綢、瓷器等換取西洋各地的染料、寶石等，促進國內相關手工業的發展。 

 

2.3 促進交流 

- 中國文化隨貿易進入歐洲，吸引傳教士來華，如意大利教士利瑪竇。 

- 部分外國文學家改編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寓言。 

- 媽祖信仰亦傳至南洋諸國。 

 

2.4 航海開發 

- 鄭和製作《航海圖》，詳盡記錄航海見聞。 

- 他的隨從亦有著作，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成為中國航海史上不可或缺的重

要文獻。 

 

2.5 發展南洋 

- 自鄭和下西洋，移居南洋的人漸多，特別是福建、廣東兩省人民，他們將各種農業技術帶到當地，有利當地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