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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和与非洲》是我国研究郑和下西洋与非洲关系的一部内容最翔实、且富有新意和深度的学术专著
。
作者李新烽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书斋研究与实地考察、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三结合”的研究
方法，在占有丰富材料、掌握最新信息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认真仔细考证，全方位
、宽领域、多角度、深层次论述了郑和下西洋与非洲的关系，郑和舟师在非洲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将非洲华人移民史提前了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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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新烽，博士，《人民日报》记者。
1960年9月出生，陕西省渭南市人。
1981年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后留校王作。
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7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工作，兼任陕两人民广播电台驻京记者，曾获该台好新闻比赛
一等奖；1993年赴英留学，获英国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9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同年调入从民日报》社。
1998年至2005年任《人民日报》社驻南非首席记者，主管非洲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报道，足迹遍
布20一多个非洲国家。
2000年以优秀论文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中国国际新闻奖二等奖，2003年获《环球时报》特
殊贡献奖。
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两度被评为《人民日报》社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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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主席关于非洲研究的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题词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的题词 《明史》关于郑和本人访问非洲的记载 序言 研究非洲宣传郑
和 时代呼唤更多非洲研究力作 郑和颂歌新乐章 导言：600年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第一编论郑和船队远
航非洲 第一章郑和船队四赴非洲背景分析 第一节明朝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第二节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
性 第三节郑和舟师远赴非洲的动机 第四节选择郑和组建船队的缘由 第二章郑和非洲之旅问题解析 第
一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与特点 第二节郑和“舟师”三路分腙赴非洲 第三节船队航海保障与组织联络 
第四节郑和力剿大海盗保“静海” 第五节郑和船队是否绕过好望角 第三章郑和远航非洲深远意义 第
一节《郑和航海图》的绘制与影响 第二节中非贸易与往来的加强 第三节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 第四
节远航非洲对世界的影响 第二编中国宝船构建海上“丝瓷之路” 第四章先进舟船科技诞生中国宝船 
第一节明朝集我国历代舟船科技之大成 第二节永乐年间开启明代造船伟业 第三节明代舟船建造光照
中华史册 第四节南京是明朝前期全国造船中心 第五章郑和舟师编成与舟船特征 第一节郑和舟师编成
与船型分类 第二节中国宝船考证和复原研究 第三节明朝代表型海船研究分析 第四节明代航海科技保
障下西洋 第六章中国宝船仿造与重走郑和路 第一节中国舟船开辟海上“丝瓷之路” 第二节中国舟船
航海科技贡献卓越 第三节仿明郑和宝船复原扬帆工程 第四节从新发现再议明代宝船尺度 第三编郑和
舟师在非洲遗存探析 第七章探访肯尼亚帕泰岛“中国村” 第一节非洲发现郑和部属后裔 第二节船员
当年落难东非孤岛 第三节一条扁担挑出“中国情” 第四节中国后裔传承中华医术 第八章“双龙坛”
再传中国信息 第一节“双龙坛”神秘现身引关注 第二节“中国印记”遍布东非孤岛 第三节“中国学
生”喜回老家深造 第四节首批华人明初“移居非洲” 第九章郑和“舟师”在非洲的影响 第一节瓷器
谱写东非沿岸历史新篇章 第二节长颈鹿远洋来华传颂友谊佳话 第三节“麻将”落户非洲深受黑人欢
迎 第四节《大明混一图》异国展出意义深远 第十章首批华人明初“移居非洲” 第一节中非关系演变
过程扫描 第二节华人移民非洲历史述评 第三节郑和“移民”非洲首批华人 第四节提前非洲华人移民
史的意义 结语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政策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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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郑和船队远访非洲是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 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15—16
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交通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东西方之间，
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
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进入了一个根本性
的历史转折时期。
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中，大批中国人顺应历史潮流，走出国
门，跨越海洋，尝试用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去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郑和远访非洲的壮举，将这一伟大的和平实践带到远离亚洲的“新大陆”，与嗣后西方早期殖民者在
非洲的殖民掠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郑和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每次出使都要远至阿拉伯及东非遥远之国，以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
沿东非海岸南下所访问的一系列非洲国家已为极远的海外国家。
这些远方国家纷纷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以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被看做是体现了位于世界“
际天极地”的国度都心仪于中国，愿意奉行明朝的和平外交方针，基本实现了明朝与世界各国广泛联
系的终极目标。
 水乐十三年（1415），当时被视为“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因郑和使团的来访，遣使回访中国，贡献
“麒麟”（长颈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与非洲国家问官方的正式交往，当时被认为是体现
了明初对外方针已初步实现的重大事件。
“麒麟”在非洲只是寻常动物，在中国却千载难逢，且中国自古视“麒麟”为瑞兽，赋予神秘色彩，
更何况这“麒麟”是“极地”之国麻林所献，可使明朝统治阶级更加感受到国家的强盛，明朝廷的德
政惠泽遐壤。
在麻林等国使者进京的那天，整个明朝宫廷都轰动起来了。
水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壬子（十九日），明成祖朱棣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
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
当时，文武群臣向明成祖朱棣祝贺说：“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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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和与非洲》是一部集知识性、创新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学术著作，同时填补了非洲研究与郑和研
究两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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