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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大号宝船到底有多大？
南京一名研究者称破解“疑案”，是计量标准不统一闹了“乌龙”

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但关于郑和大号宝船的尺寸，在
国内外史学界、造船界却一直争论不断。

在2022年7月11日中国航海日到来之际，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江
苏省郑和研究会专家赵志刚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长达六百余年的郑和大号宝
船“疑案”或许被破解了！

郑和七下西洋在航海史上的
意义毋庸置疑，但关于郑和大号
宝船的尺寸，在国内外史学界、造
船界却一直争论不断。

《明史·郑和传》记载：“造大
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
二”。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建造
了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
船有六十二艘。赵志刚告诉记
者，郑和大号宝船的尺寸按照今
天的计量标准换算，即长 146米、
宽 59 米，堪比足球场大小的木
船，是否超出木船强度极限？如
何操控远航？无风时如何航行？
如何进出靠泊？……仅凭常识便
令人疑窦丛生。

对于这样的尺寸，学术界同
样争论不断。质疑者认为，大号
宝船的长宽数据不仅不符合现在
的力学原理，而且如果大号宝船
船体长度超过 100 米的话，木质
结构也难以承受如此之大的力
矩。

而支持者则认为，按照明代
的造船技艺，完全可以完成记载
中大号宝船的制造。

多年来，关于宝船的尺寸众
说纷纭，有的说大号宝船是“连
舫”，即并数船而成的大船，有这
样的尺寸就不足为奇了。

也有的说数据来源本身就存
疑，曾以通事（翻译）的身份随郑和

船队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
洋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一书的
卷首记载称：“宝船六十三号，大者
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
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但通过对《瀛涯胜览》多种版
本的比对，有学者指出宝船尺寸
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出自马欢本人
之手，而是后人的附会，并且很可
能来自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
俗演义》。本应严谨的数据却来
源于小说，质疑声就更大了。赵
志刚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一
说法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主任万明等人研究，已经证
明是不存在的。

大号宝船究竟有多大？也
许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除了
记载，还有更为可靠的出土文
物。南京既有龙江船厂遗址，
也有宝船厂遗址，其中创建于
明 朝 永 乐 三 年（1405）的 宝 船
厂，是专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

国所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
地，宝船厂遗址也是国内目前
保存面积最大的古代造船遗
址，并且是现存惟一的明代皇
家建造的造船遗址。

1957年，有村民曾在南京宝
船厂遗址发掘出一根长 11.07 米

的舵杆，赵志刚告诉记者，这么
长的舵杆，业界认为匹配的船只
长度应在 70 米左右。在 2003 年
到 2004年间，南京市博物馆在对
宝船厂遗址第六作塘考古发掘
时，又发现两根长度分别为 10.1
米和 11米的木舵杆。

而最令赵志刚惊喜的是，平时
爱收藏航海、古船有关书籍的他，
不久前在翻看《被误读的远行》（陈
存仁著）一书时，第60页倒数第二
行有这样一段记录：“一次，我买到
一部南洋方面出版的著作，名为
《文心雕虫》，名为雕虫，大约是指
雕虫小技之意，其实颇有意义，不
可以小技目之。书中记载，明代的
尺，仅等于近世的半尺。”

“看到这句话，我只觉一语点
醒梦中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赵志刚的语气中难掩激动，关于
大号郑和宝船的尺寸争论了这么
多年，没想到竟然是计量标准出
了问题，“六百年疑案，今朝或许
真相大白。”按照这个说法，《明
史·郑和传》中出现的一丈并不是
我们所熟悉的约等于 3.33米，而
是约等于 1.7米，按照这样换算，
郑和大号宝船的长度在 70 米左
右，这也与宝船厂遗址出土的多
根长度在 10米、11米长左右的铁
黎木大舵杆“对上了”。

无独有偶，赵志刚在查阅资
料时发现，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
史博物馆研究员胡晓伟在其论文
《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
东西塔的尺度谈起》中，通过分析
泉州东西塔所用度量单位“丈”，
表明有必要用新的视角看待郑和
宝船所用度量单位“丈”。采用比
较研究的方法，对《明史·郑和传》
之郑和宝船所用度量单位“丈”提
出新的解读，即其一“丈”约等于
1.7米。据《扬子晚报》 薛玲

争论不断 宝船尺寸学术界“分两派”

暗埋伏笔 出土舵杆匹配70米长船只

意外之喜 计量标准不统一闹了“乌龙”

郑和宝船厂遗址公园内的郑和塑像郑和宝船厂遗址公园内的郑和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