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鄭和研究》編輯同仁致敬

祝《鄭和研究》更上一層樓！

光陰荏苒，轉瞬間《鄭和研究》創辦已屆十載。回顧自己與鄭和研

究會及《鄭和研究》的因緣，難忘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恍如隔日。

記得十一年前，友人道及在南京即將召開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

年的學術會議，自己內心十分嚮往。然因由北國播遷南溟不久，成日

以筆耕為“稻粱謀”，只好奉上舊作短文〈士員嶼、吉貝嶼和綿花嶼〉，

以示對鄭和的一點敬意，未料卻被收入《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紀念刊》

（1986年）。九年前，因參加泉州市舶司設置九百周年學術討論會，得

以拜識潘群諸公，蒙其錯愛，邀入鄭和研究會，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並引為平生一大快事！

十年來，自己為學會及雜誌貢獻甚菲，也不常投稿加以支持。

然而，每次接奉《鄭和研究》，內心的激動實難以形容。在當今經商賺

錢聲甚囂塵上之際，原來久負盛名的老牌雜誌都很難維持，何況一份

新辦的，更遑論專以某一事件為主題的歷史雜誌。可它維持下來了，

這樣一份以單一歷史人物和事件為主題的雜誌！《鄭和研究》一類性質

的雜誌在海內外並不多見，它的創辦為“鄭和學”建立了重要的基地，

它的持續存在標誌著“鄭和學”的發展。而十年來刊登的諸多佳作，正

是不斷為這一學科殿堂添加的磚瓦。

由《鄭和研究》的成就，不禁令人想到編輯諸公，包括潘群、孔令

仁、馬光汝、王介南等先生及全體編委。直至去年9月到南京參加鄭

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自己才充分瞭解到，他們是如何

在工作之餘，堅持不計報酬地為鄭和研究會及《鄭和研究》效力的。推

動他們這樣作的動力，可說是對於學術研究的那種興趣、那份衷誠，

也包含對中華航海事業及其先驅者鄭和的熱愛。當前，人們津津樂道

的往往是為家庭“下海淘金”，而他們卻努力排除困難，引導大家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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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為祖國“航海爭光”。這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效

法，則學術界幸甚！

值此《鄭和研究》創辦十周年的喜慶日子，筆者在向編輯同仁致敬

的同時，也深願該雜誌能更上一層樓！《鄭和研究》的可貴處在於始終

堅持以鄭和下西洋為主題，但也同時帶來與此密切攸關的難處：一個

論壇論了十年了，還有甚麼可論？或許有人會認為，鄭和下西洋已經

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難再深入了。其實吾人如能不滿足於現有的資料

及研究成果，不醉心於高唱對祖先光榮業績的頌歌，堅持更深入更客

觀的探索，並對古今中外的航海事業展開比較性的研究，相信定可取

得進一步的成就。希望《鄭和研究》今後能有計劃地組織、刊登更多的

高質量學術文章，使“鄭和學”進一步發揚光大。

總之，切望能繼續以鄭和下西洋的探索精神，來探索鄭和下西

洋這一歷史主題，從而促使中華民族真正地走向海洋。更望在自己有

生之年，能迎接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看到十年後《鄭和研究》真正地

走向全世界，余願翹首以待之！

（載《鄭和研究》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