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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生黃蕉風倡議發起，並融匯了香港與
內地學者的「香港墨教協會」於本港正式註冊成立，並且以致力於推動墨
學為宗旨，堪稱香港傳統國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活動。
日前，黃蕉風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談及了自己對本港墨學推廣的看

法和規劃。他對本報記者表示，墨家在先秦時代和儒家並稱「世之顯
學」，其「兼愛」、「非攻」、「節用」等思想在彼時有很大的影響力；
後來由於「秦火」和漢武「獨尊儒術」的關係，淪為「千年絕學」，乏人
問津。清末民初，墨學始有復興，胡適、梁啟超等新文化運動先賢都曾力
倡墨學。因此，黃蕉風表示，自己選擇墨學作為一個研究和探討的方向，
並希望把墨學復興的路徑重新接上，也是一份歷史責任感。
對於墨學在目前國學中的整體現狀，黃蕉風坦言並不樂觀。他說，墨家

墨學可以說是重要組成部分。但現在它在國學復興浪潮中，卻隱而不彰，
相比儒家、道家，專門從事墨家研究的學者在學術界居於少數。若論到建
制和實體復興就更可憐，內地每年有幾百家儒家書院在興建，各地的儒家
讀經運動方興未艾，於墨家墨學而言，可謂沒有太大進展。所以要做的工
作還有很多。
據悉，作為一個推廣墨家文化的文化教育性質的社團，該群體成員主要

以香港和內地兩地高校中研習國學、特別是墨學的青年學生為主。香港學
生和內地學生各佔一半。同時，黃蕉風等現正在籌備建立一間墨家書
院——「兼愛書院」，地方還在找。同時在閩粵港三地推動《墨子》經典
的讀經班，補上「讀經運動」沒有墨家經典的缺環。他表示，自己還有很
多的工作需要做，畢竟墨學復興是一個長久的過程，無法畢其功於一役。

對於開展相關活動所遭遇的困難，黃蕉風並不迴避。他對記者表示，最
大的困難還是在於如何向各界人士彰顯「復興墨學」的重要性。一般別人
辦機構做活動，無非缺錢缺人；從事復興墨學的活動當然也缺相應資源，
也需要支持，但這仍然不是主要的；如果不能充分論證墨學之於國學、傳
統文化的不可或缺，那麼就可能淹沒在當前一片「同質化」的國學機構和
社團中。黃蕉風坦言，這不是他和同道所希望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內地和香港的民間因為一些問題而產生情感摩擦

的背景下，黃蕉風認為，包含墨學在內的國學，可以發揮出獨特的溝通和
對話功用。他向本報記者表示，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是構建共同體的重要
凝結核，過去常說「同文同種」，就是這個道理；政制的分歧可能會讓人
彼此隔膜，但文化和信仰是無法斬斷的；國學之功用，在於認識自己，認
識他人，認識民族，認識國家；化成民俗，養成君子，消弭暴戾之氣；畢
竟這是一個對話的時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匯

香港學界興起墨學熱潮

《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的作者之一兼中文譯者王勝
煒，乃是出生於台灣的美籍華人，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
化學系，後前往美國南加州大學深造。她告訴記者，自
己54歲開始從事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而被約請完全
加入到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中來，則是在2013年。她表
示，取得今日的研究成果，實屬不易。

皮阿薩與《三寶太監西洋記》
鄭和下西洋時，曾經到達過美洲。這一觀點，據王勝

煒介紹，可追尋到皮阿薩（PIASA）。MARK NICK-
LESS和LAURIE BONNER-NICKLESS二人曾對皮阿
薩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皮阿薩是一幅宏偉的岩畫，畫面
中有兩個可怕的怪物。在地理位置上，皮阿薩位於美國
的伊利諾伊州，處在可以俯瞰密西西比河的峭壁之上。
經過深入而繁複仔細的研究，在《鄭和發現美洲之新
解》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皮阿薩是一個具有「中
國血統」的歷史之作，其乃是鄭和的艦隊在遠航到美洲
的時候所繪製的「彩虹龍」。而這種觀點，也可以在另
一本由中國人所寫作的書《三寶太監西洋記》中得到論
證。這本書的作者乃是羅懋登，寫於1597年。王勝煒
對記者表示，可從羅懋登的書中得到這樣的結論：鄭和
的艦隊分別在1423、1433年的第六和第七次遠航時，
抵達過美國的密西西比河，而這個時間，確實也比哥倫
布的發現美洲新大陸時間早了60多年。
據了解，整個研究過程，三位作者詳細解讀了羅懋登

的《三寶太監西洋記》以及考證了十七世紀末期美洲卡
霍其亞土墩城的出土資料之後，確定了皮阿薩的真實地
理位置，確立了皮阿薩的中國起源，論述了皮阿薩被破
壞的經緯，確立了鄭和船隊第七次遠航登陸美洲海岸的
年代、時間以及停泊地點，敘述了船隊成員發現卡霍其
亞城的經過，分析了船隊成員造訪卡霍其亞並與美洲原
居民接觸的情形，也敘述了其他成員與當地守城者衝
突、和解及返國的經過。同時，比較《三寶太監西洋
記》之內容及卡霍其亞城出土資料和瑪雅文化、奧塞
奇文化之後，確認了羅懋登所說的酆都國就是卡霍其
亞。更值得關注的是，全書也確認了部分船隊成員回
中國的路線、年代與時間，推論他們有可能於1434年
造訪過羅馬教皇，將中國和阿拉伯人的信息帶給了歐洲
人，點燃了文藝復興。這些，都是全書非常重要的看
點。
在研究和論證方法上，值得一提的，便是羅懋登的
《三寶太監西洋記》是否具有準確性。王勝煒對記者表

示，傳統上，中國學界將這本書視為是神魔小說；但
是，若換一個視角來看，這本書中有關鄭和船隊的路
線、海岸、地域都有細節化的對應，透露了鄭和船隊穿
越北大西洋、訪問美洲心臟地帶的史實。

鄭和乃是創造了歷史的英雄
王勝煒對記者表示，選擇鄭和作為寫作和研究的對

象，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其最大的價值是
讓中國人了解歷史真相，並效法「鄭和精神」，重建民
族信心和自豪感，不怕困難、勇往直前。
王勝煒說，鄭和雖苦大仇深，但內心強大，長大後為

燕王朱棣立下戰功，獲得後來成為明成祖的朱棣對他的
十分信賴，並委以下西洋「撫夷尋寶」的重任，最後他
卻終於印地安人居住的美洲大陸。鄭和的一生多離鄉背
井，常與日月、星辰為伴，海水、季風為友，船就是
家，水手就是親人。鄭和是一首史詩，或者說，是一首
史詩中真正的英雄。鄭和不同於歷史上的眾多宦官，他
是創造了歷史的英雄，而眾多的宦官則為歷史湮沒，化
為塵埃。
而就深層次的歷史回溯鄭和下西洋之價值來看，王勝

煒認為，綜觀明代歷史，不能擺脫內亂與外患的局面。
由於這兩種因素的交織作用，最後明朝從經濟規模可稱
世界第一走向敗亡；而在遙遠的歐洲與美洲，海洋強權
已經崛起，乘風破浪，航向東方，強如大清帝國者，在
海上也兵敗如落葉。那是一個讓人痛心的時代，明初的
海洋盛世早已隨浪花消逝；那也是一個讓人緬懷鄭和的
時代，因為他能從一個小小的悲劇人物開始，走出國
門，遠航於世界大洋的洶湧波濤之上，並贏得敬仰與臣
服；就在他長眠於異域的土地後，也還有宣德金牌的永
久陪伴。

期青年人把握歷史、追夢未來
出書是一種怎樣的感覺？王勝煒表示，出書就像母親

孕育胎兒，從種因（構思）、保育（寫作）、而至瓜熟

落地（出版）；只有母親（作者）才能說得清楚胎兒的
悸動，也只有母親才能感受到無比獨特的陣痛（曾被出
版商拒絕）和喜悅（又被出版商接受）。更重要的是，
一本書就像一個孩子，需要世界關注，才能茁壯成長，
作出貢獻。
因此，王勝煒希望讀者發現《鄭和發現美洲之新

解》是一本饒有趣味的讀物；希望讀者除了得知明水
手的偉大航行成就外，也必須了解，明清禁止與外國
進行海上貿易或交往，是妨礙過去中國發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更希望中國人努力設法恢復鄭和下西洋時代
的輝煌，有力、和平地實現「中國夢」。而在人生成
長方面，王勝煒希望讀者要始終保持對周圍生活、事
物的好奇心和獨立思考，因為「好奇」是創造和探索
新領域的絕佳動力。畢竟，在王勝煒看來，研究和寫
作需要長時間保持對研究項目的專注與熱情，並以單
純、客觀的心態接受所研究的人物對象，理解他們在
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所做出的超越，並願接受自己當下
的時代局限，以平和的心境和積極的態度，也做出個
人的超越。
談及當前的文化事態，王勝煒以中國飲食作比喻，認

為中國人離得開有中國特色的「餐桌文化」嗎？過年的
盆菜會一律用外國語文書寫嗎？會認為一位完全不會說
中國話、或中國方言（包括少數民族的語言）的人是真
正的中國人、懂中國文化嗎？她尤為希望當今的港台青
年人把握歷史、追夢未來。她坦言，十分明白青年人的
心中有困惑，然而這不能成為拒絕接受中國歷史和文化
的借口，也無法成為完全西化的敲門磚。港台青年人趁
年輕力壯之時，要努力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去其糟
粕而存其精良。青年人要加強自己的中文語文能力，以
便多方閱讀中國歷史和文化報章、書籍；其次要多方參
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有關活動，熟悉當今中國歷史和文
化發展的新方向，並參與討論；最後，行有餘力，出錢
或出力支持中國歷史和文化活動，並開啟中國歷史和文
化的創新事業。

發現美洲的是鄭和發現美洲的是鄭和？？

比哥倫布發現美洲還要早60多年——這可以看作是王勝煒與MARK NICKLESS、LAURIE

BONNER-NICKLESS二人合作的《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的一個重要觀點。作為作者和譯者，

王勝煒認為，確認「鄭和發現美洲大陸」這一研究成果，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告訴世人：

這在傳播人類文明和弘揚中國文化方面，具有極高的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王勝煒述其新作王勝煒述其新作
《《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

■■新年於車公廟祈願的市民眾多新年於車公廟祈願的市民眾多，，顯現本港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顯現本港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

■內地訪港客眾多，黃蕉風認為國學可以弭平雙方對立。

■甲午海戰乃是近代中國人邁向海洋的悲歌史。■明早期的航海技術較為發達，圖為明代戰船。

■■王勝煒博士王勝煒博士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澳門東望洋山燈塔乃西方憑藉航海技術進入澳門東望洋山燈塔乃西方憑藉航海技術進入
中國的存證中國的存證。。

■《鄭和發現美洲之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