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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東西洋航海圖》約繪於17世
紀初，絹本彩繪，原圖現藏於

英國牛津博德利安圖書館中國文獻館。在
梁二平擔任學術總監的深圳大學海洋藝術
中心，他向記者展示了這幅長158厘米、
寬96厘米的《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全比例
複製圖。

最早明確完整標注四大群島
「站在中國海圖史的視角審視這幅地
圖，它改寫了中國海圖史，填補多項『空
白』。」梁二平介紹，這是中國第一幅標
有羅盤與比率尺的古代航海圖；從航行距
離看，它還是中國第一幅實測式的遠洋實
用航海圖；還是中國第一幅明確繪出澎台
與南海四島準確位置的海圖。
梁二平指出，尤為重要的是，《明代東
西洋航海圖》是最早明確而完整地描繪標
注出南海四島的海圖。在以往的學術論著
中，通常是以《鄭和航海圖》上記錄的
「石塘」、「萬生石塘嶼」和「石星石
塘」，作為南海諸島最早的地圖描述。但
《鄭和航海圖》中的南海諸島一是不完
整，二是幾個群島扯成一線，缺少準確
性。而這幅地圖的開創性意義在於，它明

確標注出了南海四島。即：東沙（「南澳
氣」）、西沙（「七州」）、中沙（「萬
里長灘」）、南沙（「萬里石塘」），這
是其他明代海圖中所沒有的。

無一國可拿出先於中國史證
「雖然這幅航海圖沒有官方背景，但它
更證明了對於四島的位置已為人所熟
知。」梁二平表示，這幅航海圖還是中國
第一幅準確表現中國與東亞地區地理關係
的海圖。在中國古代的世界地圖上，中國
永遠在中央，外國如彈丸小圈，散擺於周
邊。但這幅地圖卻真實描述了東南洋與中
國的地理關係，將中國與東南亞融為一體
的東亞格局。僅此一點，它就有資格補充
到今後的古代中國地圖思想史中。皇家的
「天下觀」與民間的「海洋觀」，在歷史
上並不是統一的，民間有更加獨立的務實
的地理思想與世界觀。
「在中國對南海主權形成的過程中，沒
有一個國家可以拿出其對於南海擁有主權
並優先於我們（中國）的歷史依據。」不
過，梁二平也承認，「在世界地理史上還
從未發生因為一張地圖令一個國家會把一
個領土還給你的。」

記者和行者，一字之差，一步之遙，梁
二平卻用自己的努力實踐了二者身份的轉
變。第一個影響他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
轟動全國的羅開富「重走長征路」的報
道。1986年，記者梁二平展開了一個反
映關東歷史變遷的系列採訪，撰寫的系列
報道《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三江紀
行》在長春的《城市時報》上連載了一百
期，反響不錯，並結集成書。此後，他成
為一名「旅行記者」，寫旅行系列報道或
專欄，到1995年已經跑遍了內地的所有省
份，香港和澳門回歸後，又訪港遊澳。

重走鄭和路 獲得新體會
第二個影響梁二平的人，是他的好友、中

國傳媒界著名女記者范春歌。在她「重走鄭和
路」的感召下，2001年，梁二平決定自費出
洋，向偉大的旅行家鄭和致敬。幾年來，斷斷
續續重走鄭和路，採訪了當年的占城、暹羅、
滿刺加、淡馬錫……一路采風，攝影作文，
藉以紀念古人不朽的遠航和今天偉大的開放。

「重走鄭和路」不單單要選擇好一條採
訪路線，而且要有一條清晰的寫作思路。
本身即是一種歷史觀的表達。「鄭和是偉
大的，但在華人世界之外，他對世界的影
響根本不像我們現在說的那樣巨大。這是
我所見到的現實。」梁二平說，鄭和
「西」行二十八年，從來沒和任何真正的
西方國家打過交道，也沒有任何地理意義
上的大發現，船隊所到之處都不屬於「未
知領域」。鄭和不是第一個到達東非的中
國航海家。在他的前面還有前朝的趟路
人。史料最充分的，也是被世界所承認
的，是元朝的航海家汪大淵。他不僅比鄭
和早近百年遊歷了東非，而且還寫出傳世
之作《島夷志》。鄭和船隊的馬歡等人的

著作《瀛涯勝覽》，也多有照抄《島夷
志》的部分。

既行萬里路 又讀萬卷書
「如果我們不能誠實地紀念鄭和，那

還不如忘記了鄭和。」他說，誤讀的背
後，是古代中國 「中央大國」心態發展
到極致的開始。鄭和之後，中國人轉過
身去背對海洋，西方世界卻開始了一股
席捲全球的航海狂潮。

「重走鄭和路」之後，梁二平開始接
觸這個相對冷僻的學術領域，從此開始
了漫長的海洋文化研究之旅。記者梁二
平，如今也是一個飽讀海洋文史典籍的
行者。他說，想超越誤讀，既要行萬里
路——自己去現實裡看，又要讀萬卷
書——到歷史中去求證。

長期不為學界、也不
為世人所重視的古代海
洋文獻，近年來，因為
南海的黃岩島和東海的
釣魚島等島嶼主權紛
爭，引發大眾對古代海
洋文獻的熱切關注。一
些文、圖歷史文獻登台
亮相，成為一時的閱讀
明星。
在梁二平看來，在文
獻和海洋權益方面講好
中國故事，我們一直做

得不夠。他說，對於國民海洋意識的培養和海權意識的
普及，是一個海洋國家的國民教育的一部分，長期以來
被教育界、學術界、文化界所忽略。「海洋文獻缺乏系

統全面的整理，我們遠不如鄰居韓國，他們還建了一座
對國民開放的『獨島體驗館』。」
梁二平特意提及2014年湖南地圖出版社出版了豎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中國地圖第一次豎起來，
海陸並重，南海諸島從此不再用插圖表示。」他建議，
學校教科書等也要對「雄雞」地圖形象，重新下定義。
梁二平坦言，在中國現階段的環境中，不僅普通讀者

看不到原版古地圖，連絕大多數研究者也看不到。「我
去過中國第一檔案館、國家圖書館，想看一眼《大明混
一圖》、乾隆《台灣地理全圖》，卻被告知絕無可
能。」據了解，前一幅是中國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
最久遠、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圖，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只展出過兩次，後一幅地圖也只展出過4次，對
文物保護的要求非常嚴格。所以，古代地圖在中國確實
很罕見。這也是他不斷出版古代地圖解讀書籍的動力之
一。

梁二平的海洋研究之路跟學院派不
盡相同，他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證
據」作為研究的藍本，這就是海圖。
十多年來，梁二平憑借一己之力，
「按圖索驥」走訪世界各地的海洋博
物館和圖書館，將一切找得到的海圖
或者購買、或者複製回來，可謂中國
民間海圖收藏第一人。有關海洋的專
著接二連三面世。

發現珍貴海圖 開心如撿金子
一張海圖的高精電子版及複製的

費用動輒成千上萬元，多年下來耗
資不菲。每當發現一張珍貴的海
圖，梁二平都是高興得合不攏嘴，
「不像是花錢，倒像是撿了金子一
樣開心」。在他收藏的海圖中，
「最貴」一組海圖當屬從大英圖書
館複製的黑船事件（指1853年美國
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的事件）
海圖系列，共14張。電子版版權花
費數千元，回國複製每張又花費數
千元。
近期，南海再起紛爭，梁二平最

為迫切的願望，是讓世人看到中國

經略南海海區的歷史。《明代東西
洋航海圖》就是最好的證明。「那
個圖很小、很模糊，但仍能顯示它
的不同凡響之處。」2011年，當梁
二平從香港大學錢江博士的論文稿
上看到了這幅英國人稱之為「雪爾
登地圖」的電子版，他就下定決心
要尋訪原圖，複製回中國。
《雪爾登地圖》即《明代東西洋

航海圖》，一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
德利安圖書館中，但直到今天，英
國方面對它學術研究仍停留在修復
與保護的層面，而最早研究此圖的
美國學者研究的方向是它的導航元
素和南洋海上貿易全球化。

遠赴牛津大學 拜見明代海圖
梁二平曾到牛津大學博德利安圖

書館拜見真跡，他亦是第一個看到
真跡的中國學者。梁二平見到中國
文獻館的館長大衛．赫里維爾。站
在剛剛修復並首次展出的古代航海
圖前，二人一起追憶那段傳奇。梁
二平發現很多中文後邊都加注了拉
丁文，猜想是此圖傳到外國航海家

手裡後加注的。向大衛求證後得
知，這些註釋是當年一位名叫托馬
斯．海德的人加上去的，而他是根
據一位名叫沈福宗的中國人的解
說，才得以完成這幅圖的拉丁文註
譯。
展示在梁二平面前的這幅古圖，

是一件保存較完好的彩色絹本地
圖，地圖旁的英文說明的大意是：
「雪爾登中國地圖（1620年代）：
這是一幅了不起的水彩地圖，1659
年入藏博德立安圖書館。它原來擁
有者是約翰．雪爾登，是位律師、
歷史和語言學者。此圖是中國地圖
中最早的，不僅顯示航線，而且將
中國描繪成東亞和東南亞的一部
分，而不是世界中心的地圖。」
梁二平回國後，即在深圳鹽田區

圖書館海圖館策劃了由葛劍雄任學
術主執的《雪爾登地圖》專題論
壇，正是在這個會上專家們將這份
中國人繪製的古地圖定名為《明代
東西洋航海圖》。一年後，《明代
東西洋航海圖》真跡在香港海事博
物館展出。

中國擁南海主權中國擁南海主權
明代海圖成力證明代海圖成力證

專 訪 海 洋 文 化 學 者梁梁二二平平 梁二平是資深媒體人、專欄
作家、海洋文化學者。曾獲中
國新聞獎，中國晚報新聞獎，
深圳青年文學獎等多個獎項。

上世紀80年代起，從事旅行
寫作，著有《關東風情》、
《中國風情》、《旅遊攝影》
等著作。足涉內地所有省份，
行 走 30 多 個 國 家 。 2000 年
起，專注海上交往史。

著有海洋文史地理著作：
《誰在地球的另一邊——從古
代海圖看世界》、《誰在世界
的中央——古代中國的世界

觀》、《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
《中國古代海洋文獻導讀》、《敗在海
上——中國古代海戰圖解讀》、《海洋
深圳——深圳海洋文化歷史地標田野調
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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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讓南

海紛爭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熱點。南海究竟是一

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政治概念？南海問題從

何而來？中國擁有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

權，有何歷史與法理依據？歷史上，中國的海

洋戰略和海洋史觀又是怎樣？帶着這一系列問

題，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了海洋文化學者梁二

平先生。作為世界海圖收藏家和研究者，他向

記者展示了改寫中國地圖史的《明代東西洋航

海圖》，這是最早明確完整描繪標注出南海四

島（群島）的海圖。「在南海歷史地理文獻

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超越中國。中國經略

南海海區的歷史毋庸置疑。」梁二平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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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二平去年6月出版的《海
洋地圖—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
要》。 受訪者供圖

■■《《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明代東西洋航海圖（（雪雪
爾登地圖爾登地圖）》。）》。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明代東西洋航海圖》與現代地圖的

對比圖。 受訪者供圖

■■《《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局部局部（（兩兩
部分並不相連部分並不相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16年梁二平在荷蘭代爾夫特藍陶
博物館考察。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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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二平向記者展示《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全比例複製圖。 記者熊君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