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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蹄鸡、麒麟……

郑和远航到非洲看见哪些奇物？ “巨无霸”一词，今天用来形容
庞然大物，甚至连美式快餐麦当劳
的一款汉堡也以此为名。有趣的
是，“巨”者，巨大也；“无霸”，不霸
或没有霸主。既巨大无匹而又不
能称霸或者不能充任霸主，岂非自
相矛盾？

原来，“巨无霸”是一个人名。《汉
书·王莽传》载：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
与周边其他部族关系紧张。这一年，
夙夜太守韩博上书说：“有奇士，长丈，
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
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
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
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
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
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
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
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
百蛮，镇安天下。”

海濒，近海之地，即海滨；轺车，一
马所驾的军车；贲育，战国时勇士孟贲
和夏育的合称；虎贲，勇士之称。

韩博上书中称用巨毋霸一人即可
“以视百蛮，镇安天下”，王莽认为是在
讽刺自己，于是命巨毋霸留在原地，将
韩博下狱处死。王莽又将巨毋霸更姓
为“巨母氏”。

这一更改很有意思，王莽的姑
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
死后升级为皇太后，王莽登基后，尊
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本人
字巨君，因此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

“巨母氏”之名的意味是：“莽字巨
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
将巨毋霸视为应文母太皇太后而出
的祥瑞。

王莽“更其姓曰巨母氏”，这一更
改清楚地说明了“巨毋霸”其名的由
来：复姓巨毋，因身躯巨大故名“霸”。
至此，上述“巨”而“无霸”的矛盾迎刃
而解。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时有
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
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
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
尝有也。”

“巨毋霸”之名，《后汉书》称之为
“巨无霸”。这位巨人终于被王莽派上
了用场，而且巨无霸不仅身躯巨大，竟
然还有一项驱赶猛兽作战的本领！不
过一场大战之后，王莽的军队兵败如
山倒，“虎豹皆股战”，虽然史书没有记
载巨无霸的下落，但毫无疑问死于乱
军之中。

巨无霸虽死，但他的名字却流
传了下来，用来指代庞然大物。比
如清代诗人赵翼所作《大石佛歌》，
其中吟咏道：“巨无霸头大枕鼓，狄
侨如眉高见轼。”狄人侨如也是一位
巨人，“轼”是车前供人凭依的横木，
侨如的眉毛宽得就像车前横木一
样。这两句诗都是对大佛巨大体量
的比喻。

（据《天津日报》许晖）

郑和远航始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最远
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在这样的航行中，奇珍异兽总
能吸引明代人的目光。

曾随郑和船队四次远航的费信在《星槎胜览》
中这样记载“竹步国”风俗：这里的人都是卷发，衣
着装束也与中国不同，“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
头，不露身面”。

有学者认为，这里记载的“竹步国”正位于当时
的非洲东海岸。

竹步国出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等当时中国
难得一见的动物。今天看来，狮子、金钱豹都好理
解，可驼蹄鸡是什么？史料记载，这种“鸡”有六七
尺高，其足如驼蹄。按今人的眼光来看，这应该就
是鸵鸟了。

除了鸵鸟，郑和船队所见的“麒麟”也屡屡见于
史籍。这里的“麒麟”可并非传说中的神兽，是真实
存在的。跟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这
样描述：“麒麟，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
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
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匾口。”其实，
这里所说的麒麟指的是长颈鹿。

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此前一直未见过这种
动物，所以当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榜葛剌国
王赛弗丁遣使奉表，献麒麟”时，“举国欢腾”，认为
是祥瑞之兆。

长颈鹿来到中国后，还引起当时人们争相观
看，甚至有多篇《麒麟赞》流传后世。

除了海外“神兽”，郑和舰队让各地见识到中国
的物产，也将各地的奇珍异宝带回中国。

其中，最典型的是香料。跟随郑和远航的马欢
等人著书记载，郑和船队所到达的东南亚、印度洋
沿岸、东非诸国在历史上很多都是香料产地。

如占城国出产伽蓝香（沉香的一种），旧港国
的特产则是金银香，柯枝国“土无他产，只出胡
椒”。《明史·柯枝传》就记载，当地田瘠少收，但盛
产胡椒。当地人大多置有椒园，种植胡椒成为其
谋生之道。

同时，胡椒也是当时大宗贸易商品。柯枝当地
的富人实际上也多为商人。他们“专收买下珍珠、
宝石、香货之类，皆候中国宝船或别处番船客人”。

这些地方特产的香料，恰恰是当时中国所缺

少的。《瀛涯胜览》记载，苏门答剌国胡椒每官秤100
斤值银1两、柯枝国胡椒官秤400斤值银5两，但被
运到中国后，则以每斤10至20两的价格卖出。

郑和当时所到之处，大多都因仰慕中国强盛，
而愿意与中国贸易。

满剌加（今马六甲）国王甚至亲自采办当地特
产，驾船跟随郑和宝船来到中国；爪哇、暹罗、旧港
等地也将所产香料送至中国。

中国进口国内稀有的香料，出口的商品则是瓷
器、丝绸、茶叶等。

以瓷器为例，安南、占城、爪哇等地人们极其喜
爱中国瓷器。《瀛涯胜览》曾提到，爪哇人“最喜中国
青花瓷器”。当时，满剌加有不少中国商船停泊、转
销货物。郑和远航时也曾经过此地，两国商船常随
使节往返。

《明会典》就记载，满剌加用犀角、象牙等奢侈
品换取明朝大量瓷器等商货。

今天看来，郑和的船队规模庞大，贸易往来、文
化交流是其主要成就。

早在朱元璋时，明朝已向海外及周边国家申
明：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有为患于中国
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因此，郑和船队每到一地，即宣谕皇帝诏书，向
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等，并鼓励他们遣使
到中国。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在返航过程中于
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不过，郑
和去世后，这位世称“三保太监”的航海家依旧有其
影响力。

郑和船队“示中国富强”，其浩大气势曾迅速结
束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纠纷，平定了骚扰海上贸易
的匪盗海贼。

郑和远航在促进往来贸易的同时，也推动了
当地发展。在今天的东南亚，仍有许多与郑和有
关的建筑、寺庙，人们在这些建筑、寺庙前加上“三
保”或“三宝”，记载当年郑和的足迹。如马来西亚
马六甲有三宝井、三宝山，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有
三宝垄……

郑和也逐渐成为东南亚不少地区华侨所崇拜
的“神”。

学者许云樵就曾在《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中
这样说，南洋华侨传说中的“三宝公”“是法力无边，
万物听命的”。 据《湛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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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无霸”竟然是人名

奇珍异兽：驼蹄鸡和麒麟

往来贸易：香料与瓷器

“法力无边”的“三宝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