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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last decades, there are a lot of scholars that in agreement with 

the fact that Admiral Chengho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slamic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Indonesia. There are even several scientists who consider that 

Admiral Chengho was the first Islamic missionary in Indonesia. However, this 

paper does not agree on that point because it was known that prior to Admiral 

Chengho arrival in Indonesia for the first time, Indonesian had already known 

Islam through Arabs, Indian Gujarat and Persian. In addition, due to in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its early stages, Islam had a very weak influence in the society. 

Admiral Chengho was not the first Islamic missionary in Indonesia, but he was 

the head figure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Indonesia. The reason, 

that Admiral Chengho capable of significantly develop Islam in Indonesia, was 

adequate capability and support from China at that time in setting up missionary 

activities to other countries. During his time in Indonesia, Admiral Chengho set 

up several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Palembang and Java, however the support and 

effect in Java was found to be more significant in comparison to Palembang. He 

commonly utilize Islamic-Tionghoa ethnic to spread Islam to indigenous people 

and local Islamic-Tionghoa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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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郑和与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有着密切的

关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郑和是第一个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尼的人。然而，

本文不以为然，因为在郑和抵达印尼前，印尼人已通过一些阿拉伯人、印度

的古吉拉特人和波斯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只是当时的影响力如此渺小，没

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郑和虽不是印尼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传播者，但他却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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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印尼伊斯兰教的传播及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动印尼伊斯兰

教的发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具备向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条件。郑和曾在印

尼的旧港和爪哇从事过一些伊斯兰教活动，但其影响及贡献在爪哇一带更为

突显。他主要靠华人穆斯林社区向印尼本土人和当地华人传播伊斯兰教。 

关键词  郑和 印尼 伊斯兰教 传播 

 

1、引言 

    伊斯兰教自公元 7 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开始传播并发展，之后便传播到西

亚、北非、中国等国，而东南亚一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等国）直至 15 世纪才开始普遍传播。然而，“今天，东南亚海岛地区

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约有 1.8 亿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

穆斯林近五分之一。”（肖宪 2003）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人

口最多的国家，其国民 90%是穆斯林。迄今为止，关于印尼伊斯兰教是传

自何处这个问题仍无定论。早期主要有印度古吉拉特传入说、阿拉伯传入

说、波斯传入说三种观点。然而，近年来，有不少人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是

从中国传入的，特指“郑和下西洋”期间，故与“郑和”有密切的联系。那

么，为什么会将郑和与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联系起来呢？中国当时是否已

具备对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条件？郑和在印尼从事了哪些伊斯兰教活动？这

些问题正是本文将探讨的主要内容。 

 

2、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 

目前，印尼是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民 90%是穆

斯林。那么，印尼的伊斯兰教究竟是传自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言者分

歧，尚无定论。迄今为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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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传自印度的古吉拉特 

一些学者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是在 13 世纪时，由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

传入的。其主要依据是在苏门答腊北端发现的沙姆德拉国王苏丹马立克·阿

斯·沙勒的墓碑。其墓碑是来自古吉拉特，时间是 1297 年。 

2.2 传自麦加 

    印尼的伊斯兰教传自古吉拉特的说法流传后，便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尼的时间比 13 世纪还要早，即在 7 世纪下半叶由

阿拉伯人传入的。他们的依据主要是：（1）公元 7 世纪 674 年，苏门答腊

西岸已经有阿拉伯人的聚居区。（2）沙姆德拉王国是遵循沙斐仪学派的，

而当时具有最大影响的沙斐仪学派正是埃及与麦加。印度的古吉拉特则是遵

循哈纳菲学派的。 

2.3 传自波斯 

波斯是指今天的伊朗。为什么学者们会认为是从波斯传入的呢？那是因为

1419 年在革儿昔（Gresik）发现了毛拉纳·马立克·易卜拉欣(Maulana 

Malik Ibrahim) 的墓碑。毛拉纳·马立克·易卜拉欣是第一个在爪哇传播伊

斯兰教的人，他去世后被伊斯兰教徒尊为“贤人革儿昔”（ Sunan 

Gresik），是九贤中的年长者。据有关资料指出，他是来自今天伊朗的某一

个城市，其墓碑上所刻的文字肯定了这一说法。 

2.4 传自中国 

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是从中国传入的。其主要依

据是：（1）三宝垄（Semarang）的三保洞（Gedung Batu）。据说当年随着

郑和远航的航手王景弘突然患病，因此郑和便下令把船停在三宝垄。当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石洞，因此就让王景弘在那儿治疗其病。十天后，郑和继续

航海，而王景弘的病痊愈后则没有追随郑和的船队，他反而留在此地教当地

农民以及华人如何耕种、经商并且传播伊斯兰教。“赫鲁·黑里斯第约诺记

载了当地的传说，称郑和抵三宝垄时所住过的石洞，是当年该地区传播伊斯

兰教的一个中心。”(孔远志 1990)（2）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享有盛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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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贤”（Wali Songo）中，有几位是华人穆斯林或具有中国血统。下文将

对此详细介绍。 

根据上述的依据，不管是三保洞还是九贤都与“郑和”有着密切的关

系。郑和（1371-1433），云南回族人，原姓马名和，小名三保，又称三宝

太监。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明朝的明成祖曾派郑和出使西洋1。其目的

在于宣扬明朝的富强，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吸引各国来朝贡以及发

展海外贸易。自 1405-1433 年郑和率领了巨舰百艘，七下西洋，远航亚非 36

个国家。其规模巨大、人数很多，是史无前例的。郑和的航海活动都比世界

上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早近百年。 

在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当中并没有涉及到“传播并发展伊斯兰

教”，但是据一些文献记载,郑和确实在东南亚一带传播过伊斯兰教。因

此，不少学者在研究印尼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时都会提到“郑和”的名

字。如印尼著名的伊斯兰教权威哈姆加曾写道：“印尼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

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

军。”(孔远志 1990)然而，如果要作出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与郑和有关

的推论，那么其重要前提就是“当时中国的伊斯兰教必须具备向东南亚（印

尼——引者注）传播的条件。” （肖宪 2003） 

 

3、15 世纪时中国与印尼伊斯兰教的情况 

据一些学者指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是到了 15 世纪后才开始大规模地

迅速传播，也就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正如上文所述，如要作出郑和与印尼

的伊斯兰教有关的推论，中国必须具备向印尼传播的条件。那么，15 世纪

时，中国和印尼伊斯兰教的情况如何？中国是否具备了向印尼传播伊斯兰教

的条件呢？以下我们分别对中国与印尼的情况进行探讨。 

                         
1
 西洋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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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5 世纪时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 

公元 8 世纪后，大量的穆斯林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

来经商传教。“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

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中国。” 

(肖宪 2003) 宋代时期，中国的贸易更发达，来自西亚的穆斯林随之增加，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

了元代，中国和西亚均在蒙古大帝国统治之下，当时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因

此不少穆斯林从西亚、中亚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回”，其地位仅次于

蒙古人而高于汉人，故当时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 

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而且当时也已形成

“回族”了。他们主要集中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当时，穆斯林

在中国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

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些重要将领都是

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低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

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

斯林较多，伊斯兰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 (肖宪 2003) 

元明时代，中国的穆斯林除了其人数多以外，他们还严格地遵守伊斯兰

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礼仪、习俗制度而且还开始抄写和背诵《古兰经》

等。那时期，中国各地逐渐建起了壮观而且富有中国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

都说明了伊斯兰教在明初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程度，具备向东南

亚传播伊斯兰教的条件。 

3.2 15 世纪时印尼伊斯兰教的情况 

印尼早期主要是由佛教和印度教占统治地位。据记载，早在 7 世纪印尼

已接触到了伊斯兰教（即在苏门答腊西岸已发现有阿拉伯人的聚居区）。11

世纪后，一些来自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到爪哇的一些港口经商传教，当时不

少印尼本土人以及中国商人皈依伊斯兰教。有关记载还指出当时一些中国商

人在爪哇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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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尼早期已有一些阿拉伯人、印度古吉拉特人或者波斯人来传教，

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及发展，影响力如此渺小。其原因在于当

时他们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目的是中国，在去中国的途中经过了印尼的一些

岛屿进而暂停下来经商传教。“马可．波罗父子 13 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

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14 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

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开始传播，

信奉者很少。”(D.C.E 霍尔 1982，转引自肖宪 2003) 阿布巴加尔在介绍

淡目清真寺的历史时曾写道，“在十五世纪的中期，爪哇居民中大多数人信

奉佛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不多。”这可以说明 15 世纪时伊斯兰教不管是在

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还是爪哇岛都尚未盛行。 

肖宪(2003)在其文章中曾指出，“14 世纪后期，在中亚的帖木儿率领

下，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掳

掠，伊斯兰教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西亚、波斯、印度等地呈现一片破败衰

落的景象，昔日繁荣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趋萧条。”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到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很小。 

根据上文所述，在 14-15 世纪之交，伊斯兰教在中国经过几世纪的发

展，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在印尼则刚开始发展而且其信仰者很少。此

外，当时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已到了破败衰落的程度。由此推论，伊

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与发展与郑和下西洋息息相关。 

 

4、郑和在印尼的伊斯兰教活动 

在郑和七次下西洋期间，几乎每次都会访问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

岛。据记载，他确实在这些岛屿从事过一些伊斯兰教活动。随着郑和远航的

船队不少是穆斯林，如：王景弘、马欢、郭崇礼、哈三、蒲和日等人。据

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因此，曾与郑和或者

其穆斯林船队接触过的印尼人必然会受到他们或多或少的影响。以下我们分

别探讨郑和在苏门答腊岛的旧港和爪哇岛的一些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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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旧港 

旧港是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一个重镇。明朝统一中国后，一些反明势

力便流亡到南洋，从事反明活动。当时来自广东的陈祖义便在旧港一带当海

盗，每艘路过那一带的船都会被他劫夺财物。许多船只为此而感到不安宁。

因此，郑和在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中国对南

洋的影响及控制。 

来到旧港后，郑和在施进卿的帮助下铲除海盗陈祖义，将他押回南京处

置。在皇帝的命令下，陈祖义便在众人面前接受斩首的处分。此外，郑和受

皇帝的指令将施进卿提拔为旧港宣慰使。同时，郑和还建立了华人穆斯林社

区，通过此渠道让更多的本土人及非穆斯林华人接触到伊斯兰教并且对当地

居民进行改宗工作。 

施进卿去世后，其儿子和大女儿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而发生矛盾。为

此，郑和还专程来到旧港解决此事。施进卿的女儿正是在爪哇遐迩闻名的

“施大娘子俾那智”。 

4.2 爪哇 

11 世纪后，一些来自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到爪哇的一些港口经商传

教，当时不少印尼本土人以及中国商人皈依伊斯兰教。据记载，当时一些中

国商人在爪哇定居。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道：“满者伯夷国有三等

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出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

教门受戒持斋者。”(孔远志 1990) 

同旧港，郑和在爪哇也采取依靠华人穆斯林的手法，鼓励他们“爪哇

化”即用爪哇名字，与当地人通婚，由此打下了向当地人传播伊斯兰教的基

础。英国学者马礼逊在《外国史略》写道：“众岛（指南洋群岛——引者

注）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

—引者注）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其偶像，而拜回回教主。” (孔远志 

1990) 这说明了郑和确实在爪哇传播过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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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郑和船队的影响下，爪哇各地也开始建起了清真寺，正如巴林

桐安写的，“1411-1416 年间，马来半岛、爪哇和菲律宾先后建立华人伊斯

兰教区。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井里汶、拉泽姆、杜板、棉石、乔拉丹和惹班

等地纷纷建立了清真寺。” (孔远志 1990) 

14 至 16 世纪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贤”（Wali Songo）享有盛

誉。在这九大贤人中，有几位是华人穆斯林或者具有中国血统，如：贤人阿

姆贝尔（Sunan Ampel）即彭瑞和、贤人波囊（Sunan Bonang）、贤人达拉

查（Sunan Drajat）、贤人加蒂（Sunan Jati）即唐阿茂、拉登·巴达（Raden 

Patah）即陈文。其中贤人阿姆贝尔（彭瑞和）跟郑和有一定的联系。他是

郑和开创的爪哇华人伊斯兰教徒社区的首领之一。由于他在爪哇的泗水、阿

姆贝尔和淡目一带传播伊斯兰教，因此被伊斯兰教徒尊为贤人阿姆贝尔。 

此外，彭瑞和是彭德庆的孙子。郑和曾鼓励彭德庆积极传播伊斯兰教，

因此彭瑞和不可能不受到其祖父的影响。斯拉墨穆利亚纳曾在其书中说过彭

德庆是“协助郑和制定并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的一个重

要人物，大本营设在占城。一四一九年，彭德庆被郑和任命为整个东南亚华

人社会的协调人，其下分社许多华人甲必丹（即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华人地方

首领）。” (许友年 1983) 

    彭瑞和的两个儿子在其父亲的熏陶下也成了爪哇伊斯兰贤人，他们就是

贤人波囊（Sunan Bonang）、贤人达拉查（Sunan Drajat）。此外，他另有

养子拉登·巴古（Raden Paku）也是九贤之一即贤人吉里。贤人吉里的义母

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施大娘子俾那智”。 

彭瑞和的弟子，拉登·巴达（Raden Patah）即陈文是爪哇第一个伊斯兰

王国——淡目王国的创始者。他有一半的华人血统，是满者伯夷最后的国王

格尔达布米与中国公主结婚所生的。1527 年满者伯夷佛教王国被以淡目王

国为核心的爪哇伊斯兰教诸王国彻底推翻，这标志着爪哇的全面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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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解郑和在旧港和爪哇的伊斯兰教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郑和对印尼

伊斯兰教的发展尤其是爪哇岛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要是靠当地华人的势力

以及华人穆斯林社区来传播伊斯兰教。 

 

5、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郑和并不是第一个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尼的

人，因为早在郑和下西洋前，一些来自阿拉伯、印度的古吉拉特、波斯的人

已向印尼人传播伊斯兰教，只是当时的影响力很小进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

展。然而，虽然郑和不是印尼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传播者，但他对印尼尤其是

爪哇岛伊斯兰教的推动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印尼，郑和主要是通过华人

穆斯林社区来传播伊斯兰教，如在爪哇让华人爪哇化以及与当地人通婚等。

郑和的影响如此之大，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享有盛誉的九贤也与郑和有着不

凡的联系。此外，在其影响下，爪哇各地区都纷纷建起了清真寺。2003 年 5

月在印尼东爪哇的泗水建起了一座世界上首次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 

总而言之，尽管传播伊斯兰教并不在当初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任

务当中，但这位中国伟大的航海家却推动了印尼伊斯兰教的发展，他在印尼

人民的心目中永远是个伟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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