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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也是中西方在世界近代化的形势下，各自走

向不同面向的转折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东南中国沿海的贸易状况及中西交往学

术界已有很多的研究。笔者经过大量阅读，特别注意到朱纨事件的重要性。笔者

发现这个人物在分析、研究明代中后期的东南中国沿海的局势时具有一种典型的

意义——他和这一时期主导东南中国沿海的四个主要角色：明政府、中国民间海

上势力、葡萄牙人、日本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通过引入朱纨这位线

索人物（他的政治活动和对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各势力的军事打击），考察他所处

时代东南中国沿海的各种势力状况及其活动，以及其背后或显或隐的因素，将会

是非常有意义的。朱纨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就是有明一代海禁政策破产的前奏，

也印证了中西方面对现代化之肇始，各自将走向不同面向的必然性。文章首先考察

了朱纨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从当时明朝的政策和东南中国海上的状况着眼。

接着，分析了朱纨事件的历史过程和朱纨之死的原因。 后，通过对朱纨事件历史

影响的分析，得出朱纨之后，以澳门为中心的早期亚洲贸易体系逐渐形成的结论。 

本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题为：“朱纨事件的历史背景”，主要论述朱纨时代明王朝的海外贸易

政策以及当时中国东南海上的各种势力状况，以为此后论述朱纨事件之铺垫。 

第二章题为：“朱纨之死”。本章为本文之重点，主要考察了朱纨巡抚浙江时

期的治海政策和对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海上势力的军事打击，详细论述了朱纨事

件的经过以及朱纨之死的原因。 

第三章题为：“朱纨事件的历史影响”。本章首先考察了朱纨事件对嘉靖倭患

和葡人占据澳门的影响，接着考察了葡人占据澳门之后，早期亚洲贸易体系形成

的一般状况。 

后“结束语”部分，对朱纨事件的本质、意义及其历史启示进行了总结性

的阐述。 

 

关键词：  明朝；朱纨事件；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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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and last term of Ming dynasty was a great change era. It was 

transform epoch that China and the West would go to the different direction severally 

in modern world. There wer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rade status of southeast China 

and sino-west trade intercours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reading heavy, the 

author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Zhu Wan Event. The author found this figure had a 

typ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to southeast China coast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st term of Ming dynasty－he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Ming 

government, China civil force at sea, Portuguese, and Japanese, which were four 

leading roles dominating southeast China coast in that period. The author argues it is 

much significa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and action of southeast China coastal, 

and the obvious or obscure factors behind the curtain in his ages by importing the clue 

figure－Zhu Wan(his political activity and his military attack to all then southeast 

China coastal force). The tragical life final of Zhu Wan, was the prelude that the 

policy of ban on maritime trade went bankruptcy in the whole Ming dynasty, also 

verified the inevitability that China and the West would go to the different direction 

severally facing the begin of modernization.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Zhu Wan event first, mostly focuses on the then policy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maritime trade forces .Then,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Zhu Wan Event and the death reason of Zhu Wan. Finally,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early Asian trade system focusing on Macao 

formed gradually after the death of Zhu Wa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Zhu Wan Event.  

The thesis is divide into three chapter. 

Chapter 1,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Zhu Wan Event. It mostly discusses that 

the maritime trade policy and all then southeast China coastal forces situation in the 

age of Zhu Wan, which is basement of the following discusses on Zhu Wan Event. 

Chapter 2, the death of Zhu Wan. This is the emphasis of this thesis, mostly 

investigates the sea-ruling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attack to force at sea including 

Portuguese when Zhu Wan governing the Zhejiang province,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Zhu Wan Event and the death of Zhu Wan in detail. 

Chapter 3,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Zhu Wan Event. This chapter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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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Zhu Wan Event to Jia Jing Wo Huan and Portuguese’s 

occupation on Macao, then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the early Asian trade system 

formation after Portuguese’s occupation on Macao. 

The last, concluding remarks, which expounds the natur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Zhu Wan Event summarily. 

 

Key Word：Ming dynasty ;   Zhu Wan Event ;   Portugu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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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  言  

一、本文选题动机及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谓的“朱纨事件”，是指朱纨巡抚浙江之后，厉

行海禁，打击海盗，军事上已取得相当成就，但 终还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被罢官弹劾，终致饮鸩而亡一事。关于朱纨事件，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人对其进

行过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朱纨事件的经过和朱纨死因的细致探讨，相当不足。

笔者以朱纨事件为研究的题目，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朱纨所处的年代正是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谋求与中国贸易的时代，也可

以说是东西方 早接触和碰撞的时代。选取这个人物，也就对本文的研究时段

作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同时，正是朱纨破灭了葡萄牙人在闽浙沿海扎根的努

力，因此，通过研究朱纨事件，也就能梳理出葡萄牙人早期在华的活动轨迹。 

2、朱纨事件凸现了明王朝内部海禁派和 禁派的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朱

纨的死， 根本的原因即来源于此。因此，研究朱纨这个人物的治海事业及其

成败，无疑对窥视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脉络、明朝官僚阶层对此的分歧以

及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民生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朱纨事件不仅仅与早期来华葡萄牙人的命运有关，也与中国私人航海贸

易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些私人航海贸易势力，勾引了葡萄牙人来

到闽浙沿海，也正是这些私人航海贸易势力，给朱纨的治海事业造成了巨大的

阻碍，使本奉朝廷明旨而来的朱纨，缺乏自己辖域内民众之支持， 后有来无

回。朱纨面对的海盗势力还包括有明一带头痛不已的倭寇。因此，研究朱纨事

件，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倭寇问题的探讨。 

4、我们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到，朱纨事件可谓“牵连甚广”，它牵涉到了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的各种势力，尤其是东来的欧洲势力，这一点，对于我们

放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把当时中国东南海上的活动，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

流，以从其中发现中西方面对现代化之肇始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和不同走向，

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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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课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朱纨事件的研究相当不足，或者说朱纨事件的典型意义被学

术界长期忽略了。至少笔者经过翻阅大量材料后，基本没有发现以朱纨事件为

中心的论著，而以朱纨为题的文章，只有两篇，即邹萍的《朱纨与明代海禁》，

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期，以及陈学文所著《朱

纨抗倭卫国的历史功勋》一文，载于《福建论坛》，1983 年第 6 期。这两篇文

章都仅就“海禁”和“抗倭”等某一方面来谈朱纨，将朱纨视为抗倭英雄、忠

烈之士。也就是说，仅仅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朱纨事件的某一方面，因此就显的

相对粗糙，从而也就无法探明朱纨事件的原委和本质，这恰恰是本文力图把握

和论述的核心所在。 

单就本文所涉及的一些研究领域，如明代东南海上状况，早期中葡关系、

倭寇等海盗的活动、早期的亚洲贸易状况等等，学术界已有较有深入的研究，

如瑞典学者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张增信的《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

张天泽的《中葡通商研究》、平托的《远游记》、博克舍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

纪行》、裴化行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

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经典的著作。但是，就某一历史事件将这些主题贯穿到

一起，可以说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尝试。 

下面笔者对上述研究领域内的相关著作做一个简单的学术史回顾。 

首先必须提及的是瑞典学者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该书是西方学者系统

研究早期中葡接触和澳门问题的拓荒之作。龙思泰是一位对早期澳门问题研究

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者，该书保存和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龙思泰以其在广

州和澳门两地生活 37 年的丰富阅历(其中在澳门 22 年)，潜心于早期澳门史研

究。尤其可贵的是，龙思泰通过对文献资料认真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澳门是

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从未允诺将澳门归入葡萄牙的版图。本文在论述葡人居澳

一节时就采纳了该观点。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

史”，分三卷论述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居留地的情况。第一

卷“临时居留地”，论述的是葡萄牙人在双屿、泉州、漳州以及上川岛、浪白澳

等地的居留情况，第三卷论述了他们在澳门城外的居留情况。以上这部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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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下篇题为“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

史”，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澳门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这一部分对研究罗马

天主教在早期澳门的活动情况乃至它在整个中国的传道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迪和模式。 

平托的《远游记》对 16 世纪初期的中国有广泛的描述。平托在社会集体想

象的基础上，把他人的文本、自己本身的经验和神奇的虚构结合起来，把当时

明朝的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十分赞美，并拿中国

与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形象对比。因此，美国著名学者史景迁在谈到《远游记》

时说：“平托提出了一个利用中国的新观念，即用中国来批判欧洲的一些因素。”

①
 虽然《远游记》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纪实随笔，真实性上存在疑问，但其

对中国的地理、政治、司法、经济、风俗生动而广泛的描述，仍具有相当的参

考价值。笔者在写作本文同时参考了该书的中译本和英译本中的相关资料。 

博克舍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英国著名汉学家博克舍所著，他将伯

来拉、克路士、拉达三人有关中国的报道辑录出来并加注释。这是西方殖民者

尝试打 中国封建门户的 早记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报道辑录在

中国史籍之外给于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的不同认识，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客观

和严谨。该书对十七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兴起，起了先导作用。博克舍先生

著 述 丰 富 ， 他 的 《 葡 萄 牙 海 上 帝 国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 ）、《 葡 萄 牙 绅 士 在 远 东 》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澳门大帆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等书资料翔实、论述细致，系

统性很强，对于研究葡萄牙早期在亚洲的贸易情况和以及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

通商与冲突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裴化行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是研究早期中西交通史不可缺少

的一部书，作者是法国耶稣会士，20 世纪 20 年代末来华传教。该书上编叙述

天主教徒来华目的和过程；下编叙述利玛窦、方济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

坚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在叙述传教活动的同时，作者对早期在华葡人的活动

和贸易情况及其与日本人的接触和交往方面也有很多来自第一手资料的记载。 

                                                        
①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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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是

著名的全球化研究专家。他在该书中对 1400 年以后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日本、

印度与中东的贸易往来进行了考察。弗兰克认为从地理大发现直到 18 世纪末工

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

中心，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后来虽然戛然而止，但中国东南的海上贸易从来没有

停止过。即使在海禁时期，非法贸易的交易量甚至超过了正规的“纳贡”（按：

正因如此，嘉靖皇帝才会兴师动众地添设浙江巡抚，派遣朱纨到闽浙剿灭海盗）。

尤其到 1567 年，由于福建商人的要求，政府对海上贸易解除禁令，这更大大促

进了明中叶以后中国蓬勃的海上贸易事业。 

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该

书是以滨下武志教授 70 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为基础的集大成著作，也是

阐述“亚洲经济圈”理论并以此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本书以中

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

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注

意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

响，提供了一种从亚洲观察欧洲——视角、框架和方法。朝贡贸易和地域经济

圈是滨下武志教授“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理论的两块基石。该

书第二章重点探讨历来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以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

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以及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流通，对写作本文第三

章“早期亚洲贸易体系的形成”很有借鉴作用。 

张天泽的《中葡通商研究》在研究早期中葡的商业交往上，堪称经典。本

书作者特别留意葡萄牙早期来华商人在中国遭遇以及贸易进展、海盗行为如何

在统治混乱时加剧的情况。本书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包括公元 1513 年以前中国

海上贸易的历史概况、早期中葡通商关系、明廷从驱葡到许可葡人在华贸易的

转变、澳门的崛起、繁荣及衰落、其他欧洲人到达远东和葡萄牙人的地位和中

葡通商的停滞等详细内容。 

张增信的《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在对明代东南中国海上的状况和各

种势力变化的研究，十分详尽和深刻，该书主要论述了三方面的内容：明朝政

府的海洋政策、私人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海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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