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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营村的“中菲关系”

2014年4月2日深夜，一伙
持枪武装人员突然袭击马来西
亚沙巴州仙本那一家酒店，29
岁的中国女游客高华赟和一名
40岁的菲律宾酒店女员工被劫
持。酒店方面则表示，这伙武装
人员为菲律宾叛军。

沙巴州位于加里曼丹岛北
部，历史上曾由苏禄王国控制。
1963年，沙巴州加入马来西亚。
不过，近几年沙巴州频繁受到
追随苏禄王后裔的武装分子袭
扰，其中一支造成多人伤亡的
武装自称“苏禄王朝皇家安全
部队”，不过外界称他们为菲律
宾叛军。

这起人质劫持事件通过电
视已被居住在中国德州北营村
的苏禄王室后裔安砚春所知
晓，他为此感到诧异。

祖辈守着苏禄东王墓近
600个年头，这位第十八代苏禄
国王子后裔已是典型的庄稼
汉，尽管还信仰伊斯兰教，但没
有半点王室的架式。

1417年，苏禄国巴都葛·叭
答剌、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叭都
葛巴剌卜三王，各率领眷属、侍
从共340多人远渡重洋访问中
国，受到明朝永乐皇帝盛情款
待。回程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
葛·叭答剌病逝，遂葬于德州，
其长子回国继任王位，王妃和
另两个儿子就留在德州守墓并
定居，其后裔在清朝获得中国
国籍，取安、温姓氏。

几百年来，菲律宾方面与
德州苏禄王后裔的联系始终没
有中断。安砚春家中摆放着他
和父亲安金田2005年与菲律宾
前总统阿罗约的合影，暗示着
这个家族至今在菲律宾仍有非
同一般的影响力，苏禄王后裔
的王室地位也一直被菲律宾官
方承认。

几年前，苏禄王妃梅里安
姆来德州拜谒苏禄王墓时告诉
安砚春，苏禄王室已分为几派，
其追随者不时与马来西亚政府
爆发武装冲突。

媒体报道，苏禄王朝74岁
的“末代皇帝”吉拉姆三世的追
随者今年3月刚刚“入侵”马来
西亚沙巴，造成60人死亡，引发
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近几十年
最大的冲突。

马来西亚向菲律宾喊话，
要菲方将吉拉姆三世绳之以
法，否则就直接要人。而这位

“世界最穷的苏丹”现在穷困潦
倒，身患肾衰竭，就住在马尼拉
一处贫穷穆斯林社区破旧的两
层楼房里。

这些天，安砚春关注着被
劫持同胞的安危，但自己也搞
不清楚，到底是哪位远房亲戚
在祖先的故土上“制造争端”。

“要是经济条件和其它方
面允许，我们应该过去多做做
和平的努力。”安砚春说，自己
早有去菲律宾祭祖的打算，想
以此增加中菲之间的友谊，也
为苏禄群岛的和平发展加把劲
儿，“苏禄那边现在太不稳定
了”。

中国皇帝的好朋友

或许是因为局势变幻复
杂，近年来，菲律宾苏禄后裔和
菲律宾高层前来拜谒苏禄王墓
日渐频繁，苏禄王墓的宗主地
位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甚至成
为许多菲律宾人的精神寄托。
上好佳集团董事长、菲律宾华
裔施恭旗今年1月还捐资200万
元修缮王墓。

如今中菲两国时有摩擦，
但在约600年前，大明王朝和菲
律宾往来友好，以至古苏禄国

首领巴都葛·叭答剌受到大明
皇帝晓谕召唤的时候，面对长
达三个月的漫长航线，以及夏
季南中国海频发的台风威胁，
没有丝毫犹豫就来华。

苏禄国是菲律宾历史上第
一个国家，位于今天菲律宾的
苏禄群岛，中世纪时被西方称
为香料群岛，还以盛产珍珠闻
名。在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前，该
国是当地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
国家之一。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苏
禄国是中国通往“东洋”和“南
洋”的交通枢纽，更是中国海上
贸易的重要节点。在明代已有
一支拥有众多船只的中国商船
队，经常去往苏禄等地。从中国
运往苏禄的有丝绸、瓷器、铁器
之类，从苏禄运回中国的有香
料、珍珠、药材等。

1405年，为了巩固执政地
位，获得“万国朝宗”的效果，中
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行动
郑和下西洋开始，其间郑和曾
三次遣使访问菲律宾群岛诸
国。

“史料记载，郑和亲自与苏
禄东王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同
时苏禄东王还对国力强大的明
王朝十分倾慕，于是决定带领
苏禄另两个国王一同前往中国
朝贡。”德州学院教授王守栋考
证说，1417年郑和亲自访问苏
禄，就在同一年苏禄三王访问
明王朝，这实际上是对郑和访
问苏禄的回访。

虽然苏禄群岛直线距离与
中国福建不过数千海里，但为
了赶上太平洋夏季西南季风的
航海便利，苏禄国王的帆船必
须向西，途经爪哇、苏门答腊、
马六甲，再从越南折返至广州，
最后到达泉州港，这条俗称的

“东洋航线”长达上万海里，路
途艰险。

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
禄东国首领巴都葛·叭答剌、
西国首领麻哈剌叱葛剌麻丁、
峒国首领叭都葛巴剌卜三人，
率领眷属陪臣340余人，组成
庞大的友好使团，携带珍珠、
宝石、玳瑁等礼物，历经三个多
月航程，于七月到达泉州，稍作
休整后，又一路北上经过京杭大
运河，八月才到达北京。这是明
代中国政府接待的阵容最为
壮观的外国使团之一。

王守栋说，这是世界中世
纪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外交活
动。面对阵容如此壮观的外国

使团，永乐帝龙颜大悦，给予苏
禄使团空前的礼遇。苏禄东王
则向明成祖递交了“国书”(金
缕表文)。之后，永乐皇帝、太子
分别宴请苏禄国王，并对来访
人员全部给予赏赐。苏禄国王
则利用27天时间，了解中国民
间的风土人情。

不幸的是，归国途中，苏禄
东王在德州病逝，葬于德州城
北二里处(现德州北营村)。

对此，永乐皇帝表达了“不
胜痛悼”之情，这在中国对外历
史上十分罕见。永乐皇帝还专
门撰写祭文，按照中国皇族亲
王的礼制，在德州城北的十二
连城西南营墓立碑。在祭文
中，永乐皇帝肯定了东王访华
对两国友好关系所作出的杰
出贡献，盛赞东王的事迹“昭
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并按
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赐赠东王

“恭定”的谥号。除东王长子回
国继承王位，王妃葛木宁、次
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等十人
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留在德州守
墓。

虽然此后经历朝代更迭，
但中国政府对苏禄王墓的祭奠
从未中止，清朝对东王的祭祀
自雍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据北营老人回忆，民国元年
(1912)，德县县长乘坐四人抬的
大轿，打着旗、锣、伞、扇，吹着长
号，到东王墓前祭扫，由东王后裔
文秀才温如盘、武秀才安福海作
陪。他们摆设供席，搭设临时席
棚，并有十余士兵保卫。

“很德州”

如今距苏禄王万里访华已
近600年，苏禄王后裔安静还守
在祖先的陵墓旁，正打算给即
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中
国名字。

与几代人争取独立并陷入
武装冲突的菲律宾苏禄王室后
裔不同，当年在华守墓的苏禄
王亲眷早已融入中国社会，与
世无争。受到儒家文化和西北
回教交织影响的苏禄王后裔，
不仅建起了青砖灰瓦的清真
寺，而且其后人还科举及第，有
的甚至成为民族将领。

“沙巴资源很丰富，我在沙
巴觉得像在家里。”接受美联社
采访时，躺在病床上的苏禄王
朝“末代皇帝”吉拉姆三世仍在
怀念今天属于马来西亚，但400
年前曾是苏禄苏丹的那块儿领

土。针对上月初的那场冲突，吉
拉姆三世毫不讳言地说，冲突
的直接原因就是自己的追随者
回到沙巴故土却屡次被欺负和
虐待。

在万里之外的德州北营村
苏禄王御园里，作为管理员的

“80后”王室后裔安静虽谈不上
“乐不思蜀”，但她笑着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这里的王族后裔
早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
没有王族的感受，也不会想着
那块儿重洋远隔的“故土”，“现
在因守墓而发展起来的北营
村，每家每户都可以用我的名
字来形容。”

苏禄王的葬身之地最早并
无村落，居民除王妃、王子及侍
从十人外，就是明王朝从历城
迁来三户回民：马丑斯、陈咬
柱、夏乃马，由他们负责王墓的
祭祀、耕种祭田及家务杂役，所
有人同住墓侧。

“史料记载说，王子跟随仆
人学会了地方话，甚至很德州，
当地人也对两位为父守孝的外
国王子敬重有加。”王守栋说。

实际上，在苏禄王访明时
期，苏禄王国还处于相当原始
的发展阶段，民众主要靠打捞
浅海珍珠为业，与明王朝的社
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按照大
明礼制，守孝三年期满后，王子
等守墓人员都可以离华归国，
但他们放弃了回国耕海，而是
以“耕读”为业，成了德州的平
常百姓。

不仅如此，两位王子还为
子嗣取姓“安”、“温”，并按照中
国传统习俗，取“吉名”与“佳
名”。随后从明朝至清朝期间，
苏禄王后裔正式“以温、安为姓
入籍德州”，成为清朝编户齐
民，并逐渐融入回族，结束了在
华客居生活。

安静指着苏禄王墓一侧的
清真寺，这座红门青瓦的清真
寺与传统清真寺风格不同，安
静说，这是明时期的建筑风格，

“虽然翻修了几次，门内也有拱
形屋顶，但是整体风格还是延
续下来了。”

虽然生活习俗与当地人接
近，但在祭祀苏禄王时，后裔还
是按照伊斯兰教习俗念《古兰
经》纪念，并没有仿效当地的祭
祀仪式。

“不过，德州当地的家族
文化逐渐影响着这个新兴的
王室家族。”王守栋说，在德
州，卢氏和田氏两个名门望族
延续400多年，科举入仕的门
风使得家族得以兴旺，安、温
家族孩童在清真寺接受伊斯
兰教基础普及教育后，也学习
汉字的识读、句读以及《三字
经》、《百家姓》等。此后，家族
中出了十几位秀才，清初，温
泮还成为家族第一位举人，官
至广东按察司知事。温宪则通
过科举入仕，累官至知府、道
台。直到今天，苏禄王后裔中
安、温两姓的老人一谈起“温
知府”的事，无不津津乐道、引
以为荣。民国时期，安、温家族
还在西北军中出了一位“不侍
二主”的名将安树德。

如今，在苏禄王墓周围，仍居
住着大部分苏禄王室后裔的子
孙。不过，安静说，随着观念开放，
越来越多的王室后裔去外省发
展，通婚也不再只限于族内。“解
放前只允许族内通婚，现在同族
通婚选择面那么窄，大家也就不
讲那些了。”安静说。

近两年，菲律宾苏禄王室
后裔访华祭祖愈发频繁，北营
村的安、温家族也有更多机会
听到来自家乡的声音。

“看着都挺亲切的，不过也
只是互相问候一下。”安砚春笑
着说，他会惦记苏禄群岛那边
的“亲戚”。他相信中菲关系会
逐渐缓和，他们回菲律宾的机
会也会越来越多，期望那时能
做个友谊使者。

守守陵陵六六百百年年，，他他乡乡亦亦故故乡乡
德州苏禄王后裔的家与国

眼见中国与菲律宾频
起摩擦，捏着自己与菲律宾
前总统阿罗约合影的德州
人安砚春，心情颇为复杂。
约600年前，菲律宾群岛中
第一个近代国家君主苏禄
东王，不远万里来华访问，
后不幸病故于山东德州。如
今，既是中国人，又是古菲
律宾王室后裔的安砚春，正
在思索着自己能否再为中
菲友谊作出些许贡献。

鲜为人知的是，菲律宾
民间与高层从未间断过到
德州拜谒已故苏禄国王墓，
这条王室家族的纽带一直
牵系着中菲友谊。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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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王来华路线图

德州北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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