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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缘缘外外交交中中的的家家族族力力量量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靖 雯

苏禄王并不是明代唯一病
逝于中国的外国君王，当时还有
浡泥国王病逝于南京，麻剌朗国
王病逝于福建。即便在当代，也
有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2012
年10月15日在北京医院去世。

西哈努克亲王曾是中国家
喻户晓的人物，去世后，天安门
广场还为他降半旗致哀，这一举
动，与苏禄王去世时受到明王朝
的礼遇颇为相似。当年永乐皇帝
除了亲书碑文，还特命宫中画
师，绘制了一幅苏禄王肖像，悬
挂于享殿中央，以供后人瞻仰。

苏禄王之所以能得到如此
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他出现在
了郑和下西洋时期。

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以
后，来中国的使团空前频繁，如
郑和第一次出使，琉球、中山、山
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
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
葛兰等国便开始入贡。一旦外国
与中国成为朝贡关系，在政治上
这些国家也便成为中国当时的
附庸国。

“每次郑和下西洋，出使时
都是送走一批国外使节，再带回
一批新建交的国外使节，他的船
就像外交使节前往中国的便车
一样。”德州学院教授王守栋说，

“当时永乐皇帝就是需要一个万
国朝宗的景象，证明他的正宗地
位，让大臣都看，而郑和七次下
西洋做到了。”

至于为什么东洋、南洋诸国
愿意朝贡明王朝，乃至有了像苏
禄王这样的外交朋友，王守栋有
着另一番解读。

“那时郑和乘坐的大帆船有

88丈长，赶上半个足球场大，要
比哥伦布航海时的航船大一倍
多，而整个舰队有五六十条这样
的舰船，2万多人的海军部队。”
王守栋坦言，郑和的船队实际是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特混舰队”，
威慑力自然非同凡响。

“你想想，这样一支舰队陈
兵海岸，并且派遣使节过来，表
明如果朝贡明朝就受封受赏，否
则便要宣国威，这样许多国家都
会选择前者。”王守栋表示。

曾有锡兰国王不愿朝贡，于
是郑和便武力宣扬国威，俘虏了
锡兰国王，送往北京接受训诫，
再送回锡兰。王守栋说，小国的
外交策略之一便是依仗大国保
护，美国现在处处扮演这样一个
保护国的角色，而600年前，这个
角色则由大明朝充当。

对于小国来朝，大明朝一直
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明会要》
载：“洪武七年(1374年)，吕宋、
琐里诸国来……帝谓中书省臣
曰：‘西洋诸国素称远番，涉海而
来，难计岁月，无论疏数，厚往薄
来可也。’”即明朝的赏赐之物定
要远远多于诸国的进贡之物。

以苏禄王来华为例，三王受
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
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

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
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赐其随从
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

王守栋估算，苏禄所贡“土
特产”的价值不过白银万两，明
朝所赐之物的价值数十倍于苏
禄进贡之物的价值，随三王船队
带到中国的所有苏禄商品，也一
律免税，一时间苏禄珍珠行销两
京，为苏禄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王守栋说，这便是许多东南亚小
国看重的“朝贡贸易”。

“那时中国的外交策略就是
‘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金子’，所
以出现了万国朝宗的景象。”王
守栋说，南洋、东洋国家纷纷与
中国建立藩属国朝贡关系，得到
大明王朝的赏赐及保护，这在当
时的东南亚国家中成为一种政
治时尚。

虽然“厚往薄来”的外交政
策最终要靠国力和金钱维系，但
中国仍在东南亚诸国王室中交
到了“真朋友”，就像苏禄。有记
载称，苏禄国在清中期为了抵抗
西班牙入侵，老苏丹还向乾隆奉
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
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图，只
是执政后期奉行闭关锁国的乾
隆皇帝，没有同意拥有一个海上
岛国。

虽然历史环境与政治形态
已时过境迁，但王守栋说，厚往
薄来的外交策略仍有存在的空
间。

去年6月，在中美峰会之后，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世界和
平论坛上发表了讲话，“继续把
周边作为外交优先发展方向”，
特别是利用经济投资来加强与
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意味
着经济杠杆仍能助力与周边邻
国的地缘外交。

除了经济手段，我们的那些
王室老朋友仍然在东南亚国家
中发挥作用，还可以联系他们。

“假如从公共外交、民间外
交的角度讲，地缘政治中，王室
凭借其特殊身份仍能发挥一定
的权威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说。

就在4月7日，中国的老朋
友、泰国诗琳通公主受聘山东大
学名誉教授，继续传播中泰间的
友谊传统。去年12月4日，菲律宾
籍苏禄王后裔梅里安姆·唐劳·
基拉姆公主等一行9人还专程到
德州寻根祭祖，并与德州相关部
门互动。

目前实际管理苏禄王室的
梅里安姆王妃来华时也曾表示，
王室基金会下属的公司有丰富
的石油和天然气，希望在中国寻
找合作开发的投资者。“我觉得
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我
们非常希望苏禄王室和中国有
更密切的交往，但目前我们和中
国方面还仅仅是民间交流。”王
妃对媒体表示。

在万里之外，德州苏禄王后
裔安砚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
相同的意思，“如果做一个和平
友谊的使者，我们家愿意做这个
使者。”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德州安、温家族是有史记
载的、传承至今的全国唯一的
海外君主留华后裔。从明初至
今近六个世纪，安、温家族已传
承21代、3700余口。安、温家族
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其渊源
脉络、发展融合、社会交往、家
学门风、家族结构、婚姻关系、
婚丧礼仪、生活方式等等独一
无二。

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
病逝后，王妃葛木宁、次子安都
鲁、三子温哈喇等十人留居德
州，为苏禄东王守墓。经过与德
州回族数百年的通婚繁衍，逐
步形成以苏禄国王后裔———
安、温家族为主体的守陵村
落——— 北营村。他们在与德州
人民共同生产生活、建设德州

的同时，又延续和传承着其独
特的宗教信仰和守陵文化，他
们深受中国回族习俗文化的影
响，又打着南洋穆斯林文化及
鲁西北地域文化的双重烙印。

在衣食住行方面，安、温家
族深受鲁北回俗的影响。在融
入回族的过程中，其传统服饰、
饮食、民居等各个方面都在潜
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逐步从
南洋穆斯林风俗向中国回族全
面演化。婚丧嫁娶方面，深深地
打着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双
重烙印，既深受伊斯兰文化的
影响，也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如今，他们已是个具有南
洋穆斯林血统的典型的鲁西北
回族大家族，家庭成员自幼接
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所以伊

斯兰文化对家族的影响根深蒂
固。同时，安、温家族在民族融
合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儒家
文化。从清初开始，安、温家族
崇儒之风日盛。安、温子弟纷纷
进入府、州、县学，与当地文人、
硕儒交游，参加科考，举人、秀
才辈出，以儒学光耀门庭，从而
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基本信
仰、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
传统儒学家法为门风、具有多
元文化元素和南洋穆斯林血统
的特殊家族。安、温家族的家学
门风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与儒
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以伊斯兰
教经堂教育传承宗教文化，同
时以儒学教育、科举入仕光耀
贵胄门庭，从而形成具有多元
文化元素的家学门风。

德德州州安安、、温温家家族族：：伊伊学学固固本本 儒儒学学荣荣身身

研究者说

王守栋
德州学院历史系教授

苏禄王第十八代安金田与儿子安砚春展示多年前在菲律宾受到阿罗约接见时的合影。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摄

苏禄王墓 （资料片）

家族解码

族长制与长教制

双重管理

从总体上看，安、温家族有一个
共同始祖——— 苏禄东王的统一大家
族，然而这个统一家族内部却有两
个姓氏——— 安氏与温氏，这在中国
家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安氏与温
氏自成世系，形成了安、温大家族下
的两个胞族。安氏与温氏互不通婚，
虽姓氏不同，但也严格按照辈分定

“称谓”，任何场合都不得乱了辈分。
安、温家族实行族长制与长教制双
重管理体制。族长一般由安、温二姓
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是家族中的“行
政首脑”，负责家族日常杂务：管理
族产(明廷赐祭田238亩)，制定族规、
家法，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并代表家
族与官府及外界交往等。长教一般
由安、温二姓中具有高深伊斯兰教
经学修养的人担任，是家族中的“精
神领袖”，负责宗教事务，包括经堂
教育、会礼、诵经祭墓、主持婚礼与
葬礼等。

与当地回民通婚

加速回族化

苏禄王德州后裔第二代起，开
始与当地回族通婚，这加速了其回
族化进程。

两位王子妻子均为苏禄人，安
都鲁的妻子名叫息剌安，温哈喇的
妻子名叫嗒剌一林，都是苏禄女子
的名字，她们很可能就是留在德州
守墓的10名侍从中侍候王妃的侍
女。到了二王子之子安里池和温塔
勿时，就已开始和德州当地的回民
通婚，谱系中出现的已不再是苏禄
女子的姓名，而是当地回民的姓氏，
如安里池妻马氏、温塔勿妻李氏。

从安、温家族的第四代开始，与
回族的通婚范围已从当地扩展到周
边。由于与回民的广泛联姻，其生活
习俗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到
明朝后期，苏禄王后裔已经与当地
回民融为一体。

为举行宗教活动之便，苏禄王
后裔与当地回民在王墓西南侧共同
修建清真寺一座。崇祯元年明朝礼
部特发“札符”，任苏禄王后裔温守
孝为清真寺长教。这样，苏禄王后裔
与当地回民的联系更为密切，在语
言、衣着与生活习俗上完全回族化，
当地人也称他们为回回。

天南海北经商

敢闯敢干

安、温家族继承先祖苏禄东王
“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
遥”，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
神，从不死守家门，敢于闯荡。他们
东进西出，北来南往，天南海北，踏
出了条条艰辛的经商之路。

清嘉庆年间，苏禄王第十二代
后裔安德清只身离开北营，外出闯
荡，后在河北保定安身立业。保定安
氏以末致富，以本守业，亦商亦儒，
成为当地名门大户。大约同时期，苏
禄王第十二代后裔安登魁由北营来
到河北东光，在连镇定居下来，亦农
亦商，耕读传家。清末民初，苏禄王
第十四代后裔安秀清由北营迁居河
北吴桥县，在桑园定居下来。桑园镇
是清代兴起的著名的运河市镇，安
氏在此经商，富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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