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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集连续剧

郑和下西洋
第 15 集 靖难将军李

正祸乱百姓，事发后被燕王惩

处。 降臣们见燕王自断手足，

深感其爱民之心，无不恳请燕

王承接大位，登基改元。

诸王爷及将领们都进劝

燕王，受命于危难。 姚广孝也

觉得眼下已众口一词，燕王不

宜再拖下去。 朱棣却认为要想

终成大业，还差一步棋。

郑和奉王命来请方孝孺

出任司仪，主持祭奠，对方竟

然不准他入大堂说话。 郑和饱

受羞辱，仍然恭敬地传递了朱

棣的美意。

第 16 集 朱棣终被方

孝孺激怒，下令诛其十族。 在

血雨腥风之时，郑和心情极为

难受，也被莲芯误会。

公元

1402

年， 朱棣登基

改元“永乐”。 这个年号暗含着

“天下子民永享欢乐”之意。

奉天殿上，朱棣烧掉所有

朝臣曾经提出“削藩”的奏章，

解除了众人的顾虑。 同时，他

不计前嫌，起用解缙、夏原吉

等人。

第 17 集 宁王提醒皇

上，近来有一批追随方孝儒的

士子，经常聚集在南京城郊的

道观之中，以一个女道士为领

袖，集结成了一股势力。 这个

女道士就是嫂子的胞妹。

宁王又用立储之事，引得

朱棣心情不快。 姚广孝觉得永

乐朝要想天下归心，道路还很

漫长。 他提出皇上要大治天

下，必须另谋新路。 朱棣认为

万事开头难，永乐新政，关键

是如何迈出第一步。

第 18 集 朱高炽告诉

母亲，自己被下西洋的事情夹

在两难之间。 宁王则借解缙上

门鉴赏字画时，暗示皇上名为

“扬威海上”，实则沽名钓誉。

朱棣不顾一切要使大明

复兴，重振雄风。 他发誓决不

当温饱即安的井底之蛙，永乐

新政就是要从国策的根本入

手，奠定一代盛世之基石。

第 19 集 正当朱棣与

解缙对下海巡洋争得不亦乐

乎时，郑和站出来，说自己愿

率船队出使西洋。 解缙认为郑

和没有这个资格。 太祖曾有圣

命，“宦官与后宫不得干政”。

朱棣认定郑和既有荆柯

之勇，又有诸葛之智，是心中

的理想人选。 海边，朱棣对郑

和说，朕就赏给你这一片汪洋

大海吧。 我已选定你为大明船

队的巡洋正使兼船队总兵官。

郑和船队登上一个无名

小岛，在岛上看到了汉器。 说

明汉人祖先早就登岛来过。 郑

和称这片群岛为“万里石塘”

（即南海群岛）。

第 20 集 陈祖义看到像

一座流动岛屿般的大明船队

驶过来，断定要逃跑已经来不

及，他决定乔装迎上去。

吴宣疑心碰上了海盗船，

可对方回答是琼州吴家的护

卫船，护送公子前往京城参加

今秋考试。 郑和要求吴公子登

船一述，陈祖义只好硬着头皮

答应了。

第 21 集 船队来到万安

岛， 虽然找到了前朝遗民，但

未见朱允炆的消息，好在发现

了南轩公。 郑和见到南轩公非

常高兴，也由此弄清那个公子

原来就是海上巨盗陈祖义。

南轩公每到一处，就在海

图上画下来。 航行过的海洋越

多，就越觉得无边无际。 郑和

以为海虽然很大，但比海更大

的，应该是船、是人心。

第 22 集 渤泥王看到了

部人的尸体，非常痛苦。 陈祖

义提议渤泥、爪哇、占城、苏门

答腊等国连做一体， 形成同

盟，由他统一指挥，消灭郑和

船队！

郑和刚到岸边，就发现护

送麻那王储的吴勇和水手们，

像鱼干一样被钉在杆子上，被

活活地晒死。 郑和想登岸弄个

究竟，看到渤泥国众壮汉们又

在严阵以待。

郑和闻言一惊，当即决定

忍冤含耻，收兵归船。 郑和口

授一道国书， 盼渤泥王知善

恶、明利害，勿被盗贼利用。 同

时，令水手从宝船搬下许多绵

缎、陶器、茶叶等中土礼物。

第 23 集 朱高煦到宁王

府见十七叔，宁王以为郑和下

了海，朱高炽领着夏原吉他们

抢了头功。 朱高煦也觉得自己

太委屈，宁王建议他去筹建市

舶司。

众臣以为开国立储天经

地义， 可见皇上仍推三阻四，

便准备联名上折。 朱棣完全懂

得他们的意思，当场要朱高煦

统领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市

舶司，在三个月内做好准备迎

接郑和船队回航。

第 24 集 朱高煦一上

任，贾招就来拜见二皇子。 他

想办法让朱高煦开心，实为看

中了泉州市舶司提举的位置。

南洋诸国使者前来拜见

郑和， 试探打听陈祖义的情

况。 郑和承诺大明朝说话是算

数的，不剿灭陈祖义，船队绝

不班师回国。

第 25 集 徐妙锦来皇宫

看望皇后， 认为姐姐活得很

累。 徐皇后却说于国于家，我

都应该助皇上一臂之力。

朱高炽、 夏原吉参见皇

上，朱棣没有理睬那么多。 他

给大臣和子民们写下一百个

“福”字，也赏给劳苦功高的夏

大人一张，让他牢记出海巡洋

的决心。

第 26 集 朱棣带领王忠

去了景德镇，明察暗访瓷器生

产上存在的问题。

朱棣抓住瓷器一事不放，

是想说清楚一个道理：不管官

窑还是民窑，只要能烧出好瓷

来，就是好窑。 他就是要借下

西洋， 拉永乐中兴的这驾新

车，做强国富民的大文章。

第 27 集 朱棣在书房里

告诉儿子， 当此危难之时，朕

的航海壮举，将再显威力。 朱

高炽这才清楚，父皇让郑和船

队西进，就是为了直插敌方的

身后， 让帖木儿瞻前顾后，不

敢贸然行动。

宁王等人要跟皇上分天

下，让朱棣很是恼火。 徐皇后

劝皇上， 千万不可兴杀伐，他

们毕竟是你的亲兄弟。

第 28 集 夏原吉等人

商议北边七省的赋税，朱棣对

收税六成不满意，可大家又拿

不出什么办法来。 小朱瞻基插

话，提出放三斗，借七斗的办

法，竟让龙颜大悦。

姚广孝云游四方回到京

城，皇上十分高兴。 说起学士

们对处置解缙不满，两人都觉

得大明的根基扎在这样的土

壤之中，是没有生机的！

第 29 集 朱棣一上朝，

众大臣又提及立太子之事，皇

上却提出迁都北平，让众大臣

吃了一惊。 夏原吉提醒，当务

之急是要拿到足够的银子，才

能对变法图新形成强有力的

支持。 朱棣比任何时候都盼望

郑和的船队归来，早日带回银

子，使目前的危机迎刃而解。

郑和告诉特鲁斯，由于大

明国内出了一点意外，所以我

们的货不能按时运到。 真诚感

动了对方， 不光得到了谅解，

还使双方展开更好的合作。

第 30 集 在鲜花和美女

的簇拥下，大明官兵在女儿国

受到极为热情的欢迎。 官兵、

船员、商人和当地土著一起喝

酒、唱歌、起舞……

郑和率领队伍在行进中，

遭到了女酋长布下的埋伏。 郑

和正在抵抗时，陈祖义又杀出

来。 狭路相逢，陈祖义想生擒

郑和换宝船。 在敌众我寡的情

况下，郑和边打边退。 吴宣乘

机逃回了天元号，告诉王景弘

等人，郑和可能阵亡了。

第 31 集 朱棣感觉到眼

下财力的难题无处解决，已没

有了选择取舍的余地，决定让

郑和船队返航。 这时传来郑和

要跟陈祖义决战的消息，借船

队之力指望不上了。

女酋长发现陈祖义是恶

贯满盈的海盗首领，知道受骗

上当了，可陈祖义已抢先一步

制服了她，海盗们霸占了她的

女儿国……

陈祖义断定郑和还要来

和他决战，就动员全体海盗奋

力一搏。 此次郑和率领官军，

乘着夜晚，出其不意杀入鲁艾

岛，生擒了陈祖义。

第 32 集 朱棣意味深长

地告诫太子：“你是大明的储

君，父皇现在推行的‘新政’，

就是为了大明的未来，你要替

父皇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让

大明活力永驻。 ”

在举行册封国储大典时，

有的老臣将太祖遗训书写于

身，借机敬献皇上，为的是恭

请以祖训为根本，罢黜迁都北

平，指责下西洋为违逆之举

!

郑和船队此次奉旨巡使

西洋， 航行两万三千余里，巡

使海外十五个邦国。 多位海外

使臣，随船回拜大明皇帝。

郑和回家与莲芯、宋天团

聚。 小宋天向舅舅提出，将来

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出海。 宋莲

芯坚决不同意， 而且告诫宋

天，永远也不许说这样的话。

第 33 集 皇上的和平外

交政策收到了回报，但大臣们

还想看到的是皇上说过的船

队会带来大量的银子。

国宴时，美妙绝伦的青花

瓷令外国贡使爱不释手。 过后

清查，竟然少了许多，朱棣一

听反倒极其高兴。 他看到郑和

带来的那份海图，已比先前大

了许多。 许多闻所未闻的国家

出现在图上，更是大喜。

第 34 集 七天贸易有冷

有热，香料、珠宝等供不应求，

有些西洋药材却不讨喜欢。 麦

守贤带回的大量硫磺就无人

问津。

夜晚，郑和在院中的躺椅

上睡着了，宋莲芯从郑和的梦

话中， 知道他将再次出洋，无

限伤感。

第 35 集 朱棣肯定了七

天贸易对大明所产生的积极

影响。 但秦淮河边灯红酒绿，

腐败风起。 夏原吉与解缙都为

歪风邪气日益泛滥担忧。

朱棣和姚广孝带着高炽、

高煦兄弟微服私访秦淮河。 高

煦认为这一切正说明百姓口

袋里有了银子，盛世自然有盛

世的生活方式。 高炽则认为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必会导致

国将不国。 朱棣问姚广孝怎么

看，他则称两位皇子把所有的

话都说明了，自己无话可说。

就在这时， 江南几省瘟

疫传播甚快。 中医中药疗效

慢， 难以有效控制疫情， 且

药材供不应求。 裘广德囤积

的脑香和硫磺成为珍贵的特

效药， 价格暴涨， 裘广德一

下成为京城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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