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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梅山岛，一座联通舟山六
横岛的跨海大桥正在火热开建。

六横岛，位于舟山南部海域，
与北仑的直线距离为 7.5 公里。在
16 世纪的中国明朝时期，它曾是
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
牙人开辟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那时，这个港口叫双屿港。

明朝立国之初，正值日本战国
时代，大量武士流亡海上，成为倭
寇。同时，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
和方国珍残部也在海上劫掠。为防
备他们的侵扰，明政府推行严厉的
海禁政策，规定“片板寸帆不许入
海”，同时将舟山三万多居民迁入
内地。与明朝相邻的各国，只能通
过“朝贡”的方式，与明朝开展贸
易及文化交流活动。

明嘉靖二年 （1523 年），两伙
前来“朝贡”的日本人互争贡使资
格，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给宁波
百姓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害，史称

“争贡之役”。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
政府关闭市舶司，中断与日本的贸
易关系。从此，双方贸易从三江口
转到了宁波近海的双屿港。双屿港
鼎盛时期，有房屋千余栋，海船千
余艘，人口三千多，其中，光佛郎
机 （葡萄牙） 人就有 1200 名。

这种在自己眼皮底下开展的走
私贸易，显然是明政府所不能容忍
的。于是，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提督浙

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
率军攻入双屿港，港内走私商人纷
纷逃逸，溺死及被明军斩杀的有数
百人。

冲出包围圈的，有一个叫王直
的徽州人，他的势力遍及日本及东
南 亚 ， 被 海 盗 们 尊 为 “ 海 上 盟
主 ”。 他 本 想 成 为 一 名 合 法 的 海
商，但明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于
是，他纠集余部逃到日本。为了获
得中国的商品供应，他又从日本出
发，不断侵扰东南沿海。明代海防
著作 《筹海图编·王官使倭事略》
有相关记载。

当时的情形是，王直等纠集倭
寇陷昌国，犯定海，攻海盐，破乍
浦，入南汇，据吴淞，成为明政府
心腹大患。当时胡宗宪总督浙江，
与倭寇屡战屡败，让他感到单纯的
军事进攻是行不通的，由此滋生了
诱降王直的念头。

《筹海图编·纪剿徐海本末》
记载：“公始为提督时，尝与监督
尚书赵公 （赵文华） 谋曰：‘国家
困海上之寇，数年于兹矣，诸倭酋
奴乘潮出没，将士所不得斥候而戍
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
罪状，苟得诱而使之，或可阴携其
党 也 。’ ” 赵 文 华 时 任 工 部 右 侍
郎，奉皇命督察江南军务，他赞同
胡宗宪意见。两人决定将这一重任
交给宁波府“知海情，有心计生
员”蒋洲和陈可愿。

胡赵密议招抚倭首

蒋洲，字宗信，别号龙溪，鄞
县人。他的身份是一个当不了官的
诸生。黄宗羲在 《南雷文约》 中说
他“好游侠，流连管乐，平居爱
客，置酒雅歌投壶，高睨大谈，终
日不倦，以故人乐与之游”。可见
其人很外向，有口才，善交际。恰
好此时胡宗宪要行招抚大计，需要
有能言善辩之士出使日本。同是宁
波人的抗倭名将万表就向胡宗宪推
荐了蒋洲，说“里有蒋生者，纵横
士也”。

也有史料称蒋洲、陈可愿系戴
罪之人。如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
史书 《罪惟录》 卷十九称：“鄞人
蒋洲、张惟远，坐通番，当逮，许
获直以赎，且以上赏许之。”

陈可愿，字敬修，与蒋洲同是
鄞县人，身份也是诸生。明代专为
抗倭而作的江防专著 《江南经略》
卷三也有记载，蒋洲、陈可愿等人

“通番”。
“通番”一词有两层意思，一

是与外国人交往，二是与外国或外
族勾结充当汉奸。蒋洲、陈可愿的

“通番”当属前者。自唐宋以来，
宁波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
口。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使日本
政府协助自己剿灭扰边的倭寇，对
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允许日本入明

“ 朝 贡 ”。“ 朝 贡 ” 其 实 就 是 做 生

意。每当日本贡船抵达宁波，一些
脑筋活络的鄞人，会通过政府核准
的“牙行”，公开与“贡使”做生
意。“贡使”也会夹带很多私货，
私下与鄞人交易。蒋洲、陈可愿是
否与日本人做过生意，史书中没有
记载，但这个“通番”之说，恰恰
证明蒋洲、陈可愿见过世面，与日
本人有过交往，对日本国情比较了
解。

当胡宗宪向蒋洲询问御倭之策
时，蒋洲说：“汉之困于匈奴，由
中行说也；宋之患于元昊，由张元
也。自王直航海，遂有东南之祸。
今与我争于鲸唇之上者，皆直之分
宗也。直之母、妻与子尽在我地，
彼虽作贼，骨肉刺心。公如开以丹
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清·
黄宗羲 《蒋氏三世传》） ”胡宗宪
听了，连夸此计大妙。

随后，胡宗宪以同乡的名义，
把王直的母亲、妻子及儿子从狱中
放出来，并“丰衣食，洁第宅”，
待遇十分丰厚。同时放出了因“冒
海禁入海，熟悉夷情”的朱尚礼、
胡节中等人，“令各募二十人，辅洲
等赍藩司咨文以往”。从“藩司咨文”
可见蒋洲这次出使是受地方派遣，
并不是国家级别的外交行为，且同
行者中有违反海禁的犯人，这为他
后来功成谤兴埋下了隐患。

不畏生死蒋洲请缨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年） 九
月，蒋洲、陈可愿使团从宁波三江
口的桃花渡出发东渡，因在定海海
面遇到飓风、贼盗，直到十一月十
一日才到达日本五岛列岛，受到五
岛夷长宁久、夷僧是柏者的接见，
并通过日本“船人”的引导，见到
了王直养子王滶 （毛海峰），又通
过王滶，辗转见到了大海盗王直。

此时，王直占据着日本 5 个岛
屿，表面看很是风光，岛民们跟着
他到中国杀掠，财源滚滚。但由于
明军征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甚
至有个岛数百男性倭人出海后无一
生还，很多家属对他心存怨恨。再
是，当时日本九州的强藩岛津贵久
崛起，开始平定南九州，王直的生
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在国内，他的
母亲、妻儿都在胡宗宪手上，所以
心里很不踏实。

蒋洲等动之以情，晓之以利

害，强调胡总督与他同乡，其母
亲、妻儿一直受优待。只要归顺，
朝廷将赦免其过往罪行，并委任其
为“都督”，由他负责替朝廷肃清
海疆，并开市通贡。

万表的 《海寇议》 记录了这次
谈话：

洲等曰：总督公遣洲等敬劳足
下，风波无恙。

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总督
公不曳尺缠，牵而鞫之，而远劳讯
使，死罪！死罪！

洲等曰：总督公言足下称雄海
曲，志亦伟矣。而公为盗贼之行，
何也？

直曰：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
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

洲等曰：是何言与？足下招聚
亡命，纠合倭夷，杀人剽货，坐分
掳 获 。 而 为 之 辞 曰 “ 我 非 为 盗
者”，是何异于昏夜操罟，以临人

之池，执之则曰：“我非盗鱼者，
为君护鱼者也。”虽三尺童子，知
其必不然矣。

直语塞。
洲等曰：总督公统领官军十

万，益以镇溪、麻寮、大剌士兵数
万。艨艟云屯，戈矛雨注，水陆戒
严，号令齐一。而欲以区区小岛，
与之抗衡，是何异于骋螳臂以当车
辙也。

又曰：总督公推心置腹，任人
不疑。拔足下寿母令妻于狱中，馆
谷甚厚，则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
乘机立功以自赎，保全妻孥，此转
祸为福之上策也。

在亲情触动和利益驱动下，王
直的态度开始缓和，同意归降立
功。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 三
月，王直养子王滶等率 4 艘大船随
陈可愿回到宁波，呈上王直给胡宗
宪的信：“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
或剿，或号召还岛，唯中国所命。
但要通货、互市。”随后，王滶献
计，帮助胡宗宪剿灭了徐海、陈
东、麻叶等多股倭乱。

晓以利害说降王直

陈可愿走后，蒋洲在王直的陪
同下，自松浦出发，继续他在日本
的宣谕之行。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
天皇名存实亡，各岛自相称雄。其
中以丰后、山口二岛的力量最强，
寇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多为这两个岛
的倭人。

蒋洲先到平户，受到平户酋长
的隆重接待。接着到博多，见博多
小夷长，得知山口国正处于战乱
中，于是改变路线，于嘉靖三十五
年 （1556 年） 四 月 到 达 丰 后 国 ，
丰后太守源义镇与山口都督源义长
系兄弟国，对蒋洲礼敬有加，蒋洲
向他晓以寇略中国沿海的利害关

系，源义镇“稽首称臣”，表示愿
意配合明廷剿灭盘踞在筑前、肥前
等地的海盗。

这时，正好有山口使者前来，
蒋洲便与使者一起于五月到达山口
国。山口都督源义长“虔奉如丰
后”“禁诸夷寇边”，送还宁波“争贡
之役”中被掠到日本且已在日本娶
妻生子的明军都指挥袁进，“又遣使
修贡献朝廷谢罪也”。

十一月初，蒋洲到达对马岛。
今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着
一份 《蒋洲咨文》，系嘉靖三十五
年 （1556 年） 十一月蒋洲在对马
岛宣谕时的咨文，内容是要求对马
岛官方镇压倭寇。另外，蒋洲寄送

给山口县大内义长书信的信封，现
收藏于山口县毛利博物馆。这两个
原件是与倭寇相关的重要史料。

《蒋洲咨文》 的大意是：本使
受命于明朝政府，为制止日本各地
民众屡次到中国边境进行掠夺。于
旧年（1555 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
五岛，经由松浦、博多，到丰后大友
氏处进行了会谈。大友氏与本使约
定镇压贼徒。请对马岛禁止民众肆
意出海或到中国沿海进行掠夺。文
中还以曾被明朝吞并过的安南国为
例进行威慑，催促对方立即回应。

蒋洲出使日本，历时两年，其
间出生入死，成功招抚王直，宣谕
日本群岛，修好中日关系，为彻底
平息倭乱迎来了曙光。可惜，在这
样的大好形势下，明政府内部固有
的矛盾大爆发，又使倭患延续了数
十年。

平息倭乱迎来曙光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1557 年） 四
月，蒋洲与王直一起，率日本贡使
团 400 人、中国流民 600 人、船 10
余艘自松浦回国。途中，船队遇到
台风，王直所乘的大船被刮到了朝
鲜，一行人差点丧命。蒋洲则与日
本贡使德阳及大友义长的使者善妙
等于 7 月先期到达定海 （今镇海）。

蒋洲回国后，地方官员以为他
出使日本达 3 个年头，一定带回许
多金银财宝，纷纷向他索取，严嵩
也希望得到海外奇珍，但蒋洲并无
寸金可送。于是，巡抚周斯顺以蒋
洲未与王直同来为由，一口咬定蒋
洲诳骗，要查他是否通倭。经言官
弹劾，蒋洲下狱。兴冲冲与蒋洲同
来“朝贡”的日本贡使也被官府以
印信、勘合手续不符为由“以礼遣
回”。

同年 9 月，王直只带了几个随
从登陆宁波，向胡宗宪投降，并表
达了为国效力的决心。胡宗宪热情
安慰王直后，让他去杭州见巡按王
本固。王本固与胡宗宪政见不合，
王直一到杭州，即遭其囚禁。

《方舆汇编·边裔典》 卷三十七
记载：“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
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
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
动，东南绎骚。虽称悔祸以来，仍
欲挟倭而求市。上有干乎国禁，下
贻 毒 于 生 灵 。 恶 贯 滔 天 ， 神 人 共
怒。”总之，明朝的大臣们一致认
为，像王直这样的坏人，不杀不足
以平民愤。

胡宗宪本准备上奏嘉靖帝赦免
王直，准其戴罪立功，可当他听说
群臣正热议他收受王直巨额贿赂的
传言后，为求自保，赶紧想办法撤
回原先的奏疏，改称：“王直罪大恶
极，该死。”于是，朝旨“斩 （王）
直于市，枭示海滨。”王直临死前大
喊：“蒋洲、陈可愿误我！”“死吾一
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死后，各路海盗彻底放弃

对 明 廷 的 幻 想 ， 憋 足 劲 与 明 军 死
战，致使倭患又延续了数十年。明
末 清 初 史 学 家 谈 迁 不 无 痛 惜 地 指
出：“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议
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
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
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
也。”

至于蒋洲，朝中的言官也决不
肯轻易放过他。因王直来投降时，
船队曾停靠舟山的岑港，引发沿海
居民恐慌，以致朝野震动，科臣徐
浦弹劾胡宗宪私遣蒋洲引狼入室。
御史赵孔昭则以蒋洲出使日本不去
见日本国王，而跟着王直在各岛转
悠，指控他为王直同党，不明真相
的嘉靖帝准备将蒋洲论死，幸亏巡
视 军 情 的 郎 中 唐 顺 之 说 了 句 公 道
话：“不赦蒋洲，将来者必以使绝域
为讳，而阻宣力报效之心。”嘉靖帝
这才同意放了他。

蒋洲出狱后，抗倭名将谭纶出
任蓟辽总督，邀蒋洲做他的幕僚。
但此时的蒋洲锋芒殆尽，原先意气
风发的他已变得心灰意冷。他含泪
谢绝了谭纶的好意，说：“洲本书
生，万里航海⋯⋯唯欲为国家树尺
寸之效；乃功成而谤兴，屈捐命之
功，比赎罪之例，洲复何望哉！公
休矣。”

1572 年，贫病交加的蒋洲病卒
于河北昌平县一个小旅馆中。

此时，能够告慰他的，是大明
王朝持续 200 年的海禁坚冰开始消
融，皇帝与大臣反思王直等倭乱事
件的成因，认识到“市通则寇转为
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决定有限度
地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这一事件
史称“隆庆开关”，成为明政府经济
史上的一次回光返照。从此，“倭渐
不为患”，抗倭英雄戚继光也从东南
沿海调防至北方的蓟州。作为“草
根”外交家的蒋洲，他的努力与梦
想，最终以这样一种独特且曲折的
方式得到了实现。

功成谤兴悲愤而终

蒋洲，明代鄞县人。1555年受浙江总督
胡宗宪之命出使日本，成功招抚王直，宣谕日
本群岛，为平息倭乱迎来曙光。不想回国后，
各级官员以为他一定带回很多金银财宝，纷纷
向他索要，但蒋洲并无寸金可送，因此明里暗
里得罪了很多人，遭弹劾蒙冤入狱，宣谕成果
也基本清零。但他的豪情与勇气、努力和付
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若干年后的“隆庆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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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物馆内的明代抗倭图宁波博物馆内的明代抗倭图。。（（祝永良祝永良 摄摄））

宁波博物馆内的双屿港贸易场景再现宁波博物馆内的双屿港贸易场景再现 （（局部局部）。）。（（祝永良祝永良 摄摄））

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
撰所收藏的撰所收藏的《《蒋洲咨文蒋洲咨文》。》。

山口县毛利博物馆收藏的蒋洲寄送山口县毛利博物馆收藏的蒋洲寄送
给山口县大内义长的书信信封给山口县大内义长的书信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