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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际中、日、琉球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此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廷在前期以及

中后期对琉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了琉球与日本联系以及日本对琉球控制的加强。日本对琉球由此

前的陌生、淡薄转化为对它的积极进取与控制。随着明末国家实力的衰落，以及明廷对琉球采取保守的

宗藩政策。日本在琉球的优越地位日益上升。这一地位的上升是日本在东亚执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的开

始。日本正是以琉球为起点开始走上奴役东亚邻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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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缸rilct：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relation among Sino—Japan·Sino—ryuKyu．Japan—RyuKy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had made a deep influence to the three countries．A series of inadequacy policies of Ming Vyn¨ty to RyuKyu during

the Ming caused the relation of Japan—ByuKyu had closed．at the s哪e time Japan tightly controlled the RyuKyu．The unfamiliar

conditions of Japan about RyuKyu had changed．Japan began to adopt a radical policy to ByuKyu．Accompanying with the real

strength of Ming declin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to RyuKyu·the superiority of Japan in RyuKyu w鼬rising increasingly．The

statue rise of Japan in ByuKyu Wns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Through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ryuKyu．

Japan began to walk the way of enslaving his neigh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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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承袭西方殖民主义政策吞并了具有

悠久历史的东亚古国琉球，此后日本将它变成了自己

的冲绳县，自此琉球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不复存在，它的辉煌的海上贸易也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吞并琉球，除了日本因受西方

扩张政策之刺激，而仿照西方通过奴役比日本弱小的

邻国来提升日本在国际的等级地位外①，还与日本自

明中后期后同明中国争夺亚洲的宗主权密切相关。只

是与中国传统的、建立在友好基础以及厚往薄来的宗

藩体制不同，日本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对外扩张与追求

国家最大经济利益的道路。研究明际中、El、琉球三国

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方面有助于人们看清日本东亚

政策发生变化之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弄清清际以

及近现代时期日本东亚政策的主要变化。

一、明朝中前期的中、日、琉球关系

(一)明朝中前期的中琉关系

明政权建立后，明太祖一方面出于“四方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

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

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而将朝鲜、日本、

琉球、安南、真腊、遏罗、占城、爪哇等十五国列为“不征

之国”②；另一方面他又派出使者四处宣谕，宣扬自己

①THE ABACUS AND THE SwORn一．11”Japanese
Penetration of Korea，1895—1910，Pelet Duus。UNI．

VERSIF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I．06 An．

geles，London。P14．

②<明宣宗实录>卷32，宣德三年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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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化天下之治，并要求各国来朝。洪武五年(1372)，

明廷派行人杨载携诏书谕琉球王。中山王察度应诏遣

弟泰期赴明进贡。太祖赐大统历，此后明朝与琉球建

立了真正的宗藩关系。不过，在此有一点值得思考。

如果中琉关系是在明朝才开始建立直接的官方关系，

那么杨载又是如何将诏书送到琉球国的，而又如何知

道它是琉球而不是隋、唐、元时期的台湾或澎湖列岛

呢?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则有两种可能。第一，或许如

<隋书>陈陵传所称，隋时，中国人真的到达了琉球国，

而其后中国人也经常到达琉球国。只是因为中国史书

因承相袭前人的错误，而将<隋书>的东夷列传中的“流

求国”错误一直传抄下来。因为中国史书、笔记中这种

错误是非常常见的，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即中琉交往

非常密切时，还有人犯出将澎湖列岛画归“琉球国”这

样的错误。而<西洋朝贡考>①、<武各志>②就是其中

的代表。第二，可能中国在隋代后的某个时间内已经

与琉球发生了交往，只因人们误将台湾当成琉球，而无

法将真实的琉球国称之何名。

以上的解释目的在于说明一点，即只有在明代之

前中国与琉球已经发生了直接联系的前提下，才会有

洪武帝的一纸诏书能令琉球中山王应命来朝的可能。

1、中琉宗藩关系的发展与主要内容

明初，随着洪武帝对外采取开放的方针，明朝同琉

球的关系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并且交往的领域非常广

泛。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朝贡和册封关系

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赴明进贡，从而

开始了明朝与琉球的朝贡活动。明廷赐给琉球中山王

大统历。这一做法，从中国传统的宗藩理论上看，表明

了两点。第一，琉球正式被明朝接纳为属国，并被明朝

所承认。第二，明朝对琉球实行宗主权并被琉球所接

受。即大统历的赐予与接受这一活动本身就暗含以上

两层意思，并且表明了中琉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而

后，琉球于洪武七年再次进贡。在中山王察度的刺激

下，琉球的山南王于洪武十一年赴明进贡，以此来赢得

明朝的认可和支持。在琉球国内三王分立的情况下，

琉球各国王出于寻求自身的“法统”合法性并达到提高

自身声望的双重目的而纷纷与明朝交好。至洪武十六

年。中山王、山前王同时进贡，洪武帝诏赐两王金银印，

并且出于帝王“和夷万国”的目的，专门派内史监丞梁

民敕令三国罢兵息民。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刺激下，山

北王帕尼芝也于该年遣使进贡。因此到了洪武十八

年，出现了琉球三王共同向明朝进贡的局面。太祖又

啊山北王金银印并加以册封。

洪武三十年之前，明廷对琉球的册封方式如何，是

否派出册封专使?因资料丧失而无从知道。但是从永

26

乐二年开始，有资料证明明朝派出了正式册封使。嘉

靖十一年即陈佩出使琉球之前，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

使节为10次，而此后至明朝灭亡为5次，共为15次。

具体情况参见表1。

哀1：明朝永乐年后遣住琉球册封目王寰

问距时问
昔封 (与上次罱

时问 册封使
对象 封)(单位：

年)

中山
永乐二年

时申 和山 不清
(1404)

南王

永乐十三

年(1415)
陈季若 山南王 12

洪熙元年
不清 中山王 ll

(1425)

正德四年 余忭、 琉球

(1442) 刘进 圈王
18

正德十二 琉球

年(1447)
胨传 6

田王

景泰二年 琉康

(1451)
乔教 5

田王

天腰元年
严诫

琉球

(1457) 圈王
4

天颇六年
潘荣

琉球

(1462) 田王
7

成化七年 玩球

(1471)
官荣 9

田王

成化十四
董曼

琉球

年(1478) 盈王
7

嘉靖十一
陈仉

琉球

年(1532) 圈王
54

嘉靖三十九
郭汝纛

琉球

年(1560) 圈王
28

万历四年
萧崇业

琉球

(1576) 圈王
16

万历三十
夏子阳

琉球

三年(1605) 圈王
29

崇祯二年
杜三策

琉球

(1629) 田王
24

而另一方面琉球也向明朝进贡，如果从洪武五年

(1372)至成化十一年(1470)按一年多贡的最大值四贡

算为408次。而成化十一年至正德二年应明朝要求改

①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考>。转引自柯培

元：<流求与鸡茏山)。台湾文献史料集刊，第2辑，

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5l页。

②茅元仪辑：‘武备志>，转引自柯培元：‘流求与鸡笼

山>第2辑，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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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年一贡算为16次①，而正德二年至嘉靖二年又按

明朝要求改为一年一贡算为17次，嘉靖二年至万历三

十七年按明廷要求为十年一贡算为1次。而万历三十

七年至崇桢二年进贡一次，共计为486次②。

这些册封与朝贡活动无形之中加强了明朝与琉球

的宗藩关系。只是到了丰臣秀吉时期这一宗藩关系才

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但是从总体上看，册封与朝贡的

互动不仅推动了明廷与琉球国上层统治阶层之间的联

系，而且也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与经济上的发展。

(2)明廷与琉球经济贸易交往

明洪武初年的政权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持较为开

放的态度，在与琉球的贸易中也持比较积极的姿态。

洪武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齐到琉球赐纹绮，并且

带去陶器七万、铁器千到琉球国互市马和硫磺③。其

结果是国王遣泰期“从浩入，贡马四十匹”。此后，明廷

类似此举的主动贸易行为不再发生。其问的主要原因

是琉球国小地贫。无法消化明朝运去的商品，而使明朝

方面这一主动的商品交易行为从此终止。但是另外两

类贸易却照常进行着。其一为中方的册封使进行的琉

球贸易，另一类为琉球贡船到明中国的贸易。自永乐

二年至崇祯二年，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共为15次，

如果按照洪武同许过海五百人、行李各百斤与琉球人

贸易著为条令的会典性条文看，明朝到琉球的人数共

为7500人左右，贸易货物量约为750000斤左右。如果

参照康熙甲午年使行人员一次所得货币量共为1万两

白银计算，则明朝白永乐二年后从事琉球的册封使贸

易所得货币量约为15万两白银，如果参照康熙二十二

年使行人员所得货币量为6000两白银计算，也得9万

两白银。当然由于资料的欠缺，以及每次贸易所得资

金不尽相同，每次肯定有所出入，但在总数上应该是接

近的。即肯定能在9至15万两左右。

明朝中方的贸易与琉球相比，当然要小得多了。

琉球在明朝来中国朝贡以最保守的数据计算为178

次，以乐观的数据计算为486次。如果按照最保守的

数据即178次，每次运送1万两白银的货物计算(参照

康熙乾隆年问，琉球每年报册为1万两白银货物量计

算。参见‘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19页。)明朝琉

球到中方所从事的贸易额为1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

较乐观的每次贸易额为lO万两白银计算(康熙乾隆年

间，琉球每年报册为1万两白银，但实际的贸易额到了

乾隆时期多达lO万两白银)则为1780万两白银。如果

按照最乐观的次数和最乐观的贸易额算则为4860万

两白银。当然，贸易额总算不可能达到4860万两白银

的。但肯定在178万两白银至4860万两白银之间，这

一数据远远地超出明代中方的9万至15万两白银数

据。即从明中国与琉球的对比贸易额看，琉球方面从

明中国所得到的贸易利益比明朝所得到的利益要多得

多。而且琉球在明中国从事朝贡贸易也无任何关税苛

征，因此它为琉球在贸易中提供了其他非朝贡国所难

以享受的待遇，它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运往日本等东

南亚各国，从中得到巨额的利润，俨然成为垄断中国货

物之海商王国④。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El本特别是

萨摩藩对琉球贸易利润的贪心，意图控制琉球以此得

到同中国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

(3)中琉文化交流与影响

明与琉球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式是多样的，但其影

响较大的交流方式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册封与朝贡的

活动交流、琉球官学生的留学交流、闽人三十六姓的琉

球活动。

明与琉球的交往自洪武五年开始至崇祯二年为

止，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有资料明确记载的有15

次，而琉球到明方的朝贡活动则多达好几百次。双方

在这种朝贡与册封活动中促进了文化交流，尤其是琉

球更多地吸取了汉文化。这种文化在当时是东方最先

进、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它的周围所形成的中华

文化圈，不仅对琉球，而且对日本、逼罗、安南、高丽等

国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而琉球作为与明朝联系

密切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的朝贡国，它所受到中原文

化的震撼是其他非朝贡国所无法比较的。

中琉在明际的文化交流在朝贡与册封活动中主要

体现为册封使在琉球的一系列册封活动，与他们同琉

球统治阶层中上层间的文化交流。如题诗、作画等活

动上，都给琉球统治阶层以巨大的吸引力。另外，琉球

朝贡使行人员每次朝贡在广州、福建等地动辄停滞半

年或一年甚至几年时间，也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机

会了解明中国的汉文化。

①何慈投在<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附录“琉球

与日本及明清关系史年表”中将明改琉球为两年

一贡的时间定为文化七年。参见何悬觳：<明清时

期琉球日本关系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188页。

②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锡赉”条。“锝赉”条中

称：“琉球自明初年来王，朝元旦。庆天寿，谢敷谕。

贺登极，进香有仪，册封东宫有贸。请封、谢封有

礼，遣子入学有例；一岁之内，再至四至。后乃定

其年限。”即表明在洪武至成化十一年之间．为一

年多至。它可能是一岁一至，也可能是两至．或四

至。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5页。

③周煌：<琉球国志略)，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

49页。

④扬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台>，香港友联研究所

1972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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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官学生的入学活动，对明季中琉之间文化的交流

以及宗藩关系的深化也起着重大的影响。参见表2。

裹2：明季琉球盲学生入学一览裹

闽人

入擘
三十

人员姓名
六姓

归国

或非
时间 后官职

闲人
子弟

洪武
目孜每问八马、

琉球
二十 三五郎尾、仁悦

慈、实他庐尾段
国王 不清

五年 子弟
贺志

洪武
中山

不清二+ 段志每
王臣

六年

洪武 麻奢理诚志鲁、
中山

不清二十 姑鲁妹(共三
王臣子

九年 人、

永乐 山南
三阜

李{繁 不清
王臣子

永乐 石迭鲁(共六 申山
不清

四年 人、 王臣子

永乐 模都古(共三 中山
不清八年 人) 王臣子

永乐 邬同志久、用鲁 中山
不清

十一卑 (共三人) 王臣子

不涪 益智每 不清 不清

成化 闽人
十七年

蔡宾 长史
子弟

正德 闽人
五车 蔡进(五人) 通事

子弟

嘉靖 闲人
五年 蔡浩 不清

子弟

嘉靖 闽人
五年

蔡廷芙 长史
子弟

嘉靖 闽人
五年 郑富 不清

子弟

嘉靖 闽人
五年 巢梓 长史

子弟

矗靖 周人 正议

十五年
巢炫

子弟 大夫

嘉靖
四十 郑炯

闽人
子弟

法司

四年

嘉靖 闽人
四十 蔡t

子弟
通事

四年

万历 闲人
七年 郑用 长史

子弟

万历
郜迪

闻人
通事

七年 子弟

万历
蔡常

阔人
不清

七年 子弟

上述人数就明朝一朝计算，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有46

人。这些人不仅在留学明朝期间，做到了“严朔望之

28

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行

必谨，言貌必壮，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①，即

真正地按照儒家规则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法则来规范自己，在个人的修为上达到了一种极高的

境界，而且在回国后对琉球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郑炯归国后，累官至法司，成为琉球国王的重要权

臣，而且得到了国王的宠幸。更为重要的是，自他之

后，琉球的法司都为三十六姓人，即对琉球国家的司法

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郑炯不仅在琉球国内主张积

极地与明朝交好、接近政策，而且还是琉球国内对日本

势力主张积极抵制的重要领袖人物。在他的倡导下，

琉球对日本对它的侵略和渗透进行了有力的抵抗。

明季中琉文化交往的另一重要力量是闽人三十六

姓。明洪武年间，明廷出于方便琉球与中国的宗藩交

往，特赐琉球以闽人三十六姓者居琉球。洪武年间所

赐闽人不及三十六姓，或仅及一半。只是到了永乐年

问，因洪武年问所赐闽人人口的减少而再次加赐，两次

合计共为三十六姓。而<明史稿>也证明了此点，史称：

“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

来。”②可见当时所赐的是三十六户，而且是闽人中的

船工，即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贡使往来，而非传播中原

文化。另外，杨仲揆在<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中也

称：“考洪武当年移民之动机，纯为协助琉人办理航海

人贡之事，故最初移入琉球者，仅为福建长乐一带之船

工水手等。”③但是这些人的后代在琉球却非常活跃，

而且在琉球也享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他们在琉

球创建了文化程度远较琉球人高的久米村，并且命名

为“唐营”；并因为三十六姓中“以显贵者多”，后又改

为“唐荣”。而且琉球国王也厚其裔，世其糈，故取名

“世禄”之义，称之为“久米”④。这些人的到来不仅对

琉球的移风易俗有极大的作用，而且对琉球社会封建

化进程以及封建制度的完善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

史称琉球无三十六姓移民之前“其时栋宇之制。盖犹未

备”，而三十六姓移来之后“则闸闳轮矣，阶所轩崇。”

这些三十六姓之人，在琉球极力地宣传明中国的

汉文化。就拿久米村的程顺则而言，他著有<中山集>、

<闽游草》、<燕游草)、<中山官制考：}、<指南广义>等多

种著作，这些著作对琉球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琉球

官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其中的‘中山官制考)则是琉

①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清代琉球纪录续辑>。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123页。

② 王鸿绪：《明史稿)，“外国列传琉球传”。台北文海

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版。

③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台>第25页。

④蔡世昌：《久米村记)。<清代琉球纪录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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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早的一部政治官制方面的书。另外，久米村的蔡

铎则著有‘观光堂游草)，蔡温著有<澹园集)、‘要务汇

编>。他们不仅在琉球著书立说，进行汉学宣传，而且

还通过建立圣祠、学塾、制定典制等对琉球社会产生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程顺则在琉

球曾经请建启圣祠、设学塾、立关帝庙，而且琉球国中

的典制多为他所创立。而蔡温则“擢任法司，联姻王

府，人居首里。食数县采地，世世袭，琉之学人咸宗

焉。”①正是这些三十六姓人在琉球所形成的巨大影

响使中琉之间的联系在明朝得到了加强。

2、明朝中前期明廷对琉球、日本的邦交政策与利

弊分析

明初在灭元之后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以汉人为主

体的华夏政权，其汉人文化的优越感使得政权统治者

始终以正统地位自居，而且在对外关系中，竭力达到

“万邦来朝”、“夷载于道”的化外目的。因此，明初政权

刚建立不久就派出使节出使到明中国周边的各个国

家，其名义上是通报汉人政权的建立，而实际上则有招

徕来朝的意味。当然这种招徕在明代主要是以自愿的

方式进行的。周边各国是否来朝，明廷似乎以一种非

常超然的心态来看待它，并且在外交上以“来而不拒，

去而不追”的方针来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是基

于这种“超然式”邦交方针，明洪武政权明确地将朝鲜、

日本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前期政权虽然在邦交上实行“和平”与“自愿”的

邦交方针，但这不等于明政权在建立自身的华夏秩序

时实行消极的做法。相反，明朝中前期在建立同周边

国家宗藩体制上却体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其主要表

现为对琉球与日本关系上，它很好地凸现出这种积极

的作为。洪武五年，洪武帝就专门派杨载诏谕琉球，结

果是中山王察度首先遣使来朝。随后山南王、山北王

在中山王这一来朝行为的刺激下也纷纷来朝。明政权

对他们实行普遍承认政策，并且以“先王之制，荒服者

王，其国之制度胥听其便，不强使同”的传统。对此三王

内部的争端实行不干涉政策；而且又以天子姿态，对他

们的争斗进行调节。其目的是出于“罢兵息民”即安抚

天下众生，并实现其天下共主的角色。

正是因为明政权对属国实行“和平”与“不干涉”政

策。所以它对琉球为代表的各国交往也不加任何干涉。

听其自便。如成祖时，暹罗船往琉球，遭风漂到福建

后，布政司籍记所“有所请命”时，成祖的谕旨是“暹罗

与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岂可乘其危而利之!乡有

善人，尤能济困，况朝廷统御天下哉。”明朝正是在天下

一统观思想的支配下，对暹罗与琉球的交往抱支持态

度，不仅支持而且鼓励这种属国间交往的发展。明廷

命令所司，“舟坏，为之修理，人乏食，给以粟，或归或往

琉球，俟风便，导之去。”②

明初政权不仅允许琉球国同暹罗、安南等国从事

贸易往来，而且也允许琉球与日本发生交往。洪武二

年，太祖就命令杨载前往日本递送国书，并且称“朝朝

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之耳”，并

对倭寇侵扰山东一事进行了责问。日本南朝的怀良王

因忌明朝语气傲慢而未加理睬。洪武三年，明廷又派

赵积出使日本，向怀良王阐述了明太祖的对外邦交政

策为各国安好，而非攻伐，日本南朝的怀良王才派出僧

侣祖来等来到明朝报聘。洪武五年，明廷派出僧侣祖

阐、克勤等出使日本。在行前，太祖给他们的训语更鲜

明地体现出明中前期对周边国家的“和平”邦交政策。

太祖要求他们“人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是法皆

平等，语言体彼此”③。祖阐等人到日本后向日本的天

台宗座主遵道写信，要求“告(日本)王知之，大国之民

数寇我疆，宜禁止”④。明与日本的邦交在祖阐等人的

努力下于1402年建成，此后双方为防止倭寇从中破坏

实行了勘合贸易政策。日本从这一贸易中获物颇丰。

每艘遣明船，从中国载回价值三至四万贯的货物，转手

得纯利可达一万贯左右⑤。

但是明初对日本、琉球的和平友好的邦交关系却

不时受到了日本内部势力的干扰。1408年，足利义满

去世后，代之的将军足利义持反对向明朝称臣纳贡的

做法。他于1419年断绝了同明朝的“宗藩关系”⑥。但

是明廷并没有放弃与日本恢复关系的努力。宣德七

年，明宣宗因“日本久不来贡”，特遣内官柴山带敕至琉

球国，命令琉球国王派人往日本，谕令日本朝贡⑦。明

宣宗敕谕琉球国国王尚巴志时称：“朕闻王口与日本国

接境，商贾往来，道路无阻⋯⋯王宜遣人赍去与日本国

王，令其遣使往来和[好]及买卖生理，同享太平之

福”⑧；并力求中山王尚巴志于宣德九年五月派柴山等

①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清代琉球纪录续辑>第

94—95页。

②⑦周煌：<琉球国志略)第52—53、58页。

③[日]伊藤松：‘邻交征书>，图书刊行会1975年版，

第140页。

④[日]瑞溪周讽：<善邻国宝记>，转引自王金林：<简

明日本古代史)第2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

⑤[日]佐佐木银弥：《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栽历史

学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1971年版．第180页。

⑥ [日]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

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函 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台北台湾

开明书店1975年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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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乘船三只前往日本国开读敕谕①。在琉球国王尚巴

志的斡旋下，再加上足利义持于1428年去世、新将军

足利义教迫于幕府财政上的困难，被迫与明朝恢复贸

易交往。新将军足利义教于1432年与明朝重新恢复

了宗藩关系，并且双方签定了<宣德勘合贸易协定>，规

定fl本国为十年一贡②。在这一时期中日交往中，琉

球充当了中介。笔者认为，明廷让琉球充当中日交往

的中介与日本进行交往，客观上加速了嘎中后期日本

对琉球的了解和控制。因为在此之前，琉球与日本幕

府之间基本上没有官方的正式交往。宣德四年尚巴志

统一琉球后，也无琉球与日本幕府间的直接交往。虽

然日本方面现存的琉球国王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最早

的一封信的日期日本方面判定为15世纪20年代左

右③，但是这不能作为尚巴志统一琉球前琉球国与日

本交往的证据，更不能看成是与幕府问的两国交往证

据，因为该书信的时间年代不详，并且信末的朱印印文

也不清楚。但是自宣德七年明廷命令琉球国带敕谕El

本后，琉球与日本的官方交往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到

了正统五年(1440)尚巴志卒，子尚忠立时，明廷虽于正

统七年(1442)派遣册封使对新国王进行了册封，日本

的将军义教却在琉球与明廷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将琉球

赐给了萨摩藩守护岛津忠国为附庸国。日本将军为何

在此时重视琉球地位，一方面是明廷让琉球代明朝宣

谕日本，而使江户意识到琉球小国的重要地位，另一方

面明中国允许琉球、日本的交往使日本了解到琉球在

这一朝贡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利润。这些因素都

引起了萨摩藩甚至日本幕府的重视。日本开始竭力控

制琉球。就这一后果来说，明宣德年间的琉球宣谕日

本行为在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对琉球的了解和控制。

(二)、明朝中前期的日琉关系

明宣德之前，琉球不仅与日本幕府之间没有多少

联系，而且同萨摩藩之间也无多少联系的记载。嘎宣

宗虽称“朕闻王口与日本国接境，商贾往来，道路无

阻”，但是官方的交往仍无证据。据现存所有的研究琉

球、日本早期关系的史料看，较早指出明季日琉交往时

间的是何慈毅著的<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他在

附录的琉球日本及明清关系史年表的1414年条中有

“日本事町幕府足利将军致书琉球国王，对其派遣使节

表示谢意。”而具体有时间记载的日琉信件在1432年

之前(宣德七年)却一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宣德七

年，琉球国王按照明宣宗的要求宣谕日本后，双方的联

系才日益加强。正统五年，日本将军将琉球赐给萨摩

藩，1461年左右，琉球国王死，新国王尚德立，就此事，

萨摩藩专门派人到琉球进行祝贺。为此事，琉球国王

于1461年回书致三州太守，表示谢意。除此之外，琉球

方面又于1466年到日本晋见了足利将军。这表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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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之间的联系在进一步加强。到了1525年(嘉靖四

年)，明帝又一次令琉球进贡使臣郑绳等归国后传谕日

本，以擒献宗没，还衰王迸等人。琉球使臣于嘉靖九年

(1530)进贡时，带来了13本国王源义晴的表文。这一

事实再次表明，这一时期琉球所充当的中日信使的角

色使得日琉关系进一步加强。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明中前期虽然日琉关系

在明廷的触动下有了增强，但是琉球与日本的交往还

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进行的。即日本将军虽然私自将

琉球归属于萨摩藩，其主要用意可能是出于萨摩藩单

方面的请求。也有可能是出于便于中日交往的考虑。

在实践上，琉日之间仍然以相互尊敬的行为进行着交

往。这种相互平等的交往行为在众多的日琉书信中充

分地体现出来。如1461年琉球国王尚德即位时，日本

萨摩藩派遣使节祝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国

间的行为，而且琉球国王的回信中也体现了这一平等

关系。该国王回书称：“国泰民安座于君长生殿，问经

武纬赐予太平书，剩承厚贶之领，尤抱三千颜之愧，偏

倾丞许之肝胆，虽令珍囊之琼琚。缎子八疋⋯⋯浑而

十五疋奉报也。山砺河滞守于春鱼水约盟，革故坚万

岁家邦柱石。台察。’天顺五年六月三日，琉球国王，三

州太守麾下”④。从这书信中可以看出，琉球与日本之

间充其量只是友邦问或同盟间关系，而奉明正朔却不

用言明。这种日本、琉球问的平等关系一直保持到明

末，即无论是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而派人到琉球征收粮

米，还是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之时，琉球与日本问

平等的友邦身份并没有改变，它虽然在明后期日益陷

入萨摩藩的操纵与控制之中，但就与日本国的国家关

系而言，这种相互问的平等身份并没有改变，只是到了

康熙初年即琉球国王尚贞执政年间，琉球才开始接受

日本的册封，成为清日两重身份下的属国。

二、明朝后期的中、日、琉球关系

(一)、明末对中琉关系产生影响的几个因素

明初，倭寇就开始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

于13至16世纪期间发展猖獗，在日本幕府势力衰落而

地方豪强势力膨胀的大背景下，许多破产农民、下级武

士纷纷沦为海盗，从事着以武力掠夺为特征的海上掠

夺活动。这些倭寇势力在明朝中前期主要以日本人为

①扬亮功等主嫡：<玩球历代宝寨选录)上，第2页。

②<明史>卷332(日本传)。

③[日]相田二郎：<日本力古文书)上，岩波书店1949

年版，第753页。

④‘旧记杂录>前篇二，第1370条。转引自何悬毅：‘明

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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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到了16世纪后主要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为主，

即“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①；这些东南沿海的

倭寇活动长达3个世纪之久，明朝的实力因此而受到

重大的削弱，从而对琉球的朝贡贸易也采取限制态度。

其次，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扰和对琉球的骚扰也

影响着明后期中琉关系的发展。丰臣秀吉成为关白之

时。在先后平定长宗我部氏和九州岛津氏后，于1590

年平定了后北余氏和臭羽地区而统一了全国。这一统

一的局面刺激了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野心。他仿照中

国皇帝招徕属国的做法，向日本周边的小国发出“诏

令”，要求他们像对中国皇帝那样对待日本，即让日本

也达到万国来朝的盛况。同时，丰臣秀吉的军事领主

政权在统一全国后，扩张与争夺财富的欲望也进一步

增大。另外，国内频繁的战争与检地运动、兵民分离政

策所导致的大批人民丧失土地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

得寻找缓解途径。于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与掠夺财

富以及满足万国来朝的“荣誉”，丰臣秀吉对日本周边

国家如朝鲜、琉球等进行侵略。他先后于1592年和

1597年两次侵入朝鲜，并于1588年招谕琉球，1591年

问派军侵入琉球，强行向琉球征粮。明廷为了应付丰

臣秀吉的扩张势力，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天下共主的

身份和角色，保护朝鲜属国，于1592至1598年间在朝

鲜半岛与日本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明廷虽然抵制

住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并因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

亡而取得在朝鲜半岛上战争的“胜利”，但自那以后自

身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且这一削弱决定了明后

期在日琉关系上只能采取“放任”的政策，而不可能采

取任何积极有为的行动，来帮助琉球摆脱日本的控制。

(二)、明朝后期的中琉关系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和琉球，对明朝与琉球关系产

生了重要影响。明与日本在朝鲜半岛角逐后，自身实

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开始将政策的侧重点放到安内

与巩固自身政权以及防范日本的侵略上。正是基于这

一政策的转变，因此它对琉球的命运虽有惋惜和道义

上的支持，却无任何实质上的帮助。相反，当丰臣秀吉

派人侵入琉球之后，它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

抵抗、甚至厌恶而不是积极的对付。另外，促使明朝这

--,b理变化的因素还来源于日本方面。就明朝而言，

它并不甘心与自己有了200多年宗藩关系的琉球遭受

日本的控制，而且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宗主国对属国

的保护义务，但是明朝末年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它不得

不违心地那么做，那就是日本势力相对于明朝势力而

言在琉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地缘优势。1605年

出使琉球的明朝使节夏子阳就真实地体会到了这一

点。他在‘使琉球录)“国俗”条中称：“教书教武艺师皆

倭人，聪警雄俊则不逮倭。器械亦钝朽，且数而已，苟

非恃险与中朝之神灵为倭所图久矣。”而在“御倭”条中

称：“夷与倭为邻，而民困国小，有所不足，辄假于倭。

每遇册封使远临，在他国或至或不至，倭无不至者；名

称往贺，实则索费于其国也。”②当夏子阳一行来到琉

球后，他们又一次亲身体会到日人势力在琉球的嚣张。

史称：“及九月问，有数舶至，称为贸易；臣等行令琉球

欲为陈兵备御，且严禁从役勿与交通。”同时明人得知

日人在琉球势力的膨胀与强大，不仅仅是从耳闻目睹

中得到的，而且也是从与日人的直接交锋与较量中感

受到的。当夏子阳一行到达琉球后，直接面对日本势

力的挑战。<使录>称：“所居馆舍，去天使馆不二里而

近；夷虑我众之不善于倭，又虑倭众之不利于我，每为

危言以相恐，欲迁我众于营中。”夏子阳一行因考虑到

“无故而及迁，是避倭也，岂有堂堂中国而避外夷乎”而

坚决拒绝。但是随后日人和明使双方果然发生了冲

突。当时因天气突变，飓风大作，明使与日倭双方因护

舟而发生了争夺。其结果是日倭用刀砍伤明使首役一

人，血流淋漓，引得明使人员“众遂大怖，扶归哀诉，状

颇仓皇”。明使一行虽验出首役受伤是因刀背而无大

碍，但结果也不得不对日倭作出让步，将众役收入馆

内，并且让琉球馆伴取敕谕日人，以求达到“倭众必不

为祸”的目的。此次冲突中明使一行明显的占了下风。

因此在此后的“日东交易”中，明方也只能是处处加以

防范。一方面以“胡越一家，倭人吾人耳，各事乃事，其

勿拒”来要求琉球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求自己人“禁弗

与通”③。正是因为明方使行人员在琉球真实地感受

到日本势力的强大以及明势力的相对弱小而得出了

“琉球距日本咫尺尔，朝鲜失，则琉球难独存；我东南之

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将亦可为隐虑”的担忧④。

正是因为明朝势力在与日本的比较中在琉球国显

示出下风的趋势，因此明后期在对琉球政策上也出现

了变化，即由以前的积极发展琉中宗藩关系以及支持

琉球的朝贡贸易改变为消极地处理琉球问题和对琉球

的朝贡贸易加以严格限制，以此来削弱日本人在琉球

朝贡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因此，当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一爆发，闽抚台

就要求停止册封琉球国王，而且当时国中的许多人都

主张停止对琉球的册封。如万历四年出使琉球的副使

谢杰当时就持此种姿态，请求停止册封⑤。而到了夏

子阳册封之后，明廷更积极主张要从经济贸易上来限

制琉球的贸易，以达到削弱日本在琉球势力的目的。

①胡宗宪：(g-海图嫡)卷11。

②③④<使琉球三种>，<使琉球录三种诸家)，台北台

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279、218、171页。

⑤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使琉球录三种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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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五年，当琉球国王请求“给引商贩，每年定以

一、二只船⋯⋯，例比东洋充饷”时，前册封使夏子阳和

王士祯就以太常寺、光禄寺卿的身份上书明廷，坚决反

对。他们称“时往通商之议，断不可开”，“夫贵国紊称

贫瘠，既无物产可通贸易，又无资财可备积储；其所患

者虽在于贫，而其所恃以为安者亦在于贫。”他们的计

策是“贫可以安琉球”，让日本放弃对琉球的野心。而

且他们还进一步告戒琉球：“若浮慕富国，议欲通商，托

名来贵国，实与倭奴为市，非但隳禁长奸。将来遗中国

之尤，窃恐争夺启衅，杀掠随之，一所谓‘延寇入室’亦

非贵国所为口保之计耳。”①明方提出的对策就是削

弱琉球的朝贡贸易，以达到既削弱日本，又保存琉球的

双重目的。

明朝后期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的对策虽不无消极成

分，但却击中了日本的要害。因为日本萨摩藩的一切

活动都是出于追逐琉球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利益。这可

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很好的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子

阳一行剐到琉球时，岛津家久就派遣鸟原宗安到琉球，

并且带去了两封信，一封给琉球国王的，另一封是给大

明天使的。在给国王的信中，对琉球施加恫吓，称：“日

本六十余州有源氏一将军，以不猛之威发其号令，尺土

无不献其方物者，一民无不归其幕下者⋯⋯况家久为

国王宗主官不述年年之职乎?贵国亦致聘礼于我将军

者，岂复在人之后哉?”另外，要求琉球充当中介勾通日

本与大明的经济贸易往来，书称：“且复贵国之地，邻于

中华，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

军尤之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于贵

国，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若然则匪翅富

于吾邦，贵国亦从其富润屋，而民亦歌于市⋯⋯岂复非

太平之象哉?”②

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感觉到与大明无法建立经

济贸易交往关系后，于1609年侵入琉球，将国王尚宁

以及坚决抵抗日本势力的郑炯等劫往日本。这一行为

更加激发了明廷对琉球的经济贸易封锁行为。万历四

十年，明方改琉球为十年一贡，后于天启三年1623)改

为五年一贡，其目的都是出于限制日本在琉球的势力。

其所运用的策略虽然趋于保守，且不利于琉球从日本

势力中解脱出来，不利于强化中琉宗藩关系，但在客观

上起着对琉球的日本势力加以打击的目的。因此，当

津久将琉球王一行劫持到江户后，江户幕府马上又将

尚宁等放回、并且加以厚待的事实表明，日本江户幕府

这一时期对琉球并无多少兼并的奢望，对与明朝的贸

易交往照样非常重视。其具有野心的是萨摩藩，它在

攻人琉球后，马上派出奉行14人及随行人员168人进

驻琉球，并且对琉球及其岛屿上的所有土地进行丈量，

并将琉球原有领土鬼界岛、德之岛、大岛、永良部岛与

32

论岛暗中纳入了岛津的领土。而且岛津氏没有将自己

丈量琉球土地的情况报告给德川幕府，也没有向幕府

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报告，一直隐瞒到1634年。才

向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报告。El本萨摩藩对琉球的直

接入侵，进一步推进了明朝对琉球实行的贸易控制政

策，而且对琉球的宗藩关系也变得更为消极。万历四

十年，浙江总督杨崇业向明廷汇报了日倭侵入琉球事

件，要求“宜敕海上，严加训练”，而兵部对于杨崇业这

一滞后的报告不表满意。因为兵部探知日倭入侵琉球

获中山王在三十七年三月，而现在已经过了二三年时

间。而后福建巡抚丁继嗣奏报琉球国王已经被释放回

国，并派遣柏寿、陈华进贡，以修贡职役，同时提出了对

琉球宗藩朝贡关系处理上的新策略。首先，他对琉球

国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琉球国已经成了日本萨摩

藩的附庸，失去了自我活动的自由。他称：。臣窃见琉

球列在藩属，固已有年，但尔来奄奄不振，被拘日本，即

令纵归，其不足为国明矣。况在人股掌之上，保无阴阳

其间!”其次，他基于对琉球已经受到日本奴役这一事

实的认定的基础上，对琉球此次朝贡贸易活动的履行

者是否为琉球自身表示怀疑，即认为此后的贸易非琉

球人同明朝为保持宗藩关系而进行的活动，而是在日

人操纵下的商贸行为。他称：“且今来船方抵海坛，突

然登岸；又闻已入泉境，忽尔扬帆出海。去来悠忽，迹

大可疑。今又非入贡年份，据云以归国报闻；海外辽

绝，归与不归，谁则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贡之入境有

常体，何以不服盘验，不先报知，而突入会城!贡之尚

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于硫磺、马、布之外?贡之

赍进有常额，何以伴多至百余名?此其情态，已非平日

恭顺之意，况又有倭为之驱哉!”出于对以上两点判断

与推测，他提出了对待琉球的新策略，即尽力缩减琉球

的朝贡与贸易活动，来达到“壮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

的办法。他称：“宜留正使及人伴数名，候提请处分；余

众量给廪食，遣还本国。非常贡之物，一并给付带回；

始足以壮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③而对于如何巩固

明朝在琉球的宗主权以及帮助琉球摆脱日人的控制方

面却没有任何见解和方略。

在丰臣秀吉和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明朝自身实

力在朝鲜半岛受到削弱，以及东北地区女真势力的壮

大等诸多因素作用下，明廷开始将政策的重心全面转

①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第43一“

页。

②<影印本异国日记>，金地院崇博外交文书集成。东

京美术版1989年版。转引白何悬毂：‘明清时期琉

球日本关系史>第50页。

③周煌：《琉球国志略>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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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国内。这不得不促使它对琉球的宗藩关系进行了

调整，在处理琉球宗藩关系同题上出于限制El本势力

的目的，开始实行对琉球严格的贸易限制制度。它虽

在主观上表现出消极与退让的趋势，但是在维系明朝

的宗主权和保持中琉宗藩关系等方面仍然作出了许多

努力，且无任何退让的迹象。中琉双方虽都遭受到日

本势力的影响，但是双方在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时

仍然不遗余力。

就明朝而言，它在履行宗主国的权利时表现得仍

然出色。在日本丰臣秀吉和萨摩藩侵入琉球、在琉球

占有绝对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的情况下，明廷仍于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1629年(崇祯二年)派出使节，

对琉球国王进行正式的册封，以履行自己的宗主权。

而琉球也一样，它虽然受到日本萨摩藩的束缚与控制，

但是它在明末的任何时间里都没有放弃自己属国的义

务。琉球方面履行属国对宗主国的义务可谓不遗余

力。这种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在应明朝的要求或者自

身的需要向明朝汇报“倭情”方面。万历二十年九月，

琉球国应明朝的要求，向明廷飞报“倭情”称：“即行方

外所属口山地方，查得声闻关白自王，造船万只，倭国

六十六州分备盘粮，各驾船只。限以本年初冬路经朝

鲜，人犯大明事情飞报”①。万历二十六年，琉球再次

向明朝通报倭情，称：“本年三月十二B，敝国侦探得关

白在博多地方纠集人众，议同六十六州船只，搬运粮

米，人寇大明，理合遣人报告。”②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初

三B，琉球国再次报告倭情，称“关白于本年七月初六

日身故”③。由此可见，琉球国在当时虽然遭受到日本

萨摩藩的控制，但对其自身的属国“屏周”的义务并没

有放弃，这一义务一直至明朝灭亡才告终止。

(三)、明朝后期的日琉关系及变化

明朝后期，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日益加强。万历十

六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命令萨摩藩僧致琉球国王

书．“征琉球人贺，并献地，奉正朔”。它是日本对琉球

实行武力征服的开端。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发动侵

朝战争后，“檄萨摩，征琉球派兵从役”。因为琉球国

小，无兵可派，改为输粮，要求输七千口十月之粮。琉

球穷困，所输不及半。当明朝封闭了东南海口、断绝了

与日商的往来，萨摩藩感到与明朝通商无望后，于万历

三十七年派桦山久高侵入琉球，俘获了琉球国王与坚

决抵制日本的郑炯，日琉关系白此发生了更进一步的

巨大变化。

首先，琉球方面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抵制，采取与

日本合作的政策，而且在国内也产生了亲近日本的势

力。万历三十八年(日本庆长十五年)八月，琉球国王

被岛津家久带到江户，在岛津家久的压制下向日本将

军称臣进贡。其贡书如下：

琉球国王同道子r⋯⋯府7参着，同八日仰尢上

oJ【口诚献进所口对面南lJ琉球圆王缎子百端。猩红

皮十二副乃，太平布二百皮匹，银子千枚，大刀一腰老

进上。亨十八日口振翁被下口被口付贞宗刃口腰物同

⋯⋯廿日．家久⋯⋯④。

同时，国内人民在日倭武力威胁下，也放弃了对日

本的抵制。日人桥本德有则在<古琉球吟>中称：“庆长

中，三司官郑炯，不平岛津氏；港口三重城，屋良座建炮

台，以备之，戍以兵。岛津军至，轰发不利，国败身杀。

由是国中尽废兵，日国小置兵，自足之国，不如以柔克

剐，即大谕国中，以礼让自固。禁身带寸铁，炮台后竟

托于岛津氏，而备不虞也，今已废址焉。”⑤即当国王

被俘后，琉球国从总体上对日本放弃了全面的抵抗，采

取顺之受之的态度。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琉球国内也出现了亲近日本

的官方势力，正是在这些亲日的官方势力的支持下，琉

球国王才作出了“国中尽废兵”、“以柔克刚”的决定，和

出现“炮台竞托于岛津氏”的局面。而其他方面的资料

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明末清初的尚向贤就是其中的代

表。他在(中山世鉴>中非常鲜明地表露出自己的亲日

立场，他称：“先是，⋯⋯大日本永亨年中，琉球国始为

萨州太守岛津氏附庸之国，朝贡于日本百有余年也。”

又称：“尚宁慎终悖始，恐惧之心，日驰邪僻之情，转恣

用，聚敛臣，一邪名而失事大之诚也。故庆长己酉萨州

太守家久公遣桦山权左衙门尉平田太朗，左衙门尉率

兵征伐琉球⋯⋯又遣阿多氏⋯⋯上井氏等正经界，均

井地矣，始有伍我田畴，褚我衣冠之谤，终有我教子弟，

我植田畴之颂矣。”⑥以上尚向贤不仅将日本幕府赐

萨摩藩琉球一事纂写为琉人共知的行为。而且认可万

历三十七年萨摩藩入侵琉球，视萨摩藩为救世主。竟

然称这一侵略行径为：“始有伍我田畴，褚我衣冠之谤，

终有我教子弟，我植田畴之颂矣”。而且将国王抵制日

本的侵略说成“慎终悖始，恐惧之心，日驰邪僻之情，转

恣用，聚敛臣，一邪名而失事大之诚也”。由此可见。在

明末清初之际，琉球国内亲日势力日渐嚣张，从而使久

①②③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第8、

8、250页。

④<琉球往来>卷l，抄本，殷梦霞蝙：<国家图书馆葳

琉球资料续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版，第627页。

⑤[日]桥本德有则：<古琉球吟>“那霸”，殷梦霞蝙：

《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下册。第955—956

页。

⑥[琉球]尚向贤：《中山世鉴)，抄本，殷梦霞鳊：<国

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鳊>下册。第851—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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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村、首里的三十六姓人的后代，在政治上、官场上、外

交上受到了琉球与日本的双面钳制，这可能是导致三

十六姓人在明末清初日渐削弱的重要原因。

日本萨摩藩对琉球控制的加强，以及琉球内部亲

日势力的强大，最终使得琉球国王成了亲日势力的傀

儡。萨摩藩通过控制琉球的三司官，使他们成为向琉

球和萨摩藩两面效忠的佞臣。他们一方面代表国王执

政，另一方面又为日本服务，监视国王的言行。

日本萨摩藩虽然实际上控制了琉球，但是明末清

初之际，琉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且与日本相平衡的国

家主体。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主要是在经济上的剥

削，因此萨摩藩虽然有足够的军事、政治实力控制、吞

并琉球，但是却没有否认琉球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

萨摩藩将琉球当成附庸国，主要是出于经济掠夺的目

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明末清初之际对琉球所采取

的一系列行动不在于窥窃琉球整个国家的国土，也不

在于意图吞并琉球王国，而是力求通过这一控制从琉

球获得同中国朝贡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实惠。况且当时

萨摩藩的野心还是受到江户幕府的压制的。江户幕府

不希望萨摩藩吞并琉球，变成东南部的大藩，更不希望

它尾大不掉，威胁幕府的统治。因此，就明末清初整个

时期而言，萨摩藩多是从暗中操纵琉球的贸易，攫取琉

球的经济利益，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就日本幕府而言，这一时期并没有吞并琉球的野

心。日本江户幕府在萨摩藩入侵琉球、俘获国王后，并

没有吞并琉球或者将之臣属于己的意思。相反，琉球

国王一行到达江户后，幕府将军却将他们看成上宾。

而且将军秀忠向琉球国王作出了以下承诺：“尚氏世代

为琉球国王，现在应速速回国，祀奉祖先，仰本朝之威

德，将其国家传子孙。”①此举表明，此时的江户与琉

球之间的行为仍然是平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

江户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如上

所述，出于防范萨摩藩的目的，限制萨摩藩的势力。第

二，与江户想恢复与明朝的贸易交往密切有关。因为

在同年，江户幕府经过中国商人周性如一行向明朝传

递国书，提出“今将继前时之绝，而兴比年之废，欲修遣

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等要求，即江户幕府想与明朝

恢复旧有的交通关系。就这一点上讲，它没有理由与

明朝争夺对琉球的宗主权，更没有理由兼并琉球国。

只是萨摩藩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对琉球施加一定程

度的控制。而萨摩藩为了获取从中国的贸易利润，也

没有必要吞并琉球，相反却刻意地掩饰自己在琉球的

活动。如日本宽永中，家久因府库空乏“使其臣蓄发，

变易姓名，扮琉球人与其国使者共赴福州贸易，赏购布

棉等类以归，日本所谓御丝荷者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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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季中、日、琉球关系之小结

明朝是中国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的重要时期。明

初政权在国力强盛之时，积极地同外国建立联系，同时

也与自己周边的国家建立宗藩朝贡关系，这一关系对

推动明朝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明朝能够突破中国

传统的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囿于大陆的局限，

积极地将国家活动领域向海外拓展。这一行为本身有

利于中国这一农业型大国克服海洋的局限，向外发展

自己。有明一代，琉球、朝鲜、安南、遏罗等国使节多次

到明朝贡方物，而且明廷也派出册封使到重要的属国

进行册封。这一朝贡册封为纽带的活动带动了整个东

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发展与交往。以大明为中心和中枢

的朝贡贸易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和平。

但是明朝对周边各国的招徕、册封的更重要的出

发点是源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威仪与“化外之人”

的荣誉与理想，而非出于振兴自身经济、发展与属国的

交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当万邦来朝后，明朝

自身却迷醉于上国的虚荣之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属

国的朝贡，而自身却退出海洋，让属国经受海上的风险

与机遇。同样它在对待琉球属国上也一样，以一种非

常超然的心态看待琉球的来朝。

正是因为明朝以中原文化自居，以华夏文明自大，

以天下共主身份为荣，以君临天下的超然心理为对外

邦交的依托，反而造成了自己在发展属国关系上陷入

了一种无法自拔、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这一被动局

面随着属国所遭受危机的增强而增强。因此当琉球遭

受到日本萨摩藩的入侵与控制时，明朝只能采取退缩

的做法，而无积极的进取精神。

作者简介：柳岳武(1978一)，男，安徽安

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瑞

①《德川实纪>第1煽，转引自何悬觳：<明清时期琉

球日本关系史)第55页。

②[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台湾中华

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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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

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①

2.期刊论文 徐习文.谢建明.XU Xi-wen.XIE Jian-ming 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贵州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属于"支那史"、"东洋史"的分支;冈仓天心的中国美术研究较明显地带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印记;即使比较纯

粹的学术研究的大村西崖等采取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准确地判断中国美术品的价值和地理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日本掠

夺中国珍贵文物资源奠定了基础.由此,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亦可窥见日本侵华的图谋.

3.期刊论文 丁志强.杨伶.DING Zhi-qiang.YANG Ling 一战后日本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分析——以日本《帝国国防

方针》的修改为线索 -日本问题研究2009,23(4)
    日本乘一战之机,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但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全面否认了日本的在华"优

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并对以后日本的扩张施以种种限制.为摆脱国际压力,日本于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提出了将美国作为其

军备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俄作战,也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的资源

和作战基地,提高战争能力.为此,1926年,日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对华作战计划.

4.期刊论文 杨彬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研究2005,""(1)
    从东亚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背景来看,中国文化一直是古代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典型.作为中国文学之一翼的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日本小说,乃至整个日

本文学产生过巨大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的顶点,可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代表.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

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其作者及作品在民族及国别上的"越界"行为,使它天然地具有了双重的"外国文学"的属性,即对中日两国来说,似乎

都是外国文学.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对域外汉文学研究的重视,中国小说在日本的流播与影响,以及它在异域的传承--日本汉文小说都

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于此也显露无疑.

5.学位论文 白华 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考察与研究 2006
    中医古籍的外传，推动了周边国家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外翻刻的特殊形式(或曰版式)的中医古籍。“和刻”(日本刻本)中医古

籍即是其中的一种。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不但将先进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带进日本，并且通过“和刻”这种形式在彼邦得到了良好的保存、翻刻和研

究。尤其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和刻中医古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这些和刻中医古籍在清代及其以后又部分地返传

中国。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中，包括部分中国失传已久的珍贵医籍，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对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尚未见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目录学、版本学等方法，对其

现存数量、种类、特点以及分布情况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以期系统地了解和刻中医古籍的发生发展历史，为更好地发挥国内和刻中医古籍的作用提供

条件。

    本文以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基础，根据本文拟定的考察对象范围，将其中的和刻中医古籍整理出来，辑为《中国馆藏和刻中

医古籍目录》，以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分析。为了更全面地收集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笔者于2006年3月赴日本茨城大学进行了实地学习和考察

，收集了当地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

    本文主体分为4部分内容，分别是：1.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简要回顾

    2.和刻中医古籍的产生与传播

    3.和刻中医古籍返传中国的时代和途径

    4.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概述

    此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和刻中医古籍对中日两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借以对和刻中医古籍进行历史的评价，并呼吁重视对

和刻中医古籍的研究。

    本文所云“和刻中医古籍”指的是中国医家编撰的、传入日本并经过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医类古籍。这类和刻本底本属于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或以

原书基本内容为主，保持原书基本结构框架，辅助性地增加假名训点、眉批、旁注、序跋等内容。

    文章先简要回顾了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国医学流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人员和书籍的交流进行的。公元562年，吴人知聪经由朝鲜将

164卷中国典籍以及佛像、乐器等带到日本，其中包括最早东传的中医药文献《明堂图》。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医学交流自此开始，直到江户时代末

期从未间断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遣唐使、入宋僧和往返于两国间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承载着中医药知识的书籍传入日本。而日本的医学界视

书籍为老师，经过上千年不断地钻研学习，逐渐理解吸收了中国医学的主要精华，并融合本国的医学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

    中医古籍流播日本可粗分为早期(江户时期以前)和江户时期两个阶段。隋唐时期，日本积极移植引进中国文化，随着向中国派遣“西海使”(隋代亦

称“遣隋使”，唐代亦称“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也开通了往返于海上的“书籍之路”。考察编成于885年～897年间的日本国家藏书目录——《日本

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隋唐时期多已传入日本。另外，宋版医书传入日本是从日本平安末期开始的，第一本传

入的宋版医书是《大观本草》，自公元1192年开创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宋版中国医书。

    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富有魅力的中国丝绸、纺织品、药品及书籍等却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运往日本。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统计：江户

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涉及医方、本草、伤寒、金匮、内经、针灸和痘疹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医籍的传入时间来看

：江户时代除受到“迁界令”影响的二十年中传入医书数量骤减外，其他时期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十年60～110次，中期

1711～1730年和后期1831～1850年的各二十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考察这一时期传入医书的成书年代，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医书传入

后被大量翻刻，对日本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

    随着中医古籍大量东传日本，江户时期医籍的翻刻事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关于和刻中医古籍在日本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论述。

首先介绍了和刻中医古籍兴起的时代背景，重点叙述了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和刻情况，并举出有代表性的和刻中医古籍加以辅助说明。

    江户初期，西方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促使日本的印刷刊刻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京都、大阪、江户等地，至江户时代后期，医书

的刊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和刻中医古籍最初以日本古活字本为主，大约兴盛50年后转向采用整版印刷技术，并且逐渐开始重视版本的质量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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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工作。

    据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804种医书中，314种曾经和刻出版过，出版次数达到679次。约半数左右的医书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

解的“内经”以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传统医学逐渐走向本土化，日本医家的著作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医书需

求量减少。后期受到“古方派”的影响，为了翻刻宋以前及清代关于《伤寒论》的著作，和刻版稍微有所增加，但未形成规模。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

，输入和翻刻中医古籍最多的一个国家，加之日本历代对医书十分重视，妥善加以保存，往往藏有中国已经失传的古医籍。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

就通过高丽使节迎回了一些当时中国失传或罕见的中医古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灭汉兴洋”之风的影响下，许多汉方医学馆和刊物停办，学术研究

一蹶不振，学派气势业已衰落。中医古籍也因此不再受到重视，大部分封藏在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清末以杨守敬、李盛铎为代表的学者

们，积极赴日购归中医古籍。通过他们的努力，大批濒临失传的古医籍回归到中国。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关注海外现存的散逸古医籍，从日本回归

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保证了中医古籍的传承与研究质量。

    考察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本文主要从数量、种类、返传比率以及分布特点几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目前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221种，考虑版本差异共有448版次。其中，有明确和刻年代记录者共为184种、332版次，刊刻年代大部分限于日本江户

时期。这些和刻中医古籍涉及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医案医话、医史和养生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临

床各科”类占总体的32.4﹪，“方书”类占17.6﹪，“伤寒金匮”类占12.5﹪。

    考察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刊刻年代，呈现出江户前期刊本数量最多，后期出现小高峰，而中期最少的特点。这一结果与真柳教授所调查的江户

时期中国医书翻刻状况相一致。另外，笔者还发现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虽然数量有限，但种类非常丰富。返传和刻中医书的种类占总体和刻医书种

类的60﹪左右。其中返传比率较高的“内经类”、“伤寒金匮类”和“针灸类”达到70﹪以上，“本草类”和“痘疹类”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回归

和刻中医古籍时收集者基本没有偏颇地进行收罗，但避免同一种书籍的重复，尽量返传更多种类的和刻中医古籍。

    对比江户时期和刻次数与返传次数前十名的和刻中医古籍，结果有7种相一致，分别是《伤寒论》、《难经本义》、《金匮要略方论》、《医方大成

论》、《十四经发挥》、《万病回春》、《素问玄机原病式》，可见中日两国医家都对这些经典著作较为重视。另外，日本医学家将中国熊宗立的《医

方大成》摘去其中的论说，编成《医方大成论》，在日本广泛刊行，并返传中国很多版次。可是这些版次很少被中国再次刊行，此书在中国始终流传很

少，由此说明中日两国医家的着眼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返传中国大陆的和刻中医古籍主要收藏于全国23个藏书机构，分布在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最多，共计380部；其次是上海地区，共计

154部。另外，中国东北地区、江浙一带以及天津所藏也较丰富。藏和刻中医古籍超过10种以上的地区还有四川省。

    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不但种类齐全，而且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如：随“遣唐使”东传日本的《(真本)千金方》，保存了未经宋代改动的原貌，版本

价值极高，目前已经回归中国，保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等5个藏书机构中。另外，考察《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仅存和刻版本的医书有17种之多，这

些医书全部是依靠和刻版本在中国传承下来的。除此之外，中国以返传的和刻医书为底本，出版了若干版本质量较高的医书，如：《康治本伤寒论》、

《黄帝虾蟆经》、《儒医精要》等书。

    现有考察结果表明，和刻中医古籍产生于日本室町时代，在日本江户时期达到刊刻和流传高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和刻中医古籍逐渐衰落，其中

部分版次随着中日两国间的医学文化交流返传中国。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大量翻刻，不但促进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还促使日本传统医学发展成为

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弥补了部分中国亡佚古医籍的缺憾。回归和出版这些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将对中医药文献的保存、传

承和研究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以上考察研究结果，为了解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收藏地点、数量和学术价值提供一定参考。和刻中医古籍的返传，对当代中医事业的发展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研究的结果，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和刻中医古籍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此类中医古籍的保管和收集，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条件。

6.期刊论文 杨彬.吴佳娜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6)
    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

作.多年来,由于这种小说形式上的"汉化"和内容上的不相一致,致使它们同时被排斥在中国和日本小说的研究视野之外,其面貌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它们

虽然从文学疆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日本,但无论其语言风格、文体形式,还是小说旨趣等等,它们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深刻影响,甚至是自觉模仿.这一切

,显示了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及其在文学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价值.

7.期刊论文 真柳诚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中国科技史料2002,23(3)
    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

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结果如下所述: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

804种、1917次,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

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白文)本在注释本发行40-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中国

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40%有和刻版.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46%,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和刻版中的畅销医

书已经是3卷以内的薄册,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在整个江户时期,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由此可窥知日本特

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

8.会议论文 王亚雷.小平.李德义 中国茶叶在日本 2001
    近20～30年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先后流行三次中国茶,每次都有助于中国茶叶在日本的推广,有助于中国茶文化的弘扬.在日本各地不断地有新的中

国茶店(馆)开业,同时,不仅中国餐馆连一些日本料理店也增加了中国茶的服务.饮料公司在中国茶水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断生产推出各种易拉罐茶饮

料.中国茶叶出口到日本的品种有青茶(乌龙茶),蒸青绿茶及红茶和名优绿茶,其中以乌龙茶的量为最多(1.5万～2万吨).随着日本人民对中国茶叶的认识

的深入,中国茶叶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对品质和花色品种的要求也会提高.

9.期刊论文 李颖.王洪波 西学东渐与日本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兼谈日本文艺学对中国的影响 -时代文学（双

月版）2007,""(1)
    西学东渐以来,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文艺学领域,日本文艺学的近代转型,勾勒出近代以来

日本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交流并得以完善包身的脉络或轨迹,同时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以及意识的自觉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这也造成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日本在中国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对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0.学位论文 张世响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从绳文时代后期到平安时代前期 2006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原始和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主要特征。日本内

藤虎次郎博士形象地比喻过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民族进化的点化作用：“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日本民族好比是豆汁。中国文化好比是卤水。日本民族

与中国文化一经接触，立即变成了豆腐”。<'①>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创造了日本固有的原始文化

，即持续近八千年的绳文文化，这表现出岛国环境下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日本文化又具有开放性和受容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

文化的接受上。绳文时代后期，当日本人最初接触到中国文化时，他们的态度是积极吸收。他们积极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在绳文文化的基础上创造

出了新的文化，即弥生文化。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之前，各时期的日本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日两国学者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做过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来说，迄今为止的研究，在研究

资料的使用上，多以中国史籍记载为主要依据。在研究的角度上，多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在研究的时段上，多注重对隋唐及其之后的中同文化交

流研究；因为隋唐及其之后，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多，而且资料比较丰富。相比之下，直接使用日本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

角度入手、对日本原始时代和古代进行的研究则比较少，研究成果也不多。

    本文则主要运用日本资料，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接受入手，去研究隋唐之前，即日本绳文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在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探讨认为，日本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如下三阶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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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文时代后期至弥生时代前期坐等接受，原封不动地加以吸收和利用。绳文时代后期，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契机，中国文化东传到朝鲜半岛，其

影响波及

日本列岛，日本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接下来，又有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等移民活动，中国古代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传播到

同本列岛。当时的日本，正处在绳文时代晚期和弥生时代早期，其文化仍落后于中国，因此，当先进的中国文化“主动送上门”时，好学的日本民族采

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原封照搬。当然，最初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凡是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几乎都原封不动地被吸收和利用。例如：水稻及其

他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铁器、青铜器等金属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养蚕、纺织、制衣等技术，诸如此类的先进文化，都被日本一一接受下来。这些

先进的中国文化，都是公元前中国的箕子、徐福、卫满等移民们陆陆续续地、直接或间接地传到同本的。    弥生时代中后期主动摄取，有选择地摄取

。感受到先进文化的优越性之后，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家门口等待传来什么就接受什么的状态，于是，开始主动走出

国门，积极寻找并摄取中国文化。如：公元57年，倭奴国向东汉派出了使者；后来，倭女王卑弥呼多次遣使与三国时的魏国交流；大和时代，为了建立

统一国家，倭“五王”频繁与南朝刘宋政权交流，遣使朝贡，请求“除授”和“册封”；同时，还聘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博士、官员等前往日本

，传经送宝。这期间，日本还摄取、接受了汉字、儒学、汉化佛教等中国文化。到了飞鸟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之后的日本，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日本统

治者，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者，以“多得文书宝物”为目的的遣唐使把主动摄取中国文化的浪潮推到了顶峰。日本从本国各阶段的建设需要考虑，缺少什

么就从中国摄取什么，并非不分良莠全盘照搬。即使进入了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奈良时代，也做到了该拒绝的决不摄取。如：中国古代的宦官制度，始

终没有被日本接受。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边接受，边消化吸收，边发展创造。同本在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表现为在接受、摄取的同时，加以发展和创新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表现尤为突出。大部分中国文化被接受后，都是先经过充分消化、吸收，使之日本化，之后，再使之成为发展、创造日本民族文

化的养分。最后，创造出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如：奈良时代平城京的建造，律令政治制度的建立；平安时代假名的发明，和汉文学的交替变

迁，等等。

    关于上述内容，本文分为上、下两编，计九章进行讨论。前五章为上编，探讨自日本原始社会中之绳文时代后期开始到弥生时代为止，日本对中国

文化的接

受情况；后四章为下编，探讨日本古代社会中从大和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及在接受、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等

方面的情况。    上编，绳文时代后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正值中国的商末周初。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代表的中国移民，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朝鲜半

岛。同时，其影响波及日本列岛，从而为日本接触、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绳文时代晚期，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中国移民，先

后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带去了先进文化和技术，推进了日本文明化的进程。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绳文时代文化的崭新文化，即弥生文化。

之后，公元前195年又出现了卫满率众逃亡朝鲜半岛的移民事件，这种逃亡性的移民事件到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和设置“四郡”时达到顶峰。中国内地大

量的民众迁到了朝鲜半岛，先进的中国汉文化移植到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灿烂的乐浪文化一直存在到公元313年，几乎伴随了同本弥生时代的始终

，故而对弥生时代的文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促使同本社会大进步、经济大发展。弥生时代后期，日本产生了贫富差别，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出现了剥

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奴隶主和奴隶，出现了古代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古代社会的开始。

    下编，经过战争，许多的部族小国逐渐被统一为大和国，日本进入古代社会。大和时代(公元300年左右至592年)，初建国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经

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各个方面都积极学习、摄取中国文化。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因积极学习、接受中国文化，被称为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先驱者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采取选派遣唐使等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汲取中国文化，几乎到达到了全盘照搬

的程度。可以说，此时期同本接受中国文化达到了顶峰。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认为，唐文化的精华已经汲取殆尽，加之遣唐使费用昂贵等原因，于公

元894年，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后，日本大规模接受、摄取中国文化告一段落，转向重点对已经摄取的中国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和发展、创新。具有

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就是这样在先进的中国文化的浸润、滋养中逐渐形成的。

    本论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本文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论证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进程的影响。在日本接

受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下，在具体论证中采取了纵横交错、多管齐下等多种方式，在充分运

用考古发现、民间习俗、神话传说等文献资料以及图片和口头资料的基础上，把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分三个阶段：一是被动接受阶段，二是主动摄

取阶段，三是边接受边发展创新阶段。就此综合探讨论证日本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情况。

    二、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以日本的原始资料为主。如文中使用的考古、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和图片资料等，大都是采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同时

，也适当使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如《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

    三、在研究观点上，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

    (一)箕子东迁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半岛，这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既直接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并波及日本列岛，更为只

本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上述三次大的移民活动，中国文化才得以东传，日本才有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的可能。

    (二)三次移民活动中，箕子和卫满到达的目的地主要是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时也经过朝鲜半岛；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把中国古代文化首先传播到

朝鲜半岛，然后再传播到日本列岛：日本最先与海外接触和交流也经朝鲜半岛中转。因此可以说，在航海线路开通之前，没有朝鲜半岛的中转，同本不

可能接触到中国文化，更谈不上接受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桥梁。

    (三)学界大多认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从弥生时代开始，或者从绳文时代晚期开始；根据最新考古结果，也有学者提出绳文时代后期，同本已经

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谁把中国文化传到同本。本文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习俗信仰等方面论证认为，公元前1000年

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少量的移民已到达日本，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日本列岛。也就是说，公元前1000年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把中国

文化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日本才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从而，为把同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时间提前到绳文时代后期的观点补充了证据。

    由于手头资料受限，加之本人才疏学浅，论文中肯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有的问题尽管意识到了，但是没能展开研究，如：乐浪文化在同本影响的

具体情况以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地间的文化传承和相互影响的情况等，都有待于今后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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