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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潜入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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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小 法

［摘! 要］鉴于宁波在明代中日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宁波人也在两国的

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宋素卿，其东渡日本的动机

未必如以往学界所说的那样是“抵债”，可能是蓄意“ 潜入”。同时，通过

宋素卿渡日后的活动以及在勘合贸易中的表现，为进一步廓清明代中日关系

特别是勘合贸易颇有裨益。

［关键词］宁波! 宋素卿! 勘合贸易! 中日关系

宁波，浙江东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位于姚江、鄞江和甬江三江汇流处，并经姚江连

通杭州和运河。追溯其历史，秦汉之际曾设贸阝县隶属会稽郡。唐代称之鄞州，开元二十

六年（"#$）因其西南境有四明山，故改为明州。五代属吴越国之领域，后梁开平二年

（%&’）改称鄞县。而明州一名至南宋改名庆元府，元代又改为庆元路，明初改庆元路

为明州府，时因鄞县人单仲友奏称“ 明州府” 与国号有相同之处不宜使用，故洪武十

四年（(#’(）太祖根据其辖内定海县“海定则波宁”，改明州为宁波府，从此宁波之名

沿用至今。［(］

宁波自古就是连接朝鲜、日本等国海上交通的始发港，唐代曾迎来经由南海路抵达

的遣唐使船。宋初曾设立于杭州的两浙提举市舶司最后也迁至明州定海县（ 现镇海

县）。之后历经改废，南宋重置市舶务于明州（鄞县），从事外国贸易的管理。元至元

十五年（()"’） 设置庆元提举市舶司。到了明代，不仅承元制置提举市舶司于宁波，

而且还被明廷指定为日本勘合贸易船的来航地，并于永乐三年（(*&+） 建构了接待日

本贡使一行宿食设施的安远驿和嘉宾馆。因此，不管是初来乍到之时还是即将扬帆归国

之际，宁波成了使节们滞留时间最长的场所。在这舞台上，中日两国不仅上演了各种佳

话轶事，也肇发过诸如“宁波争贡事件”、倭寇骚乱等历史惨案。所以，宁波在明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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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拙文以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宁波人宋

素卿为叙事线索，通过追踪其跌宕的一生来透视宁波与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从中

也进一步认清明代中日勘合贸易中的一些历史事实。

一、东渡前的宋素卿

宋素卿，用现代语言来说，类似“日籍华人”，曾作为日本使臣积极活跃于明代中

日勘合贸易，更为甚者，他还是“宁波争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之一。众所周知，“宁

波争贡事件”不仅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勘合贸易的一时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铸

就了“嘉靖大倭寇”的历史根源。因此，宋素卿一直是此中关注的焦点人物，中日各

种史籍对其的记载也是五花八门，且看：

!、《武宗实录》卷 "#“正德五年四月丙戌朔”：

［庚子］日本国使臣宋素卿，本名朱缟，浙江鄞县人。弘治间，潜随日

本使臣汤四五郎逃去；国王宠爱之，纳为胥，官止纲司，易今名。

#、《明史》卷 $##《外国三·日本》：

素卿，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见，悦之，而缟叔澄负其

值，因以缟偿。

$、《筹海图编》卷 #《倭奴朝贡事略》：

素卿者，即鄞人朱缟，其家鬻于夷商汤四五郎，越境亡去。

%、《殊域周咨录》卷 #《东夷日本国》：

素卿，鄞人朱缟也（宋字似朱，素卿，缟之义。） 先因父丧无倚，游荡

学歌唱。弘治（九年） 间，倭使汤四五郎以贡至鄞，见缟秀慧善歌，相与

情密。其叔朱澄又为牙人，与缟各市汤四五郎刀扇，负其价值，（ 弘治十

年）乃将缟填还。［#］

&、《日本一鉴》卷 ’《穷河话海》：

鄞民朱澄首称，素卿乃其族侄朱缟，昔因其父与夷使交通买卖折本，将

伊填去。［$］

故弘治乙卯，此等行人，乃与鄞人朱漆匠赊得夷人汤四五郎漆器价钱，

入手花费，竟无货偿，贡船归国之秋不得漆器，将告于官，行人虑责，与之

催逼，而朱漆匠计出无奈，以子朱缟填，去后更姓名宋素卿。于正德辛未奉

使入朝，其叔朱澄首鸣其事，比赂逆瑾得以放去，复生癸未之祸，此皆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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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也。［!］

"、《世宗实录》卷 #$“嘉靖四年四月庚寅朔”：

初浙江鄞县民宋缟潜入日本，更名宋素卿，谋贡射利。

%、《大内氏实录》卷 &$《义兴》：

鄞人素卿名朱缟，亡命日本后更名，侍从细川氏后显露头角。［#］

’、《实隆公记》卷 ( 下：

明人朱缟归化，改姓名曰宋素卿。

同日记的明应七年（&!)’）九月十四日，三条西实隆和宋素卿之间有这样一段笔

谈：

问：“明主尊僧否？明臣何姓名？”

答：“明州人，姓朱氏，名缟，字素卿，今日特来游东福寺，吾不知大

长老尊名，可书尊名之？”［"］

)、《京都将军家谱》：

素卿者，鄞人朱缟也，先是入本朝，改姓名曰宋素卿。

下面再来看看中日两国现代学者们的观点：

&、中国台湾学者郑梁生：

宋素卿，本名朱缟，浙江鄞县人。弘治八年，尧夫寿冥一行来贡之际，

乃父朱漆匠受日本从商人汤四五郎所付漆器之货款，而至翌年汤四五郎回国

时也无法交货，乃以其子缟来抵付。因此，缟乃改名宋素卿，跟汤四五郎到

日本去。［%］

可见，郑梁生的观点基本上和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的一样。

*、中国大陆学者汪向荣：

宋素卿的由原姓朱而改姓“ 宋”，似乎也是这次（&#&& 年） 担任纲司

入明前不久的事。景徐周麟在其《翰林葫芦集》 中也有《 次韵朱素卿》 一

诗，更证明其改姓时间必不太早。［’］

即汪向荣认为宋素卿到日本后才改了姓。

(、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

宋素卿本名朱缟，又名朱二官。自幼作人质来日本，后侍从细川氏而改

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料中没有记载的“朱二官” 一名，检索明代中日

关系史有关资料，与此类似的有“ 郑二官”［&$］、 “ 林二官”［&&］、 “ 陈二

官”［&*］等等称呼，而这些名字一般都是对移居日本的华人翻译（ 也称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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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使用。宋素卿到日本后，由于熟知中日两国情况，起初也曾经作为遣

明使纲司（兼副使）出使过中国。可见，“朱二官”是宋素卿到了日本之后

才有的名字，同时，称其为“朱二官”而不作“宋二官”，笔者认为，这进

一步佐证了其“姓朱氏，名缟，字素卿”这一说法。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的观点与上述郑梁生的观点几乎一样，可见他也赞同郑舜功

之说。［"#］

总结以上中日两国的各种资料，可以得出：

（一）关于宋素卿的出生地，以上史料不存分歧，一致作“鄞县”；

（二）关于“朱缟” 与“ 宋素卿” 两名字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史料认为“ 朱缟”

为其原名，渡日后更名“ 宋素卿”。但根据其本人的叙说，其“ 姓朱氏，名缟，字素

卿”。这一点明代的严从简也注意到了，即他认为“ 宋字似朱，素卿，缟之义”。也许

正因为“宋字似朱”，《世宗实录》将其称为“宋缟”；

（三）关于宋素卿渡日的经纬，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其父朱漆匠与日本商人汤四

五郎做买卖而折本，因怕告官出于无奈，以子抵债；二是宋素卿之叔朱澄将其抵债予日

本商人汤四五郎；三是宋素卿本人为了谋取朝贡利益而潜入日本。除上述身世以及渡日

原因外，留存的问题就是宋素卿东渡的具体时间。根据郑若曾《 筹海图编》 卷 $ 的

“倭奴朝贡事略”条记载，应在弘治九年，即 "!%& 年。严从简在《 殊域周咨录》 中认

为应在弘治十年即 "!%’ 年，而郑舜功认为应在 "!%& 年，即以尧夫寿冥为正使的遣明船

归国之年。但是如果凭与宋素卿有交往的日本三条西实隆的《 实隆公记》 的话，似乎

也应在 "!%’ 年。

二、东渡后的宋素卿

记载有关宋素卿东渡后生活情况的资料不多，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点滴的史料来描

绘出大致的活动轨迹。先来看中国方面的史料：

"、《武宗实录》卷 &$“正德五年四月”：

日本国使臣宋素卿，（ 中略） 国王宠爱之，纳为胥，官止纲司，易今

名。

$、《殊域周咨录》卷 $“东夷日本国”：

汤四五郎之逋携归倭国，诈称天朝宗室，国王以女纳缟为婿，官拜纲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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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海图编》卷 "“倭奴朝贡事略”：

盖缟在倭国伪称宗室苗裔，倾险取宠，辅庶夺嫡，争功要利，而夷夏之

衅遂酿于兹。

再来看看日本方面的史料：

#、《京都将军家谱》：

（宋素卿）奉仕义澄，尝于细川政元宅，与僧景三唔语。［#$］

"、《实隆公记》卷 ! 下：

日本明应七年（#%&’） 九月十四日：先日来朝之唐人来，件诗等被携

来，手迹如日本人，虽无殊注左，不能通语之间，先记之问答云云。（ 中

略）慧山住持桂悟（拙号了庵），来山中，宓望佳制一篇，今夕此无价轩中

一宿为幸。明日，早晨去参拜，大人忙不得，在贵寺宿之。大明朱卿，昨来

游此山中，特蒙礼谒于大室，求赋诗不作而归，遂宿万年祖堂下，寄短篇以

谢。［#(］

!、《异国出契》：

吾国在瀛滨，而受中华之赐者，岁益久而德益流矣。汉魏以降，人皆读

周公孔子之书，知其道可尊也，是赐之大者也。迨于货泉通行，莫不宝其宝

矣。爰有曰朱素卿者，克通华言，吾善遇之，授之司农卿，令出入于公府，

今有进贡之事，例遣三船，外别拨四号船，以素卿为其纲司，以源永春为其

居座，乃干厥蛊，其心欲吾都邑建孔子庙，教民兴学，庶几俾是荒服以为阙

里，然而斯举自非大都之恩惠，曷得成于公役，素卿通两地之事，达两邦之

情，可必开说吾所欲，仍带刀剑两千把遣之，枉赐恕荣，不腆方物，谨具于

后，伏望。［#’］

当然，上述几种史料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存有以下疑点：一是弘治年间到中国的日本

使臣中，汤四五郎其人不详；所谓的国王，既不是日本当时的天皇，也不是指室町将

军，应该是指那时盘踞在堺港一带的封建藩侯细川政元。因此，汤四五郎可能是随船入

明的堺港商人。

结合两国史料，可以推断，宋素卿东渡后侍奉细川政元并得到重用，基本属实，这

在正德五年（#$#)）以正使身份入明的了庵桂悟，在其给南京礼部的文中也可得到佐

证：“宋素卿为大国之人，我王爱之，而素卿与王倖臣最厚，共密谋装一只船，号四号

船，易其姓曰宋，为日本人，潜身自间道涉南海来朝。”［#*］文中的“我王”应该是指当

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澄，而“王倖臣” 大概就是细川政元吧。而中方资料中的“ 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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婿”就没有足够的史实来证明。至于宋素卿得到重用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不在于像

中方有些史料上所说的是他“秀慧善歌”，而是与当时的日本国内形势有关。为了独占

与中国的贸易权以获取暴利，勘合贸易到了后来，成了大内氏与细川氏之间的争夺战。

作为细川氏，像宋素卿这样能“ 通两地之事，达两邦之情” 的正是应急之人。况且，

从上述《实隆公记》来看，宋素卿到日本似乎不像在幼年，因为他所作的诗文能够与

当时五山禅僧们进行交流，在《 翰林葫芦集》 中就留有景徐周麟的《 次韵寄朱素卿》

一诗，文曰：“ 使君系缆海南滨，野老渔翁拜望尘。谁料弓力风幔底，题诗更载大明

人。”［!"］显然，这是一首送别诗，描写了宋素卿解缆赴明时，众人依依不舍的情景。说

明宋素卿不仅人缘极佳，出发之际，“野老渔翁”都来送别，而且从能与景徐周麟和诗

来看，他在文学诗词方面有一定造诣。难怪了庵桂悟也赞其曰：“素卿明国杰，逾漠到

扶桑。风化无殊域，古今朱紫阳。”［#$］把宋素卿同南宋哲学家朱熹相提并论，难免有些

夸张之意，但可见宋素卿学问之一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宋素卿当年东渡日本的

原因恐怕难以归结为抵债。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宋家地处海外贸易旺盛的宁波，而其

父（叔）根据史料记载都是与日商有亲密接触的牙人，［#!］因此也深知这种“ 进出口贸

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为了这种贸易能够顺利、长期地进行，朱家不惜冒险将子送

往国外，以作“里应外合”而谋大利也不是没有可能。难怪《世宗实录》“嘉靖四年四

月庚寅朔”条就这样说“浙江鄞县民宋缟，潜入日本，更名宋素卿，谋贡射利。”

宋素卿到日后，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与当时的幕府外交事务中有着重要

影响力的五山禅僧交往密切。鉴于宋素卿的外交手腕和诗文才能，不仅在释门获得了声

誉，还顺利迈入了政界，取得了当时幕府将军的信任，侍奉于细川政元的左右，初授司

农卿，［##］频繁出入公门，可见宋素卿是一位因熟知明朝事务而得到信任的“红人”。由

于当时宁波与日本之间人员的密切往来，宋素卿在日本发迹的消息也随之传至家乡，因

此世间难免生出“鄞人宋素卿，为日本国王婿，更异矣”［#%］之流言。

宋素卿不仅在异国他乡立了业，而且还成了家。据郑舜功《 日本一鉴》 卷 & 中

“嘉靖丁未遣僧周良等三船来贡。又，宋素卿子东瞻船一艘追随而至”一文，宋素卿有

子名东瞻。而《世宗实录》卷 %’"“ 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己亥朔甲寅” 中有“ 至是，良

等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余七十五道为宋素卿子宋一所盗，捕之不得”。即宋素卿有

子名宋一，至于上述的“东瞻” 和“宋一” 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因史料缺乏而无从

得知。尽管其妻子情况一概不明，但认定为跨国婚姻估计不会有错。

东渡扶桑十余年的宋素卿终于应命出任遣明船官员即纲司一职，从此活跃于细川氏

的对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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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勘合贸易中的宋素卿

明廷为了严厉海禁和防止倭寇，永乐二年（!"#"） 始颁勘合予日本。宋素卿曾作

为遣明使两度入明。在具体叙述宋素卿朝贡贸易细节之前，有必要对“ 遣明使” 一词

作简单说明。

“遣明使”一词在日语里有其特定的内涵，是指日本室町幕府向中国明朝政府派遣

的朝贡使节，在当时也称“入唐” 或“渡唐”。自 !"#! 年首次派遣以博多商人肥富为

正使、僧祖阿为副使以来，直至 !$"% 年为止总共派遣了十多次，［&"］遣明使搭乘的船只

称“遣明船”，也称“勘合贸易船”。其船员构成包括正使、副使、居座、［&$］土官、［&’］

从僧、通事、总船头、客商、从商人以及水手等等。正副使是遣明船的代表，持有幕府

的遣明表文和贡品清单，需有较高的资质和修养。同时，遣明船虽称朝贡船，但实质上

贸易占主要成分，因而是否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也是选取正副使的重要条件。鉴于此，

除第一次外，其他的正使都由汉学深厚的五山禅僧担任。而所谓的“客商”、“从商人”

就是赴明进行贸易的商人。至于“ 通事” 相当于现在的翻译，由于是向明朝贡，所以

通事一般由当时的明人或者定居日本的华人担当，其中也不乏有被倭寇掠走的我国沿海

居民。在遣明使的成员里，除宋素卿外，不时可见明人活跃的痕迹，如著名的龙室道

渊，［&%］也是宁波人，曾出任宣德八年（!"((）遣明使正使。对宋素卿的第一次返华朝贡

贸易情况，各种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

!、《明史》卷 (&&《外国三·日本》中写道：

（正德）五年春，其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时刘瑾窃柄，纳其黄

金千两，赐飞鱼服，前所未有也。（中略）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

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谓澄已自首，并获免。

&、清代编撰的《鄞县志》作如下记载：

宋素卿，源永寿来贡，求祀孔子仪注，不许。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称

从子，原名朱缟，叛付夷人。守臣以闻，主客以素卿正使，释之。《 敬止

录》案曰，素卿入贡，《筹海编》 四年，《 敬止录》 在六年，《 明史·日本

传》在五年，今考《武宗实录》，也系五年四月，故从之。［&)］

上文的“源永寿”即佐佐木永春，朱澄即宋素卿的叔叔。《敬止录》 一书由明代的

高于泰所撰，共 "# 卷，《筹海编》即明代郑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也就是说，各种

史料对宋素卿第一次来贡的时间有“正德四年、五年、六年” 之别。而《鄞县志》 编

者持“正德五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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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海图编》卷 "“倭奴朝贡事略”：

（正德四年）五月，正使宋素卿，副使源永春贡方物。

#、《经国雄略》卷 "#“夷考”：

正德四年，倭王源义澄，遣宋素卿来贡。

$、《日本考略》“朝贡略”：

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强请勘合，遣使宋素卿贡。

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强请勘合，遣使省佐贡。

%、《京都将军家谱》：

是年（ 永 正 六 年、&$’(），义 澄 遣 宋 素 卿 赴 大 明 国，得 飞 鱼 服 而 归

朝。［"(］

)、《武宗实录》卷 $*“正德四年十二月戊子朔：

乙卯，礼部奏：明年正月大祀庆成，宴四夷朝贡者，若朝鲜陪臣，在殿

东第七班。今日本国使臣，见在无与宴故事，宜如朝鲜例，列殿西第七班。

从之；礼部奏：日本国进贡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所赏银币宜节为三之

一；且无表文，止咨本部。赐敕与否，请上裁。得旨：勿写敕，所司移文答

之。

正德五年二月丁亥朔，己丑，日本国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赐

宴、给赏有差。

综合以上各种史料可以看出：正德四年（&$’(） 五月已有日本贡使抵达，至迟在

当年十二月中旬已抵北京，次年二月，武宗赐宴并给赏，可见此时日本使臣已经入京谒

见过武宗了。不过此次勘合只有 & 艘船且无表文，所以礼部奏称所赏银币也只给例行的

三分之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要原因是这次朝贡正使了庵桂悟所率的船队迟到之故。据

当时的入明日记《壬申入明记》［!’］记载，以宋素卿为首的细川船 & 艘，经由南海路于正

德四年五月首先抵达宁波，正使了庵桂悟所率的 ! 艘则于正德六年（&$&&） 才抵达我

国，至七年二月始捧表觐见武宗。所以我国史料中记载的正德四年、五年、六年可能指

的是不同的使臣或同一使臣在不同地点的活动情况。而宋素卿因是非正式进贡之船，所

以没有表文。但正如宋素卿所携足利义澄致礼部咨文中所说“ 今又进贡之事，例遣三

船外，别发四号船。（中略） 吾都邑建孔子庙，教民兴学，庶俾是荒服移为阙里。” 可

见宋素卿利用国人尊孔心里，而以建孔子庙为藉口，在例遣三船外，又再添一只以牟取

利润。结果明廷竟为此巧妙藉口所蒙蔽，居然自违原则，而特许他们不持表文入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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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素卿这次回国，“族人尚识其状貌，每伺隙以私语通。素卿辄以金银馈之”。［!"］可

见，宋素卿似有发迹之状，正如一些史料中所说的那样，正被“国王” 重用。《经国雄

略》“（前略）充贡使，其族人相为耳目，为奸利。”［!#］这里的族人可能就是宋素卿的叔

叔朱澄，因为在各种史料中都有记载，如《明史》卷 !##《外国三·日本》 这样记载：

“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谓澄已自首并获免。”

《殊域周咨录》说：“伪充正使来，澄识之不敢见，随至苏州阊门，混作伴送人役至缟

船相认，事后发应投夷重典时，内臣刘瑾乃专横厚赂之。瑾谓澄已自首，缟系夷请原其

罪从之。”《明史纪事本末》卷 $$ 曰：“（前略）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与

其国人源永寿来贡。其从父澄识之告素卿付倭状。”如果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推测的那样

即宋素卿于弘治十年（"%&’）赴日的话，至今离乡已有 "! 年，从亲戚朋友还能识其状

貌这一点上讲，也可佐证宋素卿赴日在成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如果在幼年，则经过

"! 年恐怕连亲人也一时面目难辨。

乡人发其事，守臣以闻，下礼部议，素卿以中国之民，潜从外夷，法当

究治。但既为使臣，若拘留禁制，恐失外夷来贡之心，致生他隙，宜宣谕德

威遣之还国。若素卿在彼，反复生事，当族诛之。［!!］

宋素卿叛夷来贡之事被揭发后，按理应该严办，但考虑到素卿乃外国使臣，进行惩

治“恐失外夷来贡之心”，所以就宽大处理。实际上，宋素卿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而且还得到了皇帝的恩赐———得飞鱼服而归，这其中另有蹊跷。明代沈德符在其《 万

历野获编》的“陪臣飞鱼服”条目中这样写道：“其时有日本国使臣宋素卿者入贡。赂

瑾黄金千金。亦得飞鱼。则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赐者。尤奇之奇者也。” 关于宋素卿行贿

刘瑾黄金千两，很多史书中都有相同记载，这恐怕是确凿之事。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

伪。素卿贿市舶大监赖恩，宴时坐素卿于宗设上，船后至又先为验发。宗设

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

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琎，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

这是《明史·日本传》 中的一段话，说的就是发生于嘉靖二年（"$#!） 震惊中外

的“宁波争贡事件”，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之一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宋素卿。

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研究成果，中外学界已是非常丰富，无需笔者赘言。在

此只借用其他史料就上文中的误记进行校正。根据郑若曾的《 筹海图编》 及薛俊的

《日本考略》，均以宗设谦道抵甬时间为嘉靖二年四月，《南聘纪考》也认为宗设等于四

月二十七日到宁波。再，“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在当时巡按御史欧珠的奏疏中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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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四月抵华乃事实。因此，《明史·日本传》中的“五月之说”是不可靠的。

四、结! 语

宁波事件发生后，宋素卿被捕并没收其资。不久，移至杭州有司，以谋叛下海罪接

受审问。而夺舟窜逃的宗设党中林、望古多罗等，不想为暴风飘至朝鲜。朝鲜人击斩三

十级，生擒二贼以献。结果，与宋素卿一起入浙江按察司狱。嘉靖四年四月，经久未予

诛决的宋素卿最终瘐死狱中。而中方的主要责任人市舶太监赖恩不但未予适当的处分，

反而于嘉靖四年请求监理提督海道，而竟获世宗许可。可见当时明朝政治黑暗之一面。

宁波事件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但并没有使明朝政府对日本实行闭关绝贡的

政策，只是更加严格地执行日本来贡和国内海禁罢了。

［"］嘉靖《宁波府志》卷 "，《沿革》。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第 %$ 页，北京：中华书局，#&&& 年。

［’］［$］郑舜功：《日本一鉴》卷 (，《穷河话海》，第 ) 页、第 "* 页，民国 #* 年据旧抄本影印。

［)］［"+］［#+］［’#］《大日本史料》，“大永三年四月三十日”条、, 永正七年是岁, 条，东京

大学出版社，昭和四十九年三月。

［%］［"%］［#&］高桥隆三编纂：《实隆公记》卷 ’ 下，第 ))+ 页，续群书类从完成会，昭和五十五年二

月。

［(］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第 $)’ 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年。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第 ##$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

［+］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第 ")* 页，吉川弘文馆平成四年二月。

［"&］唐通事郑宗明，原福建长乐县人。明末渡日，乃日本郑茂左卫门氏族之祖。

［""］唐同时林仁兵卫。

［"#］唐同时颖川藤左卫门。

［"’］具体可参见小叶田淳：《 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研究》，第 """ 页，刀江书院昭和四四年一

月。

［")］［"(］［"*］［#*］（日）汤谷稔：《日明勘合贸易史料》，第 ’)’ 页，第 ’)% 页，第 ’(# 页，第 $") 页。

［#"］又称牙商、牙侩、经纪，明朝贸易之中介入。赚取双方用钱，并按时纳税。多以有家业者

充应，官给牙贴。牙贴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须重新申请。无贴者为官府所查禁。

［##］宫内卿的中国名。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 +’) 页，中华书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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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中日之间勘合贸易的次数，中日学界有 #$、#%、#&、#’ 和 !( 次等观点，笔者基

本同意 #$ 次说，具体原委容日后另行撰文。

［!)］相当于现在的船长，一艘遣明船一般配备两名居座。

［!$］遣明船经营者的代理人，每艘配备两名，一般由富裕的商人充任。

［!%］浙江宁波府人，明朝临济宗大觉派之僧。#"#" 年（*( 岁） 渡日。历任日本长门安国东隆

寺、圣福寺 住持，后上京任天龙寺九十一世住持。#"** 年作为遣明使正使出使明朝，明宣

宗授予僧录司右觉仪之职。于归途的杭州仁和县中馆驿中圆寂，时仅四十有九。木宫泰彦

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认为龙室道渊出使明朝后回日住天龙寺。

［*(］《壬申入明记》是日本室町时期的外交文书集。主要汇集了遣明正使了菴桂悟于永正九年

（壬申之年，#)#! 年）入明之际以及入明后与有关人员交涉的一些文书，共有 *( 份。文书

末署名鸾冈省佐。郑通事（郑泽）的较多。天龙寺妙智院藏有策彦周良的手抄本，概策彦

入明时作为参考之故吧。

［*#］［**］《皇明实录》卷 $!，“正德五年夏四月丙戌朔庚子”条。

作者陈小法：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讲师（杭州：*#((#!）

（上接第 "! 页）

［#(］《全唐文》卷 *’"，令狐峘《光禄大夫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中华书局，#’&! 年影印本。

［##］《旧唐书》卷 #""，《阳惠元传》，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

［#!］《旧唐书》卷 #""，《邢君牙传》，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

［#"］《宋大诏令集》卷 #&)，《矜蠲沙门岛人户赋租诏》，中华书局，#’$! 年圈点本。

［#) ］王寂：《鸭江行部志》，引纥石烈明远《奉谢登州太守符宝寄新鳆鱼》，北京图书馆藏旧抄

本。

作者王赛时：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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