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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 汉籍东传日本列岛, 悠久的历史和传播的

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而且对两国文化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 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

方式与特点, 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 进一步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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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国的时代背景
公元 1368 年元朝被推翻, 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太祖朱

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外交上,

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先后向邻国派出使者。特别是

在公元 14 世纪初, 除朝鲜半岛外, 中国大陆北方沿海地区

也出现了日本海盗,即倭寇的骚扰, 明太祖迫切地希望通过

加强与日本的关系, 来共同制止这种骚扰, 多次向日本通

使。

公元 1392 年,南北朝统一, 日本进入室町时代。公元

1401 年足利义满派博多商人肥富、近待僧人祖阿为正副使

节,到明朝呈递国书, 正式修事两国间的国交。日本室町幕

府与明朝恢复国交后, 政府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公元

1406 年两国签订了 永乐勘合贸易协定 ,这种政府间的勘
合贸易,也叫朝贡贸易。到公元 1547年足利义睛最后一次

派遣为止,朝贡贸易持续了近 150 年。中断近 3 个世纪的

两国关系恢复后,两国使者频繁往来, 大大促进了两国经

济、文化上的交流。在日本衰落多时的汉文学又复兴起来,

唐、宋、元、明的诗文不断传入日本, 也输入了不少宋、元著

名字画。

二、日本僧人入明及活动
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继元朝之后继续深入吸

取中国文化, 其中起突出作用的 ,与前代一样, 仍是日本的

僧侣们。日本入明的僧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明朝初年

到 1404 年(永乐二年)实行勘合贸易之前。这一阶段来到

中国的日本僧人,目的和元代入元僧一样, 主要是巡礼佛教

圣迹,领略江南秀丽风光, 一面修禅, 一面又可通过体验中

国的生活情趣,提高他们汉文学的水平。他们在明朝时间

较长,有的人在摄取中国文化方面表现还很突出。

另一类则是 1404 年实行勘合贸易制度之后, 奉派作为

遣明使团的僧人。由于日本方面了解中国也是个崇佛的国

家,而日本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僧, 中国诗文及文化的修养在

日本人各阶层中最高,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也最多。因此 ,日

本朝廷往往从日本的五山禅僧中选任适当的人, 作为历届

遣明的正使、副使、居座、士官或作他们的从僧入明。其中

不乏俊杰之士。例如, 1401 年入明的仲芳中正, 因善楷书,

据说曾奉明成祖之赦命, 书写 永乐通宝 的钱文。
归纳起来,入明僧在华期间进行文化活动的内容可分

为三类:

第一类, 遣明使请明文人为他们的诗文集、语录作序、

跋,请他们撰写塔铭、像赞、形录、碑文、篆额等等。他们不

远千里,拿自己或师友编写的作品, 请中国文人落墨题款,

以此为荣,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第二类是与明朝的官吏、士大夫、文人墨客的互相交

流、赠诗唱和等。

第三类现象, 他们请求明朝赐予书籍,或自己觅购或接

受他人赠送书籍。而他们索要或自己搜集的, 大部分是宋、

元的,少数是明初的书。从内容上看,大量的是诗文集。反

映五山禅僧对中国文学的好尚。其次是!文献通考∀等类
书。第三是!翰墨全书∀为代表的日常实用性类书。第四是
一些医书 # 。总之, 遣明使时期, 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国

文化浸润最深的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人们, 利用入明的机

会,继续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追求与吸收, 但又显

出与过去时期不同的特点。当然, 不仅日本僧人入明,与明

朝的文人交流并进行文化交流, 而且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

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例如, 从明初为争取日本来明朝

贡而派遣使节, 后来作为对日本遣明使节的回访, 在前期

( 1401- 1419)明朝也曾不止一次地派出使节去日本。

三、明朝书籍东传的方式及图书内容
(一)日本僧侣在明期间搜集汉籍的主要方式

1. 请求明朝政府照单回赐书籍,以满足日本对汉文典

籍的需求。自 14、15 世纪, 明朝政府向代表日本国王使明

的五山僧侣回赐外典, 似乎已成定例,所谓 书籍铜钱,仰之

上国,其来久矣 ∃。 据!明史 % 日本传∀记载: 永乐六年

( 1408年)日本遣明使回国时, 请求赐与仁孝皇后撰写的

!劝善∀、!内训∀2 书,明朝廷各给 100 本, 入明使僧, 也在来

华前先拟出书单, 提请明朝廷照单赠书。

2. 遣明使僧在华期间, 将或购或受赠图书携回日本。

明世宗嘉靖年间以副使、正使身份来华朝贡的日僧策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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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在其日记!初渡集∀、!再渡集∀中, 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搜

集典籍的情况,仅嘉靖 18 年 7 月(闰 7 月) , 就购得!鹤林玉
露∀ 1 部 4 册,以粗扇 2 把, 小刀 3 把交换的!续杜愚得∀ 1 部
8 册, 接受朋友赠送的书籍更多, 有!听鱼纪谈∀ 1 册, !白沙
先生诗序∀ 3 册,!李白集∀ 4 册 ,!文锦∀ 2 册, !古文大全∀ 2
册,!九华山志∀ 2 册,还有!医林集∀10册 ,可知数量之多。

(二)图书内容

遣明使搜集的典籍, 大部分是宋元椠本少数是明初版

本。从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为经论章疏, 僧传僧

史。如!法苑珠林∀、!佛祖统记∀、!名义集∀、!神僧转∀等; 二

为诗文集。如 1464 年所请之书中, 多数为诗文集及笔记,

反映了五山阐僧对中国诗文的推崇及好尚; 三为!北堂书
钞∀、!文献通考∀、!百川学海∀、!类说∀等政书类书, 其部帙

浩繁,对五山禅僧采撷丽文骈句很有帮助; 四为儒学典籍,

如!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诗集传∀、!春秋
左氏传∀、!大学衍义∀、!性理大全∀等; 五为医学书籍, 日本

自古重医, 遇古医书必买, 且愿出高价购买, 如策彦周良买

!本草∀ 10 册, 花银 10 两 7 分, 买!奇效良方∀ 1 部, 银 7 两

等。 ∋

经过唐、宋、元、明汉籍东传以后, 在室町时代日本形成

了两大著名藏书机构, 一为足利学校, 二为金泽书库, 所藏

书籍珍本既多, 泽惠后代,现存 金泽本 汉籍, 全部属善本

书,其中最多的为宫内厅 御物 , 还有的被定为 日本国

宝 , 重要文化财 。
足利学校尚存的宋刊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等也

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 
由于明代大量汉籍东传, 中国文化对日本各方面都产

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儒学、文学、医学、艺术等方面影响深

远。

四、明朝时期与日本图书交流的特点及原因
(一)特点

1. 范围更广。除佛教书籍与儒学典籍外,还有诗文集,

小说,政书, 医学,话论等。日本汉学以禅宗僧侣为主, 以镰

仓和京都的五所寺院为中心,历史上称为 五山时代 , 这时
代的僧侣以研究汉学为主,与明朝僧侣来往密切,日僧除研

究佛经外,还研究中国文学, 从事汉文创作。五山禅院还雇

人出版汉文书籍,使得汉籍得以大量流传。

2. 在日本翻刻汉籍。五山禅院还招雇福建刻工,如: 莆

田俞良甫和福州陈孟荣等人传授雕版印刷技术, 刻印汉文

书籍,称五山山版。除出版佛经外, 还刊印中国文史书籍。

这又促进了汉籍在日本的流通。现将明朝中国刻工在日本

刊印的书,列成简表 + 。

3. 在日本还建立收藏图书的机构。足利学校与金泽文

库最为著名,其中汉籍是它们藏书的重要部分。足利学校

的藏书,据统计, 在 1615 年之前, 仅汉纪就有!周易本义∀、
!尚书正义∀、!周易注疏∀等宋元明刊本 43 种。藏书来源有

四: 一是上衫氏的捐赠;二是五山僧人的捐赠; 三是历代庠

主(校长)的私人藏本; 四是德川永康的捐赠本。由于足利

学校以讲授儒家汉学为宗旨, 其藏书皆为!四书∀、!六经∀、
!列子∀、!老子∀、!史记∀、!文选∀、!千字文集注∀、!孤注蒙
求∀、!胡增诗注∀等。现存宋刊本!周易注疏∀和!尚书正义∀
被定为(日本国宝) ,。 金泽文库, 始建于日本建始元年

( 1275) , 以收藏儒家典籍与佛教书籍为主, 皆贴 金泽文库 
印记。自战国时代( 1467- 1567)以后, 藏书逐渐散佚。

明朝刻工在日刊印书籍表 +

时间 日本年号 明朝年号 书名 刻工

1370

年
应安三年 洪武三年

!月江和尚

语录∀

俞 良

甫、彦

明

1371

年
应安四年 洪武四年 !宗镜录∀ 陈孟荣

1371

年至
庆安四年至 洪武四年至 !文选∀ 俞良甫

1372

年
应安五年 洪武五年 !碧山堂集∀ 俞良甫

1374

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文选∀ 俞良甫

1374

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白云诗集∀ 俞良甫

1374

年
应安七年 洪武七年

!北锏诗文
集∀

陈 孟

才、陈

伯寿

1376

年
永和二年 洪武九年

!集千家注
分类杜工部

诗∀

陈孟荣

1382

年
永德二年 洪武十五年

!佛海禅师

语录∀
长有

1384

年
至德元年 洪武十七年

!传法正宗
记∀

俞良甫

1387

年
嘉庆元年 洪武二十年 !冥柩会要∀ 俞良甫

1387

年
嘉庆元年 洪武二十年

!新刊五百
家注音辨唐

柳 先 生 文

集∀

俞良甫

1395

年
应永二年

洪武二十八

年

!五百家注
音辨昌黎先

生文集∀

俞良甫

1395

年
应永二年

洪武二十八

年

般 若 心 经

疏−
俞良甫

1519

年
永正十六年 正德十四年

妙 法 莲 华

经−
盛继

(二)原因

日本华人居住区对汉籍的需求。明末清初, 不少文人

不愿臣服于清朝, 纷纷流亡日本, 随身带去许多书籍, 到日

本后积极宣传汉文化,最著名的是朱舜水。 朱舜水( 1600

- 1682) , 浙江余姚人, 精通(六经) 。居留日本 20 多年, 主

要从事讲学, 备受日本人民尊重, 日本文人学者尊称他为

(朱夫子) 或(舜水先生) 他对日本史学最大杰作!大日本史∀
的编撰事业和水户学的影响极深 .。 !大日本史∀前后费时

&45&



250 年, 于 1906 年完成, 共 397 卷, 完全模仿中国的正史。

本纪、列传、表、志应有尽有, 汉文也畅达明通。 水户学派

以(尊王贱霸, 大义名分) 为宗旨, 对幕府维新志士尊王倒幕

有很大的影响/。 华人聚居之地多用华语, 看汉文书籍, 需

要大量的汉籍,故中国商人通过商船往来把汉文书籍运往

日本出售。自日本长庆年间( 1596- 1614)明朝商人开始到

长崎通商以后,中国商船往来长崎频繁, 汉籍东传得数量也

日益增多。

有些古籍在中国已散佚,而日本却有保留 ,通过中国商

船的来往,中国学者到日本买回或翻钞带回。如唐代魏征

编!群书治要∀ 50 卷在中国已佚, 而金泽文库藏有镰仓僧人

的手抄本全佚, 1616 年德川家康命令排印刊行, 此书后传

回中国,对清代典籍校勘帮助很大。明刊本!盘珠算法∀和
!数学铜轨∀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珠算著作。这两种书
在国内已佚,而原刻本分藏在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文库。

明代中国研究日本也开始形成一个高潮, 仅嘉靖至万历约

百年间,研究日本的著作有!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
图编∀、!日本考∀、!日本一鉴∀、!经略复国要编∀等。

五、典籍东传对日本的影响
在日本漫长的古代社会中, 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

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文

献典籍便是在这一渴望中传入日本的。它从一个方面显示

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古代, 中日两国的

文化交流集中体现在书籍上的交流 ,而中日书籍交流在古

代又主要表现为汉籍的东传,作为汉文化集中体现的汉籍,

在古代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大陆输往扶桑四岛。中国自古就

有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 逸书百篇 的传说, 说明了汉籍

东传早自秦汉时期就有了, 也说明了汉籍作为文明载体已

开始影响日本的文明进程。

明清时期,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 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

代( 1603 & 1867) , 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 输入

到日本的汉籍数量更多,规模也越大。

大量的中国典籍输入日本, 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

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 日

本接受了儒家学说和中国传入的佛教, 并加以改进使之更

符合日本国民的精神需求;还在模仿汉字的基础上,创新了

日本文字;日本的文学也因吸收了中国文学的营养而得到

发展,著名的汉文诗集!怀风藻∀充满了南北朝士大夫的情
怀,!万叶集∀也同样受到了唐诗和!诗经∀、!文选∀的影响,

!源氏物语∀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
子 0。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
出现了日本刻本。日本当今的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

能熟读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并能很好地运用其中的蕴含

的战略思想和应变策略, 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一门具有

现代价值的学问,可见汉籍影响之深。

另外,日本的宗教、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生活

习俗等也都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特质。总之, 汉籍的输入对

整个古代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化作为日本

文化的母体传入扶桑后, 被日本民族吸收、扬弃、发展、创造

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通过两国使者这一特殊的媒介,中日两国进行了广泛

的书籍交流,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两国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

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而且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尤其为日本文化的成长注入了催化剂。 正如日本著

名学者内藤湖南所言, 中国文化是(凝成豆腐的盐卤) 。豆
浆之中,虽然已经有了豆腐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加上其他力

量使其凝结, 而中国文化就是像卤水那样的一种凝固

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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