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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的 贫 易

侧口‘之

叮日甲 建 与

及 文 亿

日 本

交 流

口雷慧英

福建与 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

长
。

早在明代以前
,

福建泉州与 日本冲绳 时

称琉球 的交往已很频繁
,

史称
“
彼此互市

,

若

比邻然
” 。

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
,

中国社

会动乱不安
,

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

政策的情形下
,

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

止过
,

海上 私人 贸易 仍 十分活跃
。

据《安平

志 》载
“

明嘉靖二十 四年 年 三月
,

日

本商船数十只
,

直来围头
、

白沙等澳停泊
,

四

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
、

石尾棉布
、

湖丝
、

川芍
,

各处逐利商人
,

云集于市
”① 。

不仅 日本商人

大批来华贸易
,

福州
、

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

赴 日本贸易并侨居 日本九州长崎
。

到本世纪

初
,

福建出现旅 日的高峰期
,

在 日本形成了华

侨社会
,

在故乡则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侨乡
。

即使到改革开放后的 年代中期
,

赴 日的福

建留学生 中仍是福清
、

福州
、

厦 门
、

泉 州人居

多
。

本文试图就近代福建与 日本的贸易及文

化交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些粗浅的探

讨
,

以求教于方家
。

年 月 日
,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

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

英《南京条约 》
,

厦门
、

福州与广州
、

上海
、

宁波

被强行开辟为通商 口 岸
。

由于福州
、

厦门两地

航运历来比较发达
,

五 口通商后
,

一大批外国

商人
、

冒险家及其他投机分子接踵而来
,

商业

贸易更加繁盛
,

各国洋行林立
。

尤其是 甲午战

争以后
,

日本借战胜之余威
,

也继西方列强之

后
,

开始在中国各地设立洋行
。

例如
,

年

日本在厦门设立三井洋行
,

专门经营进出 口

贸易
。

不久又设立大阪洋行
,

专门经营海上运

输
。

当时福建出 口 的主要产品以茶
、

糖为大

宗
,

进 口 以粮食
、

棉布为主
。

茶叶远销 日本
、

南

洋各埠
。

纺织品有进 口 也有出 口 ② 。

当时有名

的漳纱
、

漳绒就远销 日本
,

受到 日本 民众的青

睐
。

甲午战争后
,

日本以武力割占我国台湾
,

并把福建划入其势力范 围
,

日本轮船运输业

便以台湾为根据地
,

向中国江海大举入侵
。

日

本航运业在国家支持下与其他西方国家在福

建海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根据福建三个开

放 口 岸 福州
、

厦门
、

三都澳 海关统计
,

经 由

海 关 进 出 口 船 舶 吨 数
,

年 合 计 达

吨位
。

其 中
,

外 国船舶 吨

位
,

占 中国船舶 吨位
,

只占
。

到 了 年
,

三 个 口 岸 合 计

吨位
,

其 中
,

外 国船舶 吨

位
,

占
,

而 中国船舶 吨位
,

占
。

就 国别来看
,

年
,

英国居第一

位
,

日本居第二位
,

中国居第三位
。 ③从这 一

段的变化看
,

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 日本

则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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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根据统计资料
,

这一时期从厦门 口

岸入境的外国人数也很多
,

其 中
,

年来

自日本的乘客就达 人
。

年至 年

四年中
,

每年从厦门 口 岸入境的 日本人分别

为 人
、

人
、

人和 人 ④ ,

从人数上也呈

上升趋势
。

这种状况说明甲午战后 日本为争

夺其势力范围
,

加强了与福建的贸易往来
。

众所周知
,

日清战争成为 日本资本主义

确立的大好时机
,

同时又因为从外商手中夺

取了外贸主导权
,

大大促进了直接贸易的增

长
。

从 年至 年
,

长崎的直接贸易与

日本全国一样成倍增长
。

长崎港进 口 增长十

分明显
,

这是长崎的福建华侨与福建贸易商

的贡献
。

当时
,

长崎著名商号“ 泰益号 ”出 口 到

厦门的商品有海产品
、

中药材
、

食品及杂货
。

其中海产品占重要的比例
。

年 月
,

日

本水产讲习所技师山本胜次受 日本农商务省

水产局的委托
,

大约花 了半年的时间对 中国

水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

据其报告书所

述
,

厦门的水产品需求量甚大
,

泉
、

漳二府所

消费水产品也是从厦门购进的
。

因此
,

厦门要

大量从 日本
、

南洋各地进 口海产品
。

其中
,

鲍

鱼
、

鱿鱼
、

墨 鱼等产 品几乎全是从 日本进 口

的
。

此外
,

日本产的千虾
、

干鱼
、

海参也占很大

的比例
。

“
泰益号

”
从厦门购买的商品主要有闽南

地方特产以及华侨在婚丧等传统仪式上所需

用品
,

购买量很零星
,

这说明其购买的 目的是

为了在 日本国内销售
。

另一方面
,

年 日本国内成功地取消

了外国列强的治外法权
,

许可外国人与当地

人混 合杂居
,

同时对新来的中国人则采取 了

严格的职业限制
。

这时期大批侨居 日本长崎

的福州
、

福清人囿于这种职业限制
,

在当地只

能经营餐馆
、

卖布
、

理发 所谓的
“ 三把刀

”

即

厨 刀
、

剪刀
、

剃头 刀 等行业和 其他杂业 小

贩
。

然而
,

正是在他们的辛勤努 力下
,

福州
、

福清的旅 日华侨的“ 三把刀
”

的绝活全部传到

日本
,

在 日本各地享有盛名
。

至今在长崎
、

横

滨的中国料理店还能吃上正宗的闽菜
。

除福州
、

福清人外
,

闽南人侨居 日本长崎

的也不少
,

而且都是些贸易大户
。

例如泰益号

的陈氏家族就是一典型代表
。

泰益号作为贸

易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

在长崎 闽南帮中

处于领先地位 ⑤ 。

年
,

在福建华侨陈发兴

的苦心筹备下
,

兴建了长崎福建会馆 ⑥ 。

年又在福建会馆增设了长崎福建联合会
。

目

的在于通过会餐等活动加深会员之间的亲睦

关系和促进贸易
。

会馆活动中
,

最大支出项 目

是举办祭祀航海之 神妈祖的天后诞和清 明

节
。

还有
,

春秋两季举行的孔子庙祭活动等
。

闽南帮贸易商在福建帮里占有绝对的主

导地位
,

他们通过血缘关系以闽南这一地缘

关系形成了环中国海商业网络
。

福州帮 尤其

是福清人 华侨人数在长崎福建帮里虽占有

多数
,

但 由于他们多数人从事
“三把刀

”

和杂

业的缘故
,

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

而福建会馆成

员是 由有一定地位的人组成
,

因此
,

闽南帮的

富商在会馆活动中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

旅 日华侨在与 日本人 民长期友好相处的

过程中
,

出现 了相互通婚的现象
。

当时
,

离乡

背井到异国谋生的大多数是青壮年
,

他们因

家境贫困而出外谋生
,

大都是独身一人前往
。

由于他们勤劳
、

吃苦
、

朴实
,

有的人被当地人

招 赘
,

例如 日本福 冈县久 留米市 的 户华

侨
,

其中有 户与 日本人通婚
。

据中国方面调

查
,

仅福州帮侨乡 名华侨
、

侨属 中
,

与 日

本人通婚的就有 例
,

其中华侨女性与 日本

男性通婚的有 例
,

即占 ⑦ 。

从上述福建与 日本交往关系上
,

可以看

出
,

近代的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尽管 已经出现

恶化的走势
,

但是
,

两国人 民之间的交往还是

友好的
、

密切的
。

日本成了当时福建人的贸易

中心地和出洋谋生的重要 目的地之一
。

贸易往来常常是文化交流的先导
,

其实

贸易本身便既是一种物质的交流
,

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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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

福建与 日本的贸易往来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及文化

交流
。

世纪末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资产阶级

维新派以 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
,

发动了一场

戊戌变法运动
,

希望光绪皇帝成为中国的明

治天皇
,

在中国实现 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变

法
。

可是
,

这场变法运动失败了
,

血的教训说

明改 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

年
,

维新派

首领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被迫亡命 日本
。

年唐才常发动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
,

又有一批

反清志士流亡 日本
。

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

阶级革命派因多次发动反清起义受到清政府

通缉而到 日本避难
。

这时有不少热血青年学

生相从
,

也有青年学生为追随他们革命而到

日本留学
。

再加上清政府提倡
、

鼓励赴 日留学

的政策 ⑨ ,

于是掀起了 留 日热潮
,

为中 日文化

交流翻开了新的一页
。

在中国这样的大气候影响下
,

福建也开

始出现 留 日热
,

据统计
,

年 月至

年 月 自费生 有 人
,

官费生 人

年 月至 年 月
,

自费生 人
,

官费生

人
,

其他 人 年 月至 年 月

自费生 人
,

官费生 人
,

三年共派出

人 ⑨ 。

就派 出人数看
,

福建并不落后 于其他

省
。

其与 日本的文化交流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方面
,

由于 留学生经费等各方面的原

因
,

当时有人主张在中国国 内开设 日语补 习

学校
,

教授 日本语言文学
,

为青年学生赴 日留

学作准备
。

因此
,

居住在中国的一些 日本人纷

纷办起了 日语学校
。

据载
,

福建各地先后办起

了福州东文学 堂 年
、

泉州 彰化学堂

年
、

厦门东亚学院 年 等三所 日

语学校 ⑩ 。

此外
,

在中国人办的新式学堂里还

聘请 日本教师
,

这些 日本教师时称
“ 日本教

习
” ,

当时福建的福建高等学堂
、

福建高级师

范学堂
、

工艺传 习所
、

农事试验所
、

福州幼稚

园
、

福州女子职业学校
、

厦门流厦书院等学校

聘请 日本教习上课 。 。

他们除教授 日语外
,

还

教授他们从西方学 习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

识
。

二十世纪初叶
,

中 日两 国外交上冲突较

少
,

两 国人 民的感情也 比较融洽
。

在 日本方

面
, “ 中国热 ”也持续高涨

,

到 中国居住的 日本

人数 由 年的 人增加到 年的

人
。

这些人当中有的被中国方面聘请

为军事顾问
、

教育顾问
、

农事顾间
。

到中国来

的 日本教 习中
,

有的人一边教授中国人学 习

日语
,

一边向中国人学习中文
,

准备从事中国

问题研究
。

在这些来华的 日本人中
,

有的看不

起曾经 留学 日本的中国人
,

并抱有
“
开通中国

人风气
”

的想法
。

但就总体而言
,

这一时期两

国的文化交流还是 比较融洽的
。

这些 日本教

习上课几乎全部用 日语
,

需要 留 日归来的中

国学生作翻译
,

从而也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
。

因此
,

可以说
,

留 日学生在教育问题上的贡献

和影响是很大的
。

值得一提的是
,

日本教习中
,

有的人对中

国十分友好
,

在中国教书不取分文报酬
,

对那

些上学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
。

有的教习为

维持学校开支
,

不辞辛劳地奔走
,

希望 日本财

团给予经济支持
。

福州东文学堂
、

泉州彰化学

堂
、

厦门东亚学院为福建培养了一大批懂 日

语的人才
,

为福建与 日本近代文化交流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中 日间的文化交流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

化与新引进的 日本近代文化发生激烈的碰

撞
。

昔 日的
“
小国

”
日本在学习西方之后迅速

强大起来的事实促使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的落后和西方科学的进步
。

长矛大刀抵

挡不住洋枪洋炮
,

固守传统也难以应付巨变

的时势
。

正如时人所说的
“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

,

过

去 昏昏欲睡
,

奄奄一息
,

自从 甲午一役 以来
,

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
,

如今觉醒过来
,

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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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守旧主义之非
,

朝野上下
,

奋发 图强
,

广

设学校
,

大办报纸杂志
,

改革制度
,

登用人材
,

欲以此早 日完成中兴大业
’, 。 。

福建许多青年

或步入洋学堂读书
,

或在华侨的帮助下
,

开始

走出国门求学
。“
教育救国 ” 、 “ 留学救国 ”

的思

想为广大青年学生所认同
。

由此可见
,

福建虽

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
,

但是
,

在中 日文化交流

这一点上却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

同样走

在时代的前头
。

另一方面
,

福建在 日本的留学生和全国

其他地方的 留学 日本的青年一样
,

深深地认

识到只有学习效法欧美
、

日本
,

赶上世界发展

潮流才能挽救 民族危亡
,

振兴中华
。

而效法欧

美
、

学习 日本
,

传播西方的学术和 思想
,

翻译

西方书籍是一个最有效的捷径
。

因此
,

留 日学

生利用 自己学到的 日语和专业知识编译国 内

急需的教材
,

翻译 日本近代思想家
、

哲学家和

有关学者论述 日本情况的著作
。

他们在 日本

创办 了翻译刊物
,

如《译书汇编 》 年创

刊
、

游学译编 》 年出版 等
。

年
,

福建留 日学生组织了“ 闽学会
” ,

并发行《闽学

会丛书 》
,

以翻译 日文书籍为主要宗 旨
,

传播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

该学会出版的第一

部书是斋藤阿具著
,

闽县林长 民译的《西力东

侵史 》
。

根据此书所刊闽学会的广告上所列
,

已刊书 目还有王学来译的《哲学原论 》
,

浮 田

和 民著
、

刘崇杰译的《史学原论 》
,

鸟居龙藏编

译的《国际公法精义 》
,

高凤谦编译的《泰西格

言集 》
,

有贺长雄著
、

萨端译的《社会进化论 》
,

守屋荒雄著
、

杨允昌译的《国际地理学 》
。

还有

《近代外交史 有贺长雄著 等已译未刊行书

目 种
。

福建留 日学生通过大量翻译 日文书籍
,

传播近代西方文化
,

为祖国文化输入 了新鲜

的血液
。

迅速缩短了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

距离
,

他们不仅带来了许多 日本的新词汇
,

使

古老的中国文化放发新枝
,

而且
,

也改变了中

国传统的文风
,

使传统的文章体裁发生了很

大变化
。

同时还为中国带来先进的印刷技术
,

推动了中国出版
、

印刷业的进步
。

例如 日本造

的汉字活字还销售到 中国
,

年上海商务

印书馆成立时所用的印刷机器和活字也主要

是 日本 的产品
,

由于 印刷质量好而获好评
。

年 月
,

首批留 日学生唐宝愕等编的 日

语教科书《东语正规 》出版
,

采用了 日本式的

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
,

这在中

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

年 月上海

创刊的《新世界杂志 》就是洋装本刊物
,

这是

中国人在国内第一次采用洋装本的尝试
。

由

此可见
,

福建留 日学生与全国的 留 日学生一

起
,

为推动中 日文化交流谱写了丰富多彩的

篇章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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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为巩
、

庄景辉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 口一泉

州 》,

海洋出版社
,

年

②《福建经济发展简史 》,

厦大历史所编著
,

厦大出版

社
,

年

③《福建航运史 》
,

人民交通出版社
,

北京
,

年

④同注 ③
。

⑤市川信爱
、

戴一峰编《近代旅 日华侨与东亚地区交易

圈 》,

厦大出版社
,

年

⑥同注 ⑤
,

页
。

⑦同注 ⑤
,

页
。

⑧王 晓秋著《近代中 日文化交流史 》
,

中华书局
,

北京
,

年 月版
,

页

⑨沈殿忠等人著《中 日交流 中的华侨 》,

辽宁人民出版

社
,

年 月版
,

页
。

⑩实藤惠秀著
、

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 日本史 》,

三联

出版社
,

北京
,

年 月版
,

页
。

同注 ⑨
,

页

⑩同上
,

据东亚同文会编《支那年鉴 》
,

页
。

⑩同上
,

转引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 田万年语
,

页
。

⑩王 晓秋著《近代中 日文 化交流史 》,

中华书局
,

北京
,

年 月版
,

页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