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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549年以葡萄牙国王为后援的天主教耶稣会来日本传教，揭开了日本有史以来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的序幕。当时的日本统治

阶级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们既渴望与葡萄牙人通商带来的贸易利益，又对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传播抱有很深的疑虑。1637

年爆发的岛原天草天主教起义，深深刺激了幕府，使幕府终于采取了根绝天主教的非常措施，实行了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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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主教初传日本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在海上探险方面

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

1493年5月4日，两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主持下，划定了海外扩

张界线，即有名的教皇子午线。规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

格(约等于3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

牙．该线以东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葡萄牙。教皇子午线的划定，不仅把从欧

洲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划分给了葡萄牙，更使葡萄牙

成为了最先与日本接触的西欧国家。

在葡萄牙船驶入日本港6年之后，1549年8月15日这一天耶稣会会士

西班牙人方济格-沙勿略一行四人在日本南部鹿儿岛登陆。不久，从领主岛

津贵久那里获得了在鹿儿岛传教的特许状，此后开始在日本传播天主教。

最初的传教是十分顺利的，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接受天主教表

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战国时代的日本群雄割据．大名们希望利用天主教加

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他们急需战略物资，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国内贸易无

法正常进行，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经济。而接受天主教是实现南蛮贸易

的先决条件；普通民众则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的说教，使他们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此外。也与葡萄牙传教

士的传教方式和努力有很大关系。沙勿略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人是迄今为

止新发现的诸国中最高级的人种，异教徒中没有发现比日本人更好的人。”

因此，采取了适应主义方针，尽量避免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传教士

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把天主教作为佛教的一宗传给日本人。传教用语

也尽量借用佛教用语。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

二、织丰时代的天主教政策

1568年，织田信长保护足利义昭进入京都，拥立足利义昭为将军．自己

掌握了军政实权。次年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高椒城主和田惟政的

帮助下谒见了信长，取得了可以在其管辖境内自由活动的朱印许可状。

。我准许传教士在这个城市居住。全部免除他们的课税和住民的义务。在

我领国之内他们想要居住的任何地方都将不受到任何妨碍。如有不法之

徒干扰，将坚决对其进行惩罚。”在织田信长的庇护下耶稣会的影响更加扩

大。1581年信徒达到15万人。

1582年6月2日，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的袭击，被

迫剖腹自杀。织田信长的部将羽柴(丰臣)秀吉登上了政治舞台，天主教的

命运也随着这个时局的变动开始发生逆转。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

天主教对抗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

吉最初继承了信长的政策，但是随着他的统一事业的进展，态度逐发生了

变化。1587年秀吉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传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

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担心会危及自己统治。于是，

同年6月19日发布了被称为“伴天连追放令”的法令，规定：日本是神国，

从切支丹之国传来的邪法甚为不妥；他们让诸国人皈依天主教，破坏神社

和佛阁，这是迄今为止闻所未闻之事；伴天连不宜留在日本，今后20天之

内应归回各自的国家；黑船为商业而来所以另当别论，今后也可长期进行

贸易。“伴天连追放令”实际上是宗教和贸易形式上的分离，重在强调今后

仍与黑船积极贸易。1596年发生“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标志着丰臣秀

吉对西方基督教的政策从驱逐转变为迫害。

三、五次禁令的颁布

1598年．丰臣秀吉在第二次侵朝战争再度失败的失意中死去，不久德

川家康夺取霸权。1603年，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

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创了德川时代。

在家康统治前期。由于对外国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很顺

利。1603年在日本传教士达129人。受洗人数1605年为793人，次年一跃

为8千人。据教会方面的报告，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人。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教

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

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

佛教一向宗领导的农民起义，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

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

1600年3月中旬左右，荷兰向东洋派遣的5艘贸易船中的一艘利夫德

号因遇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东北部丰后的臼杵湾北岸佐志生。以此为契

机，日荷关系便快速发展。德川家康重用利夫德号船长英国人三浦按针和

荷兰人八重洲．赐予其宅邸和领地，并聘其为外交顾问，向其详细询问欧洲

形势和两国的状况。1609、1613年荷兰、英国分别在平户建立商馆，与日本

建立了贸易关系。日荷贸易的增长，成为家康将传教与贸易相分离的可能

性变为现实性的关键因素。于是家康决定禁教。1612年3月，幕府断然发

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严禁传

教士进行传教活动。1613年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教，驱逐传教士，关闭

教堂．禁止日本人私下举行仪式。

1616年4月，家康去世，秀忠继位。同年8月幕府发布了所谓“元和2

年禁教令”，要全国上下直到农民，铲除教会、严禁信教，除明船外，信教的

外国商船一律只限在平户、长崎两地经商。幕府这一禁令，使禁教进入新

的阶段，对教会的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估计从1619年到1635年被

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分教徒被迫

改宗。但仍有一部分坚持信仰，参加秘密信教组织。由此幕畸更加感到天

主教的危险，越发加强禁教。1620年，禁止日本人搭乘外国船航海及输出

武器；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萄牙人出境；1624年禁止

西班牙人来日通商。

1632年1月，秀忠去世，家光继任第三代将军。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

来的幕藩体制，家光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政治，对天主教的镇压尤为强烈。

1633、1634(宽永10、11)年，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制

度。1635年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的一切日船驶往海

外，禁止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1636年发布第四次锁国令，又补充规定，

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不许留在日本，违者处死。1637年。爆发了岛原之

乱，使幕府看到了天主教在日本国内影响的强大和深远，以及对自身统治

的威胁。这促使幕府驱逐葡萄牙人的态度更为坚定。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

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

的一切联系与影响。至此，锁国体制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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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盛雪雁 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研究 2006
    明嘉靖年间，中日勘合贸易结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结束。直到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国与日本才重

新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本文拟对十七、十八中日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探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成因。

    明末清初是中日关系的转型期，这之前，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这之后至1972年9月中日复交，期间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侵华，中日关系的

主流是敌对。而在十七、十八世纪期间中日两国没有建立起官方外交关系，两国之间关系有过紧张时期，但最终走上了平稳。以史为鉴，研究十七、十

八世纪中日双方对外政策，探讨中日官方关系的演变，分析日本长期处于明清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边缘的原因，对于深入探究近代中日关系的渊源

，促进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同时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可填补学术界的研究空白。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引言”简要回顾学术界对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简要论述十七世纪前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明确十七、十

八世纪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论述明末中日关系。第一节论述明政府在经济上对日本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军事上以日本为对象建立了以东北防御为重点的沿海防御体

系，以及明政府对日本漂流民的处理政策，揭示明政府对日本外交政策。第二节论述德川家康时期日本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努力。为了改变

由于壬辰战争造成的日本外交孤立局面，德川家康着力恢复对明通交，重开勘合贸易，企图作为完全成员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明日之间

的官方外交关系没有重新建立起来，日本游离于朝贡体系的边缘。

    第二章论述清前期中日关系的演变。第一节论述清收复台湾前的中日关系，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紧张期。满清入关前后曾主动采取行动向日示好

，但是日本出于华夷观的偏见以及对满清势力的疑惧，没有给与积极的响应。另一方面日本对于明清交替极为关注，在明亡清兴后继续与南明政权保持

着联系，支持南明的反清活动，向其提供军事物资，甚至直接出兵应援南明。三藩叛乱时期，日本一如既往地向三藩和台湾提供支援。第二节论述清政

府收复台湾后到雍正时期的中日关系，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曲折发展时期。清政府曾经主动提出与日本建立以贸易为中心的官方往来，日本拒绝。雍

正时期中日关系又一度紧张，但曲折中也有所发展。第三节论述乾隆时期的中日关系，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进入平稳发展期。中日关系是基于日本方面应

付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方面应付日本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展开的。漂流民的送还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论述漂流民送还问题，揭示中日

关系的演变。

    第三章从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思想文化因素等方面探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成因。从历史方面来说，由于倭寇及壬辰战争的影

响，中国方面对日本心存疑忌，这在十七世纪初期的明政府方面表现极为突出。受元代蒙古军侵日的影响，同样是由“夷狄”建立的清政权的出现使得

日本对清政权产生疑惧。政治方面，明末清初中国的国内事务是统治者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耗费了对外交往的精力。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幕府将军权力

达到顶峰，为了强本抑末及禁教，实行锁国政策。经济方面，由于长崎贸易、东南亚贸易以及外国的中介贸易使得中日政府在朝贡关系没有建立的情况

下能够获得所需物品。思想文化因素，中国方面受“华夷思想”的影响，对外交往只能采取朝贡的体制，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加入朝贡体系采取的是

“不治主义”的政策。江户时代是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神国思想的发展膨胀了日本自我尊大的意识，兰学尤其是地球学说的传播对华夷思想形

成了严重的挑战。

    “结语”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论述日本在十七、十八世纪并没有完全独立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二阐明大君外交体制是江户幕府的外

交体制，“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构想并不等于这一秩序的实际存在，但这一构想成为日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三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

伤，为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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