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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早期在中日两国传教策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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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6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携天主教先后进入日本与中国。当时，处于战国末期“下克上”风潮中的日本是由“轻

文重武重商”的武士阶层所主导的封建割据社会，中国则是“重文轻武轻商”的士大夫所主导的中央集权社会。中日两国社会文化传

统的大相其异，迫使远东耶稣会采取了不同的传教策略一“商教一体”与“科教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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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reach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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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hollsm Wag introduced to ancient Japan and China in 8ecIuence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since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At that time，Japan Wag a feudal society in which the palaces guards who advocated milita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Contrarily．China Wag a central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who advocated literature we他the leading

governors．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between the two nafiorm resulted in different preaching

strategies——-integraton of business and education v8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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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中叶起，耶稣会士之所以能携天主教先

后进入日本列岛与中国内陆，得益于他们的先驱所制

订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当时特定的中日社会文化背

景。其于中日的布教过程与结果不尽相同是缘于中日

两国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果说16世纪东来耶稣会士在

华是以科学文化充当了传教的“诱饵”，即所谓“科教一

体”的传教策略，那么在日本，则在本籍葡萄牙商人的

配合下是以商贸利益为“诱饵”进行传教的，即所谓“商

教一体”。不同的传教策略的出台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

的价值取向与国民性格：中国重文轻商，是文化主义；

日本则轻文重商，是即物主义。

东来布教的先驱——弗朗西斯哥、耶稣会士沙勿

略登陆日本后，为了使日本尽快实现天主教化，沙勿略

认为前往京都、获取国王(天皇)的布教许可是不可缺

少的。但眼前正处于百年战国时代末期，一派兵荒马

乱、凋敝的京都使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教计划完

全化为泡影。沙勿略无奈返回地方，继续寻求各地方领

主大名的布教保护。萨摩的岛津贵久、山口的大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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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丰后的大友义镇、天草的志歧镇经、天草尚种、肥前

的大村纯忠、有马的有马晴信等西国大名都为葡萄牙

贸易利益所吸引，纷纷许诺领地内的传教许可及保护。

但是，如果看不到葡萄牙商船前来贸易的话，未能如愿

的领主们的保教立场就会发生逆转，对天主教进行排

斥和打击。因此，为获得这些地方大名的保护，沙勿略

将天主教与来航的葡萄牙商业贸易结合起来，制订了

“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

显而易见，日本统治阶层与耶稣会传教士的结合

不是宗教性的，而是纯物质利益性的。这种结合是糅合

了二者的各自所需，即传教士的宗教信仰与日本人的

贸易利益追求。传教士们利用大名们的趋利心理而得

以获得传教支持与保护；另一方面，大名们利用传教士

的宗教理想而从“南蛮贸易”中获取物质利益。不同的

需求之所以能够“求同存异”，获得统一，主要有以下几

个条件因素：第一，保教权的因素，教俗事业的捆绑使

得东来的葡萄牙商人与耶稣会士能够结成一体；第二，

日本割据纷争的局面为传教士与西方商人提供了灵

活、自由的选择余地，得以用紧俏的贸易资源“搭售”日

本人并不喜欢的西洋宗教；第三，日本人的“泛神信仰”

·19·

万方数据



Q一一一周 韬／天主教早期在中日两国传教策略比较一一一一一一一o．一一o．。·q一。·一一o．。·o．一一一。·。·一
O

5 为西教的进入提供了宽松的精神环境；第四，日本人的 再致衰败的变化起伏，而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传教士

从众心理及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使得大名们能够成

为外来传教士可以依赖的合作伙伴；第五，日本人淡漠

的宗教情绪与强烈的现世功利主义思想使得大名们能

够迅速为贸易利益而出卖其精神信仰领地。因此，在交

涉双方——耶稣会传教士与大名领主的背后分别站着
对方所真正关注的对象——葡萄牙商船与需要上帝拯

救的领民。因此，可以说在“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之

下，传教士与日本大名只不过是东西方物质、精神“交

易”的“经纪人”而已。强势的欧洲人挟强大的物质力量

使其“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得以成功实践。

布教与贸易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对日交涉的两大要

素。正如前所述，宗教和世俗事业是作为这两个天主教

国家的一体化国家政策而同时向海外推进的。日本的

统一权力一直试图将布教与贸易分割开来而只要贸

易，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赵德宇在总结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时曾

指出，在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主教热潮中，护教大

名们的“经济头脑”清晰可见，织田信长的宽容也只不

过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统治阶层的这种极其现实的

功利态度预示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

在封建社会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

他们可以随时、任意决定某种文化的命运。翻当日本结

束战乱割据走向“天下静谧”的政治统一时，天主教便

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政治利用价值，在劫难逃了。

与战国末期虚弱的日本比较起来，明末清初尽管

中国的国势开始衰弱，但相对于西方仍处于强势，在政

治、经济、文化治理发展上中国仍走着自己的道路，这

使西方对华的教务扩张只可采取文化渗透、精神征服

策略。曹增友指出：“为此，罗明坚、利玛窦秉承上峰范

礼安的指示，在道德和自身文化上下工夫，以谦卑精

神，以对中国习俗、礼仪的适从面对中国社会。此外，因

科学相对于终极层面的信仰具有更广泛的价值追求向

度，在崇尚知识文明的中国更容易产生某种向心力，传

教士由是以科学为布教工具。”13】因此，传教士们将他们

自己携来的欧洲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引入宗教教义的

序曲。巴多明神父于1735年写道：“为了赢得他们大都

不懂并以好奇心钻研的自然事物的知识，而博得他们

的尊重，再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容易使他们倾向理解我

们的天主教神圣真诠了。”14／因此，“科学充当了诱饵的

作用”阎。 ．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历经突破海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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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也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变化特征和策略效应。

耶稣会以科学为工具，配合“和儒尊孔”策略取得了起

始的成功。但科学和宗教的价值取向不同，尽管利玛窦

等人将科学包装为“天主教真谛的间接证实”，来强调

科学传教的意义，但还是遭到教会内部所谓维护教义

圣洁的基要派反对，从事科学被认为是“改变了为上帝

服务的性质”161。

科学传教体现了当时耶稣会的务实精神。耶稣会

在宗教改革上是保守的，但在与异教文化的沟通对话

上却是灵活积极的。它注重科学知识的作用，“培养具

英才的基督徒”同即表明了该会的建会旨要。这时期来

华的耶稣会士大都有良好的科学训练和学问、技艺，有

的甚至是在欧洲有影响的科学家，这使他们能够胜任

以科学为手段的传教使命。当然，这时期传教士对科学

的切人是被迫的，是在体验了武力征服和直接传教的

失败之后才感悟到了科学传教的重要。因此，他们于科

学的参与就不是如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那样是自发

和不经意的，而是有目的的，其科学活动显现出浓重的

策略和功利色彩。正如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所言：

科学是用来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和注意的，以吸引他们

潜心听讲基督真理[81。

耶稣会以其独特的、富于变通的传教策略，注重以

西方较为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知识赢取中国

皇帝及士大夫阶层的关注与信任。由于明王朝的“海

禁”政策，天主教各教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无数挫折

之后才进人中国的，而其中设法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

思想交流，采取“科技传教”策略的只有那些本身就有

着优良学术传统的耶稣会。在极大程度上，通过“补

儒”、“合儒”而“儒化”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其卓越的学

术才能征服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

围绕利玛窦所制定的这种适应性传教方法，传教

士内部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些耶稣会士不同意利玛

窦的“西学”传教途径，对于数学、天文及其他科学知识

是打开中国信仰大门的合适方法之说持怀疑态度。

1614年，兼任澳门主教区总主教的卡瓦略禁止在所有

住院向中国人传授数学或除《福音书》之外的任何其他

科学。视察员班德安则在1629年否定和谴责某些传教

士放弃了宗教而从事科学。但是，对知识传教路线的干

涉未能产生结果，因为传教士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

绝不会放弃使他们在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手段，何况

人清以后一部分耶稣会士入伺宫中，专门为皇室传授

科技知识，并想借此而为整个传教区赢得更大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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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用科学作为传播宗教的间接手段从一开 科学与宗教信仰可以相互支持。 ；
始就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一般特征，，嘲·但从实际结果 综上所述，在南蛮贸易的招牌下，沙勿略一行得以 3
来看，明清时期传教士的科学传教活动对整个中国社 顺利进入日本列岛，地方各国大名也自由自主地、争先 5
会生产生活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成熟的中

华文化对异文化的条件反射性的拒斥作用。主要表现

是：第一，西方的科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反

差过大；第二，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禁锢了人们吸取外

来文化的思想动力；第三，科举取仕使得西方科技变成

旁门左道，缺乏功利，使其难以获得知识阶层的积极推

介而进入广大国民社会。此外，耶稣会的上层传教路线

也是导致其科技知识未能在中国展开影响的原因之一。

中日两国传统的宗教观都有“泛神”、“人世”的特

征，但日本武士阶层以及民众的现世“趋利”性格更显

然。日本学者宫崎贤太郎指出，关于日本人的天主教受

容问题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来世志向与现世志向”，

其二是“一神教与多神教”。至于第一点，宫崎贤太郎认

为，“在日本的宗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时期，即

在民众水平上对来世的关心凌驾于对现世的关心。即

使弥勒信仰、地藏信仰、观音信仰中具有来世救济的一

面，但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基本事实，即现世利益追求始

终是庶民百姓信仰的中核”19l。这也是地方大名能够为

追求现实南蛮贸易利益而迎纳外来天主教信仰的重要

原因。而在中国，一些博学的传教士们最后蜕变成了清

朝宫廷的一种官吏，专心于介绍欧洲科技文化知识，而

对天主教信仰的传播渐疏渐远。1614年，分管日本和

中国教区的省会长柯艾略发布了禁止向中国人讲授数

学，或者是讲授除了《福音书》之外的任何其他科学的

教谕。但这道教谕很快就被撤消了。因为科学在中国成

了耶稣会士们吸引最有学识的人、使他们之中的人接

受归化、尽快定居到北京以及得以立足的最有效手段。

此外，传教士们认为，已得到承认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

的严格性和精确度可以加强其宗教的权威，使得世俗

恐后地向西方传教士敞开了自己的“信仰市场”。日本

人对世俗贸易利益的渴求，加之葡萄牙世俗、宗教事业

的一体化(即保教权制度)为在日耶稣会“商教一体”的

传教策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在中国，社会中坚阶

层——士大夫所散发的强烈儒学文化气息，使得利玛

窦等西方传教士不得不将“圣经”搁置一旁，走“科教一

体”的曲折传教路线。“科教一体”与“商教一体”的不同

传教策略，显示出中国士大夫的文化至上特性与日本

武士(地方大名)的及物精神之间的差别。可以认为，这

种“因国制宜”的传教策略其实也是中日不同文化传统

所催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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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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x200902004.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9%9f%a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OU+Tao%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1%9f%e5%8d%97%e5%a4%a7%e5%ad%a6%2c%e5%a4%96%e5%9b%bd%e8%af%ad%e5%ad%a6%e9%99%a2%2c%e6%b1%9f%e8%8b%8f%2c%e6%97%a0%e9%94%a1%2c214122%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x.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6%bf%91%e5%bc%98%e4%b8%80%e9%83%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5%be%b7%e5%ae%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kxb-zxsh19990601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kxb-zx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5%a2%9e%e5%8f%8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0%a2%e5%92%8c%e8%80%9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0%bf%e5%8d%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a4%a9%e7%ba%b2%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9%be%e5%be%b7%e8%92%99%c2%b7%e5%b8%95%e9%87%8c%e6%96%a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ab%e5%b4%8e%e8%b4%a4%e5%a4%aa%e9%83%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9%b9%e5%98%89%e7%8e%b2%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cx200902004%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a%93%e5%8d%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bxlt200404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rbxlt.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4%b9%a0%e6%96%8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0%a2%e5%bb%ba%e6%98%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XU+Xi-we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XIE+Jian-ming%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zsfdxxb-shkx20080200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zsfdxxb-shkx.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zsfdxxb-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81%e5%bf%97%e5%bc%b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4%bc%b6%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ING+Zhi-qi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ANG+Ling%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bwtyj20090400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bwtyj20090400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rbwt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5%bd%a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qxsyj20050102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mqxs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9%bd%e5%8d%8e%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3581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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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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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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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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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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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