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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李晓燕
(盐城工学院院办，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挟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

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

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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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人为

躲避战乱或反对清朝征服等原因徙居国外，无形

中形成一次移民的浪潮。在这些中国人中包括不

少杰出的文人，因而又形成一次中国向日本传播

文化的高潮。

一、中国文人东渡日本的原因

(一)明朝末年的战乱，是促使此期中国文人

东渡的重要原因。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官场腐败；1638年清军

占领东北；与此同时，农民因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

的压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644

年李自成攻占了北京，整个政局极其不稳。作为

最著名的东渡文人之一的朱舜水(1600—1682

年)，曾多次被政府授官，都被他断然拒绝。但他

毕竟是忠于明室的读书人，在明朝面临生死存亡

的危难形势下，他力挽狂澜之心始终没有泯灭。

从清军攻陷京师后的lO多年间，他以舟山为中

心，多次往返于安南(今越南)与日本长崎之间，

为反清复明而奔走。1654年，他参加郑成功的北

伐复明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659年冬，在

徘徊与沮丧的情绪中，他来到日本长崎，自此定居

下来。之后，他在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深受日本水

户藩主、宰相德川光国的礼尊，被奉为国师。与朱

舜水类似的忠于明室的学者，很多都是在如此境

况下东渡扶桑的，他们把自己负载的中国先进文

化无私地传播至日本。

(二)日本幕府的支持对中国文人东渡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赴日文人大大超过前代，这与

日本幕府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密不可分。此期的日

本在1639年即进入了锁国体制，不准外国人(包

括中国人)长期居留。但对于如朱舜水之类的有

才华的学者，幕府是愿意放宽条件，允许其人日本

籍的。同时，幕府官员还积极与这些中国文人接

触，以吸收中国先进的文化成果。

(三)中日之间繁荣的民间贸易为中国文人

东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末，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闭关锁国

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国政府禁止中日商船互

相往来进行贸易，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允许日

本人来中国贸易，但却允许中国商人去日本贸易。

官方贸易已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可是中日之间

的民间贸易却获得了长足发展，不管中国政府如

何严令禁止，都无法杜绝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

苏等沿海一带民间商船去日贸易。根据史料记

载，当时“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

⋯⋯并且(在中国)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

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

公开性质。”进入清代以后，情形也大致如此。根

据日本学者的统计，自1614年至1644年，由福建

沿海城镇赴长崎港的商船每年少者34艘，多者

97艘，每艘船装货在lo万至60万斤推算，那么

每年仅从福建沿海城镇运往长崎一港的货最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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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500万斤。在1640年一年之内，主要来自福

建的商船输入到长崎的绢织物即多达524680丈，

棉布和其它纺织品1192715丈。其余如蔗糖、烟

草、药材、铁器等则难以做出精确统计。可见，当

时中日民间贸易是何其兴旺。这些私人海船常常

成为中国文人渡日的交通工具。当1684年清政

府废除迁界令以后，更是有大量的中国人东渡日

本。其中，1688年为到长崎的中国商船最多的一

年，其所载中国人累计达9128人【1。。这些人与日

本人杂居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在日本广泛地传

播开来。

二、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中，既有赫赫有

名、被载入史册、为后人所歌颂的中国文人代表，

如朱舜水、陈元赞(1587一1671)等，也有一些在

中国史或日本史上都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中

国人，如赴日民间贸易船上的普通船主、水手、船

客等等，其实他们也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传人中国

文化的特殊使者，但由于史料的缺乏，他们的功绩

多被湮没，无处可寻。下面就中国东渡文人在儒

学、教育思想、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画、医学

等方面对日本造成的影响进行阐述。

(一)儒学方面——主张实学

提到此期对日本儒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文

人，毋庸置疑就是因不愿臣服清朝，于1659年来

到长崎的中国名儒朱舜水j他在日本二十余年，

积极传播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被．

日本学者私谥文恭先生。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

论说：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

大的动力就是舜水。日本九州大学著名学者金培

懿先生认为：“舜水以其自身磊落崇高之人格，提

供给日本儒者一个具体的儒者典范、以德化人外，

由于舜水学问幅广，并不限于朱子学，此点适符合

解决日本儒者对中国儒学所提出的具体性、抽象

性的各种问题。⋯⋯不管是性理学之疑问，或礼

乐制度之不解，舜水无不予以回答。舜水确实是

满足了当时欲知中国一切事的江户儒学者之需

求。”【21木宫泰彦先生所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

一书评价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

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副朱舜

水作为明遗民，他对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进行了深

刻的反省，主张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主张变革现

实的救世精神解救社会。他的儒学思想很有特

色，提倡“实理”、“实学”。所谓“实理”，就是不

同于宋明理学“说玄说妙”，而是通俗易懂又可见

的“现前道理”。如：“家有母，学为孝；家有弟，学

为友；家有妇，学为和⋯⋯"【4】383所谓“实学”，即

他所说的：“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4J1嘶‘‘学问

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4J7凹

他主张学术要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反对空谈，要求

那些巨儒鸿士应以康济时艰为己任，儒者要成为

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人才。中村新太

郎先生的《日中两千年》中提到：“朱舜水所学的

是介于朱熹和王阳明之间的一种学问，同时对于

实用的学问也有很深的造诣。朱舜水帮助当时有

名的学者阅读著作、研究问题。”【51他的这种实学

思想深刻影响着当时日本学者的学风，对促进水

户派学术的发展和政治改良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思想方面——促进日本教育思想

和学校制度的确立

朱舜水认为教育是建国之本，尤其对于教育

不发达的日本尤其如此，他曾对学生小宅生顺说，

日本需要高度重视教育。他在日本期间，广收学

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凡向他请教的人，不论学

问高低、地位尊卑，他都有问必教，循循善诱。他

的学生安积觉说：“先生善宾不择贵贱，非有疾病

事故未尝不应接。”¨1在他的谆谆教诲下，精英辈

出，有日本宰相、水户学派创始人德川光国，关西

硕儒、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安东省庵，日本古学派

的开山始祖山鹿素行等，可以说朱舜水是日本教

育史上的大家。1670年，德川光国请舜水编著了

《学宫图说》，此书总结考察了自古至今作为学习

场所的学堂建筑。在此之前，日本还没有学校制

度，此书成为了日本学校制度的起源。后来水户

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根据书中记载的具体内容

在水户建立了日本的第一所学校。

(三)史学方面——促成《大日本史》的编纂

在日本史学方面，朱舜水最大的功绩就是对

《大日本史》的编纂和水户学派影响极深，这部史

学巨著第一位编纂者是朱舜水的学生、水户学派

代表人物安积觉，前后费时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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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户学派以“尊王贱霸，大义名

分”为宗旨，对幕末维新志士尊王倒幕有很大的

影响‘71。

(四)文学方面——首传晚明公安文学，促进

日本文学的革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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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赞，我国明末清初又一位杰出的学者，为

避战乱，于1619年来到日本。他首次将我国公安

派文学传播到日本。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

学反对文学复古，崇尚自我，主张文学革新，具有

批判精神，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意识。陈元赞

第一个将公安派文学传播到日本，并和他的诗友、

弟子一道效法公安派创作风格赋诗，使之在社会

广泛流传，推动了日本文学的革新。《元元唱和

集》就是一部中国诗人陈元簧与日本诗人元政合

著的在日本刊行的公安派诗集。《元元唱和集》

和以陈元簧为首的中日学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文学

派别——芝山学派。这在迄今为止的中日文化交

流史上尚属罕见事例。日本学术界把他和著名学

者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中江藤树、荻生徂

徕及朱舜水同尊为日本的“先哲州引。

(五)武术方面——传播中国武术，并创编柔

道

陈元赞曾经居住在日本江户西久保国昌寺，

向寺中僧侣传授中国少林派武术。他将明代衙役

的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国有拳法糅合在一起

后，进行改进创编了柔道术。陈元赞将柔道传授

给了当时流寓寺中的武术家福野正胜、三浦义辰

和矶贝次郎，这三人又各自形成派别，传播至整个

日本，经过不断改进，遂有了今日蜚声世界体坛的

柔道。故陈元赞被日本人称为“柔道之祖”。

(六)建筑、书画、医学等方面

1．努力传播明朝建筑艺术。代表人物是朱舜

水，他在日本积极教授指导工匠建造我国明朝风

格的建筑。比如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由水户藩第

一代藩主德川赖房初建于江户时期初期，后由第

二代藩主德川光国完成的小石川后乐园，就是主

要采纳了舜水的建议，加人中国庭园因素建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池泉回游式日本庭园。现在，东

京小石川后乐园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全国特别史

迹和名胜，其文物与景观价值首屈一指。

2．中国书画艺术在日本广泛传播。此时期有

很多中国著名画家来到日本，有擅长水墨佛画的

陈贤、主要描绘黄檗宗各僧人顶相的陈元兴、后来

．成为日本著名画家广泽一湖师父的陈清斋等赴

日。书法家方面，有被称为“黄檗二妙”的高天漪

和林道荣，前者师从独立，善草书；后者对于楷行

草隶，无一不能。陈元赞还将赵子昂书法在日本

传播开来。

3．医学方面，以医学闻名的中国东渡文人有

高天漪，曾师曼公习医学，学成后以养生为专长，

日本延宝年间(1673——1680年)，后西天皇曾召

见他，问其养生健生之方，高氏撰《养生篇》献给

天皇。浙江金华人陈明德，最精于小儿科，于日本

庆安(1648——1651年)年问来到长崎，医术十分

高超，深受日本人信赖。王宁宇在江户因行医而

闻名，其门人森有益、森云仙，是幕府医官森家之

祖旧】。与医学相关的本草学方面，卢草硕承其祖

业，传授本草学，其弟子福山德润著有《药性集

要》，德润门下的稻生若水是江户时代最为有名

的本草学者。阿部将翁，少年时曾乘船赴江户，因

遇飓风而飘至中国福建，在中国居18年之久，专

心攻读本草学术，学成后回日本，居江户，开讲本

草医学，取得不少成就。

除了上述有名有姓、史籍有载的中国人外，还

有一些无名可寻的学者、商人、船主、水手、船客等

中国移民，他们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比如，有些古籍在中国已经散佚，而日

本却有保留，一些中国学者随中国赴日贸易船到

日本买回或翻抄带回，如唐代魏征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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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德川家康命令排印刊行，此

书后来传回中国，对清代典籍校勘帮助很大u引。

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多，日本形成了华人聚居区，这

些地区多用汉语，看汉文书籍，所以需要大量的汉

籍，故中国商人通过商船往来把很多汉文书籍运

往日本出售，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汉籍对日本文

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对日

贸易的广泛开展，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造船业的

发展，许多商人、水手、工匠乘船到日本后，就将造

船术传授给日本船工，促进了日本造船业的发展。

总之，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扶桑，将其负载

的中国先进文明向日本传播，有力地促进了日本

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此期包括之后很长一

段时期，日本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深刻地打上了中

国文化的烙印。

(下转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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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etween Ming姐d Qing【)yII鹪ty，many ClIinese schola鹏went to J印蚰fbr v耐oIls托咖∞．The∞Clline∞people
傀璐ed tlIe dim强of Chin伪e cIlln鹏8preadiIlg to J印蛐．They brought great e&cts to every side of Japane∽cuhu他，for既锄-

ple，tlIe Confuc‰ism，the pedago影，tlle llistory。the literatll弛，the manial ans，the Btnlctum∞ierIce，the painting肌d calli·

鲫lly，and tlle medical 8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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