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经常自称历史上的

日本是 “海上丝路的终点 ” ，

他们甚至称收藏有大量来自中

国的国家级珍宝 （当然有大量

佛教经典和汉籍） 的正仓院为

“海上丝路博物馆 ” 。 这些说

法， 都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亲近与认同， 绝不局限

于物质 ， 这也是提议不要以

“书籍之路” 代替 “海上丝路”

的原因之一。

当然 ， 谈到 “海上丝路 ”

精神文明的成果， 最值得一提

的无疑就是汉籍东传日本。

五百年汉籍东传简史

以及几个重要问题

汉籍东传日本开始于公元

五世纪之前。

从公元四、 五世纪之交到

九世纪末集东传汉籍之大成

的、 藤原佐世编撰的汉籍目录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之成书，

历史大约五百年。

五百年汉籍东传史就是一

部中华先进文明的传播史。

其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概述如下。

五世纪之前， 日本文明尚

处于草昧时代。 传入汉籍的第

一人，虽然不是王仁，但大概是

来自朝鲜半岛的归化人（“渡来

人”）；“王仁献书” 的说法具有

象征性意义。

七世纪之前， 日本文明迎

来曙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

推古天皇十二年 （604）圣德太

子颁布的《宪法十七条》。 在日

本政府派遣遣隋使之前 ，并没

有大量汉籍进入日本 ，引进的

也不成系统 ，但种类增加了不

少。 除了儒家经典 《五经 》外 ，

涉及史 、子 、集部的一些主要

著作 ，实用汉籍较多 。 主要还

是途经百济 ，而非直接来自中

国本土。

七世纪、飞鸟时期，掌握了

权力和财富的中央朝廷以及皇

族、贵族为了摆脱政治 、经济 、

文化的原始形态， 开始不遗余

力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的先进

的物质文明和文物典章， 其标

志之一就是派遣使者赴唐 ，从

此， 真正打开了中日间直通的

汉籍东传之路， 汉籍主要来自

中国本土。 引进的汉籍不仅数

量多了， 而且呈现出了一定的

系统性， 主要的儒家经典及其

注释书基本齐备，医药、历算方

面几乎包含了当时流行的主要

著作。

八世纪、奈良时期 ，政府 、

皇族 、 贵族浸沉在佛教文化 、

汉文化中 ，创造了灿烂的 “天

平文化 ”。 其标志就是频频派

遣遣唐使。 遣使的重要目的之

一就是 “买求书籍 ”，遣唐使成

了汉籍东传的主体。 日本历史

上集中地 、大量地引进汉籍并

构筑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汉籍

库就在这个时期 。 其中 ，吉备

真备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

是日本引进 、收藏汉籍的奠基

人；他的 《将来目录 》是一部记

载日本汉籍东传的最早的完

备的目录 ，可能是藤原佐世编

纂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的主

要根据之一。

九世纪、 平安前期，《日本

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三年后、宽

平六年（894），宇多天皇听从了

菅原道真的建议， 中止了遣唐

使，遣唐活动落下了帷幕。其原

因是， 日本律令制出现种种矛

盾和破绽， 政府不堪继续承受

莫大的遣唐经费开支 ； 唐 、新

罗、日本商船频繁来往日本，贵

族们所追求的图书珍宝已经有

商人输入，不必冒险渡海；唐朝

已进入末期，凋敝衰落，在平安

贵族的眼里， 已经失却往日的

“光辉”。中止遣唐，并非从此中

止吸收中国文明， 但意味着一

个时代的结束： 以日本中央朝

廷为主体的自觉地、 全方位地

汲取唐代文明的历史告一段

落。 随着“国家队”退出历史舞

台，“民间队”取而代之，汉籍库

得以添砖加瓦，日臻完美。

这里 ， 有几个问题值得

思考 。

一 、 汉籍开始东传日本

的准确时期 ，史料阙如 ，存疑

为宜 。 如果希望知道一个大

致的说法 ， 可以说滥觞于五

世纪之前 。

稍稍展开谈一点 ， 介绍

一些研究资料 ， 感兴趣者可

以查看 。

为了探明文献东传的起始

年代，中日学者作了不少努力，

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徐福赉书”之说。 推断汉

籍东传始于秦汉人移民集团或

更早些， 凭据是徐福的传说以

及所谓超古代文书 《宫下文

书》。 《宫下文书》是日本的“古

史四书 ”之一 ，也称 《富士高天

原朝史》。有有关论述详见吾乡

清彦 《日本超古代秘史資料 》

（新人物往來社 ， 1976.11）、神

原信一郎 《富士宮下文書の研

究-日本古代史 》（日本シェル

出版，198?）、铃木贞一《日本古

代 文 書 の 謎 》 （大 陸 書 房 ，

1971）、佐治芳彦 《謎の宮下文

書》（德間書店，1984）等。

“新罗收书”之说。 以为汉

籍东传始于公元四世纪中期 ，

凭据是《日本书纪》卷一〇仲哀

天皇九年（斯文会《日本汉学年

表》 列于公元四世纪中期） 神

功皇后征新罗“收图籍文书”的

记载，详见牧野谦次郎《日本汉

学史 》（世界堂书店 ，1938.10），

谷川士清 《日本书纪通证》（临

川书店，1978.11） 。

“王仁献书”之说。 以为汉

籍东传始于公元四、 五世纪之

交[应神天皇在位年代，据斯文

会 《日本汉学年表》（大修馆书

店， 1977.7）]。 静永健以为《日

本书纪》 卷一〇应神天皇十六

年春二月条云：“是岁， 百济阿

花王薨。 “阿花王”，乃第十七代

“阿莘王”，据《三国史记》，死于

公元四〇五年九月。 其根据就

是上引的 《日本书纪 》、《古事

记》的记载。 （《汉籍初传日本与

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籍东渐

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

局，2011.9）。

“徐福赉书 ”、“新罗收书 ”

二说 ， 所据原始文献皆非信

史 ，对文献的解读更是见仁见

智。 徐福 “入海 ”本属传说 ，至

五代后周显德初开元寺义楚

《释氏六帖 》方衍化为 “渡日 ”。

至于 《日本书纪 》 仲哀天皇九

年所谓 “图籍文书 ”的含义 ，语

焉不详，学界众说纷纭。 唯“王

仁献书 ”之说 ，兼具年代 、人名

和书名 ， 故列举于上 。 《古事

记 》成书于元明天皇和铜五年

（712）， 所据乃所谓 “帝纪 ”、

“旧辞 ”等 （原始资料群 ）， “王

仁献书 ” 这段记录是其中之

一 ，“千字文 ”等书名 ，小岛宪

之怀疑是六世纪末人添加进

中去的 。 所以 ，汉籍东传的源

头 ，也许跟追溯日本民族的起

源一样，是一个旷古之谜。

二 、 至少至七世纪初为

止 、派遣遣隋使之前 ，日本并

没有大量的汉籍。 有的学者以

为当时已经有 “大量书籍 ”进

入日本，不符合史实。

三、七世纪之前，汉籍主要

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舒明

天皇二年（630）派遣唐使起，汉

籍开始多直接来自中国本土。

四、 遣唐使是汉籍东传的

主体，遣使的重要目的就是“买

求书籍”。 其中，吉备真备是一

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是日本引

进、 收藏汉籍的奠基人； 他的

《将来目录》是一部记载日本汉

籍东传的最早的目录， 很可能

是藤原佐世编纂 《日本国见在

书目录》的主要根据之一。

五、日本历史上集中地、大

量地引进汉籍， 构筑起规模宏

大的汉籍库， 可能是在八世纪

奈良时期；学界至今以为奈良、

平安时期大量引进汉籍的观

点，大致不错，但嫌笼统。

六、 学界至今津津乐道的

入唐僧在汉籍东传中的作用 ，

有夸大之嫌，应该修正。

七、引进的汉籍在确立日本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以及汉文

化的兴盛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累累硕果

五百年的文献积累、 规模

宏大的汉籍库， 就成了藤原佐

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部

日本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的成

书基础。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

部记录了日本国平安前期为止

传世的汉籍的总目录， 著录了

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汉籍， 相当

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

志》的二分之一。据我考察，《日

本国见在书目录》失收汉籍，尚

有约二百余部（除佛教、道教经

典）。 所以，到日本的平安前期

为止， 中国八世纪以前一半的

汉籍已经东传到了日本。 这确

实令人惊叹不已！

汉籍是一个传播文明的载

体。 中国先进的精神文明借助

这个载体传到了日本， 使得日

本摆脱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原

始形态。 以天皇为首的日本贵

族以及知识人以中国 （唐朝）的

制度、文化为楷模，建立了中央

集权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制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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