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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 ,自其被江户幕府儒

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 ,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

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 ,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

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 ,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

价值之外 ,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 ,对清初政治史以

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 ,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 ,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来源。

[关键词 ]“风说书”; 清代中日关系史 ; 海外史料 ; 书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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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Kai Hent ai is a collection of Tosen Fusetsu2gaki ,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ino2J apanese t rade in t he Edo Era. Tosen Fusetsu2gaki refers to report s in J apanese t ranslation

submitted to Edo Bakuf u by Chinese2speaking interp reters ,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interviewing

seamen f rom foreign merchant ship s arriving in J apan about t hose ship s and information f rom

China and Sout heast Asia. Thanks to Kai Hentai and N a gasaki X iousetsu , historical materials

like Tosen Fusetsu2gaki have been handed down f rom ancient times. The most complete and

authoritative edition of Tosen Fusetsu2gaki at p resent is the t hree2volume Kai Hent ai compiled by

Doctor Ura2renichi and p ublished by Tou2you B unko in 1958.

In addition , The S ep arati ve H istory of T ai w an an d T he Record of t he Zheng Fami l y i n

T ai w an , bot h writ ten in Chinese , are the two historical works compiled by Kawaguchi Chouju , a

scholar in t he Edo Era and t he first man we have ever known who made use of Kai Hent ai in

　



compiling. Ura2renichi’s article entitled A n Ex pl anation of Kai Hent ai : Tosen Fusetsu2g aki

S t u dies has so f ar been k now n as t he m os t im portant and aut horitative research res ult and t he

only philological research on Tosen Fusetsu2gaki and Kai Hent ai .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osen Fusetsu2gaki and Kai Hent ai in 1906 when

t he Chinese t ranslation was p ublished in Tokyo . After that , Xie Guozhen and Zhou Yiliang

int roduced t he academic value of Kai Hentai to China , hoping t hat China’s historical circles

would t ranslate it into Chinese. By now , however , Chinese scholars have not yet done effective

work in developing and employing t his valuable material due to language and interp retive

p roblems.

Given it s historical period , Kai Hent ai contains high realistic value. It also p rovides p recious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s on t he Qing history , t he history of t he Chinese2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 and J apanese history , which can specifically be outlined in t he following areas :

(1) China’s navigation history and t he social2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s coastal region in

t he early Qing dynasty.

(2) The Sino2J apanese history of t rade and that of cult ural exchange in t he early Qing

dynasty.

(3) The sit uation in East Asia and foreign policy of Bakuf u at t hat time.

Key words : Tosen Fusetsu2gaki ; history of Sino2J apanese relations in t he Qing dynasty ; historical

materials f rom overseas ; t he Book Road

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但以民间商船为主体的长崎

贸易却十分繁荣。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资料汇编《华夷变态》,因收录大量当事人口述的“风

说书”,在清史、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 ,中国的口

述史料在日本汇编成册 ,以书籍的形式流布于世 ,而且保存大量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 ,可以视

作中日“书籍之路”的特殊形态[1 ] 。

一、《华夷变态》概述

《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 ———“风说书”的汇编。

所谓“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谣传之意 ,是唐通事 ①对到日 (尤其是到长崎) 商船进行问

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 (有时简称为“江府”) 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

告。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曾对五卷本《华夷变态》作如下评述 :“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

时期 ,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岛吕宋、咬吧、和兰各国船只 ,来往长崎 ,其通事即调查其情

况 ,征收税额 ,防止金银流出 ,加以限制 ;并将各地消息 ,海外风说 ,传闻之辞 ,据以汇报政府。”[ 2 ]994

《华夷变态》所收录的“风说书”主要是以清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为

对象采制的 ,因清代赴日的中国商船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唐船”,所以对中国商船采录成的“风说

书”一般称作“唐船风说书”;又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也叫“唐人风说书”。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

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对此有云 :“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

24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8 卷

① 通事即翻译 ,唐通事则是指负责对唐船相关人员用汉语或汉字进行询问、采录“风说书”并译成日文的译员。



书。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报告书写成

后 ,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 ,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3 ]21

作为在清、日闭关锁国时代的民间贸易流程中产生的特殊文献 ,“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

件。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 ,江户幕府儒官林恕 (1618 - 1680) 及其子林凤冈 (1644 - 1732) 利用

职务便利 ,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从《华夷变态》的序言

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 :“朱氏失鹿 ,当我正保年中 ,尔来三十年所 ,福漳商船往来长崎 ,所传说

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 ,读进之 ,和解之 ,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 ,恐其亡失 ,故

叙其次第 ,录为册子 ,号《华夷变态》。”[4 ]1

结集汇编成的《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在当时也属于“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

外”[2 ]994 ,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这两种资料集后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 ,1958 年由日

本东洋文库排版印行 ,1981 年由东方书店再版 ,存世的“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可以说日本东洋

文库排印的三巨册《华夷变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权威的“风说书”刊行本 ,也使学界赖

以得窥“风说书”的全貌。

“华夷变态”意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之所以将这部“风说书”集命名为《华夷变态》,是因为日

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华夷”之别的思想影响 ,对于明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尚未动摇 ,朝野上

下普遍视满族为外夷 ,心理上对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共主难以认同 ,更何况清朝试图同日本建立

的中日关系 ,与日本自身所梦想实现的帝国梦是相违背的 ,因此 ,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来是“华变于

夷”。所以 ,当《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恕听到“吴郑檄各省 ,有恢复之举”时 ,就流露出“若夫有为夷

变于华之态 ,则纵异方域 ,不亦快乎”[4 ]1的心情。正是基于这种视明为华、视清为夷的心理 ,编纂者

才把以反映中国明亡清兴之世态变迁之时之事为主要内容的“风说书”的汇集命名为《华夷变态》。

二、《华夷变态》的研究现状

《华夷变态》因其所收录风说书的史料价值而颇受中日学界的重视 ,但由于风说书在当时是机

密文件 ,除了在现场听取记录的通事及长崎奉行 (幕府指派的地方长官)之外 ,能了解其内容的仅是

幕府将军及其周围的几位高级幕僚。因此 ,“风说书”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将军及其幕僚之间进行

的 ,目的只是从施政者的角度期望从中获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参考。

林恕、林凤冈父子将“风说书”辑录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是“风说书”整理阶段的重要成

果 ,也是其后风说书研究及利用其史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

题 ———唐船风说书之研究》,至今仍是有关《华夷变态》及风说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也是

有关“风说书”及《华夷变态》文献学研究的唯一成果 ,大约与其同时及其后从事长崎贸易和清代中

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惠于此。

对于作为唐船贸易航路终端的日本来说 ,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 ,乃是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

加之日本有着收集海外情报的完善机制 ,因此在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各种历史文献中对中国到日的

贸易船只及相关情况都有大量的记录与描述 ,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与实物资料 ,“风说书”的保存也

较为完备 ,使日本对于清初的中国始终保持着及时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研

究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 ,加之占有天时地利 ,可以及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 ,研究成果较多

且问世较早。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质、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 ,均属于成功的范例。

对于《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中国人也早有关注。1906 年 ,一本署名小林叟发、发行

者为源光鉴的汉译本《华夷变态》在东京出版。该书编辑者的署名显然是由《华夷变态》“序言”的落

款“林叟发题”而来 ,发行者的署名则被认为是假托之名[5 ]62 。这本只有 78 页的小册子 ,是从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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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本《华夷变态》中选录了与明清鼎革之际复明势力及日本有关的 18 件汉文资料 ,做了些微的变

动 ,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谢国桢以为是书“盖吾国留学日本同盟会中人士 ,为鼓吹革命

而作也”[2 ]994 。这本译著流传不广 ,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此后数十年 ,国内在《华夷变态》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与利用方面不见有任何进展 ,但这并不

表明国内学者对这部分史料和这段历史事实漠不关心。继谢国桢对《华夷变态》的介绍之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 ,表

明国内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的。只是因为《华夷变态》的各种底本 ———“风说书”均秘藏于日本各有

关机构 ,难以寓目 ,再加上“此书所收报告为当时流行文体‘候文’,比较难懂”[6 ]321 ,致使我国学者虽

知其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之重要 ,但却无条件对其进行研究。

近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国内一些学人开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风说书”进行相关

论题的研究。如华立 1997 年发表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可能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题的报告。该文虽然旨在介绍日

本学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条有关乾隆南巡的史料 ,也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唐船风说书”的史料并

且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200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于桂芬专著《西风东渐 :中日摄取

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节讨论“风说书”制度。2003 年 ,南炳文发表《“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

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一文[ 7 ] ,针对某学者对《华夷变态》所录《朱成功献日本书》的误解进行辩证。

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 ———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8 ] ,对唐通事的起始和世

袭、规模和职责等等问题作了探讨。

总的来说 ,国内学界对《华夷变态》的利用至今仍是零碎的 ,与“风说书”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及其展示的研究可能性是极不相称的。或许是由于中国本身历史的厚重、文献的丰富 ,长久以来我

们疏于对国外史料的系统研究。从清代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来看 ,依据中国史料的研究仍然有着广

阔的空间。但是 ,“唐船贸易”作为维系清初中日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纽带 ,对在其航路的终端 ———日

本形成的大量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也是我们应该

做的。

三、《华夷变态》在清史领域的价值

历史科学的研究有赖于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 ,史料的性质及其价值直接影响

着相关历史研究的结论。《华夷变态》因其所录“风说书”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对到日商船进行随时采

录的口述资料 ,内容广泛而且多是船员的亲历亲见 ,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在清史研究领域

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日本学者浦廉一为排印本《华夷变态》所作的长篇解题《华夷变态解

题 ———唐船风说书之研究》中说 :“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 ,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

成 ,而且 ,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 ,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 ,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

料价值。而且即便是街谈巷议之类 ,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5 ]71

国内学者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注意到“唐船风说书”包含的清代史料 :“是项资料主要

为唐船风说书 ,并杂以和兰陀 (‘荷兰’的日语译音 ———引者注)‘风说书’,其中所记者多为中土当时

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 2 ]99并举例指出其史料价值 :“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 ,藏吴三桂檄

文者罪且至族 ,今此本俨然具在 ,不可不谓珍本 ;且其他海外诸风说 ,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

要资料也。”[2 ]995

赴日商船总能带去最新的海外消息 ,尤其是中国政局和社会文化动态 ,成为日本政要关注的对

象。因此 ,《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意义。兹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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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初中国航海史。对“风说书”所记赴日商船的出发港、航行路线、船头 (船长) 的赴日经历、

船只航海次数、到达日本所需的时间、航行周期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 ,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数

据 ,为清初的中国航海史和交通史研究开辟重要的史料来源。我们还可以通过“风说书”所记内容

考察赴日船工的来源 ,对其赴日之动机和心理进行分析 ,揭示对日贸易对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生

活的影响 ,研究对日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风说书”所记述遭遇风浪的赴日

商船数量和时间 ,也可以了解当时所经过海域的气候条件和海上风暴、潮流情况 ,以及海难应对机

制等。

2. 清初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史。“风说书”的内容广泛 ,史料价值丰富 ,仅“风说书”的标题就

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风说书”的标题多以“(进港顺序) + (出发港名) + 船人口述”的形式

出现 ,即“风说书”是以赴日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号的。考察“风说书”的标

题 ,不仅可以了解该年度正式到达长崎港并接受登记检查的船只数量 ,也可以考察所有船只的出发

港 ,并据以了解中国内地沿海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区海外贸易状况。

笔者根据《华夷变态》存录“风说书”提供的进港顺序号 ,对 1674 年至 1728 年驶入长崎的“唐

船”数量进行了统计 ,有不少于 3 059 艘商船到达日本 ,其中有 820 艘船没有留下“风说书”,或者

《华夷变态》失载。考察赴日商船的成分和归属 ,通过统计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到日商船的数量变

化 ,可以了解东南沿海地区政治势力的更迭及其给赴日商船带来的影响。我们如果能确定某条船

在不同年份以不同出发地名称出现 ,就能知道东南沿海地区商船的活动地域 ,以及主要货物集散地

的情况。

四、《华夷变态》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价值

众所周知 ,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中日之间虽无正式

邦交 ,中日交流却从未间断 ,而且掀起日本历史上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 ①,而促成这种局面

的正是中国沿海地区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

赴日商船不仅将中国的生丝、白糖、中药材等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带到日本 ,缓解了日本在锁国

时代国内物资短缺的严重压力 ,也使贸易活动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 ;赴日商船还将大

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 ,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这种主要由

中国民间贸易船只完成的交流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辐射影响的最主要途径。从这层意义

上说 ,《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为研究清初中日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兹举例如下。

1. 清初中日贸易史研究。清初中日关系史的核心内容是贸易史 ,长崎是中日贸易发生的现场 ,

也是日本江户时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因此以长崎贸易史为中心的研究是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的重要领域。通过对到达长崎的贸易船只进行询问采录成的“风说书”内容的考察 ,探究当时中日

贸易史上一些具体问题 ,有助于了解当时中日贸易的实际状况 ,推进中日贸易史研究。日本学者在

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中村质博士的《近世长崎贸易史之研

究》[9 ] ,通过对长崎会所的经营内容和财务资料分析 ,研究了贸易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差问题 ;岩生成

一博士发表《关于近世日中贸易的数量考察》[ 10 ] 一文 ,对到达日本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研究 ;松浦章

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 11 ]也利用了《华夷变态》中对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情况的记

述。相比之下 ,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尚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2. 清初中日文化交流史。江户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在将大量生活用品带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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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相关章节 ,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的同时 ,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 ,有关中国的学问 ,如

儒学、文学、艺术、语言乃至文化思想都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学不仅成

为日本的官学 ,而且完成了其日本化的进程 ,有关中国的文化学术活动渗透至民间 ,涌现出众多的

汉学家。如果我们将“风说书”与其他文献 ,如《唐蛮货物帐》、《舶载书目》等结合起来研究 ,并对赴

日商人和随船人员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类研究 ,就会发现促进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些

重要因素 ,如中国文人、“师匠”的东渡以及中国典籍的东传。这些史料的发掘一定会为清初中日交

流史研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事例。日本学者大庭修就是将唐船输入的汉籍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

大量文字、图像史料的考证、抉剔发微 ,著成《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2 ] 一书 ,为他赢

得 1986 年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殊荣 ———日本学士院奖。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和细节有待

发掘和开垦。

五、《华夷变态》在日本史领域的价值

《华夷变态》收录大量海外信息 ,包括清朝的公私文牍、船员的街谈巷议 ,但唐通事向船员询问

的多为江户幕府亟须了解的问题 ,体现了日本方面的外交关注热点 ,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收集海外信

息的渠道与方法、日本外交政策如何与之互动。因此 ,这部“风说书”的汇编也为日本历史研究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兹举例如下 :

1. 东亚局势与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风说书”中虽多是“各地消息 ,海外风说 ,传闻之辞”,包

含有某些敷衍不实之词 ;但也有“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为了解明末清初中国

社会状况和东亚局势变动等提供了多方面视角。如明末农民起义、满族势力的逐步扩大和明朝统

治的没落、满族军队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清朝统治者与江户幕府的关系、台湾郑氏一族与大陆的关

系、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天主教对东亚地区的渗透等 ,在“风说书”中都有详略不一的记录。更为重

要的是 ,“风说书”中还记录和保存了一些不见于现存中国史籍的史料 ,如《华夷变态》卷二所载“吴

三桂檄”和“郑锦舍檄”,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关于明末农民起义 ,《华夷变态》卷一

收录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和两篇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资料。是书关于郑氏一族统治台湾的

始末记述尤为详细 ,对于研究台湾政治势力的演变和郑氏家族的兴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江户时

代水户藩修史馆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奉命撰修的汉文史书《台湾割据志》①,就引用了《华夷变态》

中与郑氏一族相关的史料。1828 年 ,川口又用汉文撰著《台湾郑氏纪事》三卷 ②,昭示了“唐船风说

书”巨大的史料价值。

一件件“风说书”络绎不绝地从长崎送到江户幕府 ,成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了解海外政治、经

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唯一情报来源 ,也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参”。通过对《华夷变态》及其所

录“风说书”内容的考察 ,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东亚局势和中国明清易代的国内形势 ,也可据以了解

日本幕府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 锁国时代的日本海外情报搜集制度。日本有史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周边各国的动

向和变化 ,有着自上而下体制健全、完善的情报收集机制。江户时代虽然实施锁国政策 ,但对于中

国局势的变化比以往更为关注 ,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更为重视。因为当时中国正值明清易代 ,而且满

族军队 1627 年入侵朝鲜半岛 ,幕府的决策者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新兴满族势力与明朝势力的进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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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著刊于 1822 年 ,编年记载台湾之事 ,尤详于郑氏家族三代之事迹。原为抄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今较易获者为台湾银行

经济研究室 1957 年编印《台湾文献丛刊》(第一种)排印标点本。

通行本有《台湾文献丛刊》(第五种)排印标点本。



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联动变化 ,以便及时做出应对。但锁国政策的实施断绝了日本人直接了解外

部世界的途径 ,于是前往日本的贸易船只成为日本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 ,因此日

本对到日商船特别重视 ,对每只商船都要进行及时的问讯 ,将所得信息录制成“风说书”并上呈江户

幕府。“凡唐船入港 ,即日邮报”,说明从“唐船”进港 ,就要由通事对其进行采录并译成日文上交长

崎奉行 ,并在当天或最短时间内发往江户。据笔者初步统计 ,“风说书”从其制作地长崎封缄之后 ,

大约在 17 - 26 天左右就会出现在江户幕府高级阁僚的手中。由此可见 ,江户时代日本的海外情报

收集工作极其细致 ,惊人迅速 ,并能高效地运用于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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