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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了 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
,

并以其出上的文物及民俗
、

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
、

文物
、

民俗作了比较
,

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
“
出云王国 ”

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
,

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

对 日本蛇信仰之影响
。

这一切同时也表明
,

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
。

文章还对 已往中 日文化

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
、

西 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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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勿侧 月皿 毗抽朋 呵 以恤

先秦时代
,

日本北九州一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
,

这 已是不刊之论
。

然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

证明
,

日本西海岸的出云地区 今岛根县 在先秦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地
,

其特殊性在于这一地

区呈现出浓郁的中国越族文化特征
,

越人的信仰经改造
,

已成为 日本的民族宗教 —神道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对后世 日本人的生活产生 了极大影响
。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

中日学者对此地区的越文化

特征 尚缺乏总体性的研究及认识
。

本文拟从考察近年 日本国西海岸岛根县 古出云地区 的考古发现
,

结合 日本 古事记
、

日本

书纪
、

出云国风土记 》
,

分析比较中国东南地区古代越族的历史
、

民俗
,

阐述中国古越文化对 日本

史上一直占重要地位的出云地区之各种影响
。

一
、

震惊 日本史学界的
“

出云 国古迹
”

由于 日本弥生时期 前 一 尚无文字
,

没有史料记载
,

直至 世纪大和朝廷的史官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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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
、

日本书纪 中
,

将有关当时的传说
、

神话加以整理成书
。

其中有关
“

出云王国
”

的神话记

载最多
,

大约 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

同时期的方志 出云国风土记 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记载
。

尽管有

如此多的记载
,

却一直没有能证明这些传说
、

神话曾经存在过的古迹被发现
。

以至于 日本史学界一

直认为
,

有关出云地区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出云王国之事
,

仅仅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产物
,

属神话

传说而已
。

然而
,

随着 年出云地区荒神谷遗迹的被发掘
,

一次出土 了铜剑 件
、

铜矛 件
、

铜铎

件
,

共计铜器 件〔‘〕
,

终于使 日本史学界认识到
“

出云王国
”

存在的可能性
。

年 月
,

离荒神

谷遗迹仅 公里的加茂岩仓山谷中
,

又一次发掘出铜铎 个
,

且部分铜铎与荒神谷遗迹所发掘

的铜铎形式相同
,

制造时间相同
。

这两处遗迹所发掘的铜剑
、

铜矛
、

铜铎数量
,

比明治时代以来近百

年在全 日本各地陆续出土的铜剑
、

铜矛
、

铜铎总和还要多
。

可见
,

古代出云王国之存在是不争的事

实
。

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以往 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结论
,

大大增强 了 日本史学界探索
“

出云王国
”

的

兴趣和信心
,

并在 日本考古学界及史学界中形成了新一轮的研究出云的热潮
。

联系相继发现的安

富羽场
、

正莲寺周边遗迹的大规模环壕集落遗址
、

神原神社古坟及当地所特有的四隅突出型坟墓
,

日本学者初步勾勒出
“

出云王国
”

的基本风貌
,

它符合《古事记 》
、

日本书纪
、

出云国风土记 》中的

有关描述
,

只是部分氏族领袖被传说附上 了神的色彩
。

据 日本 世纪初所写的《古事记
、

日本书纪
、

出云国风土记 记载
,

当时的
“
出云王国

”

只是

一种强大势力范围的统称
。

在公元前后
,

日本列岛居住着百余个氏族部落
。

《三国志
·

魏志
·

楼人

传
“

楼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
,

依山岛为国邑
。

旧百余国
。 ”

其中
, “

出云王国
”

的势力 比现在的出

云地区要广要大
,

涵盖了附近几个城市
。

从最近出云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
,

该地区在当时有着比周围地区乃至全 日本列岛都先进的青

铜器制作技术
,

独特的
、

成熟的宗教信仰及高床式建筑艺术
、

战壕护城军事手段
。

出云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铜剑
、

铜矛
、

铜铎数量之多
、

之集中
,

是 日本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

其制造年代之早
、

技术之成熟
、

工艺之精湛属 日本之首
。

参见图 所示出云荒神谷遗迹铜剑
、

铜矛
、

铜铎
。

图 出云荒神谷遗迹铜铎
、

铜矛
、

铜剑闭

从以上这些考古发现
,

可以看到
“

出云王国
”

的原始概况
。

随着这些概况的逐步清晰
,

却也给 日

本史学界带来一些难以解说的困惑
。

一 当周边地区尚处于石器时代
,

而出云地区为何有了如此先进的青铜武器及青铜祭器 —铜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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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云地区当时并不产铜矿
,

且也没有炼制青铜所需的锡矿
,

其铜器制作原料来 自何方

制作技术又源于谁手

三 更重要的是 日本学者一直认为北九州一带应是 日本最早的先进地区
。

然而此次铜器的

大量出土说明
,

公元之交或更早一些
,

出云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 已超过了北九州
,

应是

当时最先进的地区
。

其文化特征
,

既不同于北九州
,

在出云地区又无承传 ’
,

这一特殊文化源 自何

方

上述疑问
,

在 日本史学界众说纷纭
,

自今尚难以圆满解说
。

笔者结合中国历史及古越族历史
、

民俗
、

古越语
,

对照 日本相关记载
、

民俗
,

认为出云地区先进的经济水平及特殊的文化
,

与中国古代

越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

二
、

出云地区古越人的活动痕迹

出云地区之考古发现证实了出云国的存在
,

同时也证明这一地区含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
,

其

中中国古代越文化因素占了重要成分
。

首先
,

我们来考察出云地区出土的青铜制品
。

根据 日本专家的分析
,

荒神谷遗迹 出土 的铜剑
、

铜矛
、

铜铎与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铜铎
,

都是在当地重新铸造而成的
。

铜铎
、

铜矛成分中锡
、

铅含量

比例明显少于同期舶来铜器
,

这是由于青铜成分中锡
、

铅的熔点低于铜
,

在重铸过程 中容易气化所

致
。

其中铅成分中的同位素结构与中国的铅同位素相同
。

由于当时 日本尚无锡及铅矿来源
,

出

云地区又没有铜矿
,

所以
,

可以断定 日本出云的青铜制品是用从中国携去的同类青铜制品重新熔铸

而成的
。

而且携带青铜制品去出云的人数较多
,

其中应还有一些铸铜炼剑的能工巧匠
。

据 日本著

名考古学家森浩一先生所记
“

奈 良市东大寺重修时
,

发现寺藏古木简上刻着当时铸造铜大佛的经

历
,

并刻有从出云国大原郡请来的工匠的姓名
” 。

当时的出云地区虽没有铜资源
,

却有着世代相

传的炼铜铸造的能工巧匠
。

此外
,

这些制品的加工精细程度也相当高超
,

在出云以外发现的铜铎一般壁厚 一 毫米
,

而出

云地区的铜铎仅 一 毫米厚
,

其高水平的铸造技术
,

令 仪刃 年后的 日本铸造界也感到吃惊
。

铜剑

与中国春秋中期的铜剑较像
,

薄腊圆茎短体
,

脊凸起延长成圆茎
,

锋斜收呈尖锐状
,

无格 铜矛 比战

国晚期长
,

有点像汉代的矛
,

两侧的刃极狭长
,

并留有血槽
。

若非有相 当高的铸造技术及一批熟练

工人
,

绝难生产出如此多的精美铜器
。

这些现象与古代越人的大批移民东渡到此有关
。

公元前 世纪
,

正是秦国逐步吞并六国
,

完成统一时期
。

然而
,

因逊于水战
,

对越国的反抗势力

一直未能予以全歼
,

其势力还相当雄厚
,

以至秦始皇不得不采取特殊的防御手段
。

史记
·

秦始皇本

纪 》
“

三十七年 ⋯ ⋯徒天下有罪滴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
,

以备东海外越
。 ”

蒙文通《越史丛考 》也说
“

秦灭六国
,

皆未见徒民六国都城之事
,

而独于越之南北二都皆徒民镇之
,

或皆因东海外越 尚未 臣

服
,

不得不增强备御耶 ⋯⋯铁骑虽能驰骋于大陆
,

而舟师则不能得志于海上
” 。

大批越人利用舟

师之利
,

亡于海上
,

分布于各大岛屿
。

由此推测
,

部分武装精良的越人沿海流北上东渡
,

很可能到了

日本出云一带
。

据日本《出云国风土记 所记
,

可以得到佐证
。

出云国风土记
·

神门郡
·

古志乡 》
“

古志
,

是越国

的人们来此筑堤定居后
,

把此地命名为古志
。 ”

古志为表音字
,

其 日语发音
“ 乙

”

与越人的发音
“

勾
”

相同
。

古越人常用
“

勾
”

于人名
、

地名
,

如浙江的
“

勾章
” , “

勾浦东
” ,

人名
“

勾践
”

等
。

可能是越人来到

当地
,

按惯例取一地名
“

兀
” ,

译音后成为现古志
,

又 出云国风土记
·

神门郡
·

狭结站
“

古志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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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佐与布的人来此定居
,

将此地命名为最邑
” 。

这也反映了当时来 自中国江南越国的移民为数不

少
,

且带来筑堤治水
、

造田农耕的生产技术
。

取名
“

最邑
” ,

非常符合当时中国人的习惯
。

古代中国人聚族而居
,

大 曰都
,

小 曰 邑
,

又小曰里
。

同时
,

日本西村真次先生 文化移动论 一书中
,

也有着确切记载
“
出云的中海

,

有所谓梭利科船
。 ”

梭利科为越语
“

须虑
”

的译音
,

越绝书 》卷三
“

越人谓船为须虑
” 。

说明越人的船确曾到达过出云地

区
。

此外
,

在大和朝廷成立 以前
,

日本西海岸的今福井
、

石川
、

富士等地区
,

曾存在过一个被称为
“

越
”

的国家
。 “

越
”

的发音在 日语中有二 一是
“

’’
,

与中国人
“

越
”

的发音韵母相 同
。

另一发音
“

” ,

接近古越人发音
,

都与越人有关
。

可见
,

当时越人东渡 日本人数众多
,

活动于 出云
,

然后扩散
,

以至周边地区出现 了按越人习惯命名的
“
最邑

” 、“

古志
”

等小城镇
。

从出云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
,

也可以看到越人的生活痕迹
。

从出云市下古志叮正莲寺附

近
,

到 出云市西南的益 田市安富羽场
,

都发现了大规模的壕沟遗迹
,

壕沟内是居住圈
,

这也符合中国

江南越人建城挖沟
、

灌水护城的防御习惯
。

同时
,

铜铎上刻画的高床式建筑
,

也相同于长江流域及

其以南的土著建筑形式 —
干栏式建筑

。

有浙江省河姆渡遗址
、

吴兴钱山漾遗址等为证
。

这从另

一侧面表现了出云与长江流域文化间的密切关系
。

至于炼铜
、

铸铜技术
,

越人的铸铜剑
、

铜矛技术在战国时代已相当有名
,

享有
“

越剑
”

之美誉
。

当

时的越人不但早 已拥有成熟的炼铜技术
,

且有大量的青铜原料 浙江省上虞市银山春秋战国时期的

炼铜遗址及舟山定海遗迹
,

都已表明当地不但炼铜
,

且有铜矿山
、

锡矿山
、

铅矿山
。

不难推想
,

出

云地区的青铜器
,

很可能是当时越人携去后
,

因旧铜器受损后重铸而成
。

三
、

出云 国与古代越族信仰的关系

“
出云国

”

在 日本之所以备受重视
,

不仅仅是其存在于公元前后
,

楼国成立之前就拥有先进的铸

铜技术
、

农耕生产技术
、

壕沟集落防御手段
,

更主要的是 出云为
‘

旧 本人信仰的故乡
。 ”“

出云人的信

仰奠定了 日本人神信仰的基础
’, 。

出云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

根据对众神的分析
,

笔者以为
,

出云人信仰

的核心是蛇信仰
。

这一信仰是中国越族蛇信仰传播的结果
。

这里有必要先叙述一下越族的信仰
。

越族人奉伏羲为祖先
。

伏羲与其妹女蜗在洪水退后结为夫妇
,

创造了万物及人类
。

越族人以蛇身

人首的伏羲与女蜗为信奉的图腾
。

这一图腾信仰导致了百越民族一系列相同的文化习俗

一 自称蛇种
。

这在史籍中斑斑可见
,

汉代 说文 曰 “

东越
,

蛇种也
。 ”

同书又 日 “

闽
,

东南

越
,

蛇种
。 ”

可知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
,

乃至百越各族
,

均以蛇为祖先
,

并自认为是蛇的子孙
。

二 越人的蛇崇拜导致几何文的盛行
。

几何印纹陶是越文化的特征
。

这些纹样中的三角纹
、

云雷纹
、

曲折纹
、

旋涡纹
、

菱形纹
、

叶脉纹等
,

是蛇状和蛇斑纹的模拟和演变
。

越人的这些几何文

样在中南
、

东南地区广为流传
,

随着越族文化融人中华民族大文化之后而逐渐消亡
。

三 越人文身习俗的盛行
。

这种习俗在先秦的史籍中早有记载
。

淮南子
·

原训 》中
, “

蒯发文

身
,

以象鳞虫
” 。

高诱注日 “

文身刻画其体
,

内墨其中
,

为蛟龙之状
。

以人水
、

蛟龙不害也
,

故日以象

鳞虫也
” 。

通俗的解释就是越人多从事渔业生产
,

人水时
,

身文龙 蛇 纹
,

以像龙子
。

这样
,

蛟龙之

类的水神会视之为子孙而不加害其身
。

四 蛇信仰在越族民俗中的反映
,

便是端午节赛龙舟的盛行
。

早在 年代
,

闻一多先生就考

证指出
“

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 日
,

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
、

半社会性的娱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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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
,

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 ⋯⋯总之
,

端午是个龙的节 日
” , “

最初只是长江下

游吴越 民族的风俗
” 〔 。

中国古越人的这种蛇信仰及其相伴而产生的习俗
,

几乎全部在 日本出云地区得到延续
。

第一
,

出云人奉蛇神伊奖诺尊与伊奖冉尊为创世祖
。

伊类诺尊与伊类冉尊是兄妹
,

自天而降
,

结为夫妇
,

生 出了国土
、

山川
、

草木
,

又生育了两类神 一是居住于高天原
,

即天上之神 二是居住于

出云地面上的神
。

第二类神
,

是出云人主要祭祀的神
。

这些神包括其始祖伊类诺尊夫妇及其子女

后代 都是蛇神
。

始祖伊奖诺尊夫妇被称为
“

立蛇 龙 夫妇
”〔川

,

其子素盏鸣尊六世孙是建立 出云

王国的大国主命
,

是一条十寻长的大蛇 〔’ 〕
。

大国主命的第二子御建名方居于今长野县谏访大社
,

其神体也是蛇〔’ 。

出云的蛇信仰对早期的大和朝廷也产生了影响
,

如认为天皇也是龙 蛇 种
。

日

本《尘添塔囊钞 一书中曰 “

应神天皇乃海神之子
,

故留有龙尾
。 ”

第二
,

正因为出云人信奉蛇信仰
,

所以锯齿文 三角纹
、

流水文 云雷纹
、

装装樱文 菱形纹
、

续杉文 叶脉纹
、

涡文 涡纹
、

连续涡文 连续涡纹
、

双头涡文 双头涡纹 七种文样成为蛇的象征

符号
,

铸于祭祀铜器上
。

对此
,

拙作 铜铎文样含毓再解 》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

这里不再赘述
。

第三
,

日本弥生人也拥有
“

黔面文身
”

的习俗
。

黔面文身是古人巫术的一种
。

中国越族人信奉

蛇图腾信仰
,

往往在脸部黔成蛇的头形
。

越人后裔高山族及海南黎族人都有 以嘴部为中心
, “

多默

于 口之两角
,

即 自口角斜至两颊与两耳之间
,

使口有锐角姿势
,

以象征蛇嘴
”〔’ 〕这一纹样早在 良诸

遗址的玉琼上已成形
,

以玉琼棱角为中心
,

两边各雕有两眼
,

嘴部勾 以直线
,

形似蛇脸
。

而身上则

雕以龙 蛇 纹
,

以求蛇祖先的保佑
。

弥生人的纹样已不可考
,

但从史料上可略见一二
。

《三国志
·

魏

志
·

楼人传 》
“

男子无大小
,

悉默面文身
。

⋯ ⋯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
,

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
,

今

楼水人好沈役取鱼蛤
,

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
,

后稍以为饰
。 ”

说明樱人文身的习俗
,

源 自于对中国越

人文身观念的接受
。

接受了这种观念
,

也应该接受了其表达方式 —蛇纹
,

这在弥生后期出土的土

偶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

这些土偶脸上以嘴为中心描成蛇的头形
,

证实弥生人有在脸上黔蛇纹

的习俗
。

第四
,

比较中日民俗
,

笔者惊奇地发现
,

出云地区也保留有赛龙舟的活动
。

出云地区美保神社

每年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

其船形与 目的与中国越人的赛龙舟相似
。

船头高高耸起
,

两排舟手分坐船

的两舷
,

一起划桨
,

一 比高下
。

在早期出土的铜铎上
,

也刻有赛龙舟的简图
,

这一铜铎铸就于公元前

世纪到公元之初
,

表明在公元之交
,

出云地区就开始流传越人的习俗 —赛龙舟
。

通过上述比较
,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中国越人的蛇信仰及其祭祀 内容在 日本出云地区的流传

和保留
。

根据 日本神话
,

也可以看到一些越文化东播的痕迹
。

传说中
,

出云地区大国主命是在从海上乘

船而来的少彦名神协助下建立出云王国的
。

此中隐含着一条信息
,

即出云王 国的建立是 由于海上

飘来一股拥有船的强大势力
。

而从出云地区浓郁的中国越文化习俗来看
,

可以断言
,

确曾有一些中

国越人有组织地在 日本出云登陆
,

传播了当时较先进的越文化
。

外来文化的导人
,

一般需要两个条件
。

一是当地的社会发展需要 二是传播者有着易被当地接

受的文化优势
。

在公元前 世纪前后
,

日本处于绳文时代的原始社会阶段末期
,

正逐步向弥生时代的农业社会

转变
。

由于靠海
,

亦农亦渔的 自然经济易受到天灾的影响
,

加之生产工具落后
,

难与大 自然抗衡
。

适逢 由中国东渡来的越人
,

不但带来 了青铜制品
,

更带来了筑堤围垦
、

工具制作
、

建筑乃至防御手段

等先进农
、

渔技术
,

且带来成熟的蛇信仰文化
,

正好迎合了当地人各方面的需要
,

迅速为出云地区的

人们所接受
、

追随
、

模仿
。

伴随着当地经济的繁荣
,

其文化信仰也得到了容纳
、

吸收
、

改造
,

发展至如

今
,

成为当地人蛇神信仰的基础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卷

从以上中国古代越文化与出云考古的对 比
,

不但使困扰 日本学者的疑问得以初步解答
,

同时
,

也可以看到战国后期越人东渡的规模
。

更难得的是
,

发现了中国越文化在公元以前东播的考古遗

迹
,

已越过了一般中日交流史学者普遍关注的北九州地区
。

这一切为进一步探寻更早期的中日文

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内容与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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