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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

日本人追慕汉唐。汉唐丝路沟通东西，明清两朝，以江浙

为龙头的江南，又成了海上丝路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复旦大

学教授邹振环在谈到“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

时即举例指出，乍浦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

是清代浙北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出入其间者除了商人、船员，

还有知识人、漂流民等。在双方贸易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占

相当大的比重。据日本史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

本之研究》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至咸丰五年，经长崎港进口

的汉籍多达 6118 种，共 57240 余册。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

世，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被贩运到日本，很快被日本人训

点、翻刻、摘抄等，广为流传。道光二十六年，沈筠编集的《乍

浦集咏》，收入诗作“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

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赆

驾秋潮”，充分反映了乍浦港与长崎港间繁华的通商场景，亦

是书籍贸易盛况的写照。

喜欢中国的书，更尊重中国的学者。抗清失败后，明末浙

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辞别故土，流亡日本；水户藩藩主德川光

圀请他到江户讲学，执弟子礼。不少日本著名学者也纷纷慕名

从学，视其为“在日本的孔夫子”。朱様格物穷理，摒弃空洞

说教，议论政治改革，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

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还精通“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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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对东亚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仅以日本为例，

便不光有徐福的传说，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而在我

国对日“文化输出”的诸多案例里，江南文明的“存在感”是

很强的。比如，有语言学家认为，相比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秦

音”，来自中国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吴音”，融入日

语的程度或更深。此外，还有“吴服”“吴织”“吴染”——《日

本国志》记载，5 世纪时，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得“吴

织”四人而归。日语读红色染料为“吴染”，表明同时带去了

染料与技术。江户时代称为“吴服”的服装样式，则与今天的

和服相差无几。

还有江南文明对日本水稻文化的陶染作用。1982 年日本吉

野里考古发掘以来，弥生文化（约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 1000

年，填补了日本从原始文化迈入文明文化的文化断层）的神秘

面纱被揭开了。因更早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

现象，所以，日本考古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猜想——江南文化

是弥生文化的原乡！注意，猜想不是妄想，在弥生文化考古遗

址中，发现了很多被认为是日本稻米文化起源的稻谷化石，经

测定，这些稻谷化石的成分，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综上，

有日本史学家认为，日本稻米文化的导师，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和风背后的江南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