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www.xinminweekly.com.cn

关于唐朝末年直至明朝初期中日两国

持续的民间交流，《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

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一书进

行了总体描绘和阶段分析，并提出“宗教—

商业网络”是衔接晚唐至明初中日朝贡贸

易空窗期的新型交流方式，这在学术界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从学理上回应了中日关

系史的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遣唐使的停派，是不是

日本与中国之间中断往来的标志呢？对于

日本而言，9 世纪后期从向中国直接学习

的阶段开始转向消化吸收阶段，白江之战

被大唐完败之后那种饥渴难耐的学习冲动

已然消逝，甚至遣唐大使人选都成了问题，

显然内在驱动力已严重不足，加之唐朝末

年内乱和衰落进一步促使日本做出停派官

方使臣的决定。以往研究指出 9 世纪是朝

贡贸易向官商贸易转变的时代。本书则

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从

839 年至 1403 年，中日官方遣使中断，但

两国间的商业和宗教联系却不断增强，蓬

勃发展，甚至两国官方也在透过僧人和商

人构建的网络，获取更多对方的消息。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在这六百年

中民间交流是由谁来主导呢？正如副书名所

强调的，作者论证僧侣和海商成为中日交流

的实际主导者。商人与僧人结成网络开展商

业和交流，这在亚洲文明史中并非新见，比

如唐代新罗求法僧慧超从广州渡海到南亚，

在周游印度后经由安西都护府陆路回到长安

的惊人旅行，特别是他笔下关于大食和拂菻

的内容，便可能是与他和商人结伴而行的贸

易路线有关。在9世纪的东亚，商人和僧侣

具体建立了怎样的网络并替代官方朝贡贸易

推动中日交流，本书做了长程的追踪和精到

的描述，值得注意。

第三个问题是，明朝与足利幕府重

建朝贡贸易的意义何在？本书并未正面论

证，但从其问题设定不难看到，显然是以

此作为六百年民间交流史的终结，并强调

明朝日本贸易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与唐

代朝贡贸易大异其趣。作者认为朝贡贸易

恢复的同时，商人和僧人依然参与并发挥

重要作用，发达的“宗教—商业网络”奠

定的 15 世纪中日关系，直到一个世纪后

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引入全球贸易网络后

情况才发生变化。实际上，合卷深思，沿

着明日关系走向继续追问，中日关系通史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将浮出水面：明朝

与日本的交流缘何从利益至上的官方贸易

走向了朝贡邦交中断、倭寇扰乱东南沿海

乃至中日两国在朝鲜战场兵戎相向的局

面？问题答案恐怕还要求诸东亚内部。当

然，这超出了本书研究范畴，却促使读者

进一步深挖历史。回应问题、解决问题是

学术研究的创新动力，而富于启发力并引

导提出更多问题，同样是优秀学术作品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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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马克·哈默只

带着一个背包离家出走，踏上了徒

步之旅。白天，他观察飞禽和走兽。

晚上，他睡在树篱下、林地里和河

岸边。由此，他开启了居于自然的

一生。

多年后，马克在威尔士的乡

村安了家，做起了园丁和捕鼹人。

一路走来，他在旷野中有过种种奇

遇，终被山林塑造为真正的自然之

子。同鼹鼠打交道的奇特经历则让

他熟悉了这一神秘生物迷人的生

存之道，知晓了与其有关的种种迷

思。回首过往，在行将退休之际，

他决定写一部作品，谈一谈乡村生

活、四季流转、独处的意义，人生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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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学术界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从学理上回应了中日关系史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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