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中国文化的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 ,倭五王虽然坚持

向南朝派遣使者 ,但远水不解近渴 ,区区几次遣使对倭

国的需求而言 ,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从这层意思上讲 ,倭国派出遣隋使之举 ,在东亚地

域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 ,倭国摆脱了朝鲜半

岛的中介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摄取中国文化 ,

在迈向国际化的同时 ,为提升本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机

缘;另一方面 ,中日之间直接航路的开通 ,加快了物资

和信息流通的速度 ,使倭国摄取中国文化的质和量发

生巨大变化。

倭国根据前一次遣使的归国述职报告 ,不断调整

下次遣使的人员结构 、出使目的 、携带物品等 ,到了遣

唐使时期 ,以建构律令制国家为目的派出使团 ,逐渐成

为固定的国策。因而 ,从唐朝获得绚丽的实用物资并

非倭国的首要目标 ,遣唐使团中的各色人等致力于收

集中国的书籍以及唐朝的政治 、经济 、外交 、军事等信

息 ,均是围绕构建本国的律令制而展开的。

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
韩　　昇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一 、唐初的日本使节

公元 618年 ,唐在长安宣告成立。唐高祖忙于平定

各地的武装势力 ,无暇顾及东亚事务。唐太宗即位之后 ,

国内业已统一。 629年 ,李靖讨伐突厥 ,翌年灭其国且俘

虏颉利可汗 ,解除了唐朝最大的外部威胁。此后 ,唐朝又

开始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 ,积极招抚四方。

就在此时 ,日本使者来到唐朝。贞观四年 (630)犬

上三田耜和药师惠日率领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团来访。

犬上三田耜就是最后一次遣隋使节犬上御田锹 ,而另

一位大使药师惠日曾是第一批到隋朝的留学生。显

然 ,日本精心派遣熟悉中国的人到唐朝 ,了解新王朝的
情况。看来 ,日本颇急于同唐朝建立关系。

首先 ,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 ,是圣德太子以来确

定的方针 ,隋朝的迅速灭亡打断了这一进程 ,现在唐朝

继起 ,尝试延续既定的交往路线是很自然的。

其次 ,隋文帝晚年开始 ,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 ,隋

朝重建东亚国家间关系秩序的政策是一贯的 ,现在唐

太宗又开始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 ,与高句丽的关系如

何演变 ,对于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 ,

不能不深怀关心 ,有必要实际了解。这从前三批遣唐

使的人选可以见其一斑。第一次遣唐大使既如上述 ,

第二次遣唐大使为吉士长丹和吉士驹 ,吉士是大陆迁

徙到日本的移民家族 ,祖上代代担任对外交往官职 ,是

日本的职业外交家。永徽五年 (654)派遣的第三次遣

唐使 ,由高向玄理 、河边麻吕和药师惠日率领 ,高向玄

理因为大化革新的功绩 ,在日本受到尊重 ,地位亦高 ,

而药师惠日是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 ,已经是第二次出

任遣唐使节了。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 ,这一年日本

内则孝德天皇死去 ,外则高句丽联合靺鞨对归附唐朝

的契丹发动进攻 ,东北亚局势一触即发。正因为形势
严重 ,所以日本才会派出年事已高的高向玄理到唐朝

来 ,结果高向玄理不堪旅途劳顿 ,死在唐朝。

此外还有别的理由吗 ? 《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

(623)七月 ”条记载 ,留学生僧广(惠)齐、惠光 、惠日和福

因等人从新罗回日本 ,共同向朝廷上奏道:“留于唐国学

者 ,皆学以成业 ,应唤。且其大唐国者 ,法式备定之珍国

也 ,常须达。”这篇奏文有两个意思 ,一是留学生学业已
成 ,应该召唤他们回来为国服务。二是唐朝是法制完备

的国家 ,应该经常派遣使者 ,保持关系畅通。

这实际上道出了日本急于派出遣唐使的第三个原

因 ,那就是日本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了 ,必须通过向唐
朝学习以继续推进。自大化革新以来 ,日本社会在不

断向上提升 ,变化颇大 ,班田制全面推行 ,中央官制也

在不断改革 ,佛教已经冲破旧贵族的反对而蓬勃发展 ,

日本的自豪感在加强 ,大约在唐武则天时代 ,日本改用
新的国名 ,称作 “日本 ”。日本进一步的发展 ,需要向大

陆吸取先进经验作指导。

综上所述 ,唐朝初期的遣唐使 ,对于日本而言 ,仍

然围绕着打探唐朝虚实 、朝鲜半岛局势和学习唐朝先
进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展开 ,双方关系的定位仍未解决 ,

这与遣隋使的情况大同小异。因此 ,这时期的遣唐使

应该置于遣隋使的延长线上。
二 、遣唐使分期及变化特征

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组织派遣的 ,而不是一般的民间

来往。据此 ,把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批次时间略示如下:
(1)

630年

(2)

653年

(3)

654年

(4)

659年

(5)

665年

(6)

669年

(7)

701年

(8)

717年

(9)

733年

(10)

752年

(11)

759年

(12)
761年
未成行

(13)
762年
未成行

(14)

777年

(15)

779年

(16)

804年

(17)

838年

(18)
894年
未成行

日本宽平六年(894,唐乾宁元年),根据遣唐大使菅原

道真建议 ,从此废止遣唐使。实际上 ,唐乾封二年

(667),日本朝廷还派遣了一次使团 ,送唐朝使者司马

法聪回去 ,这次使团其实是在收拾日本与唐朝军队 “白

江口之战 ”后的残局 ,双方国家关系仍未恢复正常 ,而

且只送到百济为止 ,兹不列入。

除此之外 ,在唐朝的记载中 ,还有多次日本使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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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访 ,足见唐朝与日本的使节往返相当频繁 ,双方关系

密切。但是 ,唐朝方面仅留下 “日本国遣使来朝 ”之类

简单的记载 ,而日本方面未将他们列入遣唐使之中。

由此看来 ,遣唐使属于日本朝廷专门组织的大规模官

方使团 ,有别于一般的使节来往 ,故不可将遣唐使视为

唐朝与日本交往的全部。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 669年到 701年之间 , 32年间

日本没有向唐朝派遣使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

原来 ,唐朝重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在东亚遭到高句

丽的抵抗 ,从唐太宗以来 ,常有战事。唐高宗时代 ,朝

鲜南部的局势更加恶化 ,百济和新罗原来共同抵抗高

句丽南下扩张 ,后来为了领土问题打了起来 ,百济遂倒

向高句丽 ,而新罗也采取对抗措施 ,向唐朝称臣 ,引为

后援。唐高宗一再调停百济和新罗的纷争 ,但百济不

听 ,攻势更猛 ,逐渐站到唐朝的对立面上。唐朝从辽东

征伐高句丽 ,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现在又要救援新

罗 ,干脆开辟南方战线 ,派水师从山东半岛渡海进攻百

济 ,一举灭掉百济 ,和新罗会师 ,从南面威胁高句丽。

日本视朝鲜南部为其通往大陆的生命线 ,所以积极介

入朝鲜事务 ,以救援百济为名 ,大规模出兵新罗 ,转战

北上。 663年 ,双方在白江口爆发决战 ,唐朝水师彻底

击垮日军。消息传回 ,日本举国震动 ,连忙在九州构筑

山城 ,深沟高垒 ,层层布防。所以 ,第 4、5、6次遣唐使

都是围绕朝鲜战事展开的。据此 ,我们可以把遣唐使

分为两期 ,从 630年至 701年为前期 ,而以 701年至 894

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为止 ,作为后期。

前期可以放在遣隋使的延长线上 ,随着朝鲜局势

的紧张 ,日本与唐朝关系的定位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 ,

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企图和隋唐帝国分庭抗礼 ,直

至双方兵戎相见 ,日本惨败 ,痛定思痛 ,深刻反思 ,切身

体会到与唐朝制度文化上的差距仍大 ,加上唐朝妥善

进行善后处理 ,毫无进攻日本的意图 ,取得日本的信

任 ,所以 ,从 701年开始 ,日本又重新派出遣唐使 ,揭开

了后期遣唐使的序幕。

后期遣唐使的目的和任务就清楚而单纯得多了 ,

放下与唐朝争长短的欲望 ,中心任务就是保持与唐朝

的友好关系 ,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 ,全面学习唐朝

制度文化 ,广泛收集各类图籍 ,拜师交友 ,学习知识 ,一

批一批地运回日本 ,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

为样本的改革 ,建设 “律令制 ”国家 ,大起唐式伽蓝 ,尤

其以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为代

表 ,八九世纪的日本简直就是唐朝的缩影。

全面唐化的奈良时代 ,日本文化史称之为 “唐风文

化 ”时期。其实 ,日本吸取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悠远 ,

长期的文化薰染 ,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素养 ,

汉字弥补了日本没有文字的缺陷 ,使得思想文化得以

代代传承 ,儒家伦理塑造了日本人的性格 ,日本人的认

真细致 ,把中国文化学习得那么惟妙惟肖 ,移植得那么

完好 ,整个贵族社会弥漫着以唐为荣的气氛 ,从唐朝学

来的东西在日本再现 ,乃至今日中国踪迹难觅的唐物 ,

却在日本旧都漫步时随处可见 ,经过千年岁月洗刷 ,更

加魅力四射 ,大气有力而底蕴深厚。

然而 ,汉字也好 ,唐诗也罢 ,毕竟都是外来的 ,日本

人写的虽然是汉字 ,读的却是日本的音 ,创作起来很不

方便 ,尤其是做韵文就更难了。于是 ,日本人取汉字的

偏旁 ,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局部 ,做成 “五十音图 ” ,制造

出新的表音符号 ,从此日本人可以不受拘束地书写自

己的语言 ,汉诗也渐渐变成了和歌 ,日本慢慢走上了自

己的文化之路。而在此时 ,唐朝文明熟透了 ,社会也在

安逸享乐中腐化 ,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点燃了史称 “安

史之乱 ”的战火 ,烧遍长安 、洛阳两京 ,让盛唐成为长留

世人心中的追忆。来到唐朝的遣唐使看到他们崇仰的

文明之花在枯萎 ,在名山巡礼求法的学问僧遭遇 “武宗

灭佛 ”的风霜雨雪 ,这些消息都传回日本。这时候的日

本贵族阶层也在翻版唐文明中得到享受 ,失去了付出

牺牲西渡的勇气 ,听说唐朝衰落 ,更失去追求新知的动

力 ,大家都尽量推诿不去唐朝 ,最后 ,由颇负文名的菅

原道真出来提议废止遣唐使 ,得到贵族的响应 ,东亚世

界影响至深 、感人至极的遣唐使落下了帷幕。

遣唐使与日本的汉字教育
王 献玲

(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一 、汉字教育在日本的全面推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历史上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 ,是
东亚文化扩散源地。自秦汉始 ,汉字便通过移民、官方交
往 、典籍流播等形式不断传入东瀛。中国历史发展到唐
代 ,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引起日本朝野无比叹羡。为了全

面吸收汉文化 ,搬演中华盛世 ,这一时期日本派遣遣唐使

赴唐学习 ,制定学令 ,不遗余力推广汉字教育。

(一)强化汉字读音教育
汉字教育首先由字音 、字形去认字 ,进而研读汉

文 ,达到精熟然后才讲义。所以 ,进行汉字教育 ,首先
是要学好汉音。对此日本学制里有详细规定 ,如 702

年制定的 《大宝律令 》,其 “学令 ”条明确指出:“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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