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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内容，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
（06JJD840013）的成果之一。
　　《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项目于2006年由教育部招标立项实施。
按照研究计划，项目承担单位教育部重点基地、国家985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于2006年8
月主办了“东北亚海上交流历史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承办，山东省蓬莱市文物局协办，会期三天，分别在青岛、蓬莱
两地举行。
来自本项目组成员所在单位的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
大学、厦门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和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等地的东北亚地区学者40多人与会，参加了
本项目内容的研讨和在蓬莱市对古登州港遗址遗物、尤其是新出三艘古船的实地考察。
这些中外学者的已成论文，均收入本论文集中，许多著名学者提供了或宏观或微观的精深研究成果，
本集在手，读者自可检读；另有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等多
位学者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或多媒体演示，虽不能反映在本论文集之中，但与本论文集中收集论文同
样，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智慧财富，都将被反映在本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之中。
这里，我作为本课题项目负责人，向这些学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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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讨会和本文集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集刊的一部专集，就是基于此而成为本课题邀请国内外
专家学者们共同研究的成果之一的。
论文作者们针对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专题领域，各以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的视角研究
其中的重要问题，开拓了许多以往不曾涉及或不曾深入或不曾认识的学术空间，以充分的史料、严谨
的论证阐发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值得充分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本专集论文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成果之一，尚非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因此，作为一
部会议论文集，本专集在编辑过程中只对个别文字、个别表述作了适当订正，史料、观点等，均尊重
各位作者的原文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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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朝东亚海上贸易活动的展开，推动日本武士与商人建立同盟，促进了海上贸易圈的扩大。
12世纪下半叶，推动日、宋海上贸易的是日本的平家。
时任播磨守和备前守的平忠盛（1096－1153年），曾伪造院宣（命令书），使宋船置于其支配下；其
子清盛（1118－1181年）拥有“中国的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
不有”。
他兴建大轮田泊（神户港），拓宽音户的瀨户航道，把宋之商船引进大阪湾，使日宋海上贸易相当兴
旺。
南宋中期，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86－1333年），宋商与日本的中央贵族，九州与中国地方的豪
族以及博多商人间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刺激了日本商人的冒险精神，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结束，
海盗与倭寇日益成为东亚海上正常贸易的最大威胁。
　　这个时期，宋、丽间的贸易和海上往来已经严重萎缩。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宋为借“路迎请（被俘徽、钦）二帝”曾遣国信使杨应诚使丽；1136
年，高丽也遣使回访，除此外，在以后的114年间两国几乎没有一次使节往来，双方官方关系似完全断
绝，“维系双方关系的唯一纽带是宋商的活动，而其来往相等稀疏”。
据《高丽史》记载，整个南宋时期赴丽贸易的宋商只有34次，其中在1127-1165年的39年间有26次
，1166-1279年的114年间有8次；而且他们的身份有的相当模糊，如高丽明宗三年（1]73年）六月。
不过，同北宋相比，这时参与每次贸易的人员却多了不少。
北宋时期平均每次人数在50人左右，南宋时期则平均超过80人。
例如，1148年（高丽毅宗二年）八月，有宋商都纲郭英、庄华、黄世英、陈诚、林大有等330人赴丽贸
易。
　　南宋后期，宋丽间海上往来骤减与倭寇对高丽的侵犯有直接关系。
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前半叶，倭寇开始出没高丽沿海。
1223年，《高丽史》出现“倭寇金州”的记载。
日本学者称倭寇是日本商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行动的“极不成熟的形态”，是日本自由商人的先驱；
“寇商一体两面，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丽末，受蒙古势力的压迫，高丽国力疲弊，日、丽间“进奉船交易”全绝。
日本的对马、壹歧、松浦的领主和领民遂转为倭寇，并在半岛南部沿岸建立武装移民的倭寇据点。
这些倭寇“贼船出没无有定时，⋯⋯彼贼多则千百成群，小则什伍为队，妖谋诡计，言所难穷⋯⋯往
往出我不意，肆其陆梁，多则虚张声势，指西向东，俟我兵势互分，潜为袭捣，或弃防戍而直趋居民
，或舍居民而先袭防戍，少则预遣间谍，伺其富贵之家，潜为剽窃，比官兵得知而追逐，贼已饱载而
遥遁。
”1259年、1263年，高丽曾两度遣使日本要求严禁倭寇，但毫无效果。
14世纪末，高丽将军崔莹、李成桂等对倭寇先后两次进行毁灭性打击后，倭寇向中国山东半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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