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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琉关系档案资料概述、中琉关系古籍文献举要、中琉关系历史遗存考察、中琉交往中的册封与
移民、中国的文化教育与琉球社会、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福州港与中琉航海交通、中琉宗教文化、清
代台湾与琉球关系、造船、航海与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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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琉关系档案资料概述  一、《历代宝案》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二、琉球《冠船汇付评价方
日记》的史料价值．  三、清宫档案与中琉关系  四、台湾地区收藏的琉球档案第二章  中琉关系古籍文
献举要  一、正史中的琉球资料  二、明清实录中的琉球资料  三、使琉球者之著述  四、琉球闽人家谱
及其史料价值  五、其他文献古籍中的琉球资料第三章  中琉关系历史遗存考察  一、福州中琉友好关系
之遗存  二、兰溪琉球墓碑考释  三、近年来福州琉球墓碑的新发现  四、朱振声琉球馆调查手记第四章
 中琉交往中的册封与移民　一、朱元璋的琉球移民政策及其作用　二、康熙时期的对琉球政策　三、
明清册封琉球趣谈　四、明清中国移民在琉球的特殊地位第五章  中国的文化教育与琉球社会　一、
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　二、明清时期中国培养琉球的留学生　⋯⋯第六章　明清士大夫与琉
球第七章　福州港与中琉航海交通第八章　中琉宗教文化第九章　清代台湾与琉球关系　第十章　造
船、航海与贸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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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历代宝案》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历代宝案》是1424-1867年琉球王国外交文书的集成，
共三大集、一别集、一目录，合计270册（卷）。
内容绝大部分为中国与琉球册封、进贡、留学及护送海上漂风难民等往来文书，少量是琉球与朝鲜、
东南亚诸国、法国、英国的交往文件，其中亦有间接涉及中日关系的史料。
因此《历代宝案》不仅是部研究琉球王国历史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
珍贵史料。
琉球与中国于1372年（明洪武五年）正式建交。
这一年正月，明太祖遣行人杨载出使琉球，传送即位建元诏书；同年十二月琉球中山王察度派其弟泰
期来明朝贡。
“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
”②此时琉球仍分裂为三个小国家，即中山国，山南国和山北国。
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帕尼芝亦分别于1380年和1383年遣使来明进贡，为了促进中琉经贸和文化交流
，太祖于1392年特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
”③与此同时，钦准琉球官生到国子监读书。
据明茅瑞徵《皇明象胥录》载：“洪、永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子孙秀者读书南雍，归即为
通事，累升长史、大夫。
”这些人又是《历代宝案》的修纂者，都集中在久米村居住，又称唐荣，世代相传，成为在琉球传播
中华文化的中心。
1429年尚巴志统一琉球，仍以中山王名义继续入贡，并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和赐姓，这种关系一直保
持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为止，而《历代宝案》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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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3年，考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硕士研究生，迄今报考的过程历历在目。
第一次拜见我的导师韩振华先生时，是德宁兄带我去的。
因为韩先生出国讲学刚刚回来，就患病住院了，所以见面的地点是鼓浪屿厦门第二医院的病房里。
据说，这次得病，让韩先生落下尿毒症，10年后，他也是因此病不治而离开了我们，那是1993年的5
月27日。
1993年我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老师，得到噩耗已是5月28日傍晚。
在系主任唐文基教授的吩咐下，我冒着瓢泼的大雨，前往福州仓山麦园顶邮局发了封唁电。
那时的交通没有今天方便，我无法赶去参加5月29日上午在厦门大生理殡仪馆举行的导师的追悼会，甚
是遗憾！
追忆往事，追忆先生，我是想以我的这本小书来告慰韩先生的在天之灵。
2004年我出版了《香飘魁岐村——福建协和大学》，在书中我刻意地描述了韩先生的协和大学生活，
深深地怀念这位可敬的老师。
今天我有机会再将此书献给他，感谢他带我进入学术的殿堂。
开始了我的中琉关系研究之路。
记得那是1984年的4月某日，我与师弟陈希煜前往韩先生的住处讨论毕业论文的选题，韩先生故意问我
们要选什么题目，其实他早就决定要我们做什么题目了。
希煜让我先谈，我就说想研究福建对外贸易史方面，当时我拿不准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可笑。
数年后，看到林仁川老师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出版，我马上想到：其时，我的那个选题还是
很有意义的。
那天韩先生听完我的叙述，似乎并没有考虑我的计划，而是指着屋子中间圆桌上的一摞复印资料说，
你还是做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吧。
不容我再说什么，韩先生已将话题转到希煜的论文上了。
韩先生此举，从此注定了我的一生与中琉关系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后我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明隆、万以前琉球与东南亚贸易研究》，韩先生去世后，我又在陈支平
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航海贸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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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中琉关系研究丛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