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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海域被中国大陆、台湾岛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环绕，一直到20世纪都是中国帆船
活动的历史舞台。
    中国帆船的优越之处在于其具有卓越的航行能力。
因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帆船多为顺风时才能航行的主帆结构，而中国帆船的结构则是不论顺风还
是逆风，只要有风力就能航行。
    中国沿海的居民尤其是华南、华东沿海的居民，如道光《厦门志》卷5所描述的那样：“以海为田、
造船牟利”，大海相当于提供给他们生产粮食的土壤，而且他们极其具有造船向海洋发展这种“以海
为田”的意识，以及对出海无所畏惧的性格。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叙述的是这些前人通过清代帆船所进行的活动，第二部分则是围绕那些利用中国
帆船在广阔的海域中从事贸易的海商和专事打劫的海盗的活动来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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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章  1947年生。
关西大学文学博士。
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社会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2005年8月～），中国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2008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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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清代帆船与东亚海域航运　　概说　　第一章 近世的东亚文化交流与中国帆船　　一、
绪言　　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位于东亚各国之间，因此自古以来东亚各国的交往都必须依靠船舶
。
但是由于各国造船技术水平差异显著，其结果是各国渡海频率也有相当的差异。
长期以来拥有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的中国渡海次数最多，而渡海数量最多的便是中国的木造帆船。
中国帆船经常穿越海洋来到朝鲜半岛与日本。
在朝鲜半岛频繁可见的是高丽时代宋朝的商人每年从中国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来航至朝鲜半岛的记录
。
唐代中国商人来航至日本的记录已经众所周知。
在这之后由于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894年）九月菅原道真上表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随后自日本赴
唐的留学僧们主要靠乘坐中国商船前往中国。
这些留学僧们回国时也乘坐中国商人的帆船返回日本，他们不仅带来了在中国所学的最新成果，也带
来了众多中国的文物与文化。
　　明朝时期由于中国奉行海禁，中国商人逐渐不再渡海，商用等船舶在海域间的航行数量骤减。
但仍有少数船舶被允许在东亚海域航行，例如郑和的南海远航、存在于朝贡体制中的东南亚各国的朝
贡船、日本向明朝派遣的遣明船以及明朝派遣至琉球的册封船。
但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海禁措施日趋缓和，私船开始横行，倭寇活动也日渐猖獗。
虽然我们必须强调海盗与倭寇给东亚海域的商船航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但如果更换视角，可
以说他们也承担了一部分文化交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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