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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徐福研究》付梓了，这是国内外徐福研究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好事!　　徐福率众东渡，不仅
比明代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葡萄牙人麦哲伦绕地球航行早1700
多年，而且徐福东渡绝非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以开拓殖民地为终极目的，他带去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和友好合作的精神，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福是我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泛海东渡的第一人，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和中外友好交
往的开拓者。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徐福研究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徐福的历史地位亦未得到恰如其分的确立，
徐福一直冷寂于历史伟人之外。
　　19世纪以前，中国、日本和朝鲜就分别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神
皇正统记》、《罗山文集》、《海东诸国纪》、《三韩金石录》等史籍记载徐福东渡之事，为后人的
徐福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20世纪初，中国学者王辑五、梁启超、陶亚民、廖世功、汪向荣等参与徐福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
的文章。
日本学者研究徐福的著作和文章亦相继问世，为徐福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徐福故里——徐福村的被发现，尤其是罗其湘、汪承恭《秦代
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在《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发表，将“徐福村即为徐福故
里”的考证结论公之于世，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从此，徐福研究进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阶段——中国、日本、韩国的徐福研究社团纷纷成立，徐福
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徐福纪念活动频频举办，徐福学术著作连连出版，徐福一代伟人的本来面貌终得
以显现，徐福其人其事的影响日臻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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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中外徐福研究》付梓之时（代序）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的徐福缘倭人、倭文化、齐文化、东
渡文化及徐福东亚的徐福研究略论秦时驰道及其在徐福东渡中的作用徐姓起源与流播徐福与徐国关系
的探究论徐福东渡日本——初解徐福东渡之谜徐福与扶桑之国从日本地名起源中探究徐福徐福是日本
推广江南稻作文化的先行者佐贺人心中的徐福徐福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童男山古坟与徐福传说21世纪
中日大课题——富士山徐福与《宫下文书》爱知县东三河的徐福传说延伸向东海上的长城神奈川县藤
泽市妙善寺徐福子孙墓徐福形象遍亚洲～一从图像考察亚洲各地的徐福踪迹徐福集团与济州岛关于济
州岛和徐福渡来说的考察济州的徐福传说试解“徐福西归之谜”试论徐福精神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睦
邻万邦，一脉相承徐福东渡的社会意义徐福在十个方面的影响以徐福传说为中心构筑地域与人之间的
网络对徐福研究方面的几点思考徐福研究之船驶向考古学的港湾怀念罗其湘先生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
故址之发现和考证怀念内藤大典先生徐福东渡与日本的弥生稻米佐贺访问纪行赣榆四访巾帼能胜须眉
——记佐贺村冈央麻先生论文集《徐福——从传承地看徐福与徐福传说》评介一本传播徐福学的好书
——读《东渡徐福》徐福像创作记电影剧本《我们的徐福》附录I　徐福东渡222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
附录Ⅱ　2006年徐福研究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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