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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今中外，民族、国家、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离不开“人”与“物”。
然而，文化传播的模式，随时代而更替，因空间而变化，并非千篇一律。
　　纵向审视，“人”的比重随时消长。
追溯交通手段单一的古代，“物”伴随“人”的移动而流通，“人”在文化传播中扮演主角；迨至商
品经济及交通手段发达的近代，“物”逐渐摆脱“人”的束缚，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简言之，在各个时期的区域文化交流中，“人”与“物”的关系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两者不可等
量观之。
　　横向观察，“物”的类别因地而异。
汉代以来中国丝绸向西传播，在东西方之间形成所谓的“丝绸之路”；古代东亚各国之间，因较早普
及蚕桑技术，丝绸并非最主要的流通物资，而以汉字为媒介的书籍广为流布，形成一条往返环流的“
书籍之路”。
概言之，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因地缘、历史、传统、风俗等而各具特色，其内容及形式不可能划一
。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均起源于中国，前者承载物质文明向西延展，后者挟裹精神文明往
东传送，所到之处无不开花结果。
时至今日，当我们追寻往古、探视东西，眼前呈现两种迥然有异的景观——丝绸早已化为过眼烟云，
典籍依然伴有琅琅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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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在杭州召开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由(中国)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与(
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学COE(国家基地)联合主办。
会议正式代表108名，其中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越南、泰国、比利时等国的学者41名；会议
共录取43篇学术论文，在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综合5个分科会宣读交流。
     本书从会议论文中精选出25篇，厘为甲、乙、丙、丁、戊5编。
甲编“基调演讲”收稿2篇，系王勇、佐藤进代表主办单位所作演讲的记录；乙编“古代中日书籍交
流”收稿6篇，以古代、中世分科会论文为主，时间上截止于明代，约略相当于日本江户时代之前；
丙编“近代中日书籍交流”收稿8篇，涵盖清代及民国初期，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
；丁编“东亚书籍交流”收稿6篇，不按年代排序分类，将内容不限于中日而涉及东亚其他国家的论
文汇集于此；戊编“图书版本研究”收稿3篇，与前面4编侧重于历史学不同，此编均为图书文献学专
论，从一个侧面揭示“书籍之路”是个跨学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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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甲编  基调演讲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乙编  古代中日书籍交流
　《坤元录》屏风诗　试论《明一传》与《七代记》　《因明论疏明灯抄》对汉籍的引用　“王仁献
书说”探实　再论茶祖荣西像　关于来日僧西涧子昙丙编  近代中日书籍交流　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
上的意义　《游仙窟》回传中国考　把卧游之趣带给“幼童之辈”　江户时代的中国占卜术书之传播
与马场信武　近代日本汉籍的流入　东文学社与《支那通史》及《东洋史要》　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国
内的汉籍流通　论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籍之译介丁编  东亚书籍交流　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　明清册
封使别集中所见琉球史料　中国、朝鲜、日本的咏史乐府　曲直濑养安院家与朝鲜本医书　《明心宝
鉴》在越南的流播与影响　《文心雕龙》与《文赋》传入韩国时期考戊编  图书版本研究　嘉业堂藏
书的流布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日本汉籍之来源、特色与价值　长泽规矩也在版
本学及印刷史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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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
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生产丝绸了。
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我们发现持续性的、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或许不及陶瓷。
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大概不屑一顾的书籍。
　　倡导“书籍之路”之用意，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
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
简而言之，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
，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
前者虽然能暂时地、表面地、局部地装点某个地区的文明景观，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文明内
质；后者则可以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该民族创造文明的源泉。
　　本文试图从“书籍之路”角度切入，探讨鉴真僧团携往日本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对日本文化产生
的影响。
　　一、《大炎经》辨误　　鉴真东渡的结果，确实对日本文化形成深远影响；如果回归到出发点，
鉴真所传播的中国文化，可以从他的携带品中窥取端倪。
　　鉴真六次东渡中，留下比较完整携带物品清单的是第二次和第六次。
唐天宝二年（743）四月，第一次东渡因新罗僧如海诬告而失败；同年十二月，鉴真率从僧十七名、工
匠八十五人，再次从扬州出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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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