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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

周一良  

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 分别

用中文日文出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我谬蒙推为中

方主编, 虽曾参与擘画, 而年来精力就衰, 势难始终克尽

主编之责。但是, 对这套书仍觉有必要谈一点感想。

首先 , 这套书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学术界合作与文

化交流的意图。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 各自从不

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

写文化交流史, 恐怕还是本书首创。各个作者所提出的

问题或互有联系, 或各自独立, 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

而是百花齐放, 起交流作用。书名交流史, 首先在写作方

式本身就贯穿了标题的精神。而且, 由于两国学者分别

执笔, 各自掌握充分资料, 因而更利于贯彻本书宗旨

——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再从撰

写方式来说, 本书执笔人有学界耆宿 , 有史坛新秀, 而更

多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用我国说法, 叫作老中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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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合作。

其次 , 本书内容涵盖面比较广阔 , 计分十个方面: 历

史、法制、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科技、典籍、人

物, 不愧大系之称。有些部分 , 在一般关于中日文化交流

史的著作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 如思想、宗教、文学、艺

术。某些部分通常交流史中较少提到, 如法律、科技。至

于民俗与典籍这两个部门, 自来此类著作中更是绝少涉

及。由这十个门类, 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

久, 方面之广, 相互影响之深 , 相互关系之密, 世界上几

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于比拟。

本书试图用浅近笔调表达学术性内容。各卷包含的

专题大都为作者研究所得, 但为保持各卷主题的体系,

作者大抵采用点面结合办法, 在突出重点的同时 , 对面

上亦有必要的相应的叙述。因此, 本书既可供专业人员

参考, 也适于一般读者阅读, 此感想之三也。

是为序。

1994 年 9 月 15 日写于北大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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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 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

(一)

中日两国的思想交流已有漫长的历史。据日本的《古事记》

(成书于 712年)和《日本书纪》(成书于 720 年)记载, 百济人王

仁曾于应神天皇十六年(约相当于公元 405年)将中国典籍携入

日本, 其中就有《论语》10 卷。从此便开启了有文字记载的中日

两国思想交流史。然而 ,在中国开始进行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 ,

却是在晚近 20世纪初的事。1905年 1月出版的《国粹学报》12

期发表了题为《朱张二先生传》的文章 (著者荀任) , 介绍了在中

日思想交流史上曾发挥重大作用的朱舜水( 1600—1682年 )和

张斐的事迹。此后,便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 , 发表过为数不多

的有关中日思想交流史的著作和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是 , 梁启超

的《朱舜水先生年谱》( 1936年)和梁盛志(容若)的《汉学东渐丛

考》( 1946年)。前者虽如评者所云“实有疏失”,“详于纪行, 而略

于记学”, 但仍不失为梁启超“著述年谱之示范”。① 而后者则“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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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论陈元ꏽ , 都把来龙去脉, 弄得清清楚楚”, 确实有所发

现。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 , 研究中日思想

交流史的学者, 仍寥寥可数, 集中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但其研究成果却有蔚为可观者。如中国

的日本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朱谦之( 1899—1972 年)的专著《日

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 1958年版)、《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和《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 1964 年

版) , 即是其代表。这三部书 ,虽系日本哲学思想史专著 , 但其中

不少内容涉及中日思想交流。此外 ,他还于 1961—1962年在《文

汇报》上发表了以“中外思想交流史话”为副题的几篇文章, 如

《李贽与吉田松阴》( 1961年 8月 13 日)、《吴廷翰与伊藤仁斋》

( 1961年 9 月 8日 )、《朱舜水与日本》( 1961年 12 月 5日 )、《阳

明学在日本的传播》( 1962年 4月 1日)等。遗憾的是, 这一良好

势头被“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打断了。

(二)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重现生机 , 并

由开创期进入初步繁荣期。严绍ꇽ 的《中日禅僧交往与日本宋学

的渊源》(《中国哲学》第 3 辑, 1980年) ,可谓鹤鸣第一声。严文

异于此前通说,认为“在十四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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