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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自从有了船，就有了海盗。海盗，顾名思义，海洋之上的盗匪。海

洋意味着财富和神秘，作为在海洋上活动的海盗，也同时更加的神秘与传奇，甚

至带上了奇幻的色彩。在西方，海盗曾主宰了一个时代，维京人的龙头船和斧头

加盾牌，贯穿了欧洲的8—11世纪，造就了大名鼎鼎的“维京时代”。而在东方，

同样有这样的一群海盗，在东亚历史上，留下了同样的历史名词——“倭寇”。

倭，是表示“身材矮小的人”；倭国，是东亚国家对日本的古称；倭寇，也

就是指从日本来的寇匪。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日本学者声称倭寇是对蒙古入侵的

报复行为，但其实它早已有之。早在11世纪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倭寇的

记载，到了13世纪这些“畏威而不怀德”的海上贼寇就已经形成规模，开始以

船只为载具，袭击东亚沿海城市乡镇，抢劫财物并掳掠人口了。

东亚格局的两次巨变，让倭寇从“沿海小麻烦”发展成了“海上大威胁”。

第一次是蒙古的崛起。蒙古人的征服，使王氏高丽的武备军力被一扫而空，日本

岛国也因“蒙古来袭”的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由于蒙古人的轻敌和盲动，

日本凭借着台风的助力而幸免于难。日本人由此也催生出了“神国观”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不断自我催眠下，开始不断肆虐军力暗弱的王氏高丽，犯下了屠灭村

镇，虐杀婴儿等累累罪行。但随着李氏朝鲜的建立，仅凭朝鲜一国之力就已经肃

清了倭寇之乱。期间想试探明帝国的部分倭寇，更是在诸如“望海埚大捷”这样

的战斗中被明军杀得几乎片帆不得回。

可惜的是，本该就此消声灭迹的倭寇，在16世纪却又一次迎来了机遇。大

航海先驱——葡萄牙人霸占东南亚之后，又妄想着称霸东亚，在被明军所痛击后

放弃了直接对抗，开始寻觅“代理人”。于是倭寇又迎来了第二次肆虐的契机。

在获得葡萄牙人的支持与赞助后，倭寇实力和狂想膨胀到了极致。这个混合

了东西方贪婪与野心的武装集团，又与江浙乡绅势力相勾结。这些享受到“海禁”

红利的乡绅们，为了继续进一步获得走私和海盗之利，不惜自毁长城，构陷曾击

败葡萄牙人的能臣良将朱纨、卢镗等人，更自甘堕落为倭寇集团充当“马前卒”和“带

路者”。而外有强援，内有勾结的倭寇集团所面对的却是明代中期有城无防、有

官无兵的废弛海防，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最终，荼毒东南沿海的“嘉

靖大倭乱”爆发了。张经、汤克宽等能臣良将苦战十余年而不能遏制。

但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等新一代名将和军事改革

家的崛起，明帝国军队针对倭寇之乱进行了全新军事体制变革以及摧枯拉朽般的

反击作战。倭寇，这个古代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武装海盗集团，包括他们

狂想和暴行，最终都被彻底清除。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段传奇般的战争全史。另外，本书还为读者复原了15

到 16世纪期间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军事体系，以及被《剑桥战争史》所称道的明

代中期军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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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以来，都有日本有学者声称倭寇是

对蒙古入侵的报复行为，想以此来给

倭寇穿上一层“合理性”的伪装。但其实

倭寇早已有之，最早的倭寇记载甚至出现

于蒙古崛起之前。

由于日本孤悬海外，与大陆交通不便，

在经济文化上全面落后东亚和东北亚国家

和地区。所以在古代日本，有相当多的物

资需要从大陆进口，小到铁钉，大到寺庙

建筑。其承载经济活动的核心物品——钱

币，都要仰仗从中国进口。然而日本又以

出产金银铜而闻名。对马银山早在七世纪

就已开启。因此，随着日本本土金银矿和

铜矿的逐渐开发，到了宋代，将日用品贩

卖到日本、甚至直接贩卖铜钱，都可以获

得极高的利润。东亚大陆与日本的贸易随

之繁盛起来。

如同当年罗马帝国崩溃后，修道院成

为欧洲文化聚集地一样，随着日本律令制

国家的解体，寺庙成为了日本最高水平的

文化聚集地。11 世纪中后期以来，“欣求

净土，厌离秽土”的佛教信仰开始在日本

逐渐兴盛。日本国内对佛经、寺庙建筑的

要求越发急迫。随着中日航线在数百年来

不断开拓下，安全性大为提高。中日直航

不再像以前唐朝时期鉴真东渡一般困难，

日本僧侣开始不断来往中日两国。日本密

宗僧侣荣西于 1168 年和 1187 年两度入宋，

在天台山学习中国佛教的坐禅和寺庙建筑。

1191 年荣西归国后，开始传播禅宗思想，

随后禅宗思想开始兴起。1202 年，将军源

赖家亲自在京都，为日本第一座禅宗寺庙

建仁寺开基。随后各地禅宗寺院如雨后春

笋般建立。1211 年，京都泉涌寺开工，41

年博多崇福寺和承天寺开工，43 年，京都

东福寺开工。“宋风佛教”开始在日本各

地兴盛起来，成为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改革

的重要契机。

僧侣们通过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将先

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随着中国本土

佛教流派在日本的兴盛，文化的传播带来

了中国产“唐物”的兴起和繁荣。同时代

的中国，北方女真族的兴起，“靖康之耻”

后北宋灭亡。赵构在杭州建立了南宋，并

将首都从中原迁移至江南。北方战乱，以

及政治重心的南移，使江南地区经济急剧

发展。为了应对北方女真族的军事入侵，

南宋在江淮地区着重发展水军，造船业开

始兴盛。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在海上的

贸易活跃，通过对海上贸易的船只收税和

政府督办，在财政上大大缓解了南宋地方

第
一
章

早期倭寇
的产生
11世纪到 13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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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的经济压力，使得中国的造船业和

海上贸易变的极其繁荣。

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和造船业的兴盛，

过度的砍伐树木，造成南宋东南沿海经济

中心附近区域，森林资源开始枯竭。而海

上贸易的巨大利润，又吸引着有着巨大军

费开支的南宋政府。作为南宋首都杭州附

近的明州港，其中一条的贸易航线便是直

达日本的博多港。而且南宋禅宗的文化中

心五山，便是杭州、宁波（明州现属宁波）

附近的五座最高级别的山寺禅院。因此当

日本入宋僧来到中国的禅宗中心，就会刚

好碰上急需资金和军用物资以及木材的

南宋商人。于是两国的海上贸易有了极快

的增长。日本僧侣坐船携带南宋经济所需

要的金银，军事上制造火药所用的硫磺、

造船所用木材到南宋明州，学习南宋的禅

宗思想，文化技术，带回陶瓷、铜钱等物

品回到日本博多，日本也有了最早的唐人

街——南宋海商的唐房。与此同时，宋代

海商与日本寺院的联系也变得相当紧密，

很多商人在日本的合作方便是寺院和僧侣。

1242 年 2 月，杭州径山寺院被烧毁，江浙

地区缺乏重建所需大型木料，于是无准禅

师便通过其日本学生圆尔，从日本购得重

建所需一千根巨木后，再通过博多宋商谢

国明运送至杭州的。

当时，中日两国贸易额度相当巨大，

1298 年北条得宗家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只

在五岛列岛沉没。根据古文书的记载，船

上装载金、水银、绢布等和少量武具、漆

器等工艺品。1976 年 1 月，韩国全罗南道

新安冲海底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古代沉船。

根据数年的发掘，从这条沉船上发掘出

土了一万八千六百余件青、白瓷器，铜钱

八百万枚，紫檀一千余件。从出土的文物

上看，这是一条于 1323 年沉没的寺社造营

料唐船。该船为筹建九州东福、承天等寺

的僧侣们在中国福建地区所制造的，由宁◎ 无准师范（东福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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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安府径山万年正续院新建佛殿教藏劝进偈并叙（五岛美术馆藏）

波出发，开往日本，后因风暴而飘没于朝

鲜半岛。而当时这条线路上的贸易已经有

所衰落，但这条元代寺社造营料唐船，其

回程上仍携带了如此巨量的现金和陶瓷器。

那么又有多少类似船只运送大量的现金和

物资，来往于宋元上百年的贸易路线上便

可想而知了。所以说，一开始出现的倭寇，

并非所谓因元朝入侵所导致的自发报复行

为，纯粹因为中、日、朝三地海上贸易航

线中的巨额利润，吸引着日本当地妄图不

劳而获的亡命之徒们。

高丽宣宗十年（1093 年），高丽（即“王

氏高丽”，公元 918 年立国）水军在延平

岛捕获了一条日本“贸易船”，船员 31 名，

宋人十二名，倭人十九名。这是条奇怪的“贸

易船”，除了水银、珍珠、硫磺、法螺等物

品之外，还有弓箭、刀剑、甲胄。弓箭、刀

剑到还罢了，然而历代法律中，禁止民间

私藏甲胄，私人持有甲胄可以说等于死罪。

既然甲胄并不可能为了贸易，那便是为了

自用。

因此，这条非官方的、武装完备到甲

胄齐全的“贸易船”，其实就是倭寇船！而

这也就是关于倭寇的最早记载！

捕获这条船的延平岛，距离高丽首都

开城却不到 80 千米。倭寇船在高丽首都沿

海活动。意味着，当时日本海寇已经对高

丽首都周边沿海海州、延安、礼成、金浦

等港口和沿海城市的民间海上贸易、生活

构成了极大威胁。

海州和礼成两地，是宋朝使节进入高

丽首都的两个泊岸港口。礼成港除开宋朝

使节、商人的泊岸地之外，还是大食等国

商人和高丽国内漕运的重要船只停靠地。

高丽在此地驻派有专门管理国际贸易的官

员。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在 1012~1278 年

间，在高丽首都开城附近港口城市登记过

的宋朝商人超过了 5000 名。其中主要集

中在 11 世纪后期，登记的宋朝商人大约为

2700 名，在这个时间段的海上贸易航线附

近，出现这些日本武装海盗集团，也就不

足为奇了。经过审讯后，这些身居博多港

的归化“宋人”和倭人被高丽流放。

武装船只出现在这些港口城市附近，

给了高丽王朝极大的震动。抓到了一条，

没抓到的有多少呢？由商人来航数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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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1081 年 -1090 年，高丽所登记过的

宋朝商人有 516 名。等到发现“武装贸易船”

的 1093 年的 1091-1100 年间，宋朝商人

人数减少到 345 名。等到 1101 年 -1110

年间，减少到 219 名，到了 1111 年 ~1120

年，甚至锐减至 3 名。商人人数的急剧减

少，意味着高丽海上贸易环境的严重恶化。

由于是甲胄在大陆民间，是根本不可能私

人持有的军用物品，而船只所有方和人员

均为日本九州。因此，在这类全副武装，

刀枪弓箭、甲胄齐全的日本武装“贸易船”

中，日本九州地方领主在里面所扮演的角

色，便很是耐人寻味了。

有一条这样的日本史料：1226 年，日

本九州镰仓幕府御家人（平安时代的日本

将效忠上级贵族、武将的武士称为“家人”，

镰仓幕府时代，将军被尊称为御，效忠将

军的武士便被称为“御家人”，将军分封

御家人为领主，而御家人为此承担一定经

济和军事义务）松浦党，有一条前往中国

的船只，在回来的时候，被风吹到高丽，

因为跟高丽的恩怨，所以船只被高丽人烧

毁了。查找这个时期 1121 年 -1130 的来

航高丽的宋朝商人，人数是 115 名，为高

丽 1171 年 -1290 年近百年间海上贸易的

最高峰。

高丽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毁坏日本

“商船”，那究竟是什么恩怨呢？在这件

事的第二年，也就是 1227 年，不堪倭寇其

扰的朝鲜王氏高丽政权使臣到达日本九州，

状告去年，也就是 1226 年日本船只对金州

的袭击。高丽使节以关闭贸易为威胁，要

求日本方面镇压长期以来活跃在东北亚海

域的“倭寇”。

倭寇，这个专有名词，就这样第一次

正式的出现在了史料上。不满足仅仅劫掠

商船的日本武装劫掠团伙们，乘着王氏高

丽政权的动荡衰落，登上了朝鲜半岛的陆

地，开始进攻城镇。因此，之前那条九州

松浦党船只的真实身份也就昭然若揭了。

13 世纪的倭寇，现存朝鲜史料所载共

有十一次。当时那些早期倭寇，战力和规

模还远不及后世倭寇。他们肉搏打不过衰

落期的高丽军队，海战中船只更是小的可

怜。最小的船上只有区区八个人，大点也

不过三十余人。这样的小船要想远航中国

当然十分困难，由此可见这些人其实是对

马、九州等地的沿海豪强。他们无法像镰

仓幕府那样购买能载员数百人的中国远洋

海船，但又眼红海上贸易利润而无法直接

参与，于是直接用小船进行劫掠。然而这

种行为本质上也损害了幕府的海上贸易利

益，因此这些人在日本被称为“恶徒”。

1223 年《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倭

寇金州”。这个倭寇，并不完全等同于后

世的倭寇。他的念法应该是“倭，寇金州”，

其含义为倭人来金州为盗寇。当时的日本

朝廷也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新古今和

歌集》作者藤原定家在其日记《明月记》

中，记录了自己在嘉禄二年（1226 年）十

月十六日，与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

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日记里又出

现了这么一条“据说镇西名为松浦党之恶

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进行交战，

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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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日记

里同样记载了 1226 年的那次松浦党船只被

焚，人员被杀的事件。藤原定家当时住在

京都，也就是说，九州恶党，劫掠邻国，已

经传到了京都，给了日本公家极大的震动，

“末世狂乱之极，灭亡之根源乎？！”

《明月记》里，在嘉禄二年十二月和

安贞元年（1227 年）二月，京都两次讨论

了九州恶党攻击临国高丽的事件，然而，

公家做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史料所限，现

在我们并不知晓。这两次的讨论，都在安

贞元年五月，高丽全罗道按察使使节到来

之前。

高丽、日本都不是傻子，两国上下都

很清楚这些所谓倭寇究竟是什么。1227 年

7 月 21 日，关白直庐议事提到“去年对马

国恶徒等，向高丽国全罗州，夺取人物，

侵凌住民事”。对马、松浦等地，是九州大

宰少贰武藤资赖，即后来的少贰家首任当

主的管辖范围。自己地盘上出动了规模不

小的船队外出作战，连远在京都的公家不

久便已知晓并进行过讨论，他本人是绝不

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说不得还参与其中。

于是，在朝廷还没反应过来前，这位

少贰家一代目就当着朝鲜使节的面，处斩

了九十余名恶徒。他起草的所谓日本谢罪

国书也随高丽使节带回。“谢贼舩寇边之罪，

仍请修好互市”。 高丽使节断绝外贸的威胁，

却被持“畏怖 = 蔑视”理念的武家政权，认

为是在歧视日本。

因为在日本的观念中“你敢威胁我？

那就是看不起我！”纵使日本虽然不甘，

而且高丽也不是中国那样的巨无霸，且处

在衰落期，但是依旧比落后的日本强大。

于是日本方面也就只能“我朝之耻也”的

干嚎了两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日本的这封国书和口头保证上

并没有改变什么。外交承诺如同废纸，贯

穿着日本的古今历史。更何况镰仓幕府只

是日本各地大小领主的盟主，并不能完全

掌控下级领主。镰仓御家人松浦党，在朝

鲜使节告完状之后只消停了五年。1232 年

9 月，他们就再一次袭击了朝鲜南部沿岸。

1251 年，倭寇又攻打金州城等地。除了城镇，

粮船也是倭寇的目标。1263 年 2 月，在金

州熊神县勿岛，对马的倭寇抢劫了停泊在

那里的高丽漕运船。穷困潦倒的日本豪强

领主们什么都不放过，抢了漕船的 120 石

米和 43 匹布之后，临走又把椽岛居民洗劫

了。粮食财物自然不说，连高丽平民的身

上衣服，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放过，留下一

票被扒光了的百姓丢给哭笑不得的高丽官

军。“穷山恶水出刁民”，正是此时日本九

州最真实的写照。

其实一直到这个时期，倭寇也算不得

什么大害。因为在中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

传统政治格局里，不可能有倭寇兴风作浪

的空间和机会。但随着蒙古的崛起，东亚

的传统军事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这就为倭

寇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同时也使

得日本本国大为牟利。这是日本第一次从

东亚格局的巨变牟利，但却不是最后一次。

因此从此日本也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

静静地等在东亚的角落里，等待着东亚格

局巨变的那一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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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初，蒙古游牧民族在铁木真的带

领下，崛起于北方草原。1227 年，西

夏灭亡。1231 年，蒙古军包围高丽首都开京。

1234 年，金朝灭亡。1260 年，高丽开宗投

降蒙古。至此，蒙古兵锋直至日本海。

说起蒙古东征日本，那就不能不提朝

鲜的崔氏政权。朝鲜历史上的文班、武班

两班制度始于高丽时代。由于高丽的文治

主义传统，武官地位长期处于文官之下。

958 年，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引入朝鲜，

朝鲜在文科之外设立了僧侣专用的僧科，

同时却拒绝对武官开设武举，武官的选拔

只能依靠世袭和战功，朝鲜尚文轻武的风

潮自此开启。

12 世纪前半期，朝鲜政局动荡。1126

年，外戚李资谦之乱爆发，1135 年，妖僧

清之乱爆发，首都开京被荒废。在此情况下，

朝鲜兵权由文班掌控，加剧了武班的不满

情绪。随着 1146 年毅宗在位，进行佛教仪

式之时奢华优待周边文官以及宦官，却对

下级武臣进行残酷的役使，武臣的不满达

到顶峰。

1170 年 8 月，高丽国王毅宗在普贤院

行幸之时，随行的高级武官郑仲夫和下级

武官李义方等人调动军队，杀死随行文臣

八十名以上，随后攻占首都开京，废除毅

宗王位，拥立其弟明宗即位。政治实权从

此掌控在武人手中，建立了类似日本幕府

的朝鲜武臣政权。

把军人们逼上反路的国王自然是愚蠢

的，然而对于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通过

造反上位的军人们来说，治国就不那么得

心应手了。仅武臣政权的前二十五年，就

一口气换了五位当主。除了在位四年就病

死的庆大升，其他武臣当主们都是死于下

属的“下克上”。这种乱局一直到了“靖

国功臣三韩大匡大中大夫上将军柱国”崔

忠献时代才得到了终结。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 年），崔忠

献把握机会，诛灭操控大权的武臣李义旼，

并籍此声威铲除一批廷臣。 崔忠献夺得大

权后，1197 年将明宗退位，选其弟神宗为王。

1204 年，神宗病故后，崔忠献又连续更换

了两任高丽君主。神宗死后，由熙宗王韺

继位，但仍受忠献牵制，因而引起拥护王

室的官员王涛明等人的不满。王涛明联络

僧兵企图伏击崔忠献，但计谋败露，被忠

献所灭。之后，忠献废熙宗，1211 年立明宗

儿子康宗王祦。到 1213 年，又换了个更听

话的高宗。

通过废立君主，崔忠献确立了崔氏的

第
二
章

蒙古来袭
导致的倭
寇扩大化
（13 世纪中叶到 14
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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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地位，终于结束了武臣政权的动荡局

面。在之后的 61年，高丽便由崔氏政权统治，

另设官府，自行配置僚属，朝政归崔忠献

其后裔所掌握。崔忠献至其曾孙崔竩四代

挟王掌政，国王仅保虚位而已。

然而，崔氏政权之所以在朝鲜牢固存

在的根本所在，是其牢牢控制着的朝鲜三

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左别抄、右别抄

和神义军，史称三别抄。然而随着蒙古军

队进入朝鲜，三别抄再有战斗力，也并非

掌控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的对手。崔氏幕

府的最后一位当主崔竩在首都沦陷后，仍

迁都继续顽强抵抗蒙古的侵略。1258 年，

崔竩被高丽投降派文臣柳璥联合其部下金

俊杀害。之后高丽元宗入朝，对蒙古称臣。

蒙古的外部压力没有了，高丽的内部

斗争又出现了。能压服各军头的将军已经

身亡，各路豪强就又开始侢权力的角逐。

金俊很快被部下林衍所杀，但是没两年，

林衍得急病身亡。被武人压制了一百年的

文臣趁机重新上位。这些文臣决定，乘着

外来蒙古大军之势，把武家政权彻底终结了。

那些文臣的理由是，既然高丽国王都

成了蒙古人的臣子，那么武家政权的基础

“三别抄”作为反对蒙古人的主力核心，

自然是所有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因此，文臣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

将高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三别抄解散！

1270 年，走投无路的三别抄们在其首

领裴仲孙的带领下，带着高丽王室成员王

温从江华岛突围，逃到了珍岛继续抵抗蒙

古侵略者，最终直至全军覆没。但是在文

臣政权的把持下，高丽武家政权这支最后

的军队，在朝鲜官方一直都是被当作叛逆

来看待的。他们英勇抵抗侵略蒙古侵略者

的事迹，时至今日仍被称之为“三别抄之

乱”。因为，在高丽的文臣们看来，与其

把江山交给被自己鄙视了几百年的军人们，

还不如跟蒙古人合作！也就是，“宁与鞑虏，

不予武夫”！

◎ 宗性笔《蒙古国牒状》（《调伏异朝怨敌抄》所収，东大寺尊胜院所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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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条时政（满愿寺藏）

就这样，因为蒙古人的入侵，朝鲜的

崔氏幕府将军，没有能够跟同时代的镰仓

幕府一样幸运的存在下来。然而其最后一

次的垂死挣扎“三别抄之乱”，反而帮镰

仓幕府延缓了蒙古的入侵，并为其提供了

足够的预警时间。

当时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一切，如果

蒙古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

1268 年，忽必烈第二次要求日本臣服

的国书由朝鲜递交给日本九州镇西奉行。

日本政权此时为北条时政所掌控。日本认

为蒙古的国书中言辞相比历代中国国书极

为无礼，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在外交失败后，

忽必烈已经与五月和十月两次要求高丽进

行对日战争准备。

然而此时高丽武人林衍杀死了投降蒙

古的金俊，继续在江华岛与蒙古为敌，加

之忽必烈将重心转移至南宋，使得此次的

战争准备不了了之。虽说军事准备不了了

之。然而各方使节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蒙

古至元六年（1269 年）二月和六月，蒙古

继续第三、第四次对日派遣使节。随后高

丽三别抄迁移珍岛抵抗。1271 年中，蒙古、

高丽联军攻打珍岛，三别抄寡不敌众，珍

岛失守。三别抄残部退至耽罗（今济州岛）

继续顽抗，并派遣使节向日本幕府通告蒙

古军队的攻日准备工作，还请求与日本政

府联合抵抗蒙古军。三别抄的使节到达不

久，蒙古的第五次使节团也抵达日本，同

时而来的还有严厉的战争威胁。

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
蒙古使节的战争威胁，与三别抄的预

警消息相结合，让日本人明白这次蒙古人

真的要打过来了。不过，日本对三别抄的

结盟请求采取了日本传统的“默杀”（即

不予回应，默然无视）。随后日本的使节团，

跟着元人到了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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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使节团沿着朝鲜半岛，进入元

朝首都大都（1271 年忽必烈称帝，国号元）。

日本使者沿途看到在高丽金州所驻扎的庞

大元朝船队和军队。本就想侦查元朝企图

的日本人却得到了元朝的安慰，说那是针

对三别抄的，只要日本不插手，就没有你

们的事。

元至元九年（1272 年）四月，日本使

节回国。元至元十年三月，第六次，也就

是最后一次元朝使节抵达日本。四月，蒙古、

高丽联合军，乘坐军舰一百六十只，军队

一万二千人，攻破济州岛，三别抄残部除

极少数人逃至琉球外，其余全军覆没。同年，

南宋襄阳城失守，南宋国门洞开，主力尽失，

已无继续抵抗能力。至此，元朝远征日本

的一切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期去往日本的元朝使节赵良弼，这

样告诉元世祖忽必烈：“臣居日本岁余、

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

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

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

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

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他的意

思是，自己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看过日

本的风俗习惯，居民好勇斗狠，喜欢用武

力解决争端，不孝敬父母，没有上下尊卑

的观念。而且日本国内多山地河川，少有

平原耕地，就算打下来了，隔着大海，也

没法役使当地人，得到了土地也不能创造

多少财富。而且军队渡过海洋，不知道风

浪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危害。跨

海远征日本，就等于将本可以用在其他地

方的力量，去填无底洞。性价比太低，不

如不打。

赵良弼这样说是有其原因的。当时赵

良弼身为正式使节，日本方却不肯让其直

接进入本国首都，留置在九州太宰府。按

通行国际惯例，这种行为本身是相当无礼

的。元至元八年（1271 年）九月十九日，

赵良弼率团（第五次外交团）到达日本。

但其实之前的九月十三日，日本京都就已

经在讨论朝鲜残余抵抗势力三别抄的要求

了。虽然日本“默杀”了三别抄的请求，但

幕府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蒙古来袭的战争准

备了。当时，执政北条时宗命令东国御家

人在九州一带镇压恶党，即不服从幕府方

的地方武装势力。完成战场准备之后，元

至元九年（1272 年），北条时宗设置了“异

国警固番役”，以蒙古军队入侵为前提，

在筑前、肥前两国以及博多港可登陆的要

害地区，调集军队进行军事戒备，由镇西

奉行少贰资能、大友赖泰两人为总指挥。

『肥后小代文书』关东御教书「（上包）

「北条相模守时宗 北条左京大夫政村」蒙

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所差遣御

家人等于镇西也、早速自身下向肥后国所

领、相伴守护人（名越时章）、且令致异国

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悪党者、依仰执达

如件、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北条

时宗）（花押）左京権大夫（北条政村）（花

押） 小代右卫门尉（重俊）子息等」

赵良弼在九州长期滞留，对日方这些

戒备肯定有相当了解。而其作为第六次元

朝使节前去日本的元至元十年（1273 年），

日本渡海禅僧桂堂琼林从南宋回国。前文

所提到的杭州径山寺主持虚舟便是其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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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师傅。回国前，虚舟将自己的法衣、

顶相（宋元之际佛教流行的祖师画像）赠

予琼林。南宋是蒙古的敌国，在南宋首都

临安府（即今浙江杭州）附近学习的琼林，

不可避免的受到宋人对蒙古态度的影响。

蒙古人当时的残暴虐杀行为，也是受到佛

教禅宗思想所抵制的。琼林归国后作为南

宋方的代言人，对幕府方游说，进行反元

活动。赵良弼在这种敌对氛围中进行具有

蒙古特色的高压外交行为，结果也可想而知。

远公不出虎溪意

非是陶明谁赏音

欲话个中消息子

蒲轮何日到云林

外国高人来日本

相逢谈笑露真机

殊方异域无差路

目击道存更有谁

这是崇福寺主持南浦绍明写给赵良弼

的诗。由前文所交代的，崇福寺本身就有

很深的南宋禅宗背景，南浦绍明本人也是

南宋留学回来的僧侣。赵良弼在大宰府滞

留期间，经常与南浦绍明进行诗歌唱合。

因此，软硬兼施之下，在当时襄阳还未曾

失守，三别抄还在顽抗的背景下，高丽残

党三别抄、日本、南宋之间在元朝使节面

前的互动，使得赵良弼对忽必烈做出那样

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赵良弼的“有

用之民力”，在其当时的背景看来，是针

对南宋和高丽抵抗组织三别抄的，忽必烈

当时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在三别抄和南宋相继败亡后，“日

本民风剽悍、路途遥远，风险极大”的描述，

却成为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的重要诱因。

忽必烈的想法是：借着东征日本，把高丽

剩余的武人们送去消耗掉，并且在征发船

只的时候，还能顺便压榨一下高丽的国力，

可谓一举三得。

元至元十一年 （1274 年），元世祖忽

必烈下令开始东征日本。蒙古的第一次东

征，日本人所谓的“文永之役”爆发了。

然而对于习惯了疾如风般骑兵作战的

蒙古人来说，海战是个陌生的领域。因此，

第一次东征时间显得极为紧迫，准备也相

当仓促。于是最后连蒙古人都感到此次船

◎ 南浦昭明（兴德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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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够了。于是这时蒙古人想起了一个高

丽人。

这个高丽人叫洪茶丘，他的父亲叫洪

福源。洪福源本来是高丽北部的守备军人。

蒙古入侵的时候，洪福源投降了蒙古人，

后因攻打祖国很卖力，因此做了耽罗军民

总管府的管领，管理归附元朝的高丽军民。

然而好景不算长，受到蒙哥汗重用的高丽

宗室永宁公王綧，因不满洪福源欺辱高丽

朝廷的行为，与高丽朝廷合谋，通过其蒙

古王族的妻子，把这个为蒙古卖命远比为

祖国积极的朝鲜人斩首了。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袭了其父官

职的洪茶丘，自然对高丽政权百般刁难。

例如元至元九年（1272 年）七月，有日本

船停靠到了朝鲜的金州。虽然此时高丽和

日本还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气氛已然

很紧张。庆尚道安抚使曹子一怕洪茶丘借

题发挥，便让日本船离开了。可惜怕什么

就来什么，很快，这事就被洪茶丘知道了。

于是曹子一被洪茶丘逮捕，想拷问出“高

丽和日本勾结的证据”。曹子一倒是颇有

骨气，严刑拷问之下也没有承认本就没有

的“高丽和日本勾结”。高丽遣使张暐，为

曹子一鸣冤。洪茶丘看看事不可为，既然

这次报复高丽朝廷不成，就拿曹子一当了

替罪羊，于是曹子一就被洪茶丘所处斩。

这 件 事 情，让 蒙 古 人 觉 得 让 洪 茶 丘

去压榨高丽人一定很有效率。于是，洪茶

丘被任命为了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在元

至元十一年五月蒙古东征军到达之前，洪

茶丘已经用以极高的效率，从祖国榨出了

三百条大船，六百条小船，一共九百条军舰！

在这么短的时间造了这么多的军舰，

对高丽而言是极大的负担。高丽所言“民

甚苦之”，同时因为高丽的技术水平和工

◎ 韩国西海地方渔船各部构造（水产试验场 渔船调查报告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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