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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明太祖的信仍然是以平等的态度、诚恳的语言，阐述倭寇之祸，表达了“共保承平”的良
好愿望。怀良亲王对明廷的诚恳劝导有所理解，又加上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对南朝不利，都促使怀良为
摆脱被动局面而改变对明态度，对明使赵秩等以礼相待，“下堂延秩，礼遇有加”②，并于洪武四年
（1371年）十月派遣僧人祖来随其入明朝贡。《明太祖实录》（卷68）记载称，“日本国王良怀（怀
良），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
。“至是，奉表笺称臣，遣祖来随秩入贡。诏赐祖来等文绮帛及僧衣”。 祖来一行来明，可使明廷得
知日本国内的局势，以及怀良并非日本国王，只是一名亲王，而博多、大宰府也不是日本京师，在京
都另有朝廷和天皇。 明廷了解到日本实情后，在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祖来一行回国时，即遣嘉兴
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阐祖和金陵瓦官教寺住持无逸克勤等八人为使相送。明廷意在借此机会与京都的
天皇建立联系。祖来等人带着明廷赐与怀良的《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多种礼物，于同年五月三
十日抵达博多。察知了明使意图的怀良亲王，为了阻止明与北朝发生交往关系，便将明使留居在圣福
寺。 这时，正值今川氏与菊池氏在北九州征战。前者拥护北朝，而后者则拥护南朝。当年八月，今川
氏获胜并且进入博多，怀良亲王与菊池氏败退至高良山。 进入博多的北朝将领误认为明使祖阐等是怀
良遣人赴明乞师请来的支援者，明使无逸力辩始得释疑。但在其被怀疑期间却无人供食，只得“以衣
货食”。当年九月初，明使祖阐致书京都天台山座主尊道，请其将明廷禁寇与友好通商的意向转告日
廷。天台山座主尊道将信转呈北朝室町幕府（亦称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
）。义满即命人召祖阐等至京。祖阐等一行于日本应安六年（1373年）六月二十九日抵达京都，入住
嵯峨的向阳院。祖阐向日廷申明来意，是为了禁寇和通商结好，“王悦”并令臣下告知明使将遣使至
明①。十月，祖阐一行由博多起航回国，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五月底返抵南京，报告出使日本
详情，受到明太祖的奖励与赏赐。 与明使祖阐一行同时抵达京师的还有日本南北朝的使者。祖阐奏明
北朝将军遣僧人椿庭海寿奉表并进呈马匹，明太祖即命予以接受。次日，南朝僧人闻溪宣等贡方物与
马，太祖则命却之②。由此可见，在明洪武七年（1374年），151本的南、北朝当局均愿与明廷建立“
朝贡”关系，即贸易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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