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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中琉关系研究》内容简介：明王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遣行人杨载诏谕
琉球，此为明代第一次遣使琉球。诏日：“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
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
，将兵四征不庭，平西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
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日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
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人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
尔其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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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对在华病故或遇难的琉球使臣之厚恤康熙帝对琉球使臣礼遇还体现在对在华病故或
遇难的琉球使臣极为厚恤。由于中琉航道艰险，使船经常遭风遇难，再加上生活、气候不适等因素，
不少琉球使臣不幸在华病故或遇难，据《历代宝案》和《久米村系家谱》统计，康熙朝在华病故或往
返途中遇难的琉球使臣达9位，仅正议大夫以上的使臣，就有7人在华过世。其中，病故的有王明佐（
王怀楚）、毛得范、蔡灼、杨联桂，在往返途中遇难的有郑职良、毛弘健、陈其湘。对于在中国病故
的琉球使臣或从人，清政府一贯采取厚恤政策，尤其是康熙帝，赐以谕祭御碑，“建于基左，永为荣
光”。目前发现的王怀楚之墓碑就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由清皇帝为琉球在华病故使臣钦赐祭葬的墓碑。
王怀楚，字明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紫金大夫，随王舅毛国珍率谢恩使团人京奉表贡方物，
谢袭封恩。王怀楚因途中积劳成疾，不幸病故福州。康熙帝特颁旨钦赐祭葬，碑文为：“钦赐祭葬琉
球国紫金大夫怀楚王公葬礼康熙丙寅岁孟夏吉旦立。”此外，康熙十九年（1680年）病逝杭州、葬于
福州的琉球耳目官毛得范之墓亦有康熙的谕祭御碑。碑文如下：“钦赐祭葬维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十五
日立，皇帝谕祭琉球国正使毛得范之灵，日：远人归化之义，入贡天朝，国家隆恤死之恩，均为施外
域。尔毛得范因使人贡，跋涉远来，黾勉急公，间关况瘁，方期早竣劂事，不意在途遥殒，朕用悯焉
，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尔如有知，尚克歆飨。岁次壬午年孟夏吉旦立。”同样，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病逝葬于张家湾的琉球进贡使正仪大夫杨联桂亦得到康熙的谕祭御碑。以上充分体现了
康熙帝怀柔远人之政策。此外，对遭风遇难的琉球使船，康熙帝亦予以厚恤。康熙三年（1664年），
为庆贺圣祖登极及为世祖进香，琉球国遣王舅英常春、正仪大夫林有才率领庆贺进香使团携礼品入贡
，不幸船至梅花港时倾覆，进贡方物及人员均漂溺。对此，礼部议：“其水溺死人六名，如系官员，
理应赐恤，查系从人，应照例各给棺材、俩绸各一匹”。康熙亦谕旨：“其飘失方物应免补备”。不
仅如此，礼部还照例赏赐琉球国王蟒缎等二十匹、敕一道，王舅、正议大夫、通事从有亦各赏有差，
并且“中途病故使者一员吉保祥赏彩缎二、表里布四匹”。赏赐照例在午门前颁发，礼部照常筵宴二
次，其余留边人员的赏赐亦交付英常春带到福建。礼部还下令福建布政使司照例筵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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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中琉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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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里面开的货单真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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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清代中琉关系研究》的笔记-第1页

        清代中琉经济贸易对福建社会经济的影响
摘要：明清时期，福建为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口岸，福建在中琉贸易关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地
位，中琉之间的贸易也对福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中琉经济贸易；福建社会经济。
正文：
 中琉之间的关系根据史籍，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朱宽等出使琉球。中琉之
间的正式的藩属关系建立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入贡。从明至清的五百年间
，中琉之间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也随之发展。
 清朝时期中琉贸易活动，就形式来看，有封贸易和私人贸易。封贡贸易又分为册封贸易与朝贡贸易。
册封贸易即指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琉球从事的贸易活动。朝贡贸易是指琉球国向中国朝贡同时也进行
民间的贸易活动。
清代的中琉贸易,以册封贸易和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进行友好贸易往来。由于清代使臣赴琉球的次数
不多,据史料记载,清朝一代总共只有八次,而有关随使臣船队带向琉球的中国货物的记载则更少,目前所
见到的、记载比较全的只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使赴琉球后,琉球所记载的一份货物清单,即所谓“
冠船之时,唐人持来品货物录”。因此，清代中琉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琉球向清朝政府进献方
物的形式，即朝贡贸易展开的。“琉球通过定期向清朝政府进贡,或不定期谢恩、贺登极、贺寿等形
式,向清朝政府进献方物。清朝政府则对琉球王及贡使、官伴人等进行赏赐。这既是维系中琉两国之间
关系的一种形式,也带有物物交换的色彩。同时,琉球贡船、接贡船、谢恩船等来中国时,琉球政府和随
船官伴人等还带来大量土产及银两,返掉时又购买大批丝绸、缎匹等中国货物。无论从货物品种,还是
从贸易形式上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琉贸易。” ①
中琉朝贡贸易的整个过程大概是：琉球贡船到闽后,首先在亭头怡山地方湾泊,当即行文福建等处承宣
布政使司衙门,由司伤委福州府海防同知查明该船来由,并拨兵防护,吊进内港,然后移会福州城守营副将
及闽县典史会验执照、方物、防船军器及带来银两、土产、杂物等,查明使臣、官伴、水梢人数,安顿
入柔远馆骚。其所带土产等物税额,经福州南台口税关核实后,照例“全免”。然后由福州府海防厅委
员监看,招商贸易。监看官员要将每天来馆贸易商民及贸易货品仔细登记明白,每旬上报一次。贸易过
程中,不准闲杂人等人馆,以防不法之徒夹带违禁物品进馆。贸易的时间很长,少则二三月,多则半年以上
。贸易完毕后,将该船官伴人等数目及兑买丝绸、缎匹等物品种、数量、应征税额一一登记清楚。按照
规定,带回货物,其税亦“均免征输”。这些手续办完后,最后移行闽安协并福防厅押发出口,取具长行日
期甘结后上报。接贡船进口后,除其人员尽留闽外,其他情形与贡船相同,贸易完竣后,待贡使回到福建后
一道返掉。至此,一期进贡贸易完全结束。
清代档案史料的记载表明,“琉球朝贡贸易以官营为主,使臣及官伴人等也带有少量土产和银两,返掉时
同样顺带一些中国货物。而中国则官、商、民皆参与交易,清朝政府主要是进行一些组织工作,招商民
与其贸易。”②
由于琉球西隔东海，与福建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福建在中琉长达五百余年的友好关系中起了重要
的连接作用。
明清时期，福建均为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口岸。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福建造船、招募使团人员，福
建是册封琉球使团起程和返航的地点；琉球来华进贡使团均在福建上岸，进京人员均由福建政府派人
全程护送，其余人员在福建修整并从事贸易活动或其他学习活动；琉球政府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在福建
学习各种生产技术；为了发展中琉友好关系，明政府还曾颁令让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等都说明
了福建在中琉的之间的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贸易交通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朝时候，尤其
是福州港，在“清一代福州仍是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港口，中国历次册封琉球都从福州港往返，并
且在福建招募册封使团从役”③由此可见，福建在中琉经济贸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而正因为，福建在中琉的经济贸易关系中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清代的中琉贸易也对福建的社会经
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中琉贸易对福建手工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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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晓望在《清代中琉贸易与福建手工业》一文中，列出琉球从中
国采购的商品包罗万象,共有68种,有纺织品、文房四宝、日用品、食品、药类,化妆品等等,大致反映了
清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并对产自福建的纺织品、日用品（雨伞、纸品、墨、扇、皮箱、漆、香料、磁
器、锡器、竹器、胭脂、牛筋、银朱等）、食品药品类（茶叶、白糖、冰糖、桔饼、蜜浸糖料、蜂蜜
、胡椒）进行分类考证，同时将这些68种商品分为产于福州、产于福建（福州之外）、产于外省、产
于海外诸国四个类别并进行数据统计，最后发现：产于外省与海外输人商品较少,占福建商品总额
的20%,而产于福州与福建的商品占80%,这表明琉球在福建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福建的土特产,而且主要是
福建手工业的产品,这无疑促进了福建手工业的发展;其次,虽说琉球是一个海岛国家,但由于日本海禁政
策的影响,琉球所需要的一些海外产品从福建转购;再次,原产于福州的商品远少于原产于福建的商品,这
说明琉球在福州采购的商品内,大多是从外地运来的。④
除了这些与中琉贸易物品相关的福建手工工业,如造纸、漆器制造、榨糖业、制瓷业、竹编工艺等,都
因中琉贸易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外，还有福建的造船业也受到了中琉贸易的影响。“一是福建为中国册
封琉球使团建造册封舟;一是福建为琉球国提供和维修相当部分的贸易船只。明清时期,中国政府规定
福建是通琉球的唯一口岸,因此册封舟要在福建建造,而且福建的造船技术和资源在全国都是居于领先
的地位。由于是朝廷命官出使外域,所以对造船的技术质量方面要求就比较高,这无疑促进了福建古代
造船工业的进步。中琉贸易对福建造船业起推动作用的另一方面,是指琉球国所需的航海贸易船只基本
上也是福建提供的。琉球国在福建修船、造船、买船、租船活动,都是福建造船工业大踏步前进的动力
。” ⑤
其次，中琉贸易推动了福建商业的繁荣。
在册封贸易和朝贡贸易中，历次册封琉球使团都是在福建造船、招募使团役从,使团往琉球贸易所需运
载的货物,均在福建置办。而琉球进贡使团到福建后,除了其中的二十五人被允许晋京,余者数百人皆在
福建安歇,从事学习、贸易等各种活动。因此他们回国所携带的货物,可以说绝大部分也是在福建置办
的。中琉贸易的兴盛,无疑对福建的商品市场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尤其是福州和福州港的贸易发展。
明朝时候，福州港成为琉球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并且在福州出现了特殊的团体琉商。可见中琉贸易
对福建商业的繁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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