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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中國明末清初」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報導

商海鋒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於二○一五年展開以「中國文學文

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為題的三年計畫，繼三月二十六日

至二十七日於文哲所主辦「戰爭與修辭」論壇之後，文哲所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於五月三十日與三十一日在東京大學伊藤國際會議中心，共同主辦「世界の中

の中国明末清初」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參與會議的十位學者分別來自臺灣的中央

研究院和政治大學，以及日本的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本次會議開幕式由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高見澤磨教授、文哲所副所長廖肇亨教

授致辭，兩位教授介紹本次會議的緣起，並指出會議探討的課題涉及明清之際中國

學術的思想、文學、藝術和語言四大面向。明末清初是中國不同時期易代之際文化

生產最豐富的時代，清末民初的諸多活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近代化進程，都十分看

重明清之際的歷史詮釋。更重要的是，在十七世紀的明末清初，不僅東亞各國交往

十分活絡，並且東亞與歐洲各國之間也有直接的聯繫，此時的東亞真正步入了「國

際化」的時代。在簡單的開幕式之後，各分場展開熱烈討論。

第一場

主持人：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本報導由當時在東京大學實際參與會議的商海鋒博士撰寫，計畫主持人本所研究員廖肇亨先生負責

修訂。

* 商海鋒，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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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1. 嚴志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朝鮮文士筆下之錢謙益〉

2. 大木　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馮夢龍《三言》中的世界〉

第一場首位發表者為嚴志雄教授。嚴教授指出，錢謙益身兼明清兩代的高

官，乾隆稱他為貳臣，然而對於朝鮮使臣南九萬 (1629-1711)而言，朝鮮從高麗時

代一變而為朝鮮時代，「易鼎」也成為他們的關鍵詞。故而南氏寫成《甲子燕行雜

錄》，以秦喻清，與明清之際的詩學關鍵詞是相同的。該錄最重要的是提及了錢謙

益的兩首詩。細讀錢氏的這兩首詩，詩史互證，《春秋》筆法寓於其中，寄託了深

沉的褒貶之意。此外，錢謙益詩集中的「歌」字韻，值得單獨整理，常有深意，如

〈和徐禎起〉、〈簡侯研德並示記原〉等皆是。十七世紀南九萬的見識不凡，對於錢

氏此類詩歌之深意極有闡發；這一時期的《燕行錄》比其後若干世紀的筆談集都更

加深刻，文筆也更好。大抵乾隆對錢謙益展開批判之前，朝鮮文士都對牧齋大為仰

慕。嚴志雄教授在會中也提出有意將明末至清末所有朝鮮使臣關於錢謙益的材料，

整理集中出來，其中當有許多尚待發掘與開展的學術議題。

第二位發表者為大木康教授。大木康教授指出，十五至十七世紀，是世界範圍

內的大航海時代，也正是中國、朝鮮、日本三國彼此互動頻繁的時代。冒襄《影梅

庵憶語》中的一條資料，曾提及以西洋衣料為董小宛製作衣服，而馮夢龍的《雙龍

記》中有一段倭寇將軍說倭語的情節─難道馮夢龍學習過倭語嗎？明末清初出現

不少與日本相關的書籍，例如《日本考》，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知和想

象。而現在看來，似乎四百年來，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前後變化並不大。馮

夢龍的《三言》對了解晚明江南文人對異國的認知，可謂絕佳史料，例如《杜十娘

怒沉百寶箱》，提及萬曆皇帝平定的三處寇亂，其中一個就是豐臣秀吉。《三言》

是天啟年間的出版物，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前不久，主人公李甲正是作為時代背

景裏的「納粟監生」進入京師，因而見到杜十娘。最後大木康教授列舉出《三言》

中可見的異國，包括：（一）蒙古、滿洲、西域、西南地域，（二）日本，（三）越

南等東南亞國家，（四）印度，（五）波斯等西亞國家。僅如《古今小說》（即「三

言」之第一部《喻世明言》）第十八卷的〈楊八老越國奇逢〉，就涉及了域內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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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蒙古、渤海、洞蠻，和域外的日本，如此廣大地域的故事。

在會議討論時，本場主持人劉苑如教授提出：大木康教授的報告中，《三言》

裏因為戰爭與貿易兩個原因，帶動了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流動。嚴志雄教授探討朝鮮

文士筆下的錢謙益，亦是適當地將其置於東亞視野之下，可謂錢謙益經典化過程的

一部分，這一過程也涉及當時的周邊國家。南九萬堪稱是錢氏的理想讀者。廖肇亨

教授指出晚明復古派在朝鮮的接受也十分廣泛，過去，朝鮮詩人追隨復古派的傾

向十分明顯，而錢謙益正是標舉反對復古派旗幟的旗手，錢謙益在朝鮮的接受史

與詩學恐不能無涉，若從周邊文壇看明清文壇的改變，也很有意義。而日本方面，

在十九世紀賴山陽的詩歌中，錢謙益已是投降派的負面形象了。另外物質文化在東

亞也是大有發展的可能，如《天工開物》、《物理小識》等書，都是依靠和刻本回

流才有足本或者善本，是否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夠重視物質文化，才將原書完好保

存在日本？關於《三言》一書，好的版本都在日本，很早就被購買而流傳到日本，

現在都已經太習以為常了，但中國為什麼沒有完整的版本流傳？除了歷史的偶然性

之外，是否有特別的原因有以致之？值得深入思考。京都大學木津祐子教授補充說

道：豐臣秀吉也曾學習過中文，他在扇子上題寫漢文詞彙，如「拿茶來」。晚明有

關日本的著作很豐富，如侯繼高《日本風土記》記載了日本的山歌、和歌、民間故

事，晚明中國人對日本的介紹和翻譯，有什麼意圖？即使遭受倭寇擾亂，當時人對

日本仍感興趣此一現象，亦值得探究。

第二場

主持人：嚴志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戰爭之後：從晚明兩部小說談解冤釋結〉

2. 板倉聖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張瑞圖的繪畫及其接受史―以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藏作品為中心〉

本場首位發表者為劉苑如教授。劉教授著重討論兩部晚明小說─孫高亮的

《于少保萃忠全傳》和方汝浩的《禪真逸史》。劉教授認為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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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以這兩部小說中關於戰爭與「解冤釋結」的主題，特別具有現實意義。前者

成書於萬曆年間，後者成書於天啟年間。《禪真逸史》於江戶時代中期傳入日本，

值得我們注意，該書涉及佛教與道教「劫」的概念。劉教授在研究中利用臺灣資訊

所與荷蘭萊頓大學研發的兩種數據庫，透過文本標示的功能，統計了兩部作品中

「誰在喊冤」的文本內容，發現《于少保萃忠全傳》的主人公生前為民眾喊冤，死

後才為自己喊冤。劉教授指出關於如何解冤，從六朝、隋唐、宋代，到明清時代，

在脈絡上可見其變化。

第二位發表者為板倉聖哲教授。板倉教授指出與董其昌並稱為晚明四大家的張

瑞圖，其形象變化約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階段，因涉入魏忠賢逆案，清代人把他

定位為罪人；第二階段，民間認為他是水星下凡而收藏他的作品；第三階段，透過

黃檗宗東傳至日本，張瑞圖與黃檗宗的幾位僧人交往密切；第四階段，張瑞圖在古

董熱潮中再度受到高度評價。江戶時代的古董商曾抽掉張瑞圖作品上的作者落款，

冒充元代僧人的作品，以覬覦高價。張瑞圖的繪畫也成為日本畫壇的模仿對象，市

面上的贗品很多。靜嘉堂藏有三幅張氏的畫作，都是張瑞圖退官歸鄉的作品。存世

不少名家畫作都有張瑞圖的題跋與印章，尤其是吳派的作品，例如文嘉、戴進等

人，即使題跋被後人割裂，也能考證出其與張氏彼此之間的關係。張氏的山水畫

風格，是以元末四大家的造型為基礎來發展。在日本則有相當多的畫家，直至近代

都模仿張氏的畫作。張瑞圖本人一方面受到五代、北宋山水畫風的影響，一方面也

受到佛教繪畫的影響。最後，板倉教授強調，張瑞圖的形象應該要反省與突破過去

強調政治影響限制的觀點，重新定位張瑞圖為明末文化交流風潮中表現突出的書畫

家。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廖肇亨教授提問，黃檗宗的書法是否受到張瑞圖的影

響？實際上萬福寺也藏有張氏的作品，例如對聯，這是一個絕佳的討論課題。此

外，針對劉苑如教授的研究，廖教授指出，在西方文論中，罪惡感和西方文化中的

現代性關係密切。現在談論懺悔，都以為是受到西方基督宗教的影響，其實絕非如

此。冤的概念雖於佛教中流行，但佛教觀念中主要是因果報應，也就是報冤，而非

解冤。公案小說從宋代到元代的流行，表明人際關係會越來越成為敘事作品喜歡表

現的主題，因其具有更多的社會性。明代文人喜歡把這類問題提出來公眾化。這方

面的議題，未來應可展開更多的研究。林桂如教授指出，關於《于少保萃忠全傳》

六到十二回的情節內容的象徵性為何？因其與于謙的生命歷程極其相關，從結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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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人民伸冤是于氏功績的一大部分，正是這部分，可以突顯于謙冤情之重。社

會中的工商階層在那個時代，已越來越成為一個可以發聲的階級。劉瓊云教授亦針

對劉苑如教授的文章提問，她認為兩部作品的時代性其實有所不同，劉教授將兩部

作品並置的原因可做更清楚的解釋。此外，因為兩部作品出版都是來自杭州同一出

版集團，劉苑如教授半年來閱讀了此一出版集團的十幾部小說作品，因此觀察的角

度也可加入出版文化的面向。劉瓊云教授最後指出，清初是小說發展史的關鍵時

期，某些作品消失，而某些話題被提出，尤其是「冤」的話題。這兩部作品，其實

代表兩種不同的階級如何處理「冤」這個主題。嚴志雄教授最後針對板倉教授的研

究指出，如何更好地解釋張瑞圖的第四階段，即為何他的作品在今日被古董界如此

看重？這應是值得探究的文化議題。

第三場

主持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發表人：

1. 木津祐子（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論　題：〈17、18世紀域外的「敘事」―以唐通事和荻生徂徠為例〉

2. 劉瓊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論　題：〈從異議者、術士到忠臣：明末清初小說戲曲中的「靖難」與程濟〉

本場第一位發表者為木津祐子教授。木津教授指出，在以中國為核心向周邊

地區發散的漢字圈或漢文圈，由於「當地」與中國的距離，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訓

讀，而在各種訓讀的現場，伴隨而來的還有被本土化的中文書面語「漢文」。木津

教授從唐通事的擬作話本小說以及荻生徂徠的對古文辭的提倡，來討論兩種不同的

訓讀情況，探討如何汲取「敘事」此一要素，而「敘事」的重要性又是如何在其中

體現。首先，長崎的唐通事，或者琉球的久米村通事，他們不僅是中介者，同時也

是白話小說的模擬創作者。然而，長崎和琉球的擬作話本小說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這反映出兩者對於中國的認識以及作者自身的相當不同的立場。在荻生徂徠的古文

辭學中，徂徠將過去日本的訓讀轉化成新的形態，例如朱熹《大學章句》，他認為

日本人若根據和訓來模擬漢文的話，可以說是假冒的漢文。如果只看訓讀文，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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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閱讀原文，不太考慮原文的語序應該如何，這將會歪曲、誤解原本的中文，所

以應按照唐話原本的語言去理解，故而提倡所謂的「崎陽之學」，也就是長崎的學

問，從而成為中華人，但這種想法過於理想而未能實現。在長崎唐通事創作白話小

說中，主要採擇身邊的歷史故事撰寫小說，目的多半是為了教化，或者為了翻譯的

工具性而進行的創作。荻生徂徠主張默讀，提倡所謂讀書不如看書的觀點，根據吉

川幸次郎的《徂徠學案》，秦漢古文辭是簡而文的，相對而言，宋代以來的語言是

冗而俚，訓讀文像今言，所以是日本學者要改變學習的對象。

第二位發表者為劉瓊云教授。她指出，託名程濟的《從亡隨筆》是晚明建構

出來的一部關於靖難的作品。靖難故事經歷整個明代，架構與內容如滾雪球般越來

越大，亦越來越精緻，《從亡隨筆》即為其中一部代表作品。劉教授指出，各個不

同階層，從高官到中層士人再到底層民眾，其心目中的程濟形象並不相同。程濟的

故事，首先見於史書，其後是《續英烈傳》，接著是陸人龍的《型世言》、周楫的

《西湖二集》，再到黃道周、周亮輔的《廣百將傳》，從明代前期到明清之際，每部

作品所側重的內涵皆有十分重要的變化。關於忠臣與正統，以及歷史的認知，若以

程濟故事為核心的相關文本來展開探究，便能觀察到諸多演變的脈絡。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廖肇亨教授指出若把程濟擺在名將的序列來看，明顯是

安置錯位，但關鍵不是錯位，而是為什麼錯。此外，當史料少的時候，不妨多談人

物的塑造，但當史料豐富的時候，則應更多關注史實的重新發掘，比如目前發現大

量姚廣孝的史料，這部分可以從護國佛教的角度重新梳理。朝鮮通信使曾經在江戶

買到中國小說，例如《平山冷燕》之類的禁書，這與檯面上詩文的文戰有所差異，

說明不同文體在當時國際交流當中的不同作用。李奭學教授針對木津教授的研究，

特別提出在西班牙、法國的國家圖書館，看到利瑪竇練習語言的時候，亦寫成了似

乎是白話小說的文本，這與日本唐通事的書寫行為很有相關性。因此可思考是否江

戶時代也有來日的西方傳教士，有過類似的行為和文本創作，因為事實上，西方傳

教士曾根據《聖諭十六條》有過類似的創作。另一方面，長崎唐通事則利用話本、

章回小說的框架創作。此外，朝鮮通信使也曾利用了與之不同的小說文本資源，進

行漢文再創作。嚴志雄教授指出，建文帝故事的情節越來越多，變化多端。另外，

嚴教授提問《姜氏祕史》一書是否能定位為史書？還是已經接近史書的小說野史？

以之作為建文帝、程濟史書中歷史形象的基準是否合適？而程濟之護主，與宋代的

陸秀夫是否相同？嚴教授最後指出，即使是正史，也不過是一種歷史書寫，一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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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記憶，所以其實程濟的所謂原型，不是工作的重點與起點。《姜氏祕史》這樣的

記錄，只是一個起點，相對於後代的文本而言，它也是一種歷史重層疊加的情形，

近於口述歷史，因此可以善加利用。

第四場

主持人：大木　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耶穌不滅孔子，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

2. 新居洋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

問學人）

 論　題：〈傳入歐洲的明清思想：以入華耶穌會士錢德明的報告為中心〉

本場第一位發表者為李奭學教授。李教授在開場時提到，此文亦是為紀念恩師

余國藩教授而作，余教授今年甫去世。李教授提到：康熙年間馬若瑟來到中國，立

志研究中國文學，他是第一個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的人士，其譯本影響了西方

「孤兒」文學形象的傳統，並從法國傳播至英國、德國到意大利。此外，馬若瑟也

翻譯了《詩經》，他有自己的一套翻譯思想，亦有以拉丁文撰寫的《漢語札記》，

從一開始就學習中國的經典。《儒交信》寫的是中國儒士如何接受《宗徒信經》這

部天主教典籍。當時羅馬教廷不許中國教會翻譯《聖經》，因此當時東亞國家如中

國、日本的教會，只能翻譯一些經典的教條，例如《聖母經》、《宗徒信經》等。

馬若瑟創造性地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將《宗徒信經》改寫為中篇小說，以利該書

在中國流傳。李教授指出，天主教講天人之際以及生死之際，但儒家或儒教不太講

這些問題。在《儒交信》這部作品中，虛構的儒士李光與司馬溫古辯論，從而領受

了天主教的信仰，而馬若瑟的自號就是「溫古子」。最後，一九四二年出現了該書

的鉛字印本，故其版本不只有抄本。

第二位發表者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新居洋子博士。新居博士指出：從大

航海時代的十五世紀開始，至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東亞成為世界貿易網路的中心之

一，澳門和長崎是其中的據點，有各種商品和人物的流動。十六世紀末，東西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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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開始相互流動，中國學問真正開始向西傳布。十七世紀葡萄牙勢力衰弱，新興的

荷蘭、英國、法國開始取而代之，保護耶穌會士前往東亞傳教，他們將大量中國的

信息、知識輸入歐洲，例如儒家思想、政治體制等，對西方的啟蒙思想產生了很大

的影響。法國的錢德明便是其中最後一代的代表人物，錢德明於一七五〇年入華，

在北京去世，任職於中國宮廷，在內閣蒙古堂翻譯俄羅斯文、拉丁文，是法國政府

最重要的通訊員。新居教授進一步說明：錢德明引用的文獻多為漢文、滿文，最頻

繁討論的問題涉及三個方面，即中國歷史、《孔子傳》和陰陽理氣論。錢德明之前

的耶穌會士也曾寫過許多中國報告，他們主要參考《資治通鑒》、朱熹《資治通鑒

綱目》、劉恕《資治通鑒外紀》、金履祥《資治通鑒前編》，即明代《綱鑒》類書

等各種漢文文獻。錢德明則有所不同，一七六九年完成了《中國帝國普遍史紀年摘

要》，談到《七十子譯本聖經》與中國上古史的相同點。而且他主要參考滿文文獻

及清朝欽定的《歷代三元甲子編年》，並批判了前代耶穌會士參考的文獻非「真正

的」資料，也就是不可靠的文本，比如《綱鑒》等通俗文本，以及「註釋」等越出

「正文」的文本。所謂正文，指的是《書經》、《通鑒》的正文等，這些都反映了乾

隆朝的滿文文化認同運動。錢德明的《孔子傳》主要參考了明清書籍，也反映了明

清孔子的神聖化傾向。朱子的《四書》新註是明清中國儒學的正宗，耶穌會士面臨

明清時代宋明理學理氣論與耶穌思想調適的難題，故著重參考《性理大全》。錢德

明還撰寫了《中國古今音樂論》，引用了大量朱載堉的著作。最後，錢德明的著述

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擇文傾向、他與明清中國思潮間的關係，以及明清中國學術

思想西漸的歷程。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木津祐子教授提出，若觀察馬若瑟的文本，既有白話，

也有文言的成分，兩者混融的趨勢十分明顯，為什麼使用這樣的語言？實際上《儒

交信》所用的白話文是非常道地的當時白話，受到《西遊記》、《水滸傳》和馮夢

龍的文本影響，所以很像明代的白話章回體小說。傳教士翻譯《聖經》，主要考慮

的是語言風格，不能使用《聖諭廣訓》這樣俚俗的語言或是普通的章回小說，也不

能用《金瓶梅》這樣使用太多方言的文本，所以最終選用的是《三國演義》，因其

介於白話和文言兩者之間。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生王雯璐提問時指出：

韓國有漢文書寫的傳教士小說被譯成韓文的情況。耶穌會士的漢文小說，在中國讀

者的接受這個問題上，有沒有研究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傳教士漢文

小說對於近代小說研究的意義越來越受到重視。今年六月，在復旦大學將召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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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近代傳教士漢文小說的會議，王德威教授正在寫近代漢文小說的新史，也納入

了傳教士的作品。《儒交信》因為有若干抄本，而且有排印本，所以影響力不會太

小。郭時獵的小說，有時候就是照抄馬若瑟。北京中華書局剛剛出版了一部新的天

主教漢文作品整理本，一百五十萬字，可以看出清代北京中下層教民的語言狀況。

第五場

主持人：塚本麿充（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 林桂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明末女教書之出版與貝原益軒〉

2.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論　題：〈明清之際東渡日本僧人獨立性易研究序說〉

本場首位發表者為林桂如教授。林教授指出明末和江戶時代的女子教育書籍

的出版，藉著觀察其書肆和相關的書籍版式，可以討論當時女子教養的庶民化。日

本的貝原益軒，著有《和漢童子訓》，其中引用了諸多中國女教書的內容，影響了

其後和文書《女大學》的創立。而萬曆時期黃魯曾的《古列女傳》是胡文煥錢塘文

會堂刊版的底本，胡本又成為和刻本的底本。一六五三年的和刻本存世最多，刊刻

的書肆集中於京都，少量在大阪，胡文煥的杭刻本今天已經亡佚，今人唯有通過和

刻本了解胡刻《列女傳》的面目。此外，雖然《列女傳》的明代版本極多，但和刻

《列女傳》只選胡刻為底本。其他女教書尚有《女四字經》、《女小學》、《大明仁孝

皇后內訓》、《女範》。《內訓》主要以貴族女子為教養對象。《女範》則引述了諸多

古代經典有關女訓的內容。貝原益軒是江戶有名的儒者，《和漢童子訓》中提到女

子七歲之前一定要學習漢字。《女大學》是圖文並茂的所謂「圖書」，畫了養蠶、

教育小孩的各種內容，出版地則在大阪。《女大學》的內容出自《和漢童子訓》，

但增加了服從夫君的內容，強調對於夫家父母的孝順要更重於女子本家，並帶有中

國、日本相關女訓內容集成的性質。藉由上述女教書之刊行與東傳的分析研究，對

於漢籍在東亞文化建構中的地位希冀能有進一步之認識。

第二位發表者為廖肇亨教授。廖教授指出獨立性易是著名的書法家，臺大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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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徐興慶教授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集。關於明清時期臨濟宗在東亞的傳衍流布，主

要代表人物為十七世紀越南的拙拙和尚和日本的隱元隆琦。相對而言，明清之際曹

洞宗壽昌派的海外流傳論者寥寥可數，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的石濂大汕和日本的東皋

心越，東皋心越則是江戶琴學之祖。宇治黃檗山萬福寺由隱元隆琦開山，一說張振

甫即是「崇禎三太子」；還有陳元贇號稱柔道之祖，朱舜水是水戶學之祖。作為文

化群體的渡日華人，則應把黃檗僧侶和當時的檀越結合起來探究，如黃檗山范道生

的雕刻，又如黃檗版一切經的出版等，皆是當時僧俗協同互動的結晶。獨立性易在

十七世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獨立本名戴笠，杭州人，明清交替之際

逃亡日本，入隱元隆琦門下，以醫術聞名，據說將人痘術傳入江戶，詩書畫無不精

通。獨立性易與黃檗宗僧團的關係略呈緊張，雖然修禪，但詩風激越。其異文化生

活的體驗很多，例如描寫看到更加紅艷的櫻花，與當代櫻花的色彩感不太相同。此

外，獨立性易亦寫富士山，描述得類似泰山，並使用諸多終南山的典故，尤其帶有

自身獨立人格的意味。他也看西湖，因為自身是杭州人，所以用西湖寄託鄉思。藉

由對獨立性易詩文及思想特質的闡發，能進一步挖掘其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意

義。

在開放討論與問答時間，塚本麿充教授指出：林桂如教授的研究，有助當代日

本人了解今日日本女性道德建構的來源。而獨立性易的書法與帶有閩習（即福建地

區的特殊風格）的黃檗宗風格大異其趣，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劉苑如教授在提問中

指出女教書當然不始於明代，但晚明確實是此類書籍發達起來的時代，女教書也屬

於類書的範疇。胡文煥本身就是杭州最有名的藏書家，所以會成為日本人接受的首

選。女教書除了道德教訓的一面，其中也有醫療或者化妝等內容，相信將來林桂如

教授也會進一步涉及討論。木津祐子教授認為獨立性易（杭州）、朱舜水（餘姚）

是浙江人，隱元隆琦是福建人，應該都帶有自己的家鄉概念。此外，唐通事也很有

地域性，而黃檗宗的僧團主要是福州人，所以獨立受到排擠也和福建人對於浙江人

的排斥有關。江戶時代每個人都需要屬於一個佛教宗派，因此唐通事很需要中國僧

團來到日本，以便有所歸依，這與江戶時代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當時中國僑民的

心態都有關係。嚴志雄教授認為廖肇亨教授的研究十分具有啟發性，他原來並不知

道獨立性易是這樣的遺民詩僧，他以為獨立性易的詩歌讀來相對淺白，少用典故，

確實很像禪宗的本色詩歌，是放開手腳寫作的。劉瓊云教授提到明末女教書傳到日

本，實際上這類書的傳播還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貝原益軒雖然推動此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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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較遲，但影響力卻不容小覷。在他之前還有《假名列女傳》這樣的《列女傳》

翻譯書，此後才出現相對獨立的日本女教書，如《本朝列女傳》（漢文）、《本朝女

鑒》（和文）模仿中國書，但換成日本的傳說故事。

總結討論

在總結討論時間，大木康教授首先解說本次會議名稱由來，本次會議與會的

學者們都是中國問題的專家，但為了申請經費與通過東大專團的審查，其中包括理

工科的教授，為了讓他們易於理解會議主旨，所以在本次會議的主標題特別加入了

「中國」二字。

廖肇亨教授認為本次會議之所以圓滿成功，最大功臣是大木康教授，在此代

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對大木康教授與東洋文化研究所表示感謝。廖教授

提議，也許每兩年文哲所都可以和東文研合作辦一次會議，讓這樣的會議未來制度

化。最後，廖教授認為以往中國學的研究，在方法與問題意識都受到美國學界的影

響，但將來應該更多引入日本學術傳統的影響，像內藤湖南、西嶋定生等大學者都

提出從亞洲出發思考亞洲的方法觀，所以應該在此基礎上反省中國學的方法論。總

之，要尋求新的研究範式，也要建立在豐富、堅實的文獻基礎上面。

李奭學教授認為歐洲文學在明清之際進入中國社會，許多歐洲著作都是先翻

譯成日文，中國則往往稍微晚一些，例如《伊索寓言》的翻譯，古代日本和中國採

用的翻譯策略是非常不同的。另外，像《聖若撒法始末》這樣的作品，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中國於一六○二年翻譯成中文，但一五九○年代首先是譯成了日文。江戶

時代初期，日本接受了不少西方傳教士的學問，例如當時的儒者平田篤胤等等，所

以東亞的天主教文學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把中、日、韓、越四國的文獻線索勾連起

來，這種傳播流程非常有趣。本次會議的主題即世界中的明末清初，這樣的視野是

非常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將東亞漢文化圈作為整體看待，尤其由東亞知識人自己來

做研究的話，應該比西方人更有優勢。

嚴志雄教授則以東亞地域不同的文化比喻，這可以類比東亞的相似文化，司徒

琳教授曾主持「世界史中的時間」，試圖脫離國族的約束，而是從文化本位的角度

談中國學。例如出版文化的範式，過去過度受到西方討論視角的影響，但像中國書

物這樣的文化傳統，應該可以用更加東方的視角談論，可能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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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苑如教授認為這次會議她受到很多的啟發，尤其是自身作為一個研究六朝方

面的專家而言；劉瓊云教授則主張當位置移動時，會有不同的感受，例如對於中國

學問的研究，空間移動便會有很多不同的心得。她希望將來這個平臺能制度化，大

家定期地聚在一起討論與交換研究心得。木津祐子教授則指出當初也曾經有過類似

研究計畫或者意向，但平時忙於冗雜的工作，這次參與會議感受到非常好的研究氣

氛。

最後，大木康教授認為東文研的前任所長是羽田正教授，是西亞的專家，現在

他也開始提倡世界史的研究視野。明末清初與此前的唐宋相形之下，地域之間的交

流更為密切，甚至具有全球化的性質。這也是這次會議舉辦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這個會議是文哲所古典文學三年計畫中所策劃的活動中的一環，同時也是與國

際學界接軌對話的重要契機，此次會議相關論著即將作為研究成果出版。

與會學者合影

後排左起：林桂如、新居洋子、大木　康、劉瓊云、板倉聖哲、塚本麿充

前排左起：木津祐子、劉苑如、高見澤磨、廖肇亨、嚴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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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中國明末清初」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學術會議

分場發表

左起：大木　康、李奭學、新居洋子

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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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木津祐子教授提問

中國文哲研究所劉苑如教授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