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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學術與思想的雄鑑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時期的大儒，是日本儒學乃至東亞儒學的開山祖

師。他旅居日本長達二十二年，生前逝後對日本思想文化史有重大影響，

在日本聲名甚隆，然在中國知之者不多。我在東京旅行途中，就曾看到竪

立的“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的木牌，這是地標，是思想文化交流的津梁。

徐興慶先生精通中日文化，矢志舜水學，是非常了不起的中日思想文

化交流史研究和朱舜水學研究的大家。徐先生德業雙修，學思並進，自

1985 年至今，以學而不厭、努力鑽研的精神，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地尋找、發

掘朱舜水資料，潛心爬梳、董理朱舜水先生的生平、傳略、事蹟與思想，及其

在日本的傳播史，特別重視對舜水先生的哲學、政治、經濟、宗教、歷史的觀

念及其發展變化的深入研究。

徐先生從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舜水先生在

德川時代扮演的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及定位。朱舜水先生與德川前期的朱

子學者、陽明學者乃至古文學派學者都有往來，與日本儒教的發展有密切

聯繫。朱舜水先生對教化德川的民間社會及教育制度的建立，做了多方面

的工作，貢獻卓著。

本書史料豐富，扎實厚重，作者檢擇得體，重點突出。作者把朱舜水放

在中日文化史、儒學（教）史的背景上作深入的探討，尤其重視德川前期日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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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儒教的“雜學性”。要理解朱舜水，不能不理解水戶藩的漢學教育與實

踐、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及演化、加賀藩的儒教傳播、日本的近代化及史觀

的演化，對如此繁複的諸問題，作者作了詳盡的研討，並明晰地表達出來。

作者十分重視細節，如關於兩“戴笠”的考證，非常細膩，尤見功夫！

本書共十二章，先總論，後分別論述了朱舜水與留寓日本的明末文人

的交流、與德川儒教的發展、與熊澤蕃山“經世致用”思想的異同、與加賀

藩儒教的發展、從東亞視域看隱元與朱舜水的文化傳播、對科舉制的評論、

“儒、釋、道、醫”的獨立與中日文化交流、《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史觀演

化、《大日本史》與日本“水戶學”的重建、水戶藩與日本的近代化、和辻哲郎

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

掩卷凝思，拙見以爲，徐先生這部大著至少有如下特點：

第一，跳出藩籬。近幾十年以來，中日韓學者深論“作為方法的東亞”。

所謂“文化的東亞”“思想的東亞”，具有跨文化的特徵，此中有著多樣性與

差異性，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徐著主書名為《跨國界的文化傳釋》，

實際上不僅跨國界，而且跨文化，在跨文化方面可圈可點。

作者不是就事論事地微觀討論，而是跳出論主，跳出中方、日方的壁

壘，以東亞和東亞文化、東亞儒學及其交流史為場域，為背景，來討論朱舜

水先生的見弊得失，包括貢獻與局限。作者精心思考，小中見大，大中見

小，相得益彰！

朱謙之先生曾指出，朱舜水的歷史觀與治史的態度與黃宗羲等開拓的

“浙東史學”有一致性，對日本水戶學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作者並不限於此，

一方面在本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另一方面又從比較的視域考察日本

陽明學熊澤蕃山的思想體系，檢視他與朱舜水經世致用的實學理念的異同。

面對朱謙之先生對朱舜水的全面批評及對朱舜水內在矛盾的揭示，本

書作者作了深度的回應，蓋棺定論，確證朱舜水是德川社會傳播“經世致

用”理念的先驅者。這一點絕不可掩。

第二，史論結合。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與演化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現

今坊間仍在爭論，是否誇大了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與作用，特別是在明治

維新時期的作用。我想關鍵是拿材料來，實事求是。誇大其辭固然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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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有其人有其事，而又不願承認，也不對。本書詳論中江藤樹如何由

朱子學者轉為陽明學者，其弟子如何促進了行動主義的陽明學的流行，明

治維新的重要指導者西鄉隆盛又如何從陽明學中肯定主體性與個體的行

動力，有史有論，史論結合，不虛誇，不縮小，令人信服。

第三，問題意識鮮明。本書作者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全書涉及中日思

想史上各學派諸多爭論的問題。

“儒佛交會”是一大問題，尤其在朱舜水先生的交遊中表現得很突出。

朱舜水留寓長崎時期，正是臨濟宗黃檗派在日本快速發展的階段。當時多

才多藝的明末文人頗受日本產、官、學界之青睞。面對“遍地皆佛”的風潮，

朱舜水立場堅定，因為他力求把最有利民生的學問傳到日本。

有關“實學”，如何定義，如何判定？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也是見仁見

智的一大問題。本書通過詮釋“實學”理論與實踐準則的差異，思考傳統與

近代之間的轉化及日本近代化的啟示，確有見地，極富啟發性。

本書作者認為，朱舜水推動的學問是從“作為學的實學”（倫理·祭禮

思想、經世思想、教育思想），跨到“作為機能性的實學”（農業技術、製衣、飲

食文化），在日本將儒家“利用厚生，救世濟民”的實學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本書特重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非常有價值。第

十二章專論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討論了傳統的回歸與批判

之背景，全章以“思想轉化”作為問題意識，用來解讀和辻哲郎在論述同一

件事時，為何常有前後不一致的現象，當然重點是論述傳統“日本文化”與

“近代”思想的關聯性。

沒有學術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思想的學術是盲目的。徐先生把兩者

有機地聯繫起來，他做的是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

黃遵憲為朱舜水寫的詩曰：“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

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通過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海外遺民朱

舜水先生的靈魂回歸中國，回歸故里，讓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瞭解、

學習，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我們特別要感謝徐興慶教授。

徐興慶先生為人謙虛謹慎，為學一絲不苟，他勤於讀書，精於思索，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有特別大的建樹。他專心治學，終於在經年苦修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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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著成皇皇大著，令人欽慕不已！欣悉徐先生現擔任臺灣著名大學校長之

職，培植校風，砥礪品德，教書育人，提攜後進，謹此致賀！

衷心祝福徐教授的這一優秀學術成果問世，企盼他有更多佳構奉獻給

中日學術界。

承徐先生不棄，命某作序，未能登堂入室，略抒胸臆而已，謹此奉答，愧

不敢當。是為序。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郭齊勇

2021 年秋於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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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城北徐公新作

徐興慶教授的新作《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

明史觀論》，即將和由他與郭齊勇教授主編的《朱舜水集》一道梓行面世。

在學界浮躁，很多人都忙於標新立異和快速成名的時代氛圍裡，寧波出版

社能隆重推出一位三十年來矢志於一個人物且碧落黃泉於該人物全史的

學者著述，實在是令人稱奇，惟此亦無法不讓人斂衽讚述焉。

中國和日本有一種奇妙的關係。歷史上，每當大陸政權發生鼎革時，

總有一批人要浮槎東渡，亡命於三島。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孔子嘆“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時就已經萌生過此念。其後，果有“避秦時亂”的東向移民

潮，有宋元鼎革後佐鎌倉御蒙古的無學祖元，甚至在近現代湧現出“大江歌

罷掉頭東”的一大批救國志士。明清鼎革後助德川興文教的朱舜水，無疑

是上述歷史脈絡中的重要一員。由於是前近代人物，於是，在“文化認同”

與“政治認同”發生斷裂時，他選擇了前者這一前近代知識人的通常價值取

向；又由於是毗鄰近現代的前近代人物，於是，朱舜水對日本人在“華夷”價

值上強調有加的“日清”文明之別，卻最終演變成“國民”區隔下的“日中”

國家之爭。他與德川光圀討論“中華大道”在“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

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時尚無法預料的國勢逆轉場景，

二百年後竟真切地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和後藤新平為《朱舜水全集》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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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言中：“若使地下之之瑜，知我方今之駕馭盛運，其當抃躍不知屐齒之

折也，若更令有知禹域亂餘之危局，其或拊膺而長嘆太息歇！”

由於是這樣一位給日後東亞大局之翻轉埋下過遠因和伏筆的人物，所

以朱舜水在客觀上的複雜度恐怕會遠超我們的想象；其生前散落於日本各

地的各類資料，也幾乎無人敢說已被悉數窮盡。於是，稻葉君山以《朱舜水

全集》命名其所輯朱氏文稿的行為，便顯得十分冒險；而徐興慶教授用去大

半生精力在日本苦尋朱舜水遺篇的訪碑問帖功夫，深刻地表現出一位研究

者對於資料搜集這一歷史學生命線的無比珍視品格。

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日本除官方所藏圖書外，還素有私家保存文物

的傳統。這意味著，徐教授有許多關於朱舜水及相關人物的未公刊資料，

都是通過私人往來、感情交流和日復一日的不懈努力才逐漸獲得的。有多

少幾近“程門立雪”的訪求經歷和感人故事，至今仍令人欷歔不已，難以忘

懷。正因為有這種長期而連續的發現和積累，徐教授不但在臺灣學生書局

出版了《朱舜水集補遺》（1992 年），還在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了《新訂朱舜水

集補遺》（2004 年）。不寧唯是，他還組織包括大陸學者在內的東亞相關研

究者，在徵得水戶“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女史的同意後，連續三年赴

日調查了朱舜水的相關珍貴資料，並整理出版了《朱舜水文獻釋解》等三部

博物館藏品錄（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德川博物館）。

德川博物館，舊名水戶彰考館。現藏有水戶德川家歷代藩主，彰考館

館長、館員，明末遺民、僧侶，以及早期切支丹信者的生前文物、文獻共計五

萬餘件，且三百年來從未對外公布過。此番公開的是朱舜水與長崎、朱舜

水與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遺著、朱舜水的書詩與畫、朱舜水與禮儀祭

祀等五大項相關文獻，涉及文集、遺著、書簡、畫卷、對屏、印譜等各式各樣

不同的內容。2013 年 9 月，以徐教授為組長的調查組發現了被認為已亡佚

百年之久的中華一級文物 ——“監國魯王與貢生朱之瑜敕諭”原件。這是

一個引起了轟動的發現，因為很快調查組在水戶博物館和東京湯島聖堂舉

行了有日本前政要、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官員和東京大學教授等人參加的

新聞發布會和學術報告會。調查組的工作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讚譽，有學

者甚至說，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在“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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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概也是讀者在閱讀徐興慶教授這部著作時之所以會有新意迭出

和回味無窮感受的根本原因。由“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跡與思想傳播”“德

川前期日本儒教的‘雜學性’”“水戶藩的漢學教育及其發展”“王陽明學

說在日本的傳播及演化”“朱舜水對加賀藩的儒教傳播”“日本的近代化及

史觀的演化”等六部類、十二章組成的這部鴻篇，以翔實的資料、嚴謹的邏

輯、清晰的脈絡、立體的畫面、通達的點線和客觀的規律，為人們展示了一幅

以朱舜水為核心的近世至近代中日人物文明史觀長卷，是近年來相關領域

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巨製佳作。在臺大訪問期間，我曾多次拜訪過徐教授和

他的研究室，見書架上堆滿了他當年歷經千辛萬苦從日本各家研究機構和

寺社中搜求的發黃了的紙質資料，並與他交流過將如何使用這些資料等問

題。從本書中許多見所未見的珍貴內容看，該書不僅僅是對那段中日學術

交流史的客觀呈現，更是對沉睡數百年資料的新發掘和新展示。其對朱舜

水與加賀藩之間密切關係的描述，對隱元所攜黃檗宗對日本宗教觀之影響

等高論，均係常談中見新意，諳熟中所不曾聞。在方法論上，僅僅看第八章

有關戴曼公的論述，既可見全豹之一斑 ——“本章主要依據在日本各公私

立圖書館、鄉土史料館、寺院取得的新史料，追尋其生涯軌跡，深入考察戴笠

在中國時的‘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東渡日本後，初始的‘尋求出

路時期’（1653—1654），以及皈依成為獨立性易後的‘侍僧時期’（1654—

1658）、‘閉關時期’（1659—1662）、‘行醫時期’（1663—1672）等五段時

空。希望循序漸進地考證戴笠（獨立性易）在不同身份、不同時空下的事跡

與交遊情形，以釐清其人格特質及思想轉化，進而闡明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

上的歷史定位 ……”而尤為重要的，應該是徐教授在水戶學分期上所提出

的新說及其學術貢獻。根據他的研究，以《大日本史》為代表的“前期水戶

學”與以《弘道館記》為標誌的“後期水戶學”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以立原翠

軒等人為代表的中間過渡段，而這個階段應該被命名為“中期水戶學”。

徐興慶教授治史，由人物而人脈，由人脈而文脈，由文脈而時代，由時

代而規律，由規律而性理。所披所揀，洪纖有致，所思所想，高遠信實。身

為祭酒期間，力行校務改革而不妨學問，殊可貴也。猶復重視兩岸交往，甫

一就任校長，即遍訪大陸各姊妹學校，廣結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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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這些往事或許已超出了學術討論的範圍，但知其人而論其書，又

何嘗不是中華傳統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月前，徐教授來函徵余小序。我

性鈍拙，本無格忝側，又不敢以不敏辭，故躑躅再三，方不揣淺陋，惴惴然續

貂於後。倘有心者能藉此以入堂奧，則小生幸甚，學術幸甚。

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  韓東育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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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知識重構與經世致用

徐興慶教授新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

明史觀論》刊佈，是東亞研究的又一喜訊。徐校長雅囑撰《序》，筆者深感榮

幸，謹從個人與徐校長的學術因緣談起，略述個人對東亞研究背景與前景

的觀察如下。

徐校長早年留學日本，除博覽日本語文學術文獻外，尤其注意浙東餘

姚思想家朱舜水（之瑜，1600—1682）與江戶日本政治學術的密切關係，而

致力搜羅舜水文獻，實為巨眼。其編著《朱舜水集補遺》於 1992 年問世（臺

灣學生書局），廣受學界注目。2000 年後，徐先生受聘於臺大日本語文學

系，與筆者有同事之誼，因研究領域相同，初識之始，即傾蓋如故。2003 年，

徐先生受筆者之邀，加入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的東亞文獻研究計劃，精

益求精，於 2004 年出版《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大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

究資料叢刊”）。2006 年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成立後，徐先生續為研究

院的中堅份子，又領銜創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並在臺大出版中心創

立“日本學研究叢書”。自 2018 年榮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後，徐校長

於兩年內即在該校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推動東亞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不遺餘力，成果豐碩。在上述大背景下考察本書的結集，不難讓讀者

深深理解到本書“緒論”宣示“東亞文明發展”以及“新的文明發展史及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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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系譜”，實具有深厚、複雜而豐實的學術背景。

要討論本書撰著的緣起與意義，更不能不將目光放遠，盱衡近三十年

來東亞研究、亞洲研究、區域研究浪潮的發展，以及跨領域學科知識的交

涉。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原延續歐美早年的遠東研究（Far East-

ern studies），而著眼將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綰合為一區域，考論其中

國家互動、文化交流、宗教禮俗等各方面的同與異，與東南亞研究（Southea-

st Asian studies）皆屬近二十年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深耕有成的重要領

域。全球化浪潮興起後，尤其是 1994 年 GATT 改組為 WTO，各國致力於打

破貿易壁壘，進而利用國際網絡加強團結，而蘊釀了後來的東協（東南亞國

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2004 年的“十加一”（中國

加入）和 2005 年的“十加三”（日本、韓國加入）的成立。在這些政治經濟

版圖的合縱連橫之下，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議題亦興起，並廣泛加

入討論。區域之內文化與文明的糾纏，更是全球大江大海浪湧下的暗潮，

既種下衝突撕裂的因子，也促進潛移默化的交融。由於二十世紀末跨領域

研究的擴大與深化，東亞研究也好，亞洲研究也好，區域研究也罷，都不再

是人文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行其是，而是更著眼於文化、歷史、

民族、經濟、海洋、貿易、政治等相互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流散”（Dias-

pora）成為熱門研究主題，綰合種族、海洋、婚姻等課題，說明了學界的新關

注點；又如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的研究被置於城市化（urbanization）

的脈絡上進行，亦說明了知識整合的新趨勢。由上述的大背景可見，東亞

人文學的研究，雖然必以人文關懷為主，著眼於思想文化，但同時也已擴大

到社會、政治、建築、旅游、城市規劃等新課題，庶幾能縱攬全局。未來整個

東亞研究的發展前景，恐怕不能再囿限於單一課題，而應加強不同知識領

域之間的互激互礪。

從上述此一角度審視本書，我們不難理解作者以朱舜水研究為主線，

擴大到中日人文學以外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的匠心獨運，實與近二十

年來東亞研究及區域研究整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大趨勢方向一致。全

書可以第八章作為分界。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至七章均以朱舜水為研

究重心。第八章以“戴笠”為主軸，考論中日文化交流；第九章以後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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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日本政治、歷史、儒學、史學，而推擴到日本近代化、近代思想與東洋文

化史觀的形成等問題。具而言之，本書並非集中對朱舜水與江戶儒學內部

各種議題的微觀研究──如水戶學的發展、徂徠學的視野等等，而是由微

觀擴大到宏觀，將朱舜水與江戶儒學的線索引入日本現代化的前奏──即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所謂“近代”時期，探討日本在此時期朝野面對

國際環境的種種挑戰，如何篳路藍縷，致力從舊傳統中掙扎出一條邁入近

代的道路。全書以討論《鎖國：日本的悲劇》作者和辻哲郎為結穴，實是別

有寄託。在全球動盪的時代，日本近代學者揹負著舊文化包袱，對國體、文

化、史觀等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努力轉型，汲取西學，就政制、史觀、民族

觀等提出新思想。這些議題，在本書獲得充分而深刻的討論。可見本書作

者宣示跨國界的文化關懷，以十七世紀的朱舜水為起點，廣泛探討三百年

間中日知識菁英的活動、著作與思想，進而考論文明史觀，是多麼具有縱深

而啟新的視野。

浙東學術及近世日本儒學的共同點之一是“經世致用”。受到朱舜水精

神的浸饋，徐校長數十年致力於考察中國、日本及東亞文化與文明，貫串其

中的也是經世致用的精神。浙東學者的“經世”，從來不局限於士大夫經綸

家國的狹義解釋，而是游心寰宇，盱衡今古，汲取歷史文化精髓，為未來世局

提出方向性的指引。徐校長擅用其人文關懷，延攬東亞政治經濟圈眾多傑

出的人士，交流訪問，將二十一世紀東亞人文學的研究推至一個新高度。

筆者二十年前任教於臺灣大學時，已四處奔走，一力提倡“跨領域”，

近年反思前半生從事浙東學術及經典文化的研究，常自憾未能更早從事於

此。今睹徐校長皇皇大著問世，佩服之餘，謹從區域研究新猷、跨領域研究

深化，以及儒學經世精神所涉及東亞文明新變局等幾方面，呼應本書“跨國

界的文化傳釋”的主題，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繼續與徐校長攜手努力，為東

亞區域研究略盡綿薄。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  鄭吉雄

2021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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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東亞文化交涉學及國際日本研究先驅

現在筆者的手邊正擺著由寧波出版社付梓的徐興慶教授（以下稱徐先

生）最新大作《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

的書稿。這部沉甸甸而厚實、博大精深，總計超過二十萬字的大作，是學界

引頸期盼的鴻篇巨製。而且，這部書的內容不僅是徐先生多年來研究思索、

多方田野文獻調查的積累，更是集結這些論著之大成，可以說是將徐興慶史

學思想的精華熔於一爐。筆者忝為長期承蒙徐先生教導的後學之一，除了

向徐先生，更想向學界的廣大讀者，為本書的出版誠摯地致上慶賀之意。

關於徐先生，尤其是臺灣的讀者們，實在無需筆者贅詞介紹，但是容我

為中國大陸的讀者們獻上一些蕪雜之詞。

徐先生 1956 年出生於臺灣南投縣，東吳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之後

負笈留學日本九州大學，並於 1992 年取得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

文的題目是《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朱舜水為中心》。徐先生的

學術專長是近世至近代之中日學術、思想、文化的交流史和交涉史，其次從

這裡所發展衍生出來的研究領域有：日本的近世儒學及漢文學、近代東亞

知識人之近代性的問題等，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透過中日兩種語言陸續

刊行堅實的研究成果，徐先生在東亞地區的學術影響自不待言，他是活躍



序 13

於全世界，引領斯學、極具代表性的碩學泰斗。

徐先生已出版的專書中，以日文出版的有：學位論文的延伸之作《近

代日中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 年）；極有前瞻性的

探問之作《東アジアの覚醒 —— 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東京：研

文出版，2014 年）。在臺灣出版的有《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

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年）。除了以上三本專書，徐先生編著、合著、

合編的著作有：《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2，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系列的《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叢書”15，2004 年）、《東亞文化交

流：空間·疆界·遷移》（“叢書”72，2008 年，之後收入“儒學與東亞文明

研究叢書”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

詮釋》（“叢書”79，2008 年）、《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叢書”81，

2009 年）、《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研究諸面向：思想文化篇》（“叢書”82，2009

年）；同為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還有《現代日本政治事典》（“東亞文明

研究資料叢刊”6，2008 年）、《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東亞儒學

研究叢書”16，2012 年）、《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下兩冊，2015 年）；

以及“日本學研究叢書”《国際日本学研究の基層 ― 台日相互理解の思索

と実践に向けて―》（“叢書”1，2013 年）、《転換中の EU と“東アジア共

同体”― 台湾から世界を考える―》（“叢書”7，2012 年）、《近代東アジア

のアポリア》（“叢書”8，2014 年）、《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叢

書”21，2016 年）、《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 ― 黄檗宗を中心に》

（“叢書”30，2018 年）；此外，還有文獻學、史料價值極高的集成《朱舜水與

東亞文明──水戶德川家的學問》（季刊《日本思想史》81 特集，ぺりかん

社，2014 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 I：朱舜水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3 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Ⅱ：德川光圀文獻釋解》（同

上，2014 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同

上，2015 年）等等，總數已超過十指可數。

再者，徐先生在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經歷豐富，曾任教於東吳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和日本的天理大學等校，並且在日本的關西大學、京都大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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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九州大學、名古屋大學、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校都有過研究和講學的經驗。此

外，徐先生長期擔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日本語文學研

究所所長等職，並創設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且於 2018 年接下臺灣中國

文化大學校長的大任，不管在教學或學校行政的第一線上，都以淋漓盡致

的表現聞名遐邇。

此外，在研究及學術的國際交流方面，徐先生早在臺灣大學日本語文

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任內，即主持領導多項研究計劃，這已無

需筆者贅言。令人注目的是，在東奔西走、公務繁忙之中，徐先生於 2012

年以論文《近代日中知識人における自他認識の研究》獲得關西大學頒發

的文化交涉學論文博士學位，這也是徐先生的第二個博士學位。

徐先生在國際學術交流的成就貢獻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 2015

年成立的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的五位發起人之一，與首爾大學國際大學

院院長朴喆熙、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漢陽大

學日本學國際比較研究所所長李康民、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小松和

彥等教授共同為該協議會的成立及營運盡心盡力。之所以成立東亞日本

研究者協議會，是因為東亞各國雖然有相當多的日本研究者，且個人或大

學之間有很多的交流合作，但是不像以歐洲為主體的歐洲日本學會（EAJS）

或北美的亞洲學會（AAS）那樣，不存在一個日本研究者能夠齊聚一堂、互

相交流的場合。正因如此，不管在學術方面的國際交流，或是促進東亞地

區民間積極交流和培養相互理解上，都非常期待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今

後活躍的表現。

另外，徐先生還擔任筆者任職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所主

導、日本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營運的“國際日本研究聯盟”的外部審

評委員，承蒙徐先生平日多方的賜教與指導。

徐先生不僅上述的成就和活動深獲好評，2021 年更獲得日本外務大

臣個人表彰的榮譽，表揚其對東亞學術文化交流盡心盡力的貢獻和功績。

此外，徐先生也被母校東吳大學敦聘為“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Joseph K. 

TWANMOH Chair Professor）及日文系客座教授，同時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



序 15

學董事及特約講座教授。這些都是筆者記憶猶新的美事。

今日一面拜讀徐先生大作，不禁興起很深的感觸。竊以為徐先生上述

的研究活動以及社會實踐，背後似乎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根基，或者說是一

種通奏低音。

首先，在思想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的對象上，作

為早期以來的題材，之後更成為研究的核心，徐先生長期關注和研究朱舜

水此一人物。再者，作為研究的宗旨和方法論，同時又是研究主軸，或者可

以說是某種哲學和思想，徐先生一方面揭舉了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

學，另一方面秉持著國際日本研究乃至國際日本學的鮮明立場。

徐先生的大作同樣是以朱舜水作為研究主軸，並且納入同時期從中國

到日本的隱元禪師、獨立禪師、陳元贇等人，以及作為周遭人物的鄭成功、

與朱舜水交流的水戶藩及加賀藩等人士、與朱舜水的思想形成比較對照的

熊澤蕃山及山鹿素行，還有那些參與《大日本史》及水戶學形成的人物系

譜。彷彿在中日交流史的洪流中出現了朱舜水這號人物，並從其著作的瞬

間開始就如同一道漣漪，徐徐地喚起巨大的波瀾般，激發出思想史及文化

交流史、交涉史上的化學反應，並且從異文化的接觸和文化傳播、受容，像

是落地生根般聯繫到了文化整合。徐先生通過細心和詳細的檢證，宏觀地

揭示出這樣的理路脈絡。同時，這位朱舜水正是徐先生博士論文研究的題

材，而成為徐先生無比鍾愛且尊敬的對象。

筆者寡聞，對於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史、交涉學等稱呼和概念 

在學術界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和使用，並不清楚。然而，就筆者所知，這些學

術概念已經慢慢地被使用、認知與共享。尤其，關西大學申請的文化交涉

學教育研究中心（ICIS）在 2007 年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Global COE”的計

劃，接著以關西大學相關人士為主體，建構了“文化交涉學”並著手規劃學

會和研究組織的創設，終於在 2009 年成立了東亞文化交涉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之後該大學也新設了文化交涉學研究中

心，並設置東亞文化研究科、文化交涉學專業的研究所。

對日本而言，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的稱呼及學術概念，大部

分是經由關西大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的成員加以深化和練就的。順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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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相對於過去所使用的文化交流史一般性的用法，除了異文化相互接觸與

交流、傳播，更加重視以此為媒介所產生的相互影響、干涉與滲透以及文化

整合等觀點，故選用了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史這個稱呼和概念。

徐先生的第二個學位正是此一文化交涉學（關西大學）的領域，而筆者

有幸躋身前述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的發起人。然而，徐先生以朱舜水研究為

主軸的學術履歷，是遠在這個稱呼及學術概念成立以前，即已具體實踐了

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這門學問。

此外，國際日本學及國際日本研究這個理念和名稱不用說也是晚近這

幾年慢慢普及的。這是希望將日本研究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框架解放掙脫

開來，將它重新置於廣大的東亞地區和歷史脈絡之中，同時也希望在包含

東亞及歐美的全球視域之下，從人跟文化的移動、交流、越境、比較等觀點

來進行探討。這同時也是排除刻板印象的日本文化論，並將日本這個對象

加以相對化，而採用他者的眼光客觀理解的立場。筆者任職的國際日本文

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正如上面所述，在徐先生的指導和協助之下鮮明地

揭櫫此一國際日本研究的理念和立場，並且與國內外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合

作，肩負起推動“國際日本研究聯盟”活動的工作。

徐先生在關西大學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也多次就國際

日本學和國際日本研究在當代社會與學界、日本與中國，進行了寶貴的倡

議和演講。筆者如今恍然大悟，在這個國際日本學和國際日本研究的學術

領域被提出呼籲、並且獲得社會認知的很久以前，就已經是徐先生有意識

或無意識所秉持的學術立場和格局。

造就徐先生這種學術理念和格局，其本身慧眼獨具和睿智自不待言，

若説是其年輕時代以來的研究材料及對象，也就是朱舜水的學問履歷及其

個人的來歷所帶來的契機，亦不為過。某個意義上來說，朱舜水這個人正

是親身體現了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並且具有得以成為國際日本

學和國際日本研究的絕佳題材對象之經歷的人物。毋庸置疑，徐先生至今

“帷幄運籌”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實踐正如當代世界的朱舜水一般，跨出國境

和文化圈，從東亞向世界延伸，並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恕筆者僭越，致上序言。謹此恭賀這部大作的出版，並且衷心祈願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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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今後益臻康泰，活躍發展，清硯文安。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教授

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綜研大）文化科學研究科長、教授

日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理事長

  伊東貴之記

田世民譯

2022 年壬寅八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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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

東亞的“發現”與“再發現”

生於晚明的浙江紹興學者陶奭齡曾在《小柴桑喃喃錄》中引述《南

史·西南夷傳》曰：“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甚有禮文，居親喪，七日

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叔伯姑姊妹，三日不食。中國人居喪殊草

草，媿之舵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信夫！”１明末遺民朱舜

水的《避地日本感賦》詩亦云：“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衣冠誰

有先朝制？東海翻然認故園。”２這些能夠代表明清士人的東亞認識，一直延

續到給東亞世界帶來巨大震動的日本明治維新，並在這一時期向前跨越了

一大步，不僅使知識分子的東亞認識有了質的提升，而且出現了中、日、韓

三國間的互動與互鑑。但這些認識都只能定位於東亞的“發現”階段，真正

屬於東亞交涉與研究之繁榮期的是發軔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東亞“再

發現”。而從東亞“發現”到“再發現”，絕不僅僅是歷史階段的跨越，更是視

野、方法、理念等的顛覆。徐興慶先生稱得上是東亞“再發現”過程中的代

表性學者，他的學術影響力遍及海峽兩岸、東亞世界乃至歐美國家。

說起興慶先生，我與他算得上是日本九州大學的同學。興慶先生在九

大文學部國史學研究所留學時，我也在九大留學，不過是在地處六本松校

１　李會富編校《陶奭齡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0 年），下册，第 348 頁。

２　朱謙之編校《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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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教養部，很少去箱崎校區的文學部，更少與國史學研究所的師生們有

面對面的接觸和交流，只記得進入文學部大樓到中國哲學研究室要經過國

史學研究所，按理說有不少結識興慶先生的機會，但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從

未見過興慶先生，可用失之交臂來形容。沒想到離開九大後，因為朱舜水

的關係，反而與興慶先生結下了不解之緣。

後來聽說，興慶先生於 1992 年以《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の研究》為題

獲得了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作為該博士論文的副產品，興慶先生還利

用假期，持續在日本發掘朱舜水的相關原始資料，尤其是十餘次前往柳川

市古文書館抄錄朱舜水與安東守約的書信手跡，並經過整理編校後出版了

《朱舜水集補遺》，從而彌補了由著名日本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朱謙之

先生編校整理的《朱舜水集》的遺缺和不足。

我在九大留學期間，儘管主修陽明學，但對七十年代末就開始研究的朱

舜水仍予以極大的關注。當時的基礎性資料是民國初年馬一浮編纂的《舜

水遺書》以及後來出版的《朱舜水集》，因而興慶先生的《朱舜水集補遺》在臺

灣學生書局出版後，我喜出望外，急著想買到此書，然因當時兩岸交流不暢，

只好望洋興嘆，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才從大陸朱舜水研究專家李甦平教授那

里得到了此書。興慶先生的這本書雖屬文獻資料類，但在朱舜水遺日文獻搜

集閱讀異常困難的九十年代，對於海內外的朱舜水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海

域文明史的研究者來說，顯得彌足珍貴，一時間洛陽紙貴，難得此書，是很自

然的。據此可以說，我與興慶先生是由於朱舜水研究才結的緣，對他亦可謂

是未見其人先讀其書。而在我的心目中，興慶先生既是學長，更是良師。

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曾出現過一陣朱舜水熱，並一直延續到二三十年

代，後因政治等原因而轉入沉寂。1949 年以後，在臺灣又出現過短暫升溫，

在中國大陸則幾乎銷聲匿跡。朱舜水研究在中國大陸消沉了近半個世紀

後被重新推到歷史前臺，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以後的

事。在此之前，只有朱謙之等人的零碎研究對後世有重要影響。七十年代

後期，國人又把注意力轉向改革開放。當時的中國大陸，出於政治、經濟等

原因，其產、官、學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對宣傳朱舜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

忱。這是因為，在向西方開放的過程中，日本是個巨大的存在，中日友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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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時代主題，更是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當時所謂的朱舜水研究，

大多是在這種宣傳中日友好、服務“四化”建設的氛圍中展開的。而朱舜水

作為“中日友好的偉大使者”之形象重登當代政治舞臺的標誌，就是 1982

年在浙江餘姚舉行的“朱舜水先生紀念碑”揭碑式。這年的 5 月 20 日，兩

年前剛訪問過臺灣的日本“朱舜水遺德顯彰會”，又組成了由時任參議院議

員戶葉武為團長的代表團來餘姚參加“朱舜水先生紀念碑”揭碑式。於是，

以朱舜水為載體的日本民間對華友好活動亦隨之從臺灣移向大陸。但遺

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餘姚的朱舜水後裔赴日本為先祖掃墓的夙願，直到

朱舜水逝世 330 年後的 2011 年才最終實現。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朱舜水研究終於步入正常的學術軌

道，取得了一批世人矚目的學術文化成果，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1995 年 5

月 26 日，朱舜水家鄉餘姚市首次派出以時任市長勵奎銘為團長的代表團，

到日本常陸太田市祭掃朱舜水墓；1995 年為紀念朱舜水誕辰 395 周年，中

日兩國在上海松江縣和浙江餘姚市召開首屆“中日舜水學學術研討會”；

2000 年，中日兩國在上海復旦大學和餘姚市舉辦“紀念朱舜水誕辰 400 周

年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餘姚市召開“中日舜水學研

討會”；2012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和朱舜

水逝世 340 周年，上海松江區舉辦“明朱舜水書信展暨中日（松江、柳川）

書法作品展”和“朱舜水學術報告會”，珍藏於柳川市古文書館的朱舜水書

信墨蹟首次在中國大陸展出。臺灣大學亦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舉

辦了“朱舜水與東亞文明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舜水學與東亞研究推向

了一個新的高度，而這次會議就是由興慶先生主導的。不僅如此，興慶先

生還參與了 2008 年餘姚市的“中日舜水學研討會”和 2012 年上海松江區

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換言之，興慶先生對中國大陸二十餘年来所開展的

朱舜水研究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我還記得，2012 年在松江出席紀念活動的時候，興慶先生帶著我和韓

東育先生、計文淵先生專程趕往上海，與日本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女士

策劃協商，共同促成並組織實施了在東亞世界引起較大反響的“儒學關連資

料の調査研究”課題。而我作為該課題的全程參與者，在興慶先生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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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獲得了一次學術提升和心靈熏陶的極好機會，並且對興慶先生尤其是他

的領導協調能力也有了進一步瞭解。所以他後來出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校

長，我聞後無絲毫意外感，即使憑興慶先生與餘姚因朱舜水而結下的這份緣

分，其出任由朱舜水家鄉人張其昀創辦的文大校長也是合情合理的。

自 2012 年開始啟動至 2015 年結束的“儒學關連資料の調査研究”課題，

是通過國際合作的形式，對原藏於德川水戶藩彰考館內的各類文獻史料進

行系統調查，然後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獻進行圖錄釋解，最後形成由德川真

木監修、徐興慶主編的於 2013 年至 201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部

曲”：《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Ⅰ —— 朱舜水文獻釋解》《日本德川博物館藏

品錄Ⅱ —— 德川光圀文獻釋解》《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 —— 對外關係

文獻釋解》。這是繼水戶德川家十五代當主德川圀順（1886—1969）在明治年

間所作調查後的又一次系統性調查，而且把所有調查成果作了首次公開展示。

毋庸置疑，興慶先生與水戶德川家十七代當主德川齊正理事長及德川真木館

長組織實施的這一重大的國際文化合作項目，對世人瞭解德川博物館及其前

身水戶彰考館，瞭解儒家文化對東亞社會的影響，瞭解水戶學派的形成與發

展，乃至瞭解江戶時期的日本思想文化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數十年來，興慶先生在舜水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和在東亞文

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積極貢獻，為世人所稱道。而在研究領域，他的成績

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朱舜水文獻資料的補遺和編纂。在這方面，除

了《朱舜水集補遺》（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版）和《新訂朱舜水集補遺》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版），再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三部曲”。記得那

幾年每年的七、八月間，天氣最炎熱的季節，興慶先生聯絡海峽兩岸及日本

本地學者，聚集於德川博物館文庫，查閱資料，拍攝照片，回臺後再挑選出

有價值的文獻，分門別類，撰寫釋文，最後才形成了三冊圖錄釋解。而且這

只是興慶先生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其與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主編的《朱

舜水集》（寧波出版社，2022 年版），以及筆者案頭的這部新著等第二批成

果，正陸續呈現於世。二是舜水學研究。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朱舜水與

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年版）、《朱舜水與近世日

本儒學的發展》（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版）等。三是明末流寓日本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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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研究。在這方面，興慶先生已出版了《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版）。四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方法論研究。興慶先

生在這方面的成果也有不少，在此不一一列舉。

據我所知，國內外已編纂和出版的朱舜水文獻集已達十多種，已出版

和發表的研究論著有二百餘部（篇）。然而，對朱舜水及舜水學的研究，無

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顯不夠。興慶先生卻以一己之力，持之以恒，撐起

了朱舜水研究的半邊天地。在這方面，很值得舜水學發生、經歷及傳播之

主要區域的浙江學者尤其是本人學習和借鑑。

承蒙興慶先生信任，邀我為其新著《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

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撰寫序言。而興慶先生的新著是以“朱舜水研究的新

地平”為開篇，我對此頗有同感。興慶先生此書不僅展示了在該領域的最新發

展狀況，而且拓展了朱舜水研究的國際視野，稱其為“新地平”，當名副其實。

要說“新”，本書首先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朱舜水與留寓日本的明

末文人交流之研究，如僧儒獨立性易（戴曼公）、心越東皐、逸然性融、澄一

道亮、即非如一、化林性偀及儒醫陳元贇、陳入德等，尤其是對隠元、獨立性

易的精耕細作，多見新處。其次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朱舜水與德川時

期的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的比較研究，包括陽明學者，如熊澤蕃山、山鹿

素行、荻生徂徠、立原翠軒、川口長孺、藤田幽谷等。再有新在將舜水學研

究擴展到朱舜水與日本地域文化、地域儒教的互動研究，如水戶藩、加賀藩

等。然後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對日本的代表性史學巨著的系統研究

及史觀研究，如林羅山等主編的《本朝通鑑》，德川光圀等主編的《大日本

史》等。最後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日本的近代化研究，如西學東漸與

日本海防政策的轉換、德川齊昭的西洋知識攝取、德川博物館所藏的蘭學

及西學等相關文獻、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等。

值此新著即將在朱舜水的故鄉寧波出版之際，我除了藉此文袒露一點

自己的心得並表達對興慶先生的衷心祝賀外，還非常願意將此書推薦給大

陸的學界同道，以共襄盛事。謹是為序。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陽明研究院院長  錢明
2022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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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六

十七世紀東亞交流的典範

現在東亞秩序的形成可追溯到 1949 年，可追溯到 1911 年，也可追溯

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如果要上推到 1868 年在日本啟動的明治維新，

這些時間點都是說得過去的。上述幾個年份發生的史實影響極大，而且環

環相扣，每一個年代的事件都醞釀了更大也更久遠的影響。

另外一個常被提及的年份是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日本天保十一

年）。那一年發生了鴉片戰爭，十六世紀起源於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的作用激

烈地撞擊了東亞，海運東來的新時局正式揭幕展開。大航海時代預設的全

球化的格局在晚明時期尚處朦朧中，它的內涵經由武力的對撞才撞開。此

後，東亞不再是天下，它成為世界的東亞，東亞在歐美列強的對照下，對自

己有了返身的認識。1840 年之前的東亞史基本上是發生在東亞內部的農

業民族與西北方的遊牧民族的互動史，另外一條輔助的線索是發生在東海

地區日中兩國的交流史或衝突史。1840 年以後，局勢改觀，東亞的概念正

式成立，東亞要在他者的對照中了解自己。

1840 年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 1840 年的意義如果放在全球格局下

東西碰撞的視野下定位，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之前的年代是否未曾發生過類

似的文明衝突，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十六世紀末歐洲的傳教士與商人已來

到東方，從十七世紀起，明朝官員與歐洲商人的衝突與談判已不時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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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年，李自成部隊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盡，緊接著是清軍趕走李自

成部隊，再接著有為時十七年的南明抗爭，如果明鄭在臺的歲月也算進去，

那麼也可以說有為時三十九年的復明運動。在這段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

中，東亞人民因經歷明清戰役、日本乞師諸多事件，因而有東亞內部的自我

了解。對作為他者的歐洲之認識其實也不缺乏，1661 年，鄭成功自金廈揮

師攻臺，驅逐荷蘭人，臺灣的臺灣史意義、中國史意義與世界史意義在此役

會合，此役就是樁指標性的事件。1637 年，日本發生島原之亂，耶穌教文明

與日本社會的衝突已是不可迴避的現實。這場動亂也顯示發生於日本國

內的事件，其完整內涵要在更大的框架中才可得到定位。

明末清初這個時期所以可作為後 1840 時期的對照，乃因這兩個歷史

階段的東亞都已不能在東亞內部定位自己，它們都已是世界的東亞，只是

後 1840 時期的歷史圖像更清楚而已。但明末清初的東亞各國與歐洲列強

的交往不是屈辱式的，東亞依照朝貢體制建構東亞的太平世界，朝貢制度

是政治概念，也是外交概念。朝貢體制依禮的意義行事，它之所以能有效

運作，背後是建立在儒教文明、佛教信仰、漢字書寫、華夏律法等等共同文

化的基礎上的，沒有這些共同的文化基礎，東亞的政治秩序也就無法維持。

日本當然不在嚴格的朝貢體制範圍內，但它依然是屬於東亞文明的成員。

從文明論的角度入手，我們對朱舜水在十七世紀的東亞所扮演的角

色，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朱舜水生於 1600 年，辭世於 1682 年，可以說是

完整的十七世紀人。他一生七次出入長崎，三次下南洋，他對清朝、朱明、

明鄭、江戶日本、歐洲海洋強權都有切身的體會，他是那個時代的國際人。

國際人對自身時代的反應值得我們重視，因為身為具現實意識的儒者，他

的人格即是時代精神的縮影，他有孔穎達所說的“總天下之心以為己心”的

人格特質。朱舜水一生在東海兩邊參與的眾多政務遂不能以中國史的格

局限定之，視野要大，它有普遍的意義。

朱舜水一生活動的意義幾乎可分成兩部分。在中土部分，他是以反抗

者的身份抵抗異族的入侵；在日本部分，他是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嘗試將儒

家之道落實到江戶日本的體制上來。他在中國的抗爭顯然是失敗的，他辭

世隔年，南明最後的武裝抗爭力量明鄭即被施琅摧毀，明清之爭的歷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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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閉幕。但他在日本的歲月因為其門生的努力，他的春秋史觀即介入了

日本歷史的解釋，一種規範性的道德力量即成了歷史演變的指導原則。他

對儀禮的重視也有助於禮的力量在日本的興起，包含現在位於東京湯島地

區的聖廟，也是在他的理念影響下而建成的。

在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交會、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衝突的複雜時刻，

也就是在近世東亞的黎明時期，朱舜水以他堅定的人格實踐義不帝秦的反

抗精神於大明的土地，同時也持續奉獻普遍性的天下意識之理性精神於扶

桑三島，仁勇兼具，雙管齊下，蔚然成為十七世紀東亞文化史的重要精神指

標。十七世紀是天崩地解的年代，聖賢豪傑併出，如果說作為十七世紀動

盪時代靈魂人物的劉宗周、黃道周是以深邃的思想與守死善道的人格出現

於歷史舞台，那麼朱舜水則是以同樣動人的人格而又務實的大地人格往返

於諸民族之間的。他們同樣是東亞精神的脊柱、變化莫測的歷史潮流中的

明燈，但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十七世紀儒者的朱舜水是位國際人，在他身上，我們看到儒家精神與

國際精神無縫接軌，他提供了一種典範式的國際相處之道。而接納朱舜水

的日本儒者安東守約、德川光圀也是國際人，他們同樣跨越了族群與語言

的限制，因道義原則而接納了朱舜水。一位異國門生會以自己薪俸的一半

奉獻給一位流亡海外的大儒，一位位高權重的藩主會在朱舜水生前禮敬

他，在他死後，將他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園，視他為家人。安東守約與德川

光圀的義舉是東亞史上一則永恒的傳奇，他們的精神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他們不折不扣也是國際人，他們看到貫穿東亞歷史的道義原則。朱舜水與

安東守約、德川光圀立下了中日人民交流的典範，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日

關係原本是該沿著這條道義原則往前邁進的。

徐興慶先生是華人學者中最熟悉朱舜水其人其書其思想的，他既編纂

了至今為止最完整的朱舜水集，對推廣朱舜水思想也盡心盡力。同時，他

也是至今為止編纂獨立性易著作最完整的學者，對獨立的一生有完整的觀

照。徐先生研究東亞交流史多年，尤其熟稔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本書是

他多年研究的集結，讀者由此書入手，當可窺見朱舜水的精神風貌，以及那

一代渡日遺民與僧侶的心事。鑑往知來，讀者了解昔日的東海風雲後，反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 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26

過來自省，應當也有助於了解我們今日所處的東亞境遇。

臺灣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楊儒賓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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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七

生命實踐的文化交流典範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治校精勤誠篤，致力推動學校的國際學

術交流，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持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延攬中

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學者，並重視新生代學者的參與，共同推廣深化東

亞文化的交流，成果斐然。是以日本研究獲得日本外務大臣表彰學者中的

第一位華人，可見貢獻之卓著。徐校長專治日本思想史領域多年，尤精於研

究明清時期與日本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的朱舜水。《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

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一書，以朱舜水主張經世致用的儒學為

主軸，拓展到朱舜水與日本學者在神道、朱子學、陽明學、佛學、實學等範疇

的交流。用豐富的史料、嚴謹的考證，對各個歷史人物做架構完整與條理清

楚的敘述，呈現出近代中日人物交流的多元圖像與意義。

朱舜水（1600—1682）為明末清初的大儒，身逢明清鼎革的亂世，早年

矢志反清復明，從事日本、越南間的貿易，與鄭成功等從事反攻南京的行

動，待到反清無望，才長期定居日本，與德川幕府共同推動重視人倫日用、

實踐的儒學。日本以天地水土之神道為教，神道思想多元地表現在德川時

期各個思想家身上，神與自然的水土等同。此種自然觀是宗教的，而非儒

家哲學的天理觀。人對天的敬畏，表現在人倫日用的經驗言行上，不強調

抽象的天理心性。此與朱舜水因國破家亡而痛斥虛玄天理的實學思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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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適合德川幕府時期的社會政治的需要。如，藤原惺窩及弟子林羅山都

有“去佛就儒”的主張。林羅山喜朱子學的“四書”“五經”，認為有利於德

川幕府的教化功能。而朱舜水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為學，不言朱子虛玄

的天理，只強調朱子的日用倫理與道德實踐觀，正可在日本發揮其教化功

能，也契合當時開始接受實用性儒學的氛圍。

日本的神道對朱子學採“捨理就氣”的態度，因五行相生是自然之道，

所以神道可由氣來說，不由理來說。同樣，朱舜水所處德川時期的陽明學

者，也基於自然觀的神道，對中國陽明學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論點，

將良知由形上的本體，轉換為日本式神道的、經驗的良知。朱舜水立於儒

學重實際的基礎，反對由形上本體說良知，避開明末王學蹈空淪虛以至亡

國的弊端。只採納以道德實踐與經驗法則為標準的良知，此種態度對日本

神道的尊皇思想有相互輔助的作用。所以，如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主

張，大道應按所處的時間、處所、地位的不同，如在易經六爻的升降互換中，

將良知運用在倫理、政治、社會不斷變化的場域中，仍能保持良知在道德實

踐中的標準性。朱舜水主張“經世致用”的實學，重視人倫與政治的互動關

係。陽明學者熊澤蕃山繼承其師中江藤樹以“時、處、位”的架構，說明良知

的知行合一，強調良知在倫理與政治上的關係，與朱舜水推動倫理實用性

與仁政愛民、經世致用的儒學目標是一致的。

朱舜水推展實用的儒學，對於“恍惚渺茫”“喪心敗俗”的佛教，非常

排斥。鎌倉時代日本佛教盛行，此時中國宋明理學亦傳入日本，日本學者

多以禪學角度理解宋明理學，導致社會多流於空談。但主張實用的日本學

者，如由佛轉儒的林羅山，痛斥佛教存有“非現實性”的思想而加以排斥。

主張經世致用學說的熊澤蕃山，也反對百姓爭相出家。可知朱舜水在日本

佛教興盛之時，推展倫理、實用的儒教，雖有困難處，仍不廢其堅持。舜水

身處明清交替之時，蕃山則處於德川治世，而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主張，則

是一致的。

本書資料收集非常廣博，透過對史料組織性的安排，對中日人物交流

的各種情況保持客觀的立場，秉筆直書，翔實地呈現出朱舜水在日本以經

世致用之學對神道、朱子學、陽明學、佛教等傳統議題的批判性的吸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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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又廣泛而多元地觀照朱舜水的實學與近代中日交流光譜中的種種異

彩。如朱舜水成長於科舉鼎盛的浙江餘姚，家學有淵源，曾與德川光圀詳

細說明科舉制度，唯因不喜科舉制義的華麗與不務實，而多次拒絕科舉仕

途。又曾為德川光圀推展儒教，製作“學宮圖說”，對廟堂禮器的製作，大到

禮樂刑政，小至制度文物的考證，莫不親力親為，以建立儒家“尊禮重道”的

社會。又強調教育的重要，曾說“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通達歷史，可

通經致用。德川光圀所編《大日本史》重視社會的轉換與動向，皆與朱舜水

“大義名分”的治史方法有關。反對科舉、親力親為、治史等行事，皆從不同

角度，形塑出朱舜水與日本儒學互動的多種形態。

華夷變態之際，渡日的華人文士很多，境域各有不同。如獨立性易在

日近三十年，輾轉於儒、佛、道、醫之間，其心境不斷轉折，與朱舜水堅持儒

教的精神，恰成鮮明的對比，為中日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增添生動的生命情

懷的另一頁。徐校長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走訪獨立曾走過的足跡，搜集

獨立的詩稿翰墨，生動地描繪出獨立心境的轉折，以見華人東渡日本後遭

遇的多元化。徐校長曾拜訪日本藏有獨立書稿的廟宇，請住持提供資料，

住持堅拒不給，校長堅持一訪再訪，終於感動廟主，最後提供了珍貴資料。

徐校長堅毅地推動中日文化交流，與朱舜水堅毅地推動日本實學，兩人皆

“人如其學”“學如其人”，前後互相輝映，同為推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典範。

本書體大思精，考證翔實，歷史人物的性格與發展躍然紙上。徐校長

命我寫序，實覺無窺此書堂奧之能，難擔此重任。唯思及朱舜水重視倫理

之精神，只能敬謹執筆，千祈勿有損此書之弘闊與精深於一二，則幸甚。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  王俊彥

2022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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