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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纪，中日两国分别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两国的官方贸易完全停滞，但民

间贸易却兴盛不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锁国政策与中国区域社会利益的矛盾，中

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对市场的需求以及日本江户幕府对中国商船去日贸易的鼓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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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清交替之际，日本则从丰臣秀

吉时代进入统一的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时期。在这

一时期，两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一

方面，中国政府禁止中日商船互相往来进行贸易，另一方

面，日本政府也不允许日本人来中国贸易，但却允许中国

商人去日本贸易。官方贸易已经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可

是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却获得了长足发展，不管中国政府

如何严令禁止，都无法杜绝中国民间商船去日贸易。根据

史料记载，当时的贸易情况是：“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

商至日贸易⋯⋯并且（在中国）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

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

质。”［!］（.(#/-）进入清代以后，情形也大致如此。随着形势

的发展，明清海禁政策时张时弛，私商航海贸易已经成为

“公开的秘密”。中日民间贸易兴盛不衰。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清政府海禁政策的实施，堵死了一切可以互

市的途径，与区域社会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也是

当时中日民间贸易一开始以走私形式出现的主要原因。

中国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而大规模的海

禁政策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的前两个世纪里一直实行

较严厉的海禁，直到 !)/" 年（明隆庆元年，日永禄十年）明

政府才迫于形势而部分开放海禁，但仍规定“不得往日本

倭国”贸易，否则严厉处罚。!/!# 年（明万历四十年，日庆

长十七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 !/!& 年（明万历四十一

年，日庆长十八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

名就是以“潜通日本贸易”罪而被捕入狱的［#］（卷$-/）。但即

便如此，海商仍然铤而走险，从事走私活动。清朝沿袭明

朝海禁政策，从山东到广东几千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迁海

清剿，断绝内地和外洋的交通，严禁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

出海贸易，西方商船也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

离东南沿海的澳门一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

这种全面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

与当时海上贸易活跃的闽广地区的利益背道而驰。!)/$
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日永禄七年）福建巡抚谭纶疏称：

（福建）海滨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

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

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

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勾引为

盗也！［&］（卷#）

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也说：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

居五六。［$］（卷)/）

其实，福建省沿海一带地狭人多，本地所产，不敷食

用，只有籍贸易之赢余，以佐耕耘之不足。所以闽广地区

的人民甘冒巨大的风险，采取种种形式，力图冲破障碍，争

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利。所谓“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

之者愈众”［&］（卷)!&），正是对海禁政策之下，中国沿海商人

络绎不绝赴日贸易情景的准确表述。所以，!/+$ 年（清康

熙二十三年，日贞享元年）清朝颁布展海令后，中日民间贸

易的繁荣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南地

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日民间贸易的广泛展开提供了优

厚的物质基础。

自明朝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

且迅速发展。嘉靖中期，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迅速，出

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上海一带棉纺闻名于世，

“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福建、广东

的甘蔗动连千顷，“蔗田几与禾田等”［)］（.(/+-）。另外，手工

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福建

的蓝靛、广东的锡器、铁锅等也能大批生产。据粗略估计，

东南地区约占有全国“+%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

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而当时全国性市场

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

衡，东南地区市场发育较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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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市场的重心。这种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停

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了市场

的不充分。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

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

买力。那只有向海外了，海外有需求，比如日本。当海外

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

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如果国

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

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另外，东南

地区大多城镇靠海这一良好的地理位置为其张力的扩张

提供了条件。所以，在如此严厉的海禁之下，仍有商人渔

船甘愿冒险出海经商。真所谓“海中之利无涯，诸藩奇华

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

支贸易数量的考察》一书记载，"#"" 年到 "#$# 年约有 ""%%
艘“唐船”赴日；"##! 年到 "#&& 年有 !’"& 艘，其中从中国本

土赴日的为 "&(! 艘［’］（)*#+）。

第三，日本江户幕府早期，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增加财

政收入，积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对中国商船采取欢迎态

度，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赴日的增长。

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所产的商品就十分依赖，尤其

是日本贵族、官吏对中国美丽的生丝、绸绢及丝织品等垂

涎欲滴，而福建生产的砂糖、冰糖也为日本所必需，正如顾

炎武所说：

是两夷者，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能

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

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

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册）

明人姚士麟也在文中写道：

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

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

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锦，漳之纱绢，

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 +"）

同时，江户幕府对中国商人冒险去日本贸易的行为十

分支持，且给予保护，还主动向他们订购所需物品。根据

日本学者的统计，自 "#"$ 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日庆长十

九年）至 "#$$ 年（明崇祯十七年，日正保元年），由福建沿

海城镇赴长崎港的商船每年少者 -$ 艘，多者 &( 艘，每艘

船装货在 "% 万至 #% 万推算，那么每年仅从福建沿海城镇

运往长崎一港的货最少可达 "+%% 万斤。在 "#$% 年（明崇

祯十三年，日宽永十七年）一年之内，主要来自福建的商船

输入到长崎的绢织物即多达 +!$#’% 丈，棉布和其他纺织

品 ""&!("+ 丈。其余如蔗糖、烟草、药材、铁器等则难以做

出精确统计［""］。可见，当时中日民间贸易是何其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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