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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东渡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及影响

张良群

中国拥有大陆海岸线 18 000 多公里，岛屿岸线长 14 000 多公

里，海洋国土 300 多万平方公里。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在海上

“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将大陆农业文化延 伸到海洋，开创了

海洋文化。

古往今来地处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先民们，利用海洋求生

存，既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精神文

明，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同时，随着海洋文化的发展，造

就了一批批乐于走向海洋、征服海洋的先贤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

突出贡献。连云港赣榆人士秦代徐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徐福东渡是海洋文化发展的集中显现

海洋文化其定义，可认为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

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涉及面很广，内涵很丰富。

徐福泛海东渡，涉及海洋文化中如航海、造船、天文、气象等诸

多要素，其核心部分是船只的制造与航海能力。

中国海洋文化的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 7 000 年以前的河姆渡

文化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在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

楫”（《易·系辞下》）、黄帝“剖空树干制成舟船，把木头削尖为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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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至迟殷商代已有了制造科学的木板船。

春秋战国时期，造船技术有了较大提高，舟船已广泛使用。地

处长江下游的吴国（都城为今苏州），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

用”的国家。地处中国江南水乡都城位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的越

国，有“越人善于造舟”之说（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吴国已能制造

、大翼、中翼、小翼、突帽、楼船、桥舡等多品种、多规格的战船。

越国已能建造楼船，“治楼船，高十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齐国素

有“海王之国”之称，说明齐国造船水平和舟师能力皆很出众。

秦代造船水平又有新的提高。“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

山，浮于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

食，下水而浮，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

船舶推进工具随着造船业的发展不断进步。据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实物木桨残存的测定，使用划桨推进的航行起源于距今 7 000

余年前的新石器后期。据 1983 年广州出土西汉南越王的铜器图纹

上的船尾推进工具考证， 的出现可上推至秦或者更早。帆在我国

造船史上何时出现，说法不一。罗颀《物原》记为夏禹时代，杨 、张

墨、房仲甫考证为殷商时代，林华东主张始于战国时代。风帆出现

的确切年代难以一时断定，但风帆在秦代之前已普遍使用应是毋

庸置疑的。风帆的使用，大大节省了人力，更便于海上航行操作，为

远航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代航海技术、尤其是远航能力的提高，表示出中国的海洋文

化日臻成熟。夏朝立国之前，帝喾率众从辽宁沿渤海南迁；商朝相

土建立了海上功业，被颂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

这表明早在 4 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近海从事活动。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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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中国航海文化最早的萌芽。公元前 468 年，越王勾践从长

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将国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当时动用“死

士八千，戈船三百艘”，渡东海，过黄海，航程超过 500 。这是中国

人最早远航的纪录。

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天下。十一

月，走到云梦，在九疑山祭拜虞舜。然后乘船渡江过海，抵达琅琊。

秦始皇这次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船舶制造技术

和航海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秦代沿海形成了五大港口：即碣石（今

秦皇岛）、转附（今烟台）、琅邪（今胶南市东南沿海）、会稽（今绍

兴）、句章（今宁波）。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于是立石东海

（今之黄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可见，朐县（今连云港海州地

区）之海港，亦成为秦代东部沿海重要的交通门户。

远航中所需要的天文、海洋等知识，在我国已被人们较早地认

识。1978 年，由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漆箱

盖装饰图案考证，至迟在战国时代二十八宿体系已是相当普及的

天文知识了。其时利用北极星制定方向已被人们普遍掌握。（《史记.

天官书》）战国时代已用“司南”进山辨别方向。据有关史料可知，约

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人就对日本近海的水温和表面的海流有所

了解。这些都为远航提供了方便和有力支持。

以上说明，海洋文化发展到秦代，渡海远航所需要的船只制

造、航海技术、天文海洋知识等，皆已具备。

连云港位居中国沿海的脐部，既受齐鲁文化的熏陶，又受吴越

文化的影响，先民们在长期海上航行和渔猎生活中形成了自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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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勇于开拓、不畏艰险、敢于拼博的精神。战国时期，齐国（赣榆属

之）处于中国经济、商业中心地区，渔盐业大发展，由于经济、文化

繁荣，神仙拜崇盛行，方士应运而生。《史记》载“燕齐海上之方士”。

至战国末期，方士活动的中心逐渐移至齐之琅邪。徐福受地域文化

和环境的影响，成为当时知识渊博的方士。史家考证：“大费族人以

擅长造船驶舟水行著称。”（李江浙《倭源考》上）徐福为大费的后

人，亦通晓捕捞、航海知识。当秦始皇派遣其出海求仙药时，他胸有

成竹，精心谋划，获取秦始皇的“尚方宝剑”：可以在全国募集、制造

船只；选拔培训童男童女和各种技术人员；征集粮草和五谷种子，

甚至秦始皇亲自带领弓箭手随徐福至海中射杀大鲨鱼。

2 200 多年前，徐福率领庞大船队，成功地泛海东渡，完成了中

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航海探险，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这既是对海洋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又大

大充实和丰厚了海洋文化的内涵。它向世界宣告：自公元前三世

纪，中国已具备横越大海远渡重洋的能力！

二、徐福东渡传播了先秦文明

一是传播了先秦稻作文化。徐福集团抵达日本列岛，传播先秦

文化，影响最大的首推传播稻作文化。

战国时期，据《管子·轻重乙篇》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

铫、一镰、一耨、一椎、一 ，然后成为农。”在秦代，这些战国时代的

农具当然继续存在，而且必然更为发展。秦代政府对于水利也很注

意。曾任韩国的工程师郑国凿泾水，掘成三百里的运河，以灌溉田

地。因此，秦代农耕文化较为发达。徐福一行不仅带去了谷物种子、

百工和农具，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农耕技术，使得九州等地区的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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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尤其是稻作文化有了飞跃发展。

其实，日本绳文文化晚期，即徐福东渡之前，日本列岛上已有

了水稻种植。但是，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公元前三世纪，日本弥生时

代的水稻偶然在佐贺平原大量生产，得益于徐福移民集团带来的

优良的稻种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内藤大典先生认为“作为弥生救世

主的徐福的最大功绩，在于带来了弥生水稻的耕作成功”。

现代考古和研究表明，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300 年之间，日本

的农耕文化由佐贺从西向东逐渐扩展，从此为日本农业奠定基础，

并且“稻作”一直为日本农业生产的中心。时至今日，日本人民生活

仍靠农业支撑。因此，佐贺县徐福会会长村冈央麻认为“日本文化

的起源从九州佐贺开始”。

徐福一行还向当地人传授种药医疗、栽桑养蚕、纺纱织布、结

网捕鱼等技术，大大推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

文明程度。古往今来，佐贺地区尊徐福为水稻、医药之神，和歌山新

宫市尊徐福为农耕、捕鲸之神，三重县熊野市奉徐福为织布之神，

青森县北津轻郡尊徐福为渔业、航海之神，山梨县富士山一带尊徐

福为纺织之神，更多的地方尊徐福为农耕、医药之神，世世代代奉

供祭拜。

二是传播了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国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就创造

并使用了文字。汉字发展到秦代，已是高度统一、相当完善而又比

较普及的书写工具。

自从徐福东渡被考证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平原

广泽确有其地”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汉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应

是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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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和日本南朝重臣北 亲房撰《神

皇正统记》、江户时代（1603—1867）林罗山著《罗山文集》、松下见

林撰《异称日本传》（成书于 1688 年）、宫下族镇宅之宝《富士古文

书》等中国、日本两国古书上，有诸如“逸书百篇今尚存”、“孔子之

全经遂存于日本”、“ 蝌蚪篆籀韦漆竹牒，时人知之鲜矣”、“日本之

学始于徐福”、“各种文书 48 种，孔子等人的著作 1 850卷，中国各

种学术著作 1 800卷”等关于中国古籍由徐福传入日本的记载。至

于日本至今为什么未发现当时的竹简古籍，《罗山文集》称：“世世

兵燹，纷失乱坠，未闻其传。”《富士古文书》称：“在延续 19 年的富

士山大喷火中，书籍大半毁于山火。”

汉字初传日本后，在一个相当漫长时期中，迄至 8 世纪，至早

在奈良时期（710—784）以前，日本官方仍直接使用汉字汉文。公元

9 世纪初，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由“片假名”、“平假名”加上日语化

了的表词汉字，才构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体系。徐福将汉字传入日

本，不仅为日本民族文字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和“假借”，而且还由此

对日本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传播了和平友好的信息。徐福一行以和平的方式抵达朝

鲜济州岛和日本列岛，带去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和物资。他们不但不

用武力侵扰当地人民，不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奴役当地人民，而是坚

持“和为贵”的原则，实行仁民爱物的“王道”，厚德载物，宽容大度，

平等待人，和睦相处，身体力行传递和平友好信息；他们还注意学

习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语言衣着，最后把自己融入当地民族；他们

以中阖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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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惟天地，万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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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贡献！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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