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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李广志也纠正了前
辈的一些笔误。

例如，关于第十九次遣唐
使，也就是日本承和五年（838）
仁明朝最后一次抵唐的遣唐使
的航线问题，木宫泰彦在《日中
文化交流史》中有一段表述，文
曰“仁明朝到达明州的第一舶、
第四舶……”此处的“明州”系

“扬州”之误，原是作者笔误，却
引起更多人误读、误引。李广志
考证，这次遣唐使既没从明州上
岸，也没从明州返航。

又如，以留学生身份入唐的
诗僧阿倍仲麻吕，仕唐一生，终
身未归。近年多有学人撰文称
其753年归国途中遇难未死，返
回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悼念
诗，自己也挥毫回赠一首《望乡》
诗。李广志发现，这首《望乡》
诗，实属伪作。

日本《古今和歌集》（成书于
905 年）中有一首署名阿倍仲麻
吕的《明州望月》诗，是以其之名
留下的唯一日文诗歌，李广志也
重新考证其创作地点，认为不在

明州，而在苏州黄泗浦。
“文化的力量使其时空错

位，乾坤挪移……但诗歌文本的
传承却是真实的……可以认为
至少在《古今和歌集》问世之初，
与苏州相比，日本人更熟悉明
州。随着这首诗的流传，日本与
明州在地理上的关联也更加‘深
入人心’。”李广志表示。

李广志任教的宁波大学距
离甬江仅有几百米，而甬江正是
遣唐使入港和返回的内河通
道。他在后记中写道：“多年来，
笔者给研究生讲授一门中日文
化交流史课程，从教室向外眺望
就能看到甬江，如此场景，仿佛
遣唐使从我们眼前经过。这样，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感受历史与
现实交融的知识乐趣，促使我津
津乐道地研究下去，这也是本书
付梓的动力之一。”

以翔实的史料和情感经验
为基础，《日本遣唐使研究》不失
为扎实的日本遣唐使研究新成
果，对了解宁波与日本交往史有
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 顾嘉懿

《日本遣唐使研究》出版
对了解宁波与日本交往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日，由宁波大学副教授李广志撰写的
学术著作《日本遣唐使研究》，由浙江大学
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48万字，以“遣唐使”为切口，还
原了唐朝与日本交往的真实历史。书中既
有世界史视域下的宏观考察，又有着眼于
单个案例的微观解析，勾勒出唐朝与日本
交往的立体场景。

“日本”国号究竟诞生于何时？阿倍仲
麻吕的《明州望月》诗到底是在明州还是苏
州写的？明州口岸在唐朝拥有何种地位？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隋唐时期，中国的制度和文
化大量传入日本。其间，以遣唐
使为代表的日本朝贡使起到的作
用举足轻重。

有数据统计，公元630年至
894年，日本共筹划了20次使节
入唐，其中16次成行。9世纪中
叶以后，唐朝海商崛起，民间交流
逐渐代替官方往来，中日交往进
入新阶段。

国际上关于遣唐使的系统研
究兴起于20世纪。20世纪80年
代以后，国内相关研究也逐渐展
开。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
入，埋藏在地下的唐朝文物、大批
墓志不断涌现，《祢军墓志》《井真
成墓志》《杜嗣先墓志》《李训墓
志》等都为研究唐代中日交往史
提供了新材料。

《日本遣唐使研究》一书便建
立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利用文献
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对中外史
料进行鉴别梳理，更正误区，构建
全面系统的遣唐使研究体系。

据了解，该书作者李广志开
始相关研究，始自一个与宁波有
关的课题。

2005 年至 2009 年，日本文
部科学省（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
关之一，负责统筹日本国内的教
育、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和体育

等事务）资助了一个项目，名为“东
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
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
生”。当时，李广志正在日本岩手
大学留学，应邀参与该课题中一项
子课题“东亚死与生的景观”，主要
协助调查宁波地区的丧葬习俗，由
此比较中日两国的生死观。

宁波与日本的交往始于唐
朝，以此为契机，李广志开始了遣
唐使研究，所申报的“日本遣唐使
课题”于201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立项，新书即在原课题成
果基础上修改而成。

该书一方面以时间为序，依
次介绍遣唐使入华经过；一方面
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代表性人物
阿倍仲麻吕、鉴真，以及平安时期
引入唐朝文化的先驱最澄、空海
等，分别展开详细论述，包括考证
他们与宁波的渊源。

唐朝，宁波称明州，系唐开
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分出，
独立设州。

据李广志考证，从越州通往
日本的海上线路，早在659年第
四次遣唐使出发时便已开通。
据《伊吉博德书》记载，当年的
日本使臣即由余姚经越州往返
长安。

明州设立后，海上航线的功
能越来越凸显。753年前后第十
二次和804年第十八次遣唐使
入华，都曾走明州航线。日本著
名僧人最澄就是804年跟随遣
唐使船只一起来到明州的。

唐贞元二十年（804）七月到
达明州时，最澄患病，直到当年
九月十二日，病才渐好，准备前
往天台山求法。明州地方政府
根据他的请求，为其出具“通关
文牒”。这份文牒在日本保留至
今，称《传教大师入唐牒》，又称
《明州牒》，现藏于比睿山延历
寺，被奉为日本国宝。

次年四月初，最澄一行自台
州返回明州，与其他成员会合
后，确认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
又携弟子奔向越州请经，明州政
府又给最澄签发了一份文牒，也
叫《明州牒》。两份文牒，见证高
僧心迹。

作为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和

返航地之一，唐中后期，明州在
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不仅地理优势明显，在人员流
动、贸易往来及文化输出方面，
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书中，李广志考证了唐代明
州商人张友信（一说张支信）往
返于中日间的航海事迹。

这是一个有丰富航海经验
的明州商人，关于他的史料，在
日本正史《续日本后纪》《日本三
代实录》中均有记载，《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等文献也有记述——

847年，张友信商船从明州
望海镇出发，三日后抵达日本远
值嘉岛那留浦；851年，张友信从
日本发船归唐；861年，张友信在
日期间，日本真如亲王命其造
船，862年，张友信驾船横跨东海
自明州入境，入唐求法的真如亲
王及弟子同船抵达；864年，张友
信归国后未再返日……

“可见，从847年至864年，
张友信至少在这17年间多次往
返中日，活跃于历史舞台。张友
信在847年的航行中，从明州望
海镇至远值嘉岛那留浦，仅用三
个日夜；862年载真如亲王入唐，
又以‘四日三夜’的速度抵达，可
以说，张友信开辟了中日航海史
上快速航行的先河。”李广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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