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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唐两代是古代中日交往的新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一般是以外交访问和宗教

活动为主。侨日高僧是隋唐两代旅日华侨的一大主流，也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影

响。这一时期，侨日华侨在促进唐日文化交流和日本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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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

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二十八年记载：“遣徐福

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东渡的传

说是中国人移住日本的最早记录[1]。到了魏晋南北

朝时期，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再一次出现东渡

日本的浪潮，日本古史中有所谓“秦人”、“汉人”的
记载，就是指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集团。

隋唐以前的中国人大多是以集团移民的方式

移居日本的，隋唐以后是以僧侣、外交人员和商人

为主，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外交访问和进行贸易。
此外，还有一些士人和技艺人员，他们都为日本社

会和中日友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隋唐时期旅日华侨的特点

隋、唐时期（581～907 年），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进

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前往或旅居日本的形

式有新的特点：

（一）东渡僧侣占多数

隋唐时期，旅日华侨中高僧占了多数是这一

时期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

形态。日本奈良朝（710～794 年）以后，东渡日本的

汉人以高僧、士人、工匠和商人为主，他们不同于

以往集团移住的中国移民，而是具有侨寓的性质，

成为古代日本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旅日僧

侣在这一时期更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来自中国

的旅日侨僧都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宗教修养，

对于日本佛教的创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

中事迹较显著而有姓名记载于中国和日本史籍的

莫过于高僧鉴真大师，他从唐天宝二年最初的渡

海计划开始，前后 11 年，历经五次失败，备尝苦难

艰辛，终于在第六次成功赴日。在日本，鉴真大师

不仅弘扬佛法，同时也传播中华文化，对中日间的

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个人赴日者较多

隋唐时期赴日华侨以个人或少数人同行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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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而且这个时期的赴日唐人已不再是像以前

那样出身于集团首领或王侯将相，如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弓月君、阿智王、安贵公等，而是多依靠自

己的才能。隋唐时期远涉沧波，东游兴化的唐人艺

员和士人也很多，也有接受日本遣唐使的盛情邀

请而赴日的，他们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

心血。像鉴真、袁晋卿等在内的唐人赴日以及他们

在日本历史上的贡献，就是日本遣唐使“虚往盈

归”的一个组成部分。
隋唐一代，旅居日本的华侨除了上述的集中

情况外，还有一些赴日进行贸易的唐商也不容忽

视。在进行国际贸易中由于业务的需要，一些唐商

居留当地，成为旅日华侨的一部分，在促进中日文

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在日本华侨发展史上，这一时期之所以由过去

以秦人汉人集团移住形式为主发展为以僧侣东渡

形式或少数人赴日为主，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

第一，日本奈良时代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权

利逐渐形成，通过大化革新运动，确立了律令体

制，特别是先前长达 200 多年时间里的谴隋使、遣
唐使的派遣，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唐化活动，使日本

各方面都大量摄取和吸收大唐文化，并把这种大

唐文化又较好的融入到日本民族文化之中，进而

产生了平安时代充满民族风格的“国风文化”。这

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

能再大量吸纳日本列岛以外的“渡来人”。
第二，盛唐时期中国国内十分稳定和兴盛，中

日交通南路航线的开辟，航海技术的发展，事实上

也使移民集团东渡失去了社会基础和需要。
第三，日本奈良时期（710～794 年），在思想领

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佛教为主的唯心主义思想。
当时，佛教在日本地位上升，并受到以天皇为首统

治阶级的崇信，转变为与律令国家表里相连的国

家佛教。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已基本上走向独立发

展的道路，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日本佛教的法相

宗、三论宗、华严宗等都来源于中国佛教[2]。通过长

期不断的谴唐学问僧、请益僧的留学求法，并经他

们又招聘一大批唐僧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于是旅

日高僧便成为这时期旅日华侨的一大特色。

二、隋唐时期旅日华侨的作用

隋唐两代是古代中日交往历史的新时期，也

是日本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期。过去谈及唐

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往往忽视了居留日本的华

侨的作用。其实他们也是推进古代日本历史发展

的功臣。隋唐时期赴日华侨的阶层更加广泛，人数

也大大增加，僧侣、商人、工匠、文人义士等，都在

各自的工作和活动中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一）积极参与日本大化革新运动

日本大化革新萌芽和推行之初，其指导思想

和改革模式大都是在“汉族归化人”①后裔参谋策

划下确立和完善的，最著名的如“汉族归化人”后
裔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他们曾留学中国

二三十年，身历隋唐两代[3]，回国后受到日本朝廷

的重用。大化革新前夕，中大兄皇子和中臣廉足都

曾“手把黄卷，自学周礼之教于南渊先生所”[4]，并

与他们就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大化

新政权建立后，僧旻、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

成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顾问[5]。新政权的典章制度都

是参照隋唐的《武德令》、《贞观令》等律令，揉和日

本本国固有的习惯法而制定，为日本皇室政权建

立律令国家体制奠定基础，其中华侨的贡献是巨

大的。
（二）东传佛教弘扬佛法

入日唐僧、唐商，以及“汉族归化人”后裔对佛

法、文史等方面在日本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

大的。日本佛教的创建和发展，除了谴唐学问僧之

外，还有赖于一批批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他们大

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宗教修养，这些高僧不

怕波涛险恶，远涉大洋，来到日本弘扬佛法，为日

本“护寺镇国平安朝圣”的国家佛教的建立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日本佛教的各宗派许多都是经旅日

僧人从中国直接传入而确立的。
日本奈良时代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六宗，其中

①对于古代入日的外国人，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日本史籍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中，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
“唐人等”，今人常称“归化人”、“渡来人”、和“华侨”、“华人”。《古事记》常用“度来”，而《日本书纪》多用“来归”、“归化”。《续日

本纪》用语均为“归化”，明显是当时律令和正史的用语，反映了日本朝廷的政治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史学家才改用

“渡来人”以代替“归化人”这一称谓），因为从中原地区经朝鲜移住日本的中国人，大多自称是秦汉帝家苗裔，按其入日时间先

后或以其自称汉帝之后而被称之为“秦人”或“汉人”；魏晋以后入日者被称为“新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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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的律宗和华严宗便分别由唐高僧鉴真和

道璿东渡日本，直接亲传。特别是鉴真传播的律

宗，深受日本皇室的尊崇，圣武天皇还亲自在东大

寺卢舍那殿前设戒坛，后来又赏赐田地，建设寺

院，使律宗在日本的到广泛传播。
唐朝高僧东渡日本的时候，往往会带去大量

的佛经典、佛像和佛具。从物质和文化上同时对日

本佛教各宗派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促进日本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隋唐时期中日间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唐代

的科技、建筑、医学、工艺、绘画等各个方面都对日

本产生不少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旅日唐商、工匠以

及其他中国移民都起到了推动日本社会进步的作

用。根据史书记载，中国的指南车和飞舟等便是在

这一时期经由唐人传入日本的，《日本书纪》天智

五年（666 年）条载：“倭汉沙门知由献指南车。”《续

日本书纪》又载，养老七年（722 年）“唐人王元仲始

选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位下”[6]。这里所说

的“倭汉沙门”和“唐人”无疑为入日汉人或其子

孙，后者可能是当时的华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在日本史籍中，一般称融入日本的中国移民及其

后裔为“归化汉族人”，而新到的中国人则直接称

之为“汉人”、“唐人”。
在建筑及技艺方面，唐朝旅日僧侣、商人、工

匠等的贡献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寺庙建造方面更

加显著。日本古代的寺庙建造，无论布局、风格、雕
塑、绘画等大都受唐代的影响。鉴真大师在日本国

内弘法时期，于公元 759 年亲自指导设计建造的

唐招提寺，就是按照唐朝的寺院布局和建筑模式

建造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是奈良时代的代表性

建筑，至今仍屹立于奈良古城。除了佛寺建筑物

外，日本宫殿庭园的建造也大都模仿唐长安京都

的样式，在这方面，“汉族归化人”及其后裔所做的

贡献最大。朱云影在其《中国工业技术对于日韩越

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当时土木工程的营造，多依

赖华侨的功劳，如圣武天皇天平十四年（742 年）八

月，造宫录正八位下秦下岛麻吕，以私资营大宫垣

之功，超擢从四位下……同年正七位上大秦宅寺，

亦以营太政官院垣有功，授从五位下。”[7] 这里所

说的秦氏，就是华人或华裔，从他们所受的提升和

叙位来看，说明他们的功劳是很大的。
日本的汉医学早先大都是经朝鲜半岛传入，

到飞鸟时代（593～710 年）则主要直接从中国传入，

“汉族归化人”及其后裔，旅日的唐僧、唐商和华侨

在这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奈良时代，佛教盛

行，赴日唐僧中有很多是精通医术的，如鉴真对本

草学有独到的心得，虽然赴日时已双目失明，但却

能用嗅觉辨别药物的真伪，并且在日本期间创制

出很多方剂良药。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一书久著录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续日本

纪》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 年）五月条，记录

有鉴真为后光明皇后治病开处方，并颇有效验一

事。直到今天，鉴真仍旧受到日本人民和医学界的

普遍敬仰。
在工艺刺绣、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日本也

深受中国风格的影响。由于奈良、平安两朝佛教盛

行，佛教艺术也得以繁荣发展。当时日本大力仿效

唐朝，大量寺院的壁画图绘，佛像雕塑，都出自赴

日唐僧之手。音乐方面，唐代的正统音乐雅乐传入

日本后，日本朝廷和佛寺每有庆典便演奏。
在信息传播受到限制的古代社会，文化的传

播主要是依靠文化创造者本身作为媒介来完成

的。古代赴日的中国移民就是把中国先进文化传

播到日本列岛的主要媒介。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到隋唐两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赴日的唐人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有着自己的独

特之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宗教修养的僧人是

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对日本的历史发

展有其独特的影响。这一时期，无论是侨日的僧

人、士人、商人等所有的侨日华人在促进唐日文化

交流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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