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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朝贡与翻译

!!!宋代朝贡的特徵与其地域史的意义

远藤总史

日本学术振兴会&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

提要

东部欧亚这一新型的地域世界史在近年逐渐受到全球范围的广

泛关注!本文聚焦的问题是如何在东部欧亚中定位以东南亚
!

首的

南方海域世界$文章着眼於以朝贡这种中华式的理念
!

基础开展的

对外关!通过研究上书的翻译行
!

!考察宋代朝贡的实际情癋及

其特徵!?指出其对於南方海域世界所具备的意义$本文首先关注

留存在宋代史料中的南方海域世界的上书!发现它是由'蕃字(书

写的原文逐步翻译"编集而成)接着关注上书的译者!揭示海商等

媒介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然後着眼於真里富国上呈的两篇不同的上

书!发现'蕃书(?不仅由朝贡国的文字"语言书写而成!也有可

能使用南方海域世界的通用语言)最後对朝贡时的翻译行
!

所持有

的意义及朝贡的主体等进行讨论!指出宋代的朝贡实质是媒介者通

过翻译等行
!

造出来的!其结果是令宋代朝贡不但可以
!

国家等

政治政体服务!也可能
!

各种级
"

的人群乃至个人所利用$

透过上述分析!本文指出!所谓朝贡的中华式理念!具有在宋

朝以及南方海域世界之间搭建经济基础设施的功能!宋代的朝贡作

!

某种'国际公共财
#

(!孕育宋朝与南方海域世界之间有机的经

济联结$

$

言之!根据宋朝提供的朝贡理念!由国家到个人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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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体都可以与宋朝进行政治"经济的接触!由此!一个经济圈

自宋朝与南方海域世界之间诞生$

关键词"朝贡"翻译"中华理念"国际公共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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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章

近年!立足於安史之乱%1&&!1,+ &後中国王朝变得相对弱势!辽"金

等西北方势力崛起!以及西夏和大越旧节度使政权独立等历史背景!$#至

$+世纪的东亚及其周边地域出现的多极化状癋受到关注!通过将东亚"中

亚甚至东南亚的广域纳入视角之下!世界各地的研究开始尝试重新认识以

往的各国史!?进一步描绘出崭新的地域世界史$关於宋辽之间的 '对

等(关!早在"#世纪%#年代就已引起 9&*,&*$:*#';&"陶
%

生和王赓武
!

代表的欧美与台湾学界的注意$费正清不仅认
!

$#至$+世纪是以中国
!

中

心的国际秩序*** '中国的世界秩序 (概念尚未形成的时期!而且指出在

此状癋下宋王朝对外关的灵活性$

!

!之後美国及日本学界以此议题
!

基

础的研究得到显著发展$其中!美国学界围绕如下观点展开了讨论#辽"

金与宋朝之间设立的对等的外交关!令东亚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两国

之间标出类似於国境的界瞃!衍生出排他性关!使士大夫之间
#

生

'国民国家 (的意识!从而成
!

近代中国成立的开端$

"

!以中亚及日本

史研究
!

主的日本学界!则通过设定 '东部欧亚 (这一新的地域性框

架!将以往?有支配地位的中国中心观相对化!由此尝试勾画出不同的

地域世界史$

#

!其中亚史研究指出!$##2年宋辽之间缔结的 '澶渊之

盟 (是蒙古帝国出现之前东部欧亚地区国际关的支柱!在此国际秩序

下!

&

亚势力?据主导地位$

$

!而中国学界则尝试扩大地理的范围!通

过 '大宋史 (的形式!

%

!即以宋朝
!

中心!包含辽"金"西夏在
&

!对

宋代朝贡与翻译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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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亚史学界将
&

亚与中国合称
!

'东部欧亚 (!而日本史学界则具有将
&

亚

与中国以外的东海"南海等海域世界也纳入到研究视角中的倾向$

$

言之!日本史

学界所认知的 '东部欧亚 (包含
&

亚"东亚及东南亚$

古松崇志! +$#B$+世纪多国?存时代,-

'

./0东方1234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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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夫! +东080世界论,

现状9展望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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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史进行再构建$

&

!

近年诸如此类的研究动向!开
+

宋代史及辽金西夏史等研究的新纪

元$

'

!但是除了以山
&%

次(

!

!

代表的一部份从海域史视角关注人或物移动

的日本学者之外!围绕东南亚的南方海域世界在实际的讨论中存在被完全忽

视的问题$美国及日本方面对$#至$+世纪的国际秩序进行积极的研究!但主

要
,

调'盟约(形态下的新型国际关!而未对'

-

封"朝贡(这样的传统

国际关充份探讨)尤其是在日本!关於这个时间段的东亚及东部欧亚地域

历史的研究!因
!

抱有对?支配地位的中国中心观的
,

烈反省意识!所以具

有中华要素的
-

封与朝贡?未成
!

积极探究的对象$由此导致在以大越及占

城
!

首"但'盟约(式的国际关不?主流的东南亚地区!在近年的地域世

界史考察中几乎被忽视$

)

!

但是
.

所周知!从*世纪末开始阿拉伯"波斯系的穆斯林海商已往来於

南海!以广州
!

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域即有许多此类船$到了宋代!随

着中国海商来往於南海!东西交易的海上航瞃呈现盛癋$与之相呼应的是!

中国王朝在广州及泉州等处开设国际交易港口!通过设立市舶司夺取南海贸

易利润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国与南方海域世界的经济关较之从前更
!

紧

密$

*+,

!另一方面!因北部越南%大越 &的独立!宋朝将之与辽"西夏?列
!

安全保障方面的重大案件 %'三方之急 (

*+-

! &$

!

了对抗大越所带来的威

胁!宋朝相当功利性地尝试与占城及真腊这类中印半岛的势力进行军事联

合$因而!这个时代的中国与东南亚"南方的海域世界等地域之间的政治关

也变得密切$同时!原本作
!

中国
/

海军节度使的北部越南政权建立独立

2 远藤总史

&

'

(

)

*+,

*+-

'大宋史(的观点是!通过将中国史框架的地理范围扩大!无论如何都希望在 '宋代

史(的轮廓下对这个时代进行再构成$因此!会对旧有的各国史观进行重新看待!但这

与想从东亚或东部欧亚地域视野试图描绘出新的历史图像的研究视角有本质上的差
"

$

另外!中国的辽金史学界也对这种宋朝
!

中心的历史分析方式提出疑问$如景爱! +辽

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5! 6理论视察7!"#$1年!第1期!页$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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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次! 6日宋贸易9 '硫
0

,道(7%东京#山川出版社!"##% &$

在中国学界!

0

纯
1

等研究者虽然对
-

封与朝贡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但仍局限於'宋代

史(的构架之下!对於其在地域世界史中的历史意义亦未充份探讨$

?本
2

! +中国人,海上进出9海上帝国9:;,中国5!载桃木至朗编! 6海域08

0史研究入门7%东京#岩波书店!"##* &!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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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越王朝!与作
!

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平夏部创建独立的西夏政权之间具

有平行的关$这意味着!不管在关史!还是比较史的主题中考虑东部欧

亚的地域世界史!东南亚及南方的海域世界都是
3

不可忽视的存在$所以笔

者将着眼於具有中华要素的
-

封"朝贡!把由东南亚展开的南方海域世界置

於东部欧亚这类新型的地域世界史之中进行考察$

一直以来!

-

封及朝贡被认
!

是规定前近代中国与诸外国之间外交关

的'体制(或'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比如以费正清的'中国的

世界秩序(

*+.

!及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

*+/

!

!

代表的观点!均着眼於如何

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

-

封与朝贡被认
!

是构建了一种

与近代外交相对的中国传统世界秩序的体系$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

究中!如以西
4

定生的 '东亚世界论 (

*+0

!

!

代表的研究!其切入点是将
-

封"朝贡视
!

周边诸国引进中国式政治"文化诸要素的主要形式$但即使是

西
4

的'

-

封体制论(

*+1

!!也是将
-

封及朝贡理解
!

体制的$自此以後!以

日本与欧美
!

中心的许多研究者对各时代"各王朝的
-

封与朝贡进行考察!

且展开由於
-

封与朝贡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讨论$甚至於近年来!如後所述

在中国学界开始
-

封与朝贡的再评价!?同时重新借鉴欧美及日本的研究!

进一步发展起许多的探讨$

*+2

!

相对於以上情癋!近年来!尤其是日本的东亚近代史学界!对将
-

封及

朝贡视
!

'体制 (" '体系 (的观点提出质疑$"#$1年发行的 6东亚近代

史7!第"#号编撰了名
!

'如何对 <

-

封"朝贡 =体制进行再探讨 (的特

集!其中围绕作
!

体制"体系的
-

封与朝贡!从与近代的条约体制相对立的

清朝知识份子!以及包括研究者在
&

的现代人的立场来看!对其是否仅仅只

宋代朝贡与翻译 &

*+.

*+/

*+0

*+1

*+2

KI0IR85498D?:J>H@C84=S>4@8ASGS6A@P5D AH@-H5D@6@T34=E N4E@4:Q5D ."/!"#$/-/F'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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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滨下武志! 6近代中国,国际的契机#朝贡/>?@9近代080 7%东京#东京大学

出版会!$%%# &$

西
4

定生! 6世界
*

史古代2 东080世界,形成
3

7%东京#岩波出版社!$%%# &!

页+B$%$

西
4

定生! 6日本
*

史 古代" 东080世界9

-

封体制***,B*世纪,东080 7%东

京#岩波出版社!$%," &!页"+#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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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发明的传统(的问题展开讨论$

*+4

!在此次讨论中!

-

封及朝贡不再被

理解
!

体系的制度!而是一种通过
-

封"朝贡的中国价值观来获取利益最大

化的博弈!?且研究者认
!

!此解读将可以捕捉到朝贡"

-

封的真正含

义$

*+5

!

的确!所谓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是带有现实的实质性!还是只存在於

中国王朝理念中的问题!是直至今日依旧在开展的议题$但这样的讨论是建

立在将
-

封及朝贡理解
!

体制与体系的前提之下!以此建立起'中国的世界

秩序(!是从作
!

中心的中国视角或者周边的视角的讨论!进言之!是'完

全支配(及'完全独立(二选一的问题$总而言之!将
-

封及朝贡理解
!

带

有一定系统性的'体制(" '制度(或'秩序(的观点!自费正清以来终究

?未改变$事实上!许多旧有研究认
!-

封"朝贡是中国的外交制度!这类

研究一直以此观点
!

基础建立起关於'中国的世界秩序(构造的分析$这样

的研究去接受
-

封的一方以及进行朝贡的一方的多样性与暧昧不清之处!

导致以
-

封及朝贡
!

中心展开的博弈?戏的实体未能得到充份的考察$因

而!笔者认
!

!即使在前近代史的研究之中!运用如上所述的日本的东亚近

代史的观点对
-

封及朝贡再行讨论也很有必要$

一直以来!宋史研究对於
-

封及朝贡?未足
5

关注$如上所述!$#至$+

世纪是辽"金"西夏等
&

陆亚洲势力兴起"中原王朝相对弱化的时代$以

'澶渊之盟(

!

代表的'盟约(类的对外关受到学界关注!但
-

封及朝贡

6

?未能成
!

研究的主流$

*+6

!另一方面!近年来关於宋代朝贡和
-

封的研究

, 远藤总史

*+4

*+5

*+6

青木治世! +'

-

封A朝贡(体制BCD1再考E4D 5! 6东080近代史7!第"#

号%"#$,年&!页$B$$$

茂木敏夫! +'

-

封A朝贡(,语FG4场***中华世界秩序论,新段阶三论5! 6东

080近代史7!第"#号%"#$,年&!页$#"B$"$$

日本方面!西
4

定生奠定以'

-

封体制论(

!

代表的
-

封研究的基础!其研究论述以西

北势力的抬头
!

首的原因!导致唐末以後国际形势变动下中国王朝的优势瓦解!宋代时

期'

-

封体制(?未发挥其机能$在该观点的影响下!与宋代
-

封及朝贡相关的系统性

研究未得到发展$另外!

-

封研究主战场之一的日本史研究中!宋代也未成
!

大多数讨

论的对象$其中!西
4

阐述宋代的'东亚文化圈(比起政治"文化关!经济关更
!

重要$另一方面!在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界!早已有几篇关於宋代
-

封与朝贡的个
"

研究

得到发表!但是!这些研究是在分析与宋朝对外关中进行的!?未将宋代的
-

封与朝

贡的整体面貌展示出来$参见西
4

定生! 6世界
*

史 古代2 东080世界,形成
3

7

和6日本
*

史 古代" 东080世界9

-

封体制 7)片仓
7

! +HIJ@A中国,初期

外交
(

1

(

E4一问题***交趾郡王A南平王A安南国王等,称号BKL

M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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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有了进展$特
"

是在中国学界!随着近年中国大国化的快速进程!以往

被视
!

封建糟粕的
-

封及朝贡!自"#$#年以来作
!

中国独有的国际秩序!开

始以滨下武志及费正清等日本"欧美先行研究
!

参考得到再评价*7,

!$这种情

癋即使在宋史中也是类似的!尤其是
0

纯硊6宋代朝贡体系研究7中不仅对

宋代
-

封与朝贡进行全面性的研究!还提出周边国家通过利用宋朝的
-

封"

朝贡制度来获得国家安全保障以及赏赐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般性的

见解$

*7-

!另一方面!日本近年主要以东南亚史的研究界
!

中心!进行着眼於

宋代
-

封与朝贡的理念背景以及周边国家是如何利用此理念的研究$桃木至

朗注意到大越%越南北部&政权在对宋朝朝贡之时!是以唐五代以来的地方

行政单位头衔来自称的!因此认
!

!大越政权利用宋朝的
-

封"朝贡向宋朝

宣扬自身自唐五代以来的正统性!以确保其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7.

!笔者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依据渡边信一郎*7/

!及山崎觉士*70

!等人的研究探讨宋代

-

封理念!指出宋朝与
-

封国之间设想的政治关!与五代中原王朝及十国

诸国之间所设想的是相同的!?证明桃木所揭示的可能也适用於大越国之外

的西夏及吐蕃等国家$

*71

!

总而言之!虽然关於宋代的
-

封"朝贡的研究逐渐得到发展!但若根据

上述近几年的近代史研究的动向!不难发现!其实还有许多可供研究考察的

馀地!特
"

是关於朝贡的研究因将其理解
!

'制度(!且认
!

是一种'同性

质的国家夥伴关(而忽略与朝贡有关的各种博弈者的角色!导致宋代朝贡

的实体无法得到充份探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宋朝朝贡中 '上书的翻

译(的行
!

!考察宋朝朝贡的实质及其特徵$ '翻译(这一行
!

!即使在朝

贡这样的场合!也是宋朝和朝贡国双方思想交错最深的环节!而以海商"翻

译人
!

首的各种角色皆与之相关$因此笔者认
!

可以通过 '翻译 (这一行

!!

宋代朝贡与翻译 1

*7,

*7-

*7.

*7/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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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法从制度框架上解读出来的宋朝朝贡的实态及其特徵!明确地描绘

出来$

二#上书的特徵和倾向

朝贡之时!南方海域世界的诸势力向宋朝提交的上书有比较明显的特

徵$第一个特徵是在朝贡时一般会提交由'蕃文(和汉文书写的文章各一!

合计共两封的上书$例如!占城国皇二年%$#&# &正月的朝贡中有如下记

载#

皇二年正月%国主俱舍綟波微收罗婆麻提杨卜贡象牙二百

一&犀牛角七十九%?表二通%一以蕃书%一以中国书'

*72

!

占城国主朝贡时提交'蕃书(与'中国书(各一份$关於'蕃书(!此处暂

将之理解
!

用汉文以外的言语"文字撰写的文章!详见後文)而'中国书(

毋庸置疑是指汉文撰写的文章$汉文的文章在史料中也存在被称
!

'唐书(

的情癋$然而!在史料中可查证的只有用汉文写作的文章! '蕃书(的记
<

?未留存$这与近代史的情癋不同!无论是呈献上书的国家或者中国!都
=

有存留'蕃书(实物$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使臣在朝贡时只带来'蕃书(的例子$这种情癋在

史料中!首先是运用'译表文云OO (一类的表达!将被翻译
!

汉文的上书

的
&

容记载下来$因此!笔者认
!

!上书最初是由'蕃文(写成!再翻译成

汉文之後才呈献上去的$当然!与'蕃书(写作原件相关的记
<

或实物都
=

有保存下来$

南方海域世界向宋朝提交的上书的第二个特徵!是不同时期的上书从
&

容上可以看出差?$对6宋会要辑稿7和6宋史7中上书
&

容进行整理和对

比!发现在北宋初期的太宗"真宗年间呈予宋朝的上书运用的修辞手法非常

之多!也恪守上书的格式)而在仁宗之後的史料中!保留的则是
&

容简洁"

惯用俗语且完成度较低的上书$

!

什
>

上书的
&

容会因时代而
#

生变化呢P一方面!笔者认
!

可以从宋

朝政权性质的变化以及宋朝
&

部朝贡政治地位的变化来考虑$例如!河上麻

* 远藤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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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和唐代朝贡时!指出上书的表述带有佛教特徵!

与梁"唐两代皇帝权威的佛教特色有着密切的关$

*74

!正如河上麻由子提出

'佛教的朝贡(那样!朝贡上书的写作追求与接受朝贡的中国王朝的政权性

质相一致$因此!南方海域世界各势力所提交上书的
&

容在宋代不同时期的

变化!可以理解
!

是由於宋朝皇帝及朝廷的权威性质发生变化的缘故$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上书
&

容因时代
#

生变化可能单纯源於史料留

存的问题$宋代和明清等近世"近代相比!存留史料的确较少!且失传很

多!因此认
!

仅凭剩馀的史料推断结论有所偏颇也是自然的$另外!正如桃

木至朗所指出的!被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有许多资讯是无法完全知晓的$比如

无法确定这些史料是由谁在什
>

地方记
<

!以及记
<

是如何留存成
!

史料

的$

*75

!也就是
?

!从作
!

对外视窗的市舶司广州"泉州等地方行政机构!开

封"临安等中央机构!以及宋朝廷其它各类部门入手的资料!有可能杂乱无

章地被保存在同一条史料之中$这类情癋确实存在#明显是同一场朝贡!

6

由於不同机关"衙门提交的资料未经仔细审查就直接保留在史料中!导致仿

佛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朝贡$

*76

!

$

言之!即使是保存在同一史料中的资讯!也

不能轻易将之视作性质相同之事$

考虑到上述问题!下面史料的分析就变得重要起来$以下史料是庆八

年%$#2* &十月二日!渤国朝贡使臣向宋朝提交的上书#

#庆
!

$八年十月二日%南蕃渤国遣使奉表%贡佛金骨&真

珠&雕佛&西天佛&犀牛头&连犀&象牙'表云( )渤修行国王

臣思蒙孙打南俾顿首大宋皇帝陛下(臣思蒙本国修行%荣求佛理%

每切常臻於正教%倾心可慕於空门'伏闻大宋皇帝陛下德应三
"

%

功明大道%圣惠远超於南土%宸严广?於华夷%是以臣思蒙远閧金

阙%

#

想旌墀%身属迈年%无由顿首'臣思蒙收得西天佛金骨及西

宋代朝贡与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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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佛树枝连叶?西天佛一 %元是西天僧将到%兼本国犀牛头一

?%连犀一株%尾一条%犀四株'臣思蒙发遣弟打钦
$

赴广州进

献%伏乞天慈俯赐鉴纳'谨进' * 译到( ) 兴渤国蕃王元是丹蒲

胧%每年发船归大地'今特将书求拜大朝官家'我听闻道是大朝官

家修行%我州府有圣佛%重佛是重家一般%特将来兴渤国佛一

%犀牛头一?%连犀一株%又犀四株'蕃王修行年老%听闻大朝

官家修行%办心礼拜'打钦元是我弟%特差亲弟来广州送纳%乞

回' *

*8,

!

这条史料应以'译到(一词
!

界!分
!

前半段和後半段$对比前後两段!可

以发现其记
<

的
&

容大致相同$但是後半段以俗语的方式将宋朝皇帝称
!

'大朝官家 (" '大朝官家修行 (!相反前半段则称之
!

'大宋皇帝陛

下($由此看来!前半段与後半段相比可以
?

是谨遵将宋朝皇帝奉於高位的

中华秩序的形式$

0

纯硊推断这条史料的後半部份是从当地语言翻译过来的

初稿!而前半段则是根据後半段的
&

容加以润色的编辑稿$

*8-

!笔者认同
0

纯

硊的观点$也就是
?

!通过分析这条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蕃书*翻译稿*

编辑稿(这样两段式的翻译和编辑的过程$

接下来关注的是!南宋时期真里富国的朝贡使臣提交的两封上书$第一

封是该国在开禧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所呈#

译表文云( )悉哩摩稀陀砮跋砮礧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

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将安竺南旁継砮%差出来

同大朝纲首拜问消息'回文转新州%已知大朝来去'今差一将出

来%不敢空手%有雄象一头%象牙一对%共重九十二斤%犀角一十

%共重一十一斤%尽进奉大朝'望乞回消息%意要欲知大朝%年

年进奉不
%

'十月间可发回文差到人'四月初九日出港%分付去行

在进奏院'相公悉哩摩稀陀砮跋砮礧送纳' *

*8.

!

第二封上书则收
<

在历仕南宋宁宗"理宗两朝%$$%2!$",2 &的唐士癴之6代

$# 远藤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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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里富贡方物表7一书中#

葵心北
&

%久怀航海之诚+象译南琛%初上职方之奏'毕输诚

於蝼蚁%实慕义於衣冠'臣中谢'窃以兴国
'

渤泥之朝%嘉其始

至+祥符伟注辇之贡%睵彼未来'岂期从古之戴盆%忽玷当今之同

轨'伏念臣每以沧溟之中阻%姑
(

吉蔑之附庸%下极荧煌%莫记星

霜之变%断根膏馥%第形贾舶之编'既弗登夏王 !山海 "之经%亦

莫与汲冢会同之解'且西邻骠国%尚效德宗鼓舞之飀%而南境釺

婆%每续元嘉职贡之敬'退念陋邦之蕞尔%独
(

大节之阙然'臣是

敢
#

起三呼%共驰一介'随贯月乘槎之
)

%?迎秋从律之风%效牵

式
*

於旄头%任土仰干於
+

币'其德天合%其明日合%宜东西南朔

之悉归+大秦宝多%大宛马多%想礼乐诗书之甚盛'祈殿古人之委

赐%与荣玉版之诗书'形容骇师古之图%道里续贾耽之志'恭惟皇

帝陛下%离明继照%乾健统天'中国有至仁%自然笃近而举远+小

邦怀其德%岂徒厚往而薄来'乃至微臣%亦知大义'法乎三圣%矧

更出於亲传%令彼四方%自式歌於来享'某空怀辰共%莫与躬朝'

嗣属国之封章%自今以始+耸陪臣之复命%其教可知'

*8/

!

0

纯硊指出!前者是根据'蕃字(原本直译而来!後者则是由宋朝文人

根据宋朝的规格代写之文!

*80

!然而两则史料之间的关?不明显!无法断言

是在同一场朝贡时提出的
&

容$另外!仅由史料中 '译表文云OO (的措

辞!?未能完全断定前者是从原本直译而来$不过!笔者认
!

!两篇上书是

在不同阶段翻译"编辑而成的
#

物!这一想法是可以成立的$

因此!或可推断!来自南方海域世界的上书!?不是由庆元府这类特定

的衙门"机关!而是通过多个机关"衙门!阶段性地翻译"编辑而成$而

且!笔者认
!

!可能正是由於在翻译"编辑的过程中!多篇翻译"编辑稿被

杂乱无章地保留在某种史料之中!才会出现如上述那般形式多样的上书文

章$

宋代朝贡与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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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书翻译者

关於南方海域世界上书的翻译者及其进行翻译的场所!首先需要考察的

是宋朝负责朝贡的各种机关"衙门$山崎觉士通过南宋时期的事例!指出上

书的翻译是在庆元府这样负责朝贡的机关完成的$

*81

!而笔者想进一步关注的

是#谁翻译了上书P以下是庆元六年%$"## &十月一日关於真里富国朝贡的

记载#

十月一日%宰执进呈次%上曰( ) 真里富国金表已见之%甚可

笑'止是金打小卷子%又於木皮上
,

写一卷'其状屈曲%皆不可

晓'盛书螺钿匣子又折一足%弊陋之甚%

-

有数斤缬帛'此必海上

小国%如一小州之类' *谢深甫等奏( )番字一体%绝类琴谱%竟

不知所言何事%方欲下庆元府令译而来' *上曰( )可令译来' *

既而本府言( )蒲德等?译语人
.

文蔚将金表章辩译表文'所有

木皮番字一轴%据蒲德等译语%即金表章副本%意一同'恐大

朝难辨识金表字文%本国又令南卑国人书写番字%参合辩照' * 至

是奏上焉'

*82

!

根据这条史料可以发现!真里富国的朝贡使节分
"

呈上两篇由不同的

'蕃字(书写的上书$由於宋朝廷无法解读两篇上书!於是下令交由庆元府

进行翻译$此时!庆元府又将翻译交给纲主 %朝贡使节所搭载船的负责

人&蒲德和译语人
B

文蔚$这眧的译语人!笔者认
!

应该是隶属於负责朝

贡的对外机关市舶司的低级吏员$

*84

!也就是
?

!将 '蕃字 (转译
!

汉文的!

是对南方海域世界有一定程度了解"像译语人那样隶属於朝贡对外机关的吏

人$

此外!该史料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与翻译工作有很大关联的海商!如纲主

蒲德$根据史料!海商与翻译工作之所以
#

生关联!是因
!

比起宋朝一方

$" 远藤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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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当绍兴二十五年朝贡使节入临安面圣朝拜之时!市舶司派遣译语人随行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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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语人!海商在语言和对南方海域世界的了解上都更胜一筹$我们不妨再

来看一下绍兴二十五年%$$&& &十一月六日占城国朝贡的记载#

六日%客省言( )占城番使部领萨达麻状( , 昨蒙番王遣同纲

首领陈惟安领贡奉物色?章表前来本朝进奉'窃念达麻等化外%

不谙天朝礼仪%全藉纲首陈惟安递年兴贩本番%译语至熟%正音两

通%兼与番王知熟'今次说谕番王前来进奉方物%表
-

明指陈惟安

引进%虽有译语随行%窃虑传闻不尽%礼节乖违%兼缘贡奉物色亦

是陈惟安同共?领前来%欲乞申明朝廷取旨%放令陈惟安同达麻等

入驿宿泊%庶图引进及传闻言音' -候指挥' *诏依'

*85

!

根据这则记载!南宋负责款侍朝贡使节的客省!因
!

海商陈惟安比市舶司派

遣的译语人更精通占城的语言和情癋!所以向上级请求!准许陈惟安随行朝

贡使节$而在宋朝一方!认
!

比起派遣译语人!以精通宋朝"海域世界情癋

和两方语言的海商作
!

媒介者更有利的!也不在少数$诚然!理性地考虑的

话!与从未去过南方海域世界的低级吏员相比!频繁往来於两国之间的海商

所拥有的口译与笔译的能力毋庸置疑更高$

再者!在南方海域世界活动的印度"中国等佛教僧
C

的存在也不可忽

视$如下条史料所载#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

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谭 . 译 / 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复 .後 /

募缘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番国敕书%遂赐三佛

齐国王遐至葛&古罗国主司马佶芒&柯兰国主硈怛罗&西天王子谟

驮仙书以遣之'

*86

!

大多数佛教僧
C

都具有翻译佛教经文的能力!同时也是精通中国与南方海域

世界两者状癋及语言的人!如同宋朝与南方海域世界政治关的媒介$因

此!佛教僧
C

也有很大可能从事上书的翻译$

最後!需要考虑的是朝贡国一方可能存在精通中国情癋与汉文的人物$

宋代朝贡与翻译 $+

*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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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想到八世纪之後中国海商进入南海的历史事实的话!南方海域世界的

各政权存在精通汉文的人也?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 6文献通考7有关三

佛齐的记载眧!就暗示三佛齐有使用汉文写作'上章表(进呈於中国的可能

性#

三佛齐国%00国中文字用蕃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

文字%上章表即用焉'

*9,

!

综上所述!笔者认
!

!宋朝的翻译制度未必得到体系化!也未必明确设

立翻译机关!而只是交由隶属於市舶司等对外机关的官吏!或者精通汉文的

海商等媒介者进行翻译)诸如海商这类精通宋朝与海域世界双方情癋的媒介

者!在翻译工作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四#蕃书

本节将对朝贡使节作
!

上书提交给宋朝的'蕃书(进行一些考察$前文

曾论及!宋朝朝贡的特徵是使节多次提交'蕃书(与'中国书(各一份的上

书$那
>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 '蕃书(是由何种文字"语言书写而成P

前引之庆元六年%$"## &十月一日举行的真里富国朝贡的
&

容!记载当

时真里富国使节分
"

提交两篇由'蕃字(书写而成的上奏文$其中'所有木

皮番字一轴!据蒲德等译语!即金表章副本!意一同$恐大朝难辨识金

表字文!本国又令南卑国人书写番字!参合辩照(一句!需要进一步探讨$

根据此处文字!木皮的是金表的副本!是因
!

考虑到宋朝可能无法理解金表

文字!所以请求南卑国人用'蕃字%番字&(另外抄写一份$由此推测!金

表是由真里富国文字书写而成!除此以外!还出现一个真里富国认
!

'即使

是宋朝也可以理解(的'蕃字(版本$

$

言之!在南方海域世界有可能存在

被普遍使用的文字和语言 %某种通用语!G+'D-#A*#'1#&$由这一点看来!

南方海域世界呈於宋朝的'蕃书(!未必是使用呈献上书者当地的语言!还

必须考虑到由这种通用语书写的文书的存在$当然!也存在由译语人或是海

商翻译的'蕃字(" '蕃书(!皆未必是朝贡国的语言!也就是
?

!南方的

海域世界很可能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

$2 远藤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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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真里富国的位置有许多
?

法!但一般的观点是认
!

其大概位於从暹

罗湾北岸到马来半岛沿岸的某处$因此'金表(上所使用的文字可以认
!

是

由印度南部婆罗米系文字派生而来$

*9-

!另一方面!笔者认
!

6大德南海志 7

中作
!

三佛齐属国所记载下来的 '南无里 (!和 6诸蕃志 7中的 '篮无里

国(" 6岛夷志略7中的'喃 哩(所指皆同
!

南卑国$以往的研究中!这

一系列的名称被认
!

是指代苏门答腊岛北端的南縨里4G#)-*+或G#),*+8$

*9.

!

此地域因於$+世纪末出现东南亚首个改信伊斯兰教的国王而被熟知!考虑到

大概是由於七世纪穆斯林商人来往於南海之後!这块地域随即出现许多穆斯

林居住"滞留$另外!7+.#(#B/%'>#H%*'指出!明代从阿瑜陀耶王国而来的

外交文书使用的是阿拉伯语$

*9/

!将此类明朝事例也进行考量的话!可以认
!

南卑国人使用的文字与语言都极大可能是阿拉伯语$

从这点出发!从南方海域世界呈给宋朝的'蕃书(不应局限於上书者地

域的语言!而应考虑到由这种通用语写成的可能性$诚然!正如真里富国的

金表一样!大多数的'蕃书(是由朝贡国的文字书写而成!但是经由译语人

及海商翻译而成的'蕃字(" '蕃书(

6

未必使用朝贡国的语言!也可能是

用南方海域世界通用的语言$

五#翻译的意义及朝贡主体

对於南方海域世界对宋朝的上书所隐含的意义的探讨!在以往关於宋代

朝贡的研究中!?未立足於南方海域世界方面的情癋展开分析$由前面几则

汉文上书的体裁来看!南方海域世界向宋朝的上书是按照宋朝所设想的大中

华理念%即朝贡国乃出於仰慕宋朝而派遣使者来访&的思路写作$以往的研

究如以
0

纯硊
!

首的观点认
!

!朝贡国?用这种大中华式的
D

事体裁!是以

从宋朝获得政治及经济利益
!

目的而刻意
!

之$

然而!这种观点在理解朝贡环境中 '翻译 (行
!

的意义时就过於简单

了$例如!通过比照在6华夷译语7中保留的由阿瑜陀耶王朝交与明朝皇帝

的泰语原文版本和汉译版本的国书!7+.#(#B/%'>#H%*' 指出!汉译版本是阿

宋代朝贡与翻译 $&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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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陀耶的国书依照'朝贡的形式(有意
!

之的
#

物$

*90

!另外!$%世纪由泰国

派遣去清朝的朝贡使节共
F

带当地语言文书及汉语文书!合计两封外交文

书$其中!汉语文书的写作遵从以清朝皇帝
!

中心的大中华理念!但另一封

当地语言所书写的文书
6

?未将清朝皇帝置於高位$

*91

!也就是
?

!当地语言

文书?非遵照被视
!

朝贡前提的中国王朝的理念来书写的$如此一来!朝贡

环境中的翻译行
!

既是一种将外语翻译成汉语的行
!

!也是一种基於中国王

朝理念对外交文书进行的刻意创作$

*92

!总之!本来与朝贡形式完全不同的对

外关!通过海商"口译人员等媒介者的翻译!被替
$

成遵从中国王朝所设

想的大中华理念而进行的'朝贡(关$笔者认
!

!这种情癋即使在宋朝也

是一样的$正如第二节所论!即使在宋代朝贡的'翻译(中!媒介者的作用

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宋代南方海域世界的'蕃书(也不太可能是基於宋朝

设想的大中华理念写就!可以认
!

它是通过翻译这种行
!

被替
$

成'朝贡(

形式$

既然媒介者们可以作出朝贡这一实体!极有可能进行朝贡的主体是以

获得经济利益
!

目标的媒介者自身!而不是某个'国家($那
>

!在此前提

下!进行朝贡的主体?不一定是'国家($当然!原则上宋朝?不承认不遵

从大中华理念的
G

朝贡$例如!绍兴三年%$$++ &大理国前来朝贡时!宋朝

廷认
!

他们的目标是贩卖马匹!因此?未允许朝贡而只批准他们在边境地区

进行贩卖#

光尧皇帝绍兴三年十月十三日%广西县 . 路 / 抚谕明橐奏大理

国欲进奉及卖马事'上谕宰执曰( )令买 .卖 /马可也%进奉可勿

许%安可利其
/

名而劳民乎1 * 朱胜非奏曰( ) ?时广西奏大理国

入贡事可
(

监 . 鉴 / %当时言者深指其妄%

0

瞞以是获罪' * 上

曰( )遐方?域%何由得实1彼云进奉%实利於贾贩'但令帅臣&

边将偿其马直%当价则马当继至%庶可增诸将骑兵%不
(

无益

也' *

*94

!

$, 远藤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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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技术上来
?

!宋朝几乎不可能判断南方海域世界的朝贡是否属

实$在这一时期的海域世界中!王权尚未试图直接管理海上外交关及国际

贸易$各地王权基本上只对指定的贸易港口进行视窗管理!在外交关及资

讯传达方面则积极利用海商等媒介者$这一点宋朝也一样!在广州"泉州等

贸易港口设置市舶司!利用海商等中介人员的同时!仅通过视窗管理朝贡"

海上贸易"外交关等$

*95

!如此一来!如桃木至朗所言!南方海域世界的相

关资讯主要依据往来於南方海域世界与宋朝之间的海商等媒介者所提供的传

闻$

*96

!南方海域世界的相关资讯既然是来自於媒介者的传闻情报!那宋朝方

面就无法切实掌握朝贡方的实际情癋!从结果上来
?

只能依靠於翻译者所刻

意造出的'朝贡(实体$

那
>

!来自南方海域世界的朝贡主体究竟是谁呢P关於这一问题!以往

研究一般将朝贡看做同等性质的'国家(之间的关!将朝贡的主体理解
!

汉籍史料上拥有固定名称的特定'国家($也就是
?

!以往研究将进行朝贡

的南方海域世界诸种势力!视
!

如同中国王朝那般中心一元支配制的国家!

?将朝贡理解
!

政府或朝廷这类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然而!将对外关视

!

同性质的国家间关这一看法是极
!

近代式的!?未充份考虑近代以前东

南亚的国家形态及这一时期的海域世界的实际状癋$

如以I%>$&*"的'F#'(#>#国家论(

*:,

!

!

代表的观点认
!

!前近代东南亚

的国家形态是一种由霸权中心将各地存在的许多政治政体散地统合起来的

联合体$在该联合体中!官僚制型中央集权的行政构造?不完善!中心与周

边的关主要通过各个政治政体的支配者之间的个人关来缔结$在这种国

家构造中!霸权中心的支配基础主要依靠君主个人的领袖魅力$此外!在近

代以前的东南亚社会中!虽然王权基本由男性掌握!但由於其
!

双性社会!

父系王权继承?不能成
!

支配王权继承的基础$因此!一旦由於君主死亡等

原因导致领袖力量消失!中心与周边的关轻易就可重新洗牌$其结果就

是!中心的向心统合力?不稳定!中心与周边的关及中心的所在地也处於

快速流动的状态$

*:-

!

然而!中国王朝的认知体系?不能正确地把握上述前近代东南亚国家的

宋代朝贡与翻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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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如桃木至朗所言!中国王朝只能通过中国的国家模式 %父系王权继

承!?由一个政治中心对全领域进行一元支配&来理解南方海域世界的国家

构造$

*:.

!於是!南方海域世界诸政体使用特定的名称来进行朝贡时!宋朝廷

?不会去判断他们具体隶属於 F#'(#>#式国家构造中的哪一个政治政体!而

是简单地将他们作
!

一个'国家(或'王朝(记
<

下来$因此!即使由南方

海域世界而来的朝贡!在汉籍史料中以某个特定国名被记
<

下来!

6

无法保

证它一直是由同一个政治中心进行的$L+1;&*. 敏
I

地指出这一点!他针对

B/#)3&*的F#'(#>#式国家构造进行分析!明确指出占城史在 F#"3&*%

*:/

!及

F#2-)(#*

*:0

!所提出的以父系王权继承
!

前提的王朝史上的矛盾之处$他特
"

指出!汉籍资料眧记载的有关'占城(的情报与特定的势力无关!只不过是

B/#)3&*的F#'(#>#式国家中多个不同政治政体相关情报的集合$他还
,

烈

批判F#"3&*%及F#2-)(#*过於随意地将碑文史料和汉籍史料相对照!?指出

'各记
<

具体指向 F#'(#>#式国家中的哪一个政治政体 (这一问题尚不明

确$

*:1

!

另外!也有本来是指代某一特定地域的词语在汉籍史料中被记
<

成一个

'国家(的情癋$提出这一情癋的是深见纯生$

*:2

!他指出!管 '三佛齐 (

在汉籍史料中被记
<!

一个国家!但在朝贡记
<

中
6

反复以像是'三佛齐注

辇国(这样的'三佛齐某某国(的形式出现$他使用印尼及南印度的碑文史

料"阿拉伯语史料等!考察'三佛齐(具体是指哪个地方!最终明确'三佛

齐(?非指一直以来所认
!

的室利佛逝这个特定国家!而是来自阿拉伯语对

麻六甲海峡两岸和马来半岛中部及其周边岛屿上许多国家统称的'MN,#2(这

一词语的音译$虽然深见?未对汉籍史料上将'三佛齐(写作一个国家的原

因进行深入探讨!但正如桃木至朗所言!应考虑到两个要因的重砯#穆斯林

$* 远藤总史

*:.

*:/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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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是情报源)中国人对某国进行称呼时!会以首都或某一大范围的领域来

代指$

*:4

!也就是
?

!三佛齐被作
!

一个国家的名称!最先是伊斯兰商人传来

的用阿拉伯语统称的地名 'MN,#2(!然後被宋朝理解
!

可以指代其全域的

'国名(!?认
!

在此之下存在着用首都或中心地来称呼的各种属国$因

此!史料中大多记
<

作'三佛齐(的朝贡!以致无法判断具体是'三佛齐(

中哪一个政治政体进行的朝贡行
!

$

综上所述!即使被宋朝理解
!

来自某一个国家的朝贡!而特定的汉籍史

料亦如此整合!但它其实集合了数的"不同形式的朝贡政治政体的相关资

讯$朝贡的主体?不像以往研究所设想的那样仅代表一个'国家(!而应该

是指代用特定名称记
<

下来的不同形式的数政治政体$

另外!在宋代的朝贡之中!以非国家主体进行的朝贡不在少数$最典型

的事例就是'大食($一般!大食是指阿拉伯"波斯!但是在宋代的汉籍史

料中出现的'大食国(!其所在地的相关资讯完全不明确$例如!虽然6续

资治通砲长编7记载大食国是在海上与占城相接!但在6文昌
;

录7中又记

载大食国位於爪哇南边!诸如此类$所以大食国的地理位置无法判定$桃木

至朗指出!从位置资讯不明确这一点来看!这个大食国应该是指与西亚?无

直接关联的'南海土著(的大食人集团$

*:5

!向正树更进一步指出!这眧出现

的大食是以南方海域世界"中国沿岸
!

据点?在此地域范围
&

进行商业活动

的商人性质的集团$

*:6

!

$

言之!朝贡主体也有可能是 '大食商人 (这样的群

体"集团$

再进一步探讨宋代朝贡!也存在朝贡主体是海商这类媒介者个人的可能

性$

*;,

!如上所述!从南海世界而来的朝贡是媒介者通过翻译创造的名
!

朝贡

的实体$因此!笔者认
!

国家形式的存在终归只是一种名义!哪怕索性朝贡

的主体是媒介者个人!宋朝也无法察觉$总而言之!只要宋朝仍需依靠海商

宋代朝贡与翻译 $%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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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存在着来朝的印度佛教僧
C

%'天竺僧(&被宋朝当作朝贡承认的事例$这种情

癋下!未必是将其认同
!

国家外交使节!而是作
!

僧
C

此主体被接受$宋朝将僧
C

的来

朝以朝贡的方式来进行!是否可以认
!

宋朝皇帝权力的基础之中包含着佛教的权威要

素$本文未能就此问题进行考察!此类宋朝皇帝的佛教权威要素与朝贡的关将留作今

後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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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媒介者进行外交"资讯传达以及情报收集!那
>

透过翻译等行
!

!无论是

国家类
"

的政治政体!还是其它各种级
"

的人群集团甚至个人!任何形态的

经济主体其实都可以进行朝贡$

六#结论

东部欧亚这一新型的地域世界史在近年逐渐受到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本文聚焦的问题是如何在东部欧亚中定位以东南亚
!

首的南方海域世界$文

章着眼於以朝贡这种中华式的理念
!

基础开展的对外关!通过研究上书的

翻译行
!

!考察宋代朝贡的实际情癋及其特徵!?指出其於南方海域世界所

具备的意义$本文首先关注留存於宋代史料中的南方海域世界的上书!发现

它是由'蕃字(书写的原文逐步翻译"编辑而成的)接着聚焦於上书的翻译

者!指出海商等媒介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然後重点考察真里富国呈上的两篇

不同的上书!发现'蕃书(?不仅是由朝贡国的文字"语言书写而成!也有

可能是使用像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字一样的南方海域世界的通用语言)最後

对朝贡时的翻译行
!

所持有的意义及朝贡的主体进行讨论!指出宋代的朝贡

实质是媒介者通过翻译等行
!

创造出来的!其结果是令宋朝的朝贡不但可以

!

国家等政治政体!也可能
!

各种级
"

的人群乃至个人所利用$

*;-

!

像这样的宋代朝贡实际情癋的特徵是与这个时代南方海域世界蓬勃的海

上贸易密切关联$在南方海域世界!八世纪末以後的阿拉伯与波斯系的穆斯

林商人进入南海!以广州及泉州
!

首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渐渐频繁有其船

的到来!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及东南亚各地成立穆斯林社会!他们的贸

易网络扩展至整个南方的海域世界$一方面!中国从唐代後半时期开始至宋

代!其政治"经济"人口的重心由
0

河中游转移至长江下游地区!作
!

中心

区域其经济整体获得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受穆斯林商人进出中国沿海地域

的刺激!中国商人也开始积极向南海发展!因此东南亚各地形成华侨社会!

?且在南方海域世界的贸易圈中担当主要角色$在日本与欧美的东南亚史

中!关注此类南方海域世界中蓬勃的人与物往来!一般认
!

!$#至$2世纪期

"# 远藤总史

*;-

我们可以认
!

这种情癋在所有的南方海域世界都是无差
"

的$诚然!在宋朝的认知中!

南方海域世界可能有一定区分!尤其是宋朝对於残留於安南都护府记忆中的占城以及真

腊的认知!的确与釺婆和三佛齐具有差?$但关於这种认知的差?在朝贡的实质特徵中

#

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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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仅有一条自古以来连接东西的瞃!其贸易网络还遍?整个东南亚海

域$

*;.

! 指出!此类贸易网络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活跃的私

下贸易!都使得与中国维持关的管道变得多样!从而导致在东南亚朝贡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相对低下$

*;/

!当然!像这类管道的多样性!也意

味着朝贡负责人的多样性!整个宋代时期像海商这样的媒介者参与到朝贡的

情癋接连出现$

一方面!笔者认
!

宋代朝贡性质的变化促进媒介者参与朝贡活动$在宋

代!以往作
!

管理基本贸易的市舶司变得需要承担接受朝贡的责任$另外!

外国商人与僧
C

的贡品被当作'朝贡(业务进行处理!且多次对外国的朝贡

品以金钱的方式进行回赐等情癋!朝贡变成国家管理下的贸易职能$

*;0

!甚至

於北宋末至南宋时期!不需要将朝贡使节传
L

至朝廷!在边境地带的城市即

可进行处理$元丰"政和的官制改革以後!宋朝改变其唐末五代秩序继承者

的定位!在策划构建独有的天下秩序的过程中!

*;1

!在本来作
!

'仪礼 (的朝

贡中添入的贸易要素)

*;2

!其结果是!参与宋代的朝贡实际上带有很
,

的参与

宋朝管理下的'贸易(意味$笔者认
!

对於媒介者而言!这种国家管理下的

'贸易(比起私人贸易更
!

安定且利润有保障!关
M

等方面的条件也是有利

的$另一方面!对宋朝而言!不仅可以依靠朝贡彰显自身在天下秩序中的中

心地位!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通过表面上是朝贡实际上
!

'贸易(的方式可以

确保独?一部份海上贸易的利润$

$

言之!宋朝和媒介者是围绕'朝贡(这

一中华理念的核心互相利用的关$

宋代朝贡与翻译 "$

*;.

*;/

*;0

*;1

*;2

譬如Z@3OOT8E@是以]DAH3DS7@5E对於$&世纪後半开始至$1世纪确定
!

'交易时代(的

地位的讨论
!

前提!认
!

可将这个时代的交易网络的发展理解
!

'初期交易的时代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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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类本来作
!

'仪礼(的朝贡中添入贸易要素的情癋!与明代的朝贡方式具有相似之

处)但与明代不同的是!在宋代朝贡及海上贸易中!私人贸易在与朝贡毫无关的场所

也蓬勃发展!这一点和唐代一样!也是宋代的朝贡及海上贸易的特徵$关注到这一点的

山崎
:

士认
!

!宋代朝贡处於唐代仪礼朝贡向明代经济朝贡转变的过渡期$山崎
:

士!

+宋代,朝贡9贸易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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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将再一次尝试从地域史角度思考由'翻译(的视角入手阐明的宋

代朝贡实质特徵!以及上述在宋代朝贡中相互利用的关$媒介者通过利用

宋朝提供的朝贡这一中华理念!使和宋朝保持关成
!

可能$他们通过笔

译"口译等场合创建朝贡实体!?参与到本质上而言宋朝管理下的贸易$一

方面!宋朝通过利用他们作
!

'代理4#D&'1.8(!既可促进来自南方海域世

界的朝贡!又可谋得海上贸易的利润$

*;4

!因此!笔者认
!

!在朝贡之下可以

与各种程度的经济主体进行接触!宋代朝贡作
!

连接宋朝和南方海域世界的

经济基础构造发挥着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宋代朝贡具有某种联宋朝与南

方海域世界的'国际公共财
#

4J'$&*'#$+%'#>3-,>+1D%%("8(

*;5

!的功能!在此之

下形成一个经济圈$

*;6

!

"" 远藤总史

*;4

*;5

*;6

宋朝与媒介者的联!从授予朝贡使节及外国人翻译者武散官等处可以看出$Z@3OO

T8E@:J>H@c]<<3MDA3O-H8PL8d5D AH@@'$( G+#H%'D#(%':Q5D ."/!"%&'>R#/4$%&

G#-4'7H8@'L#/4H%$1 B74C$+*!$,10阵少丰! +宋朝
-

封海外贡使官职初探 5! 6濮阳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7!"#$+年!第+期!页+2!+,$白石晶子! +三
AJ

,宋1

@

E4朝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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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财
#

(是近年在国际关论及全球史中被广泛探讨的概念!是将具有'非竞

N

性(%某个经济主体需要或供给时!其馀所有的经济主体也能
5

等量接受!或者不会

因
!

某个经济主体的接纳之事!导致其馀所有经济主体的需求量
O

少&和'非排他性(

%无法技术性地从其财富的容纳中排除特定的经济主体)或者!某个经济主体即使不承

担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财富负担!也可以提出需求&特徵的公共财
#

的概念放入国际

关之中$国际公共财
#

是在国际秩序下形成的'?戏规则($近年的全球史中!将$%

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 '在与金的
P$

中被当作保障的英镑是国际金本位制的

基本通货(" '国际交易法此类的国际法体系(" '安全保障体制(等视
!

国际公共财

#

$-H84=@6WI05DE=@9@4̀@4:J_DA@4D8A53D8=WM9=5<Z33E6T5AH3MA_DA@4D8A53D8=Z3e@4DP@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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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9世界/>?@***二世纪BpY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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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东

京#山川出版社!"##" &$

的确!周边诸势力利用
-

封"朝贡这类中国王朝的支配理念!从而获得政治及经济利益

的企图?不仅局限於宋代$但在宋代朝贡中!以在南方海域世界发展起来的贸易网络
!

背景!穆斯林商人"中国海商以及佛教僧
C

等各种媒介者作
!

'代理V8̀@D<SY(参与到

连接宋朝与南方海域世界的活动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

言之!因
!

多种媒介者的参

与!宋朝朝贡具有连接南方海域世界与自身的'代理V8̀@D<SY(的功能$与明代相比!

宋代与南方海域世界相关的史料终究数量偏少!且从中能获得的情报也有限$但宋代的

史料具有可透过有限的情报看见其本质的特徵$譬如!本文重点使用的6宋会要辑稿7

?取如6宋史7一般的形式!在编纂之前存在不少遗留的包含着'多种多样(情报的史

料$这类史料中保留了在正史等记载中被
RO

的具体情报!从中能
5

看清当时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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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上!本文所提出的地域是有局限的$正如向正树所指!宋朝

与南方海域世界之间存在着不管是政治或文化上!都不需要互相认知的地理

上的隔阂!因此!多多少少是凭藉媒介者的裁量才形成了朝贡关$

*<,

!另一

方面!虽然在宋朝的西北方也有许多与宋朝存在朝贡关的国家或势力!但

是这块地域与辽"金"西夏具有政治"军事的联!所以不能与南方海域世

界等同视之$另外!辽"金也各自与周边势力构筑朝贡关!这与宋朝输出

的朝贡理念之间更可能存在竞
N

$今後有必要对这些情癋下宋朝与西北地域

之间存在的朝贡实态及其特徵作进一步探究$

%责任编辑#唐金英&

宋代朝贡与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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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癋$笔者一方面以明代及唐代等研究
!

参考!另一方面在一定盖然性的基础上!结合

透过史料窥见宋代朝贡本质!从而得出结论$另外!在范成大6桂海虞衡志7"周去非

6岭外代答7以及赵汝适6诸蕃志7等史籍中!保留部份由广西和广东地区地方官收集

的载有宝贵情报的史料$因此!虽然宋代南方海域世界的史料数量偏少!但高品质的史

料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当然!本文是基於有限的史料展开的考察!今後有必要进一步

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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