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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汉字对奈良时代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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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社会开始使用汉字书写始于5世纪，但是书写工作主要 由 “渡来人”承担。儒学和 

佛教从中国的传入，提高了古代 日本人学习汉字汉语的动因，拓展 了汉字在 日本社会的实用空间。古代 日 

本人撰写纯汉文体文章始于6世纪末7世纪初 ，其使用汉字撰写带有日语语法特点的变体汉文文章，并将 

汉字作为字母表记普通 日语词汇，并由此而发展出日本的民族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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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字传人 Et本，对 13本 民族理性思维 

的拓展 ，对 13本文化 内容 的丰富和格调 的提升 ， 

乃至对 13语的形成 ，均发挥过巨大作用。历史上 

中国典章制度和儒释等思想文化对 日本民族文化 

产生的影响，我国学界有较多探讨 ，而实际上汉 

字在促进 13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方面，亦贡 

献颇丰。本文之所 以着重阐述奈 良时代以前汉字 

对 13本民族文化的贡献 ，是因为这个时期汉字不 

仅传人了日本，而且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撰写纯 

汉文和变体汉文的文章；同时开始以汉字为万叶 

假名表记一般性 13语词汇。这些文化行为为 8世 

纪以后 日本文化的兴盛以及 Et本民族文字平假名 

和片假名 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

、 日本人与汉字的接触 

成书于先秦时期的 《山海经》，其中 《海内 

东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钜燕在东北陬。盖 

国在钜燕南 ，倭北。倭属燕 。”如果这里所说的 

“倭”指的是 日本的古名 ，则这是 中国现存古籍 

中有关 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前 108年，汉武帝 

攻灭以现在的平壤为王都的卫氏朝鲜国，在朝鲜 

半岛北部设置 了乐浪 、玄菟 、临屯、真番四郡。 

汉武帝死后不久 ，真番和临屯二郡相继废止 ，玄 

菟郡也被移至辽东地区，但是乐浪郡吸收了改废 

后的真番 、临屯、玄菟三郡的一部分属县而管辖 

范围扩大 ，成立了大乐浪郡 ，成为汉朝统治东方 

民族的最前沿机构。《汉书 ·地理志》载：“乐浪 

海 中 有 倭 人 ，分 为 百 余 国， 以 岁 时 来 献 见 

云。” 这十九字是 中国正史对 El本的最早记载， 

倭人定期朝贡的地点应是乐浪郡首府所在地。 

乐浪郡存在 420年之 久，两汉 时期最 为鼎 

盛。西汉时期乐浪郡人 口约 406000余人，东汉 

时期约 250000余人 ，其 中相 当一部分是来 自中 

国的官吏 、商人 、农 民、工 匠、富豪 和知识 分 

子。 据 《后汉书 ·王景传》记载：“王景八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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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本琅邪 (山东 )不其人。好道术 ，明天文。 

为避 吕氏之乱 ，移 居海东乐浪 山 中。及 至其父 

闳，成为乐浪郡三老 (乡职)。” 山东移 民王景 

因帮助王遵平定原住民叛乱而封为列侯。像王景 

及其祖先那样移居朝鲜半岛，死后埋在那里的中 

国人墓葬，仅在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就多达 

两千座。如此众多的中国人移居朝鲜，在乐浪郡 

存在的四百余年间朝鲜半岛形成了浓厚的汉文化 

氛围。西汉时期 日本列岛上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国 

家 ，这个时期 日本与中国交往，主要是北九州地 

区的 “百余国”定期至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的 

统治机构乐浪郡朝贡，乐浪郡成为向Et本输送中 

国文化的前沿地带。 

古代日本和中原王朝的直接接触应是在东汉 

以后。《后汉书 ·东夷传》记载：“光武中元二年 

(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 自称大夫，倭 

国之极 南界也。光武赐 以印绶 。安帝 永初元 年 

(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 

见。” 倭奴 国 “奉贡朝贺”和倭 国王帅升等 

“献生 口” 的地方应该是东汉王朝首都洛 阳。根 

据 《三国志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至 

三国时期，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往来增多，关系趋 

于密切。 

《文献通考》记载：倭人 “初通中国也，实 

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 

从南道浮海人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 自北方。” 

当时 13本朝贡东汉和曹魏王朝是经由辽东地区来 

到洛阳。这条线路不仅是政治上的朝贡路线，也 

是中国文化传人El本列岛的传播通道。汉魏时期 

或通过乐浪郡及带方郡 ①或直接从洛 阳，中国 

文化传人了日本列岛。1899年，从位于福冈平 

原 中央的春 Et丘陵须玖 冈本遗迹 D地点发掘 的 

众多瓮棺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西汉镜； 博多湾沿 

海地区 日本弥生时代遗址中发现 了中国制造的铜 

剑、铜簿；福冈县西北部 (古代筑前国)筑紫 

郡春日村大字须玖以及丝岛郡怡土村大字三云等 

地 的弥生 时代瓮棺 内也发 现 了很多 中 国古 镜、 

璧、玉之类的文物。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 

址中还发现了中国王莽时代的铜钱 “货泉”等 

物 ； 在长崎吉岐原之过 、福 冈县系岛郡小富士 

村松原、京都府熊野郡函石浜、大阪府中河内郡 

瓜破、广岛县福 山市津之乡等地 出土了王莽 

“新”王朝 (9—20)所铸铜币 “货泉”。 这些 

都在说明两汉时期中国和日本已有了频繁的经济 

文化交流。 

据 目前所取得的考古成果 ，能够认定在 日本 

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王莽 “新”王朝所铸铜币 

上刻写的 “货泉”二字。②如果该钱币传人 日本 

的时间也是在 1世纪，那么汉字传人 日本则是在 

弥生时代中期。东汉光武中元二年 (57)“倭奴 

国”向东汉遣使朝贡时， “光武帝赐以印绶”。 
一 般认为这个 “印绶”就是 1784年在福 冈县糟 

屋郡志 贺 岛 (今 福 冈市东 区志 贺 岛 )发 现 的 

“汉委奴国王”金印。如果情况属实 ，那么也能 

证实至迟在 1世纪中叶日本人就已经接触到了汉 

字。另外 ，三重县大城遗迹出土的 2世纪刻书陶 

器上书有 “奉”或 “年”字；福冈县三云遗迹 

群出土的 3世纪 陶器 (饔 )上 书有 “竟” 字 ； 

三重县贝藏遗迹出土的 3世纪陶器上书有 “田” 

字 ；三重县片部遗迹 出土的 4世纪陶器也 书有 

“田”或 “虫”字 。̈叫 

迄今为止，在日本发现了许多汉魏时期带有 

铭文的刀剑和铜镜，现举其要者于下： 

1．奈 良县 东 大寺 山古 坟 出土汉 灵 帝 中平 

(184—189)铭大刀。 

铭文：中平口口 五月丙午 造作支刀 百 

觫清 剐 上腐星宿 口口口口 

2．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三国吴 国赤乌元 

年 (238)铭神兽镜。 

铭文：赤岛元年五月廿五 日丙午口口口口百 

涑口口口口君侯口口口口万年 

3．大阪府黄金琢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景初三 

年 (239)铭三角缘神兽镜。 

铭文：景初三年 陈是作铭 (镜?) 铭之保子 

宜孙 

① 带方郡是中国东汉末年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郡级行政区划之一，属于幽州，为东汉末年的辽东太守公孙康分乐浪郡所置，治 
所带方县 (今属朝鲜黄海北道)。带方郡后来被百济短期占领，于475年被高句丽吞并。 

② 据标点本二十五史 《汉书》卷 24下 《食货志》记载：“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日 ‘货’，左日 ‘泉’。”中州古籍出版 
社 1996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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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景初 

三年铸三角缘神兽镜。 

铭文：景初三年悚是作竟 (镜) 自有经⋯⋯ 

5．群马县芝崎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正始元年 

(240)铭三角缘神兽镜 。 

6．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赤乌七年 (244)铭 

画文带神兽镜。 

由上举文物，能够进一步肯定汉魏时期汉字 

已传人了日本。 

文字的使用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 

对于处于较低文化发展阶段的人们而言，外来文 

字只是一种图案或纹饰而已。汉字刚传人 日本列 

岛时，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也只是不解其意 

的图案或具有一种咒术功能的符号 ，而没有成 为 

记写事物的工具。例如 ，佐贺县东松浦郡谷 口出 

土的三神三兽镜，可能是仿制汉镜，其铭文如下： 

吾作明竟甚独保子宜缘富无訾奇 

其中，最后的 “奇”字 ，应该 出现在 “独” 

字后面，说明对铭文没有理解 ，结果仿制时把文 

字顺序搞错 。铭文的正确字序应是 ： 

吾作明竟甚独奇，保子宜缘 富无訾。 

奈良县北葛城郡新山出土的仿制王莽镜的方 

格四神镜，也把表示十二地支的汉字顺序排错， 

或同一字重复出现。上述三神三兽镜和方格四神 

镜的铸造年代推测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此时 

距汉字传人 日本已过了数百年，但当时的 日本人 

对汉字的功能尚不熟悉 ，依然把汉字当作一种装 

饰符号。 

据 《古事记》记载，百济照古王 (肖古王) 

通过阿知吉师向日本国王奉 “横刀”和 “大 

镜”，̈ 《日本书纪》记载肖古王献 “七枝刀” 

和 “七子镜 ”。_I 学 界认定 “横刀 ” 和 “七枝 

刀”，“大镜”和 “七子镜”属于同一物 ，且认 

定 “横刀”或 “七枝 刀”就是今天奈 良县天理 

市石上神宫所藏 “七支刀”，献刀的时间为 369 

年。 “七支刀”刀身两侧各有三个分叉，故称 

“七支刀”。刀身 全长 74．9厘 米 ，上刻有 6l字 

铭文 (正面刻 34字 ，背面刻 27字 )。因此能够 

断定 4世纪末 日本人 已接触 到了较长的汉语 文 

章。据 《日本书纪》记载，到了履中天皇四年 

(5世纪中叶?) “始之于诸 国置国史、记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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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四方志”。̈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记载是模仿 了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时期应有很多来 自朝鲜半岛的通晓汉字汉文 

的 “渡来人”(4至7世纪从朝鲜半岛和中国来 

到日本列岛的移民)生活在 日本，他们率先在 

日本使用汉字记写事物，并承担了大和朝廷的文 

书工作。 

二、日本最早的汉文体文章 

据 《三国志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 

条记载，曹魏 景初 二年 (238)难 升米 来洛 阳 

“朝献”时，魏明帝 “诏书报女王 日： ‘制诏亲 

魏倭王卑弥呼⋯⋯ ’。正始元年 (240)，曹魏 

“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 

国，拜假倭王⋯⋯”。倭王也 “因使上表答谢恩 

诏”。如果上述记载正确 的话 ，倭王答谢曹魏皇 

帝恩德的诏书也应该是用汉文写成 。首先是与中 

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决定了 日本使用汉字的历 

史命运 。诚如有学者所说的亚洲汉字或汉文化圈 

的形成是 以中国皇帝对周边诸民族首领授予官爵 

为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册封体制为背景的。 

《宋书 ·倭国传》收录了南朝刘宋升明二年 

(478)倭 国雄 略大王致宋 顺帝 的一则上 表文 ， 

行文流畅 ，文辞得体 ，现抄录于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袁 日： “封 

国偏远 ，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 

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 

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 

九十五国，王道融泰 ，廓土遐畿，累叶 

朝 宗，不愆 于岁。 臣虽下 愚，忝胤 先 

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 ，道遥 百济， 

装治船舫 ，而句骊无道 ，图欲见吞，掠 

抄边隶，虔刘不 已，每致稽滞，以失良 

风。虽日进路 ，或通或不。 臣亡考济实 

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 

激，方欲 大举 ，奄丧 父兄，使 垂成之 

功，不获一篑。居在谅 暗，不动兵 甲， 

是以偃 息未捷。至今欲练 甲治兵，申父 

兄之志，义士虎贲 ，文武效功 ，白刃交 

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 ，摧此强 



 

敌 ，克靖方难 ，无替前功。” 

如果此上表文确为原文或即便 由 《宋书》 

编撰者沈约润色 ，也说明 5世纪末 日本与中国交 

往时使用了汉文国书，表明至 5世纪后半叶，汉 

字对 日本 的渗透和影响加剧。而古代 Et本社会的 

文明层次得以提高，与4世纪末以后有很多通晓 

汉文的朝鲜半岛居 民移居 日本列岛的情形密切相 

关。可以推认 ，6世纪末 7世纪初之前 ，充当中 

日之间文化传播 中介的是这些识文断字的渡来 

人，他们对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文化传人Et本发 

挥了决定性作用。 

据 《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十四年 (283) 

秦氏祖先弓月君 “自百济来归”；应神十六年二 

月，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应 

神二十年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 

使主，并率己之党十七县而来归”。学界认定应 

神朝时期为 4世纪末 至 5世纪初。①[17]《日本书 

纪》钦明纪元年八月条又记载：“召集秦人、汉 

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 

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 秦人总户数为七千五 

十三户，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其人数近 3万人。 

弓月君、王仁、阿知使主以后分别成为秦氏、西 

文氏、东汉氏的祖先，他们当时承担着征收赋 

税、财务出纳、制作文书、文字记录以及外交事 

务等工作 。大和朝廷把他们当中从事文字工作的 

移民以世袭制组织起来，称他们为 “史”。具有 

“史”姓的诸氏均居住在大和河内地区。大和政 

权的 “史”部的主体是应神朝时渡来的阿知使 

主子孙东汉 氏一族 东文 氏，河 内 “史” 部 的主 

体同样是应神朝时渡来的王仁的子孙西文氏。正 

是这些 “史”部的成员及 其子孙开始 撰写 日本 

最早的汉语文章。其代表作有 ： 

埯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 

正面：辛亥年七月 中把。乎獾居上 

祖名意富比境。其兕多加利足尼。其见 

名曼已加利j蔓居。其兕名多加彼次獾 

居。其 呢名 多沙鬼 獾居。其兕名 半 曼 

比。 

背面：其兕名加差彼余。其呢名乎 

獾居 臣。世世为 杖刀入 首。奉 事来 至 

今。狡加多支 卤大王。寺在斯鬼宫畴。 

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觫利刀。记吾奉 

事根原也。 

熊本县江 田船 山古坟出土铁刀铭 

治天下獾口口口卤大王世、奉口典 

口人名无口曼、八月中、用大锴釜并四 

尺廷刀、八 

十觫捃三寸上好口刀。服此刀者畏 

寿、子孙注 々得其 恩也 、不失其所统。 

作刀者名伊太加、害者 袋安也 。̈ 

上示铭文中，琦玉县行 田市稻荷山古坟 出土 

的铁剑铭文由 115字组成。铭文 中的 “辛亥年” 

应为 471年 (亦有研究者认为是 531年)。文中 

的 “獾加多支卤”一般指雄略天皇。通过解读 

这一铭文，能够了解到熊本县江田川山古坟出土 

的铁道铭 文中出现的 “獾 口口口 卤” 也应是雄 

略天皇。该大刀铭文末尾有 “作刀者名伊太加， 

书者张安也”字样 ，推断铭文书写者应是 “史 ” 

部成员。上述刀剑 5世纪在 Et本铸造 ，但这个时 

期日本人还没有作为文字书写者登上历史舞台。 

这种情况进入 6世纪后依然如故。1165年编纂 

的 《元兴寺缘起》所载 《元兴寺露盘铭》 (596 

年铸造)，其书写者明确记载署名为 “书人百加 

博士、阳古博士”，也应该是 “渡来人”。 叫如 

果将汉字传入 日本列岛的时间由 1世纪算起，到 

6世纪时已有五百余年的时间，但 日本人中恐怕 

还没有人能够使用汉字写文章，其原因是他们尚 

未熟练掌握汉 字 ，文字 工作完 全 由 “渡来 人” 

承担。 

三、 日本人撰写汉文体文章 

(一)儒学和佛教传入 日本 

汉语对东亚地区民族语言的影响是深刻的。 

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还是以中国文化的渗透为基底 

或先导，语言的影响是在文化渗透中实现的。历 

史上汉语对 日语的影响也以中国儒释文化传人日 

本为重要前提。 

① 关于应神天皇的年代，在永原庆二监修、石上英一等编撰的 《岩波日本史辞典》中，其释文为：“5世纪前半叶的天皇。” 
(日本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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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移民潮中传人Et本的中国文化主要是 

须惠器 (陶器)烧制、铁器加工、织锦等技术。 

日本社会虽已开始使用汉字写刀剑铭文，但还没 

有受到儒学 、佛教 、阴阳道等中国思想文化的系 

统影响。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 ，5世纪 以前汉字无论 

以怎样的途径传人 日本，日本人因此已有可能接 

触到了儒学 内容。但是即便认定这个时期儒学随 

汉字传人了日本，恐怕也是片言只语，而且儒学 

的社会功用尚未被 日本人认识。儒学作为政治和 

学术思想系统地传人日本是在6世纪以后。 

根据 《日本书纪》和 《古事记》记载，应 

神天皇时期百济王派遣阿直岐向天皇奉献 良马二 

匹。阿直歧擅长读儒学经典 ，所以天皇令他教授 

太子菟道稚郎子。当天皇问阿直歧是否有超越他 

的儒学博士时，阿直歧向天皇推荐了王仁，于是 

天皇派人从百济请来了王仁。王仁带来了 《论 

语》十卷和 《千字文》一卷，太子菟道稚郎子 

随王仁学习了诸经典。《千字文》是中国南朝梁 

朝 (5O2—549)人周兴嗣编写的儿童识字课本 ， 

成书于 6世纪上半叶，所以应神天皇统治时期的 

4世纪末 5世纪初不可能传人 日本 。上述记载显 

然是 《日本书纪》和 《古事记》的饰词，不足 

为凭。 但应神朝时期随着通晓汉字文化的朝鲜 

半岛移民大量移居 El本，儒学在此时传人 Et本的 

可能性很大。进入 6世纪后有确凿证据表明儒学 

已传人了Et本。据 《El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 

(513)六 月条记 载，百 济贡 五经博 士段 杨尔 ， 

同十年九月条又记载百济贡五经博 士汉高安茂 ， 

取代先前的段杨尔。 此后百济又向 日本又派去 

了儒学博士 ，如钦明天皇十五年 (521年)二月 

条记载王柳贵来 日本替代 了马丁安。 ‘” 

这些儒学博士来到日本之后，当然有可能系 

统地向 日本人传授儒学 ，扩大儒学对 日本社会的 

影响力 。推古朝 时期 (592—628)圣 德太子 制 

定的 《十七条宪法》和 “官位十二阶” 中明显 

体现着儒学思想。如 《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 

就规定 ：“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三条规定 ： 

“承诏 必谨。君则天之 ，臣则地之。天覆地 载， 

四时顺行 ，万气得通。地欲覆天 ，则致坏耳。是 

以君言臣承 ，上行下靡 ，故承诏 必慎 ，不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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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2 ]“官位 十二 阶”是 以儒学 德、仁 、礼 、 

信、义、智等德目为名称。 

7世纪 以后，儒 学对 日本 的影 响增大 。在 

《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四年 (675)正月条中出 

现有关 “大学 寮” 的记载。 持统 三年 (689) 

正月条中也出现大学寮献杖八十枚 的记载。 说 

明至晚在 7世纪末 ，大和朝廷就已经在 中央设立 

了国立大学 “大学寮 ”。大学寮所使用 的教材为 

儒家经典。在 7世纪的 日本 ，儒学 得到很大 发 

展，这通过从日本各地出土的木简和漆纸文书等 

得到证实。儒学的政治价值被 日本人发现 ，这对 

汉字在 日本社会广泛使用 以及植根于 日本社会 ， 

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东渐 日本 ，对古代 日本社会文明进程的 

飞跃发展，影响巨大，犹如日本佛教学者村上专 

精所言：“佛教初传到本土，东海灵岛之民深深 

领悟佛陀大悲的圆音 ，佛法真如冲破无明长夜 的 

黑暗 ，呈现明月般的光辉。” 

关于佛教传人日本的时间，据 《日本书纪》 

记载 ，552年百济圣明王派遣使者 “献释迦佛金 

铜像一躯 ，幡盖若干 ，经论若干卷”。 ””但 

很多研究者根据 《上宫圣德法王帝说》 (圣德太 

子传记)及 《元兴寺伽蓝缘起》(记载元兴寺形 

成、变迁过程 的书籍 ) 的记 载 内容 ，认 为佛教 

传人 日本的时间为 538年。 

佛教在日本普及很快。据 《日本书纪》记 

载 ，594年 “诸臣、连等各位君亲之恩，竞造佛 

舍”；624 年 当 时 有 寺 46 所 ， 僧 尼 1385 

人 ；_24] ，” 645年 8月孝德天皇下诏 ： “天皇 

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营，朕皆助作。” 

说明 7世纪 以后 ，佛教开始在 日本兴盛。 

由于古代 日本人更多看重的是佛教中的巫术 

成分，因此为佛教在 日本弘传奠定了广泛的社会 

基础。这也为汉字在古代 日本社会大显身手创造 

了优越条件 。为了诵读佛经 ，日本人须加强对汉 

字的学习和使用。 《隋书 ·倭国传》记载：倭国 

“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 

经，始有文字。” 佛教传人之前，日本已使用 

汉字，但是此段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佛教对 日 

本使用汉字发挥了推进作用。另外 ，佛教的传人 

也使 日本 出现 了通晓汉字的僧侣阶层。 



 

总之，汉字的传人，扩大了古代 日本人对中 

国文化的认识渠道，而佛教、儒学等中国思想文 

化受到 日本社会的青睐，反过来又拓展了汉字在 

日本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日本人撰写纯汉文体文章 

如上所述，汉字传人日本后，首先是用来撰 

写纯汉语文章，而且这一工作是由 “渡来人” 

承担的。前引 《宋书 ·倭国传》中的雄略大王 

“上表文”和出土的刀剑铭文，都应出自 “渡来 

人” 之手。以后 ，这些 “渡来 人 ” 向 日本人 教 

授汉字汉语。儒学和佛教的传人，向古代日本人 

首次提供 了系统学 习 中国文化 的契机。如 上所 

述，为了理解和研究儒学和佛教理论，有必要掌 

握汉字和汉语。其结果是，到了推古朝时期 ，日 

本人中出现了圣德太子等具有很高汉文水平的官 

员和知识分子。推古朝以后的整个 7世纪是 日本 

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 100年间，日本人 向中 

国派遣了 “遣隋使”和 “遣唐使”。很多留学僧 

和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加之百济、高句丽灭亡 

后 ，大量的通晓汉字汉语 的 “渡来人 ”移居 日 

本列岛，这些都大幅度促进了7世纪日本人使用 

汉字能力的提高。除了圣德太子撰写 《三经义 

疏》之外，7世纪时 日本人还撰写了其他书籍。 

《日本书纪》推古纪中记录了 《天皇记》、 《国 

记》、《臣连伴造百八十部公民等本纪》等书籍， 

但这些书籍在大化革新的政变中被焚毁。《日本 

书纪》中还出现了 《日本旧记》、《日本世记》、 

《帝记 ·上古诸事》、 《帝王本纪》、 《谱第》、 

《神别记》、《国造记》等书名，这些书都应该是 

在 7世纪或 7世纪以前撰成 。7世纪时还 出现了 

《天武天皇律令》、《近江令》等法律书籍。8世 

纪编纂的 《万叶集》中还出现了先前的 《类聚 

歌林》、《柿本人麻吕集》、《笠金村歌集》、《高 

桥虫麻吕歌集》、《田边福麻吕歌集》、《古歌集》 

等歌集名称 ，由此可 以推知这个百年中 日本人 已 

经能够以汉字为字母 (万叶假名 )表记和歌了， 

这些和歌于 8世纪中叶成为编纂 《万叶集》的 

重要来源。总之 ，正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书写经 

验，进入 8世纪 以后 日本人才能编撰出纯汉文或 

变体汉文书籍。也是在这个百年中日本人进一步 

掌握了汉字，为奈良时代以后训读汉文以及汉字 

和训的固定运用发挥了巨大作用 。 

(三) 日本人撰写变体汉文体文章 

古代 日本社会学习、使用汉字汉语 ，首先是 

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与中国的交往中需用汉文撰 

写国书或表达政治意图。而文化发展上的巨大落 

差，① 也促使日本人积极学习汉字汉语。但是从 

地理条件看，日本列岛孤悬太平洋西北部，环以 

汪洋，水天浩渺，波涌天际，在古代社会，是一 

个舟楫不易的遐方殊域，因此中国文化对其的影 

响受制于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历史上日本基本 

上游离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之外 ，这 

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全方位地影响 日本 ，加之 日本 

民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使古代 日 

本汲取中国文化的同时，将其本土化具有历史的 

必然性。在学习汉文方面亦是如此 ，从而出现了 

使汉文日语化的 “变体汉文”。 

所谓的变体汉文就是貌似汉文，但实际内容 

是用汉字表记的 日语文章。据目前所掌握的资 

料，日本的变体汉文萌芽于推古朝时期。圣德太 

子撰写的 《三经义疏》之一 《法华经义疏》带 

有 “和臭”、 “和习”，即夹杂着 日语语法 。如 

“畏行无所”、“汝悉知 ”、“共谶来欲”等句， 

其中 “无所”、“痞”、 “欲”等词的使用方式， 

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而带有 日语特征。②汉语 

和日语属于不同系统的语言，语法上差别很大， 

当时的 日本人若要写出纯正的汉语文章 ，实属不 

易；因此，其所汉语文章中便自然出现有 日语语 

法特征。 

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 《菩萨半跏像铭》 

全文如下： 

① 池田温的如下阐述有助于了解古代中日文化发展落差：“中国和古代 日本的发展阶段差距显著。秦统一帝国诞生是在公元前 

三世纪末，因此，日本的国土统一即使从雄略朝算起，也约有700年的差距。而且，秦汉帝国已经克服官僚的氏族世袭制 ，确立以推 
荐人才为基础的选举和官吏考课制；与此相对，八九世纪的日本的统治组织依然根深蒂园地留存着氏姓传统。在经济方面，当前汉 
已用五铢钱征收人头税，五铢钱流通全国时，与此相对，八世纪的日本的货币流通经济，不过是在首都开始使用货币而已。中国和 
日本的规模上的差距不必待言，在质的方面对比社会发展程度，在大陆，与八世纪 日本相近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而能与唐朝相 
比的，则是安土桃山以后的日本近世社会。德川封建时代也很难看出唐代科举和辟召所演示 出来的阶层流动性。”参见池田温编： 

《唐与 日本》，吉川弘文馆 1992年版，第 8页。 
② 这兰组词句分别对应于日语 “畏行}：c古无誊所”、“汝悉 <知为 ( ) L”、“共畿}：来岛凡匕欲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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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次丙寅年正月生十八 日记高屋大夫旖分韩 

埽夫人名阿麻古顾南无顶礼作奏也 

此铭记录了高屋大夫为已故妻子阿麻古制作 

佛像的事宜。 “丙寅年”一般被认为是 606年 

(也有 666年 之说 )。句 子末 尾 “作 奏” 中 的 

“奏”字，应该是 “作 为”这个 日语动词 的补助 

动词 ，表 示 谦 让。因 为这 个 时期 还 没 有 出现 
“

⋯ ⋯  奏寸”这样的 H语表达形式 ，所 以试 图 

以 “作奏”表达 “锟世音菩薤像老挡作 1)申L 

上c于为”(制造观世音菩萨像)这一意思。这种 

补助动词性用法 ，显然是受 日语语法影 响所致。 

如果 “丙 寅年 ”能够确定为 606年，则 以上一 

段文字应是 目前所知 的 日本最早 的变体汉文体 

文章。 

据传 日本奈良县法隆寺是由圣德太子于 607 

年所建。该寺院的金堂药师如来像铭也是用变体 

汉文写成的 ，现抄录于下 ： 

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光背铭 

池迈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 

峙、威次丙午年、召於大王天皇与太子 

而誓顾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 

寺蕖断像作仕奉韶。然、当畴崩赐、造 

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 

柬宫里王、大命受赐而、威次丁卯年奉。 

上面一段文字 中，像 “藁师像作 ”、 “大命 

受赐”、“造不堪”等词组 的语序和 “大御身”、 

“御病”的敬语接头词以及所使用的 “艿赐”、 

“顾赐”、“崩赐”、“仕奉”等敬语补助动词等， 

都表明这段文字不是纯汉文 ，而是夹杂着 日语语 

法的变体汉文，在此将其转写假名文于下： 

池 边 大宫c：天 下治 L幻寸天 

皇、大御 身劳扎赐乙̂ L／时6二、威丙午6二 

次 I)L年l二、大王 天皇匕太子 老召 

L 、誓顾 L赐 L<、我 大御病太 

平加c二拐岛 欲L坐亨 故6二、寺老 

作 1)菜绵 像老作 『) 仕之奉 匕韶 

I) 圭 茎。然c 南扎 当畸c二崩 r)赐 

、 造为l二堪／、、 c 、小治田 大宫 

c：天 下治L幻守大王 天皇 柬宫 

墅王匕大命 老受c于赐 、威丁卯c二次 

为年c二仕／、、奉 『)，)。 

(四)万叶假名的产生 

如上所述，在古代日本社会，汉字首先是用 

于撰写纯汉语文章 ，而这一行为是通过渡来人实 

现的。在汉字传人 H本列岛之后 的长达数百年的 

历史进程 中，汉字 的应用价值逐渐被 日本人发 

现 ，日本人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使用汉字。起 

初是利用汉字撰写纯汉文体和变体汉文体文章， 

继而还把汉字 当做表音字母表记 日语，从而开启 

了汉字日本化的进程，“万叶假名”的诞生就是 

汉字 日本化的重要步骤和成果 。 

所谓的万叶假名就是借用汉字字音表 记日 

语字母 ，其主要应用在 奈 良时代 。 日本现存 最 

早的和歌集 《万叶集》 中集中使用了这一表记 

手法 ，所以称之为万 叶假名 ，亦称 “真假名 ”、 

“真名饭名”等。其不考虑汉字字义 ，以一个 

汉字字音记写 日语一个 音节 ，是万 叶假名的基 

本特征 。利用汉字字音表记外来语 的事例 ，在 

古代 中国早已有之 。如早在秦汉 时期表记北方 

游牧民族的名称为 “匈奴”，匈奴首领名称记 

写为 “单于”；3世纪时的 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名 

字记写为 “卑弥呼”等。佛教传人中国后 ，中 

国人使用汉字记写 了很多佛教概念和用语 ，如 

将那些信奉佛陀教义 、修行佛 陀教 法的 出家人 

的梵文名称 “Samgha”音记为 “僧伽”，等等，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日本社会使用汉字记写 日 

本人名 、地名等 固有名词从 5世纪开始 。如前 

所述 《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中，被推定为 

H本第二十一代天皇 的雄 略天皇的名字记写 为 

“猿加多支 卤”，其 皇宫记写 为 “斯 鬼宫”，铁 

剑的制造者及其子孙记写为 “乎獾居 ”；《江田 

船山古坟出土大刀铭》文中也出现了 “獾加多 

支卤”、“无利呈”等 日本人名。目前，一般认 

为 日本人借用汉字字音记写固有名词以外的普 

通 日语 的资料 ，是在 大阪市 中央 区难波宫遗 址 

发掘出土的652年以前的木简上所写的 “皮留 

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这 11个文字。① 将其转 

写成平假名就是 “e 为<墨 c 匕 69 L”， 

① 2006年 10月 12日，日本大阪教 育委 员会和 同市文化财 协会宣布在大阪市难 波宫遗址发现 了 “皮 留久佐乃皮斯米之 刀斯” 

这 11个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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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是一首和歌的开头部 分。故 7世纪时 日本 

人使用万叶假名表记一般性 El语 ，其意义重 

大 ，日本的民族文字 之一平假名 就是 由这样 的 

万 叶假名发展而来 的。 

根据 1991—1999年 间的调查 ，从奈 良县飞 

鸟池遗迹出土 了 8000多件属于 7世纪后半 叶到 

8世纪初的木简 (目前所知最早的木简为飞鸟坂 

田寺遗或难波京遗址出土的木简，其不晚于7世 

纪中叶)。C 32]除了给我们提供 “天皇”这一称号 

始于天武朝 (672—686)等重要的历史信息之 

外，这些木简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日本人在 

通常的社会生活中均书写变体汉文。根据这些木 

简内容，能够总结出当时的变体汉文至少有万叶 

假名主体、训字一万叶假名并用体，以及训字主 

体这三种文体。 因篇幅所 限，加之万叶假名所 

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对于奈良时期日本人使用 

万叶假名表记日语的情况，拟另撰专文阐述。 

结 语 

日本民族 文化 的形成可 以说 是在 中国文化 

的影响下形成 的，而且这种影 响产生于 日本 民 

族 的幼年时期 。在一定 程度上来 说 ，日本 民族 

的固有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要素就像生物 

DNA双螺旋桨结构一样 ，紧密交织在一起 ，创 

造出了古代 日本的民族文化。汉字传人 Et本列 

岛后，得到多方使用，助推了 日本民族文化的 

发展，就是其重要体现。古代 中日文化交流涉 

及许多层面，汉字文化对 日本民族文化影响应 

是其主流之一，对于汉字在 日本列岛历史发展 

中所做 出的贡献进行全面 系统的研究 ，应是 中 

日学界予 以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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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 Culture before Nara Period 

CAI Feng-I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Abstract]In the 5 th century，Japanese started to use Chinese characters in writing and the writing work 

was mainly done by Chinese mainland immigrants．The introduc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to Japan 

from China enhanced the motivation of ancient Japanese to learn Chinese and expanded the pragmatic spa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society．Ancient Japanese started to write articles in pure Chinese style in the 

late 6th and early 7th century． Before the 7th century，they wrote articles by using Chinese variant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grammar，us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alphabetic list of Japanese common words and 

later on developed Japanese Hiragana and Katakana．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mainland immigrants；kanji；develop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influence 0f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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