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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是一个沿海大省，有着沿太平洋3000多千米的海岸线，风光秀丽，交通发达，与朝鲜半岛和
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就是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
　　山东人是最早走向海外的中国人。
早期的齐鲁文化中就包含了山东人认识海外、走向海外的思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的“大小九州”说，道家宣
传的“海外有仙山、仙药”说等构成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
秦代徐福一行东渡日本，则是山东人，也是中国人大规模走向海外的一次可贵实践。
　　历史上的山东籍人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周初年，箕子率5000人到朝鲜，建立了古朝鲜国，率先把中国文明在东邻发扬光大。
秦末徐福率3000童男女扬帆东渡朝鲜和日本，加快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
秦汉时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更加沟通了中日朝三国广泛密切的联系。
唐代四大名僧之一的济南人义净，在东南亚、南亚取经20余年，不仅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也是中外
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金元之际，著名全真教领袖栖霞人丘处机西行中亚诸国，一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也将中亚文化带回
国内。
明代昌邑人黄福安南为官18年，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赢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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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沿海，中日关系断绝，明政府迫切希望恢复中日关系，对徐福所作的贡献更是思念不已，如明
太祖在和日本僧人绝海中津的诗中言：“雄野蜂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
如今更不归。
”著名学者宋濂在其《日东曲》一诗中也说道：“红云起蓬是蓬瀛，十二楼台白玉京，不知秦氏童男
女，还有儿孙跨鹤行。
”两诗文深刻表达了人们不忘徐福开创的业绩。
希望在困难的时刻，重新恢复中日两国正常交往的迫切心情。
　　正因为徐福东渡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天他的传说已不是神话，而是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接受
。
在徐福当年登陆的佐贺、新宫等地，早已成立了徐福研究会，纪念徐福的传统活动，始终没有间断。
佐贺等地徐福会的会员们从徐福来航路线、万福寺的水井甚至所谓长生不死的仙药等着手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研究。
日本学者还结合新的考古发掘对徐福东渡展开讨论。
他们指出，从发掘墓葬看，在徐福东渡以前的绳纹时代，日本人尚没有追求灵魂不灭的意识，死后并
不保存尸体，而尸体的保存是受到秦汉时期“渡来人”追求长生不死信条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日本九州一带还相继发掘出大批制作技术精细、用黏土密封的棺材，当地人称为“力卜
棺”。
它是弥生文化的产物，受到道家“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棺木制作技术是从中国传来的，而传人的
时代正是徐福集团东渡之时。
　　日本学者把徐福东渡后在日本的活动遗迹称之为“有明海文化”。
①有明海是由佐贺、福冈、长崎、雄本四个县所围起来的一个内海，面积为1700平方公里，这一带是
徐福一行的登陆地，有金立山神社等多处徐福活动的遗迹，也是弥生时代文化遗迹保存最多的地方。
目前在日本佐贺已发掘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遗迹35处，主要是墓葬，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大量石棺、
铜器、铁器、农具及稻种等，有许多已被印证是从中国传人的。
这些墓葬文物的出土，也使日本国内对徐福研究更深入一步。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徐福及其东渡的研究，已成为涉及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社
会学、民俗学、航海学、人类学、中日、中朝韩关系史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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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1862年烟台开埠起，山东与世界各国的接触大为增加。
山东地方政府和官绅民众既要抗争外人的侵略，又要以开放姿态同外国交往。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根本谈不
上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交往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的对外交往大多数是不平等的。
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山东的对外交往才开始了新的篇章。
《山东地方史文库》对山东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梳理和总结。
本书由朱亚非、张登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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