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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一个新发现引起海内
外高度关注。天一阁内尊经阁西边的院
墙上，嵌入三块宋代华人刻石，他们是宋
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在日本
太宰府（又称大宰府）博多港的华人捐钱
给明州寺院的刻石，施主的姓名分别为
丁渊、张宁和张公意。丁渊捐资“十贯
文，砌路一丈”；张宁“舍身砌路一丈”；张
公意“舎钱十贯，明州礼拜路一丈”。这
三块石刻文物遗存的发现，有力地证明
了宋代华人在日本侨居的状况。

明代李言恭、郝杰著《日本考》载：
“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博多）津者多。
此地有松林，方长十里，即我国百里之
状，名曰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机（箱崎），
乃厢先（箱崎）是也。有一街，名大唐街，
而有唐人留恋於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
虽唐人，今为倭也。”文中所说的“法哥煞
机”和“厢先”，均指箱崎，此地为大宰府
管辖的博多津地区中日贸易的重要据
点，宋时已形成大唐街。到了明代，大唐
街已衰落，不过，早期华人的子孙仍然生
活在那里，他们与日本人成婚，久而久之
变成了真正的日本人。谣曲《唐船》中所
讲述的宁波人祖庆官人的故事，就发生
在此地。那么，博多地区的唐人街又是
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7世纪后半叶，日本朝廷曾在
博多设置一座对外公馆，当时称“筑紫
馆”。9世纪前期，模仿中国官署机制更
名为“鸿胪馆”。此馆，本来的功能是作
为日本外交使臣进出停留，用以接待朝
鲜半岛和中国使节的迎宾馆。但是，9
世纪以后，日本与大唐和朝鲜半岛之间
停止了官方往来，取而代之的是跨境的
民间贸易。鸿胪馆也只好改变机能，转
为接待外国商人之用，成为日本政府管
理海外贸易的核心设置。

近年考古结果表明，在鸿胪馆出土
的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9世纪后半期
以后出土量剧增，以越窑青瓷为主的大
量中国陶瓷碎片，远超出日本同期其他
地区的出土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大

量的中国陶瓷碎片中，包括一些珍贵的
器种，如茶具、灯具、瓷钵等，这些在日本
他处所罕见。由于此类器物数量有限，
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并不是流通的商品，
而是居住在鸿胪馆里的中国商人的日常
用品。

然而，11世纪中期以后，鸿胪馆土
层中不再出现其他建筑物和遗物的痕
迹，这说明鸿胪馆已停止运营。据日本
史书《扶桑略记》《百錬抄》等在永承二年
（1047）十一月条载，中国海商居住的宿
坊发生了火灾，导致该馆停废。那么，中
国商人此后搬到哪里去了呢？

多年的考古挖掘证实，从鸿胪馆向
东，大约两三公里处，今天日本铁道株式
会社博多站北侧，发现很多建筑遗迹和
各类遗物。这些称作“博多遗迹群”的地
方，自1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陶瓷碎片
数量猛增，其出土量远远高于鸿胪馆遗
迹。这一事实说明，从11世纪中叶开
始，中国海商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已从鸿
胪馆遗迹转向了现博多遗迹群一带。

在博多遗迹群中，还发现因烟火等
遗弃的中国陶瓷，包括灯具、盅、香
炉、水具等生活用品，以及一并被废弃
的建筑遗址。根据这些特殊形态的遗
物，可以推断中国商人们曾经拥有店
铺、仓库等设施。有些瓷器的底部墨书
有各类文字和记号，其中多数为中国人
名，常见的有“王”“丁”“张”“李”

“刘”“黄”“冯”“周”“杨”“毛”等八
十多姓氏。还有些人名后面加“纲”
字。“纲司”或“纲首”，表示拥有船只
或掌管贸易的首脑。日本史料中，多次
出现中国人的“纲首”，他们把贸易据
点设在博多，并与大宰府及博多周边的
大神社、寺院、中央政府官员及贵族结
成友好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中国人，他们
在日本官府担当翻译一职，12世纪末期
的李宇（《日吉山王利生记》第 7），被称
作“博多津前通事”。更早时期，9世纪
中后期的明州商人张友信，也曾任职“大

唐通事”。这些拥有“通事”官衔的中国
人，在博多中国人社会中统筹运作，同时
在日本政府和中国人之间起到桥梁纽带
作用。

如此，在11世纪左右，博多地区形
成了中国人居住区，尽管各类史料表述
略有差异，但多数都称之为“唐坊”、“唐
房”或“唐防”。滋贺县西教寺所藏《两卷
疏知礼记》（上）永久四年（1116）五月十
一日条载：“筑前国薄（博）多津唐房大山
船龚三郎船头房，以有智山明光房唐本
移书毕。以上。”据此可知，在博多地区
已有中国人居住的“唐房”，“大山”为大
山寺（有智山寺），“龚三郎”应当是中国
人名，“船头”是指船长或船主。关于“唐
坊（房）”一语，“唐”指唐人，即中国人，

“坊”指他们居住的街巷或房屋。此外，
在宋朝社会管理制度中，“坊”本身也是
城市基层行政单位，两宋期间，坊是表明
城市地域的一个中心概念。随着中国人
大量移居日本，坊之概念，延伸到了博
多，九州各地还有多处地名称作“唐坊”，
形成不同区域的中国人居住区。而博多
的“唐坊”，则是已知最早的唐人街。

可见，在11-13世纪期间，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博多地区的“唐坊”，
其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于亚洲乃至世界
史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
此同期，关于中国人在亚洲各地形成的
居住区资料，仅见于中国方面文献记载，
几乎见不到当地人记录的中国人居住地
存在的史料。虽然后来当地的记录有所
增多，但仍然难见像日本那样早期的资
料。在文献记录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华
人居住地博多的早期史料，尤显珍贵。
再者，博多遗迹群的考古数据，又远胜于
文献资料。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推动
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带动了人员
交流的国际化步伐，以至于在广州、泉州
等国际贸易中心地，也形成了以穆斯林
商人为中心的“蕃坊”，它与海外华人的

“唐坊”构成一个交替的共同体。出土的陶瓷碎片和铜钱。

“海上丝绸之路”上兴起的大唐街
博多遗迹群一角。

□李广志

唐朝中后期，中国商人进发
海外，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
之路”全面展开。进入宋代以
后，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覆盖朝
鲜、日本、东南亚等广阔海域，从
事贸易活动的中国人驻留在那
里，形成了海外华人居住地。
11-13世纪间，日本博多首先出
现了“唐坊”，即后世所称的“大
唐街”、“唐人街”或“中华街”。
而博多通向中国大陆的海上通
道，主要是今天的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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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9:;<1.12I4%456

_`a'(11*)++)(+

!MD)*+IJKLM:NO
PQR)*STUV&7'(WN
XYZ[\]^_+̀ abcd
Qe,-fgh2&6'4635855

CDEFG'
cdefghijkl

mnop9iO,;qno
rstuvgw!x!y
\z{#C|)}~!"
A#$C%&v'()1
""(&*-*++],1-..
/0123-L456b
HIJK2*##+!')+#$#&

bcd%^
=>=>&%?'@A

A B &0 C # D .1 2
R%R56EaXNI?444FG56<
789'*)1+(:++:'e

LMBNO
ijk/Zlkmnopqrst
Buvk/wk/xkyzoph
>?2!"$#(()")('P

124[\56-
(!)*+!,"'()$*('""$-

fgh&
H2IJKLMNOPQRS.
TU,-E/VWXYZ[\
MN]^_.12Ì aÌ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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