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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考察督寇的有益尝试

—
《楼寇一海上历史》评介

罗 通 秀

1` ~ 1 6世纪
.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个承前

启后
、

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时期
。

这一时期的一大特

点是
:

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经济的孕育下萌芽
。

由

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商品生产为普遮 的 统 治形

式
,

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绝对规律
,

以资本
、

雇佣劳

动和市场为发展条件
,

因而它一出现就与旧的封建

经济发生了矛盾
,

强烈要求突破旧的封建主义的狭

小范围
,

极力向外扩张掠夺
,

谋求单靠本国所无法

满足的发展条件
:

资本
、

劳动
、

市场
。

一时间
,

航

海探险
、

开辟航道
、

发现美洲
、

占地殖民
、

买卖奴

隶
、

走私贸易
、

海盗劫掠等等现象充斥于 14 ~ 1 6世

纪的世界历史
。

曾一度横行于东亚海域
,

给东亚各

国 (特别是朝鲜和中国 )人民造成严重灾祸的俊寇就

出现于 14 ~ 16 世纪这个变革的动荡时期
。

这当然不

是一种巧合
,

也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问题
。

只有

把这一 间题列于对 14 ~ 16 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

中才能获得对侨寇的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
。

最近武

汉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田中健夫著
、

杨翰球译 的 《俊

寇

—
海上历史权以下简称《 楼寇》 ) 一书

,

就是从

国际的观点 (海上历史 ) 研究俊寇问题的一部尝试

性论著
。

这部书不是简单地把俊寇描写成烧杀抢掠的日

本海盗集团
,

也摒弃了
“

俊寇是日本人辉煌的 海外

发展
”

的这种为军国主义服务的侨寇观
。

作者 的意

图是
: “

与其论述俊寇的功罪
,

莫如从尽可能高的观

点来考察侨寇的活动
,

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

休地刻画俊寇的本来面目
。 ,

((( 俊寇》 中译本第 3页 )
,

出于此种目的
,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 独 到 的见

解
。

关于俊寇的分期间题
,

作者认为
:

作为特定意

义的
`

俊寇
” ,

兴起的时间是 1 3 5。年
,

即《高丽史》
、

《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 13 50年俊寇固城
、

竹林
、

巨济等地方时所说的
“

俊寇之侵
,

始于此
. ,

或
“

俊寇之兴
,

始于此
, 。

结束的时间是在 16 世纪后

期明朝解除海禁令之时
。

因此
,

作者认为俊寇是指

14~ 15 世纪的俊寇与1 6世纪的俊寇
,

对楼寇的研究

自然应以这两个时期的俊寇为对象
。

由于这两个时

期侨寇发生的原因
、

构成人员
、

活动地 区
、

性质都

完全不同
,

二者且无必然的联系
,

作者认为传统的
“

前期楼寇
” 、 “

后期樱寇
”

的称呼并不恰当
,

因而采

用了
“
14 ~ 15 世纪的俊寇

”
和

“

16 世纪的俊寇
”

的称

呼
。

关于 14 ~ 15 世纪的俊寇产生的东亚国际环境
,

作者着重分析了蒙古的兴起与高丽王朝的衰落
,

认

为在1 3世纪中叶前
,

高丽与 日本虽无正式的外交关

系
,

但经济的发展使两国民间贸易 日趋频萦
,

靠近

高丽的对马岛居民已发展到以贸易为主
。

13 世纪中

叶
,

从事贸易的日本船被称为进奉船
。

这时蒙古兴

起并举兵东侵
,

高丽在与蒙古的对抗中
,

国力衰落
,

由最初对进奉船的限制发展为拒绝接纳日本到高丽

的进奉船
。

这对于 以贸易为生的沿海居民来说
,

不

能进行贸易就随时有转变为海盗的可能性
`

此外
,

衰落中的高丽土地制度紊乱
、

军备松驰
,

公民纷纷

逃散流亡
,

而被称为禾尺
、

才人之类的
“

残民
” ,

命

运更为悲惨
,

他们随时有假冒俊寇进行 活 动 的 可

能
。

可能终于在 1 3 5 0年变成了事实
。

此时高丽在遭

受蒙古人及元朝长达百年的侵袭
、

劫掠之后
,

陷入

空前疲弊状态
,

俊寇便乘机而起
。

此后直到高丽王

朝倒合的 13 92年
,

俊寇猛烈骚扰朝鲜半岛持续约 4 0

年
。

1 3 9 2年
,

李成桂建朝鲜王朝后
,

实行了田制改

革
,

充实了军备
,

展开外交交涉
,

与对马建立交通

关系
,

加强了国力
。

同时对俊寇实行了怀柔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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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劝俊寇降服
,

·

让归顺的俊寇安居乐业
,

使一部分

侨寇成了所谓投化侨人 ; 许可侨寇到朝 鲜 进 行 贸

易
,

便另一部分侨寇成为使送侨人与兴利楼人
。

终

于使俊寇发生了变质与分解
,

并迅速衰落
。

残余俊

寇又在 1 4 19年遭到沉重打击
,

从此大体停 止 了 活

动
。

作者认为“ ~ 15 世纪的俊寇活动的范围主要是

勒鲜半岛
,

中国的山东沿海和其他地 区尽管受到侨

寇袭扰
,

但远不如朝鲜半岛严重
。

刊 ~ 15 世纪的俊

寇是以掠夺粮食与人口为主
,

其成员有 很 多 日本

人
, “

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作为 日本人罪 恶 史的

一页必须永远记住
。 ”

(第 5页 )但其中也有不少叫做

禾尺
、

才人的朝鲜贱民阶层
。

关于 16 世纪的俊寇
,

作者认为它们完全不同于

1 4~ 15 世纪的俊寇
,

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

中国

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海禁政策的僵持
” 。

(第 5页 )

其成员
“

大部分是中国人
”

(第 4 页 )
,

其目的是
“

强

行走私贸易
” , “

暴行虽是俊寇的一个方面
,

但决不

是它的全部形象
” 。

(第 S页 ) 我们认为这些结论是有

一定道理的
,

是有史实根据的
。

就中国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而言
,

商品经济在

1 6世纪 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

丝绵绸缎与瓷器是行销

于国内外的主要产品
。

此外还有蔗糖
、

纸张
、

铁器
、

水果等
,

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工商业尤为发达
。

工

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相应发展
,

民间海上

往来日趋颇繁
。

据记载
,

明代中国经商到吕宋的有

数万人
,

到 日本的也有 2
、

3 万人
。

当时中国的造

船业也处在国际领先地位
。

总之
,

16 世纪的中国既

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要求
,

也有从事海外 贸 易 的能

力
,

只要政府实行
“

措置合宜
”

的开放政策
,

必将促

使已经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推动中国社会

经济的进步
。

然而
,

明朝统治者看不到这种历史发

展潮流
,

看不到世界大变革的前奏
,

死守
“

重农抑

商
”

的信条
,

奉行自古以来以朝贡与对朝贡的颁赐

(回赐 )为原则的中外交往思想
。

一方面由官方垄断

统治阶级的需要品与军备资材的收买
, `

另一方面则

禁止 民间或私人与外国人接触
。

明王朝建国之初就

颁布了海禁令
,

最初禁止
“

下海通蕃
” ,

即禁止与外

国人做生意
,

进而提出
“
寸板不许下海

” ,

连中国人

彼此之间的贸易也被禁止了
。

海禁不仅阻碍了商品

经济的发展
,

也给沿海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困难
。

沿

海许多居民 (有的地方占居民人口 的十分之九 )是靠

海为生
,

即靠渔业和中转运输为生的
,

海禁无疑断

绝了他们的生路
。

正如《 质寇 》一书所指出的
: “

在商

品流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的阶段
,

强行实行这种政

策 自始就是没有道理的
。 ” (第 58 页 )

许多商人和沿海居民忽视海禁
,

艇而走险
,

开

船出海
,

从事运输和走私贸易
。

为了对付官府的清

娜
,

走私贸易者不得不结成团伙
,

置备武器
,

甚至

建立据点
。

这时渡海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在要求与明

朝进行贸易遭到拒绝后
,

便与中国走私贸易者串通
,

在沿海从事走私贸易
。

与此同时
,

明朝加紧
一

了对 日

本遣明船 (1 4 01 一 1 5 4 7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贸易船
,

共19 次
,

每次船若干艘
,

每艘一次可获利润 1 万贯

以上 )的限制
,

到 1 5嫂7年遗明船制度宣告结束
,

遗明

船作为获得中国物资的唯一手段 已不复存在
,

于是

日本人也只好参加东南沿海地方的走私贸易
。

显然
,

是海禁政策把中国
、

日本
、

葡萄牙等国的许多商人

逼上 了走私贸易的道路
。

当明朝政府严厉清剿时
,

又把走私贸易者逼上 了楼寇 的道路
。

直到明嘉靖年

间发展成严重的俊患
。

当时
,

著名俊寇首领王直居

然拥众 10 万余
,

纵横浙东西
,

江南北
,

滨海数千里
,

如入无人之境
,

明朝官兵奈何不得
。

后来只因明朝

统治者采取分化
、

招安
、

欺骗等手法拘捕了王直并

于 1 55 9年处死
,

才使楼寇大伤元气
。

别的
“

楼寇
”

海

上武装集团
,

也在明朝军队清剿下被消灭
。

1 56 7年
,

明朝解除了海禁令
,

这是因为舆论指出俊寇猖撅的

主要原因与海禁有关
。

不久
,

明朝有限制地许可商

船到南洋各地进行贸易
,

勉强开洋
,

而不是完全开

放
。

尽管如此
,

开洋还是有助于贸易的发展的
,

残

余的楼寇活动也在这种形势下逐渐走向结束
。

由此可见
,

16 世纪的俊寇是对明王朝海禁政策

的反动
。

海禁政策逼商为寇
、

逼民为寇
,

置我国东

南沿海各地于俊寇的凶威之下
,

使人民造成了深重

的灾难
,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对于海禁带来的

恶果与严重教训必须作如是观
。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 《俊寇》一书的作者田中健夫

是研究中世纪 日本对外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

学家
,

对俊寇史有专深的造诣
。

在这部书里
,

作者

仅用了 8万字的有限篇幅
,

扼要地清晰地 描 述了延

续 3 个世纪之久而又极为复杂的俊寇活动全过程
。

书中提到的许多史料对我国史学工作者也有重要的

学术参考价值
。

书后的附参考文献目录
,

对于研究

俊寇问题的学者也提供了不少方便
。

我 相 信 本 书

引会起我国学者的兴趣
,

推动对俊寇问题的探讨
。

本书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希望
“

14 ~ 16 世纪的东亚

国际关系史能作为 日中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课题深

入下去
” ,

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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