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文学遗产通讯》 ·博士后园地 ·学界要闻 ·学术会议 ·学人访谈 ·学者风采 ·学术团体 ·学术期刊 ·学术争鸣

·文学所简介 ·虚拟文学博物馆 ·研究生教育 ·汉学园地 ·当代文坛 ·原创天地 ·诗文鉴赏 ·论著评介 ·专题研究 ·古籍整理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 作品选录 

朱舜水在日本

【作者】陈友琴

    以明代学者的身份，反对清初统治阶级的压迫而逃到日本去的朱舜水(1601——1682)。是兼通中

日两国学术的大师，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永久的纪念。     

    梁启超演讲《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其中的一位大师便是朱舜水，他另撰有《朱舜水年谱》行

世。1913年有铅印《舜水文集》二十五卷遗书本。1926年上海群学社有《朱舜水集》标点本。1936年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舜水全集》。 

    1915年李大钊同志在《言治》月刊上有《筑声剑影录纪丛》，叙述了朱舜水的生平大略，还有

《复景学钤》一函，也谈到舜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这些资料出于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的乎笔，是极

珍贵而难得的。另有景学钤先生征求朱舜水著作及史绩致《言治》记者一函。 

    舜水先生所到的地方一直以苦学力行的模范感化后辈，十多年不曾踏到中国的国土，在南洋、安

南、日本一带活动，很想借海外华侨的力量。组织军队，恢复明室。当他在安南的时候，安南国王知

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舜水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

“拜”字于沙上，先生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舜水一的面，杀了许

多人威吓他，舜水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临危不惧；事详《安南供役记事》、《舜水先生行实》。 

    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安东守约的，钦服舜水的学行，敬礼为师，分其俸禄的一半给舜水，舜水不肯

受，认为太多了。安东守约说：“守约尊信老师，本非为名；老师爱守约，亦岂有私，唯欲斯道之明

而已。”舜水才勉强接受了一半的俸给。 

    守约问明室致乱之由和如何恢复兵势的前途，舜水撰《中原阳九述略》以答之。舜水住长崎时，

长崎不幸大火，舜水所居亦遭劫，寄寓于皓台寺庑下，风雨不蔽，盗贼充斥。守约说：“我养．老

师，是四方都知道的，使老师饥饿而死，我有何面甲再活在世界上？！”立即资助充足．后来日本宰

相上公派儒臣小宅生顺聘舜水兴学设教。迎至水户。每引见谈论，先生援引古义，弥缝规讽，曲尽

“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与之上下纵横，论难经史。上公建议为舜水建第于驹龙别庄，先生力辞数

四，以为“耽逆虏之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食而安居，非我志也”。(按“逆虏”指当时的清室而

言。) 

    上公慰谕恳至，终于说服不了他，只好仍让舜水归武江旧居。     

    在《朱舜水全集》中书札很多，其中有舜水给守约的一书札，信中用“人皆可以为尧舜”  “有

为者亦若是”等圣人之道，引导象安东守约这样的日本学者在“圣道榛芜之际”，  “倡明绝，

学”；比之为‘以素朽之索，系万钧之石，悬于不测的深溪”；这不是故作危言以耸听，实在是想在

当时“士不悦学”的气氛中，  以“挽狂澜于既倒，”非有扛鼎之力不能见效于一时。朱舜水就是在

这样的心境之下努力鼓励他的异国好学的士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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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守约对于他的老师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7舜水在另一书简中说：  “贤契之于不佞，恳悃

真笃，遂至于此，中人以下，或不能施之于其父。不佞腆颜当之，异日其何以答贤契而能无愧于心

也?” 

    在安东守约的恳悃真笃的态度面前，  舜水又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超过了中人以下的父子情

谊，就是说比一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要好。 

    舜水以兴学为职志，在日本，自王公大人以至陋巷小生，、莫不奉之为师表。今井弘济，安积觉

二人共同撰写的《舜水先生行实》中说：“……呜呼先生，博学强记，靡事不知，起废开蒙，孜孜善

诱…………古言曰：道德博闻曰文，  执事坚固曰恭。……故谥曰文恭。”又说：  “呜呼先生，明

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

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觏，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

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备，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这些日本学者亲自撰写的铭赞

式的文章，足以概括舜水的一生，而这些都是舜水先生辛苦教导出来的成果。 

    日本学者除上面所举的安东守约和今井弘济，安积觉等而外，还有野传、木下真干、本多重昭、

锅岛直能、加藤明友，源光国、松手康兼、冈崎冒纯、小宅生顺等，与舜水往来简牍极多。 

    舜水的论学宗旨和明末理学诸儒异趣，他与安东守约书中有云：“……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

此天下之巧匠也。然而不佞得此，必诋之为砂砾，何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宋儒辨析毫厘，终不

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屋下架屋哉！”他认为学以致用，如不致用，空读理学，是不对的。在《德始堂

记》一文中有云：“夫学者所以学为人尔，子臣弟友，皆为学之地；忠孝谨信，皆为学之方，出入定

省，皆为学之时；诗书执礼，皆为学之具。终其身于学之中，而一心越于学之外，欲求如古先圣贤

也，其可得乎？！”这里说明他为学之方是很清楚的。 

    总的说来，他论学与顾炎武、颜元有很近似的地方，虽然在“博学于文”这一方面似尚不及顾炎

武，而守约易简或过之；在摧陷廓清这一方面似尚不及颜元，而气象恢宏或过之。他的学说不行于中

土，而竟大行于日本，日本人向之执贽请业的极多，如七十子之服膺于孔丘，这决不是偶然的。     

    朱舜水对日本的文化教育是起过影响的。梁启超谈及朱舜水对于日本的影响时曾经说：现在我们

可以说，日本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实由舜水先生教化而成；即中国儒学化能为日本社会道德基

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前多年日本人开过舜水三百年纪念会，盛况空前；可见其感化力之

深且厚，历久如一。盖先生之学，专以人格坚强高尚为主；在最近三百年内，能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

关系密切结合起来，关系当然是多方面的，朱舜水在其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是对的。不过梁启超说：日

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实由舜水先生教化而成，不免言过其实，近于夸张。对于梁启超的话我们

只能批判地接受。 

    舜水先生卒年八十三，葬于日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龙山麓，依照明朝仪式成坟。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他的诞生曰，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朱舜水诞生三百八十周年，人民不会忘记

他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所作出过的贡献。     

   

【原载】 1980年11月3日上海《文汇报》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于2003年9

月设立，其前身为1977年秋建立

的安庆师范学院中 

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北大学文学院肇端于1902年陕

西大学堂所设置之“中学门”与

“西学门”辖属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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