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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拔高自我对外意识的渊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龙妹

! ! ! !古代亚洲以中华文明和起源于
印度的佛教文化为中心，地处亚洲
东部几个岛屿上的日本，自然远离
这两大文明。所以，古代日本人怀有
强烈的自卑意识，通过派遣留学生、
留学僧来中国等方式积极吸收这两
大文明。但这个争强好胜的民族又
不甘人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养
成了一种独特的逆转式思维模式，
向两大文明的中心主张自我，不仅
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更发展到
以“神国”自居，鄙视邻国，进而一路
向着侵犯邻国土地、攫取邻国资源
的方向狂奔以致万劫不复。以下是
对日本对外意识发展过程的梳理。

阿倍!故居"现!鬼魂"

留学变成擂台赛
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改名为晁

衡）作为留学生于公元 !"#年来唐，
因遭遇海难一直未能回国，在唐生
活五十余年，与李白等同时代文人
留有不少唱酬诗作。他在唐之事迹
也被看作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段佳
话，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
的蜜月时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但日本平安时代（!$%&""'(年）的
文献对此是怎么描述的，你无论如
何也想象不到。
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江谈

抄》中有篇题为“吉备入唐间事”的
小故事。故事说吉备真备（!)!&!(*
年在唐）作为遣唐使来到唐朝，因唐
人听说他学问才艺都相当了得，便
要加害于他，让他住进一个晚上闹
鬼的高楼里。谁知半夜出现的鬼魂
居然是阿倍仲麻吕，他说自己当年
身为大臣来到唐朝，被关在这个高
楼里，因唐人不给食物而活活饿死。
于是在阿倍鬼魂的帮助下，吉备在
《文选》讲读、围棋技艺上都打败了
唐朝高人，得胜回国。中日文化交流
史上的佳话变成了恐怖剧！
《江谈抄》的记述并不是孤例。

相近内容可见于平安末期的古抄
本《吉备大臣物语》和《长谷寺验
记》，甚至有《吉备大臣入唐绘卷》
（成书于 )+世纪后半叶）传世。由
此可见，关于阿倍在唐朝被妒贤嫉
能的唐人虐待致死的故事具有相
当的传播范围。
同类故事还可举出《今昔物语

集》卷十一第 ""话，说的是留学僧
人圆仁在唐期间（'(','-!年）的遭
遇。因会昌灭佛，圆仁慌忙间逃入用
人血染布的纐缬城，九死一生，最后
依仗比睿山药师佛的法力才脱离险
境。当然，那样的纐缬城纯属虚构，
圆仁传记《慈觉大师传》和圆仁所著
《入唐求法巡礼记》都没有这样的记
载，但同样内容却可见于《打闻集》
《宇治拾遗物语》等笔记小说集。

一般认为，上述故事中的高楼
或纐缬城是日本当时知识阶层对
中国先进文化所怀有的集体恐惧
心理的象征。但在故事中吉备真备
和圆仁又在学问才艺法力上大赢
唐朝高人。吉备他们本来是为了提
高学问才艺来到唐朝留学的，如果
本领如此了得，又何必来留学？这
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反映的是
派遣遣唐使这一行为背后日本人
扭曲的自尊心。

构建华夷小帝国
!倭建命"成楚霸王
《日本书纪》是向中国主张自我

的第一本史书。在它之前的《古事
记》中，当时政权的所在地“./0/!

12”用我国唐以前的史书对日本的
称谓“倭”来表记，把这一地区的大
力士表记为“倭建命”。而在《日本书
纪》中，“倭建命”被表记为“日本武
尊”，具有了明显的对华意识。《古事
记》中的倭建命是个被皇权边缘化的
悲剧性英雄人物，而在《日本书纪》
中，作者借用《史记》中“力能扛鼎”之
类有关项羽的语句描绘他的英雄气
概，他四处征战，讨伐“男女交居，父
子无别”、“衣毛饮血”的蛮夷，天皇还
告诫他在动武前必先“怀之以德”、
“自令臣顺”，这无疑是在构建一个以
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世界。
“征夷大将军”一职自 !$%年大

伴弟麻吕首次受命以来一直存续到
明治维新前夜的 )'3!年。而日本模
仿中国鸿胪寺掌管蛮夷，建造鸿胪
馆接待外国使节，则是六世纪初的
事了。试图建立一个模拟中华的小
帝国，应该一直都是古代日本政治
的出发点。到了满清统治中国，“华
夷变态”登场，日本开始主张自己才
是真正的“中华”。

改个年份时空移
!自土"随即成佛土
从地理位置来说，日本离佛教

诞生地天竺非常遥远。根据《仁王
经》等的描述，我们所居住的“南阎
浮提”以五天竺为中心，拥有十六大
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小国外围
又有无数“粟散国”。所谓“粟散国”
是指像粟一样散落在大海上的无足
轻重的国家。在《平家物语》中，二品
尼僧抱着年幼的安德天皇准备投海
时说：“此国乃粟散边土，忧心浮世
之地，老尼这便携你同往那个称为
极乐净土的美好世界。”这“粟散边
土”应该是日本对自己远离佛国这
一地理位置的准确定位。
《日本书纪》记载，佛教传入日

本是在 **+年，此时佛教已远离正
法时期，行将进入虽教法残存却已
不能修行证果的末法时期。鸭长明
在《发心集》中就有这样的感慨：“释
尊入灭之后，已历两千余年，距离天
竺数万里，圣教虽得传入，但已过正
像时期，修行者少，证果者又少。”

对于这种先天性不利因素，日
本人是如何克服的呢？释迦入灭的
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平安时代
一般认为释迦涅槃是在公元前 $%$

年，按正法千年、像法两千年计算，
于 )4*+年进入末法时期。但在平安
初期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
却把进入末法时期特意设定为佛法
传入日本的 **+年。学界普遍认为
《灵异记》的作者是别有用心的，寓
意日本是佛法在天竺、中国进入末
法时期新出现的佛土。在整部作品
中，作者强调现报，以突显日本作为
佛土的灵验，并引证唐朝的《冥报
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以点明
“自土”日本的奇事与唐土相比毫不
逊色。这样的自我主张在其后的《三
宝绘》中得到了继承。

到了平安末期，《今昔物语集》
构建了天竺、震旦（中国）、本朝（日
本）的三国佛教史观，不仅撇开了直
接向日本传输佛法的朝鲜半岛，而
且极大地彰显了“本朝”的地位。比
如，作品把国家佛教、民间佛教、山
岳佛教的创始者圣德太子、行基、役
优婆塞一概描写成与生俱来的圣者
或佛菩萨的转世，由此把日本佛教
定位为自然产生而非国外传入；到
唐朝的留学僧也是佛菩萨的化身，
跟随玄奘学习法相宗的道照诵经时
口吐五六尺白光，在青龙寺修习真
言宗的空海是第三地菩萨等等。更
有意思的是该书卷十一第 *话道慈
和神睿论法的故事。说聪明好学的
道慈来到唐朝学佛，愚笨的神睿在
本国向空虚藏菩萨祈求智慧，待道
慈回国后，天皇令二人辩论，结果神
睿对答如流，好比释迦十大弟子之
一、最擅长辩论的迦旃延。而出人意
料的是，目前学界认为这个神睿实
际上是唐朝人。

白村江之战大败
创一个神话反胜
“神国”二字最早出现在《日本

书纪》神功皇后亲征新罗的记述中。
新罗国王看到大兵压境，不禁失魂
落魄道：“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
有圣王，谓天皇。必是其国神兵，岂
可举兵以拒乎？”根据《日本书纪》的
描述，攻打新罗完全是神的意志。起
初，神喻示仲哀天皇征讨新罗，说那
里多产金银珠宝，只要好好祭祀自
己，就能让新罗臣服。仲哀天皇由于
不相信神灵的告喻而毙命。随即，神

功皇后按照神的指示，对相关的神
灵进行种种祭祀后出征，一路顺风
顺水，海中鱼类托举着战船直抵新
罗腹地。最后，如上所引，借新罗国
王之口，把自己奉为神国，这是个构
思相当巧妙的神话。伊藤聪教授认
为，《日本书纪》成书于 !+5年，就在
不久之前的 336年，日本在白村江
战役中大败于新罗和大唐联军，《日
本书纪》中这一描述应是借助神话
为自己的战败在故事中雪耻而已。
但在历史上，神功皇后征战新

罗的神话成了神国思想的有力依
据。神功皇后“征服”新罗后，连高丽
和百济也“主动叩头谢罪”，自称“西
藩”，从此“不绝朝贡”。新罗于 3!3

年统一朝鲜半岛后，曾于 !6*年派
使者来日本，但日本驱逐了使者，拒
绝与其平等交往。'3$年，新罗船只
来到日本博多附近进行掠夺，日本
大为惊恐，朝廷派出使者前往伊势
神宫等地祈求神佑，其中伊势神宫
的祷文如下：

而我日本乃神明之国# 神明自

当相助#怎能允许外国侵略者靠近$

何况皇太神 %伊势神宫& 乃我朝太

祖#照耀守护国土' 所以(如若听闻

他国异类侮辱骚扰我国( 必定会拒

敌退敌的)*令人敬畏的皇太神

啊(请统帅国内诸神(在他们出发之

前拒阻他们(如贼人谋划已成(兵船

已日渐接近(那就不许它进入境内(

将其驱赶回去(令其沉没(决不能轻

易丧失他们曾畏惧我神国的掌故+

所谓“掌故”自然是指神功皇后
亲征新罗的神话，“他国异类”一词则
体现了日本把新罗视作禽兽的傲慢。

元军乏援方退兵
吹成!神风"佑!神国"

前文所述的现象在元军 )6世
纪下半叶进攻日本退兵后成书的
《八幡宇佐宫御托宣集》《八幡愚童
训》（甲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后者
这样叙述：
此时# 神功皇后用御弓之弭#将

在大岩上写过 ,新罗国大王者日本

国之犬也- 字样的枪矛矗立在王宫

之前#回朝了'

由神功皇后的神话延伸出来的
神国意识，自然也是将丰臣秀吉于
)*$+年至 )*$'年间发动的朝鲜战
争正当化的社会意识。对当时的日
本人来说，那仿佛是神功皇后“征
战”新罗的再现，林罗山的《梅村载

笔》记录了肥后国守户川的自述，他
自称在自己攻占的地方发现了二丈
许的岩石，上面刻着“新罗国大王者
日本国之犬也”。丰臣秀吉也正是在
以神功皇后为祭神的御香宫为出征
战船送行。只是丰臣秀吉的野心已
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早在 )*'*年
就任关白时他就表明要攻取明朝。
与神功皇后有关的还有“神风”

现象。)+!-年和 )+')年元军两度
进攻日本，根据《元史》和《高丽史》
的记载，元军主要是考虑到援兵难
继才撤军的。但在日本方面，镰仓时
代却出现了神风击退元军的说法，
二战期间的历史教科书也沿用了这
一说法，并将这“神风”在太平洋战
争中演变成了“神风特攻队”。现在
在宇佐神宫的官网上还能看到这一
传说；日本“雅虎拍卖”还在出售“神
风特攻 南无八幡大菩萨 战胜守护
神”的各款念珠。
有心的读者可能对上文中出现

的“八幡大菩萨”抱有疑问。把神称
为菩萨来源于日本的“神佛习合”思
想中对佛教“本地垂迹”思想的运
用，也即把日本的神灵看作佛菩萨
的垂迹。八幡神在 !')年时就被当
时的朝廷封为八幡大菩萨，承担起
镇护国家、守护佛教的使命。然而
“本地垂迹”思想显然是以佛教为主
导的，佛菩萨优于神灵。中世时期的
《沙石集》是这样描述神与佛的关系
的：“我国乃粟散边地，强暴众生不
知因果不信佛法，依同体无缘之大
悲，垂等流法身之变化，现恶鬼邪神
之形，示毒蛇猛兽之身，调伏暴恶之
族，令入佛道。”其间体现的是基于
佛教世界观的自我否定的神国意
识。《沙石集》成书于元军败退两年
后的 )+'6年。而《八幡宇佐宫御托
宣集》于 )+$5年起笔，完成于 )6)6

年，《八幡愚童训》（甲本）则成书于
)6)'年前。应该是在元军入侵的文
永·弘安战役后，八幡“神风”挫败元
军的传说逐渐传开，“神国”思想实
现了彻底的逆转。
对华意识和佛教史观是日本对

外关系的出发点。先进的中国文化
和佛教世界观，在当时属于具有普
遍性的价值。在这种价值面前，日本
处于先天性的劣势地位，于是产生
了逆转这一先天劣势的“自土”“本
朝”“神国”意识。
丰臣秀吉时代，天主教开始在

日本传播，打破了以天竺为中心的
佛教世界观，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科
学知识也随之取代了千余年来中国
文化的统治地位。而明治维新的成
功、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彻底改
变了在亚洲的劣势地位，进而以亚
洲的代言人乃至西方列强在亚洲的
代言人自居。至此，它的逆转性思维
开始面向西方。像新渡户稻造的《武
士道》、冈仓天心的《东洋之理想》
《日本之觉醒》《茶之书》等用英语出
版的向西方主张日本、主张亚洲的
书籍便是这种转向的代表。
也正因日本转而认同西方的价

值观，把自身对亚洲的侵略行为视
为效仿西方列强，是把亚洲从西方
列强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而无视侵
略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这也是不愿
认罪的日本右翼分子的一个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