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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中国人移居海外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纵观海外移民史,明初开始移居琉球的

“闽人三十六姓”最受礼遇,“闽人三十六姓”不仅在琉球王国身居要职,在琉球的对外活动中亦担任重要角色,
“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章从宗族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意识角度

梳理了“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对汉文化在海外的重构及传播产生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外移民;“闽人三十六姓”;汉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3)09-0091-04

　 　 纵观全球海外移民史,中国海外移民的时间远

在世界其他各地区之前。 《中国海外移民史》一书

记载,中国海外移民之发端,远在欧洲移民以前。 现

有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海外移民的

数量达到 2,000 万左右,其中以东南亚沿海地区为

主,其次是北美和拉美地区。 东海海域移民中,“闽

人三十六姓” 移居琉球和其他海外移民不同,其特

殊的身份及特殊的政治使命,使其在移居琉球后高

官厚爵,备受礼遇,因而对琉球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本研究拟从宗族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意

识角度梳理“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对汉文化在

琉球国的重构及传播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汉文化在

海外的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闽人三十六姓”及久米村历史

1. 1　 “闽人三十六姓”由来

　 　 根据相关史料钩沉和对先行研究成果的分析借

鉴可知,“闽人三十六姓”并不是一次性移民,其移

民是一个相对持续的历史发展进程。 明洪武五年

(1372),明太祖遣杨载赉诏至琉球以促其来明朝

贡;洪武十八年(1385) 始,明琉朝贡关系已有十多

载,琉球入贡人员常因船只受损而无法正常来明或

返琉,明朝廷便向入贡人员赏赐船只,并派遣“善操

舟者” 负责入琉导贡引船等事务;洪武二十五年

(1392),明朝廷为了帮助琉球航海入贡并使皇恩广

备以及推广文教,故“(太祖)更赐‘闽人三十六姓’,

始节音乐、制礼法。”这是关于“闽人三十六姓”奉朝

廷之命前往琉球“导引进贡” 的最早文献记载[1] 。

另有学者认为,明代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

实际上是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而移居入琉之人,包

含元末战乱中的避难逃亡者、明太祖所赐的担任入

琉导贡工作的善操舟者、中琉海上贸易通事、朝廷派

遣的赴琉办事人员等。 这些身份各不相同的迁入

者,因不同的原因与发展需求而渐渐地定居琉球一

隅,构成今天所说的“闽人三十六姓”。

1. 2　 久米村的形成

　 　 太祖赐姓之前,部分因贸易往来的中国人在那

霸市居住,赐姓之后,“闽人三十六姓”入琉受到极

高的礼遇,《蔡氏家谱》记载:“王大喜,即令三十六

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亦称营中。” [2] 至此

入琉闽人不再分散而居,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闽人

陆续聚集在琉球王所赐之地,筑土为墙,逐渐形成一

个村落,因明洪武赐唐人三十六姓故称“唐营”,又

因官居要职,荣华富贵者居多,因而移入此的“闽人

19

第 43 卷第 9 期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3 年 9 月



　
三十六姓”称此地为“唐荣”,那霸当地居民因琉球

王厚待“闽人三十六姓”而称此地为“久米村”,为福

禄之意。

2　 “闽人三十六姓”对琉球宗族文化重构产

生的影响

2. 1　 宗教信仰由单一到多样化

　 　 琉球国史《中山世鉴》记载:“盖我朝开辟,天神

阿摩美久筑之。”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琉球最早的创

世神话[3] 。 随着“闽人三十六姓”迁徙入琉,中国的

宗教信仰不断影响着琉球,特别是福建一带对其影

响尤为显著。 一是妈祖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信奉的

保护神,随着“闽人三十六姓”传入琉球之后,被供

奉在琉球天妃宫,出海者出航和返航之时皆要祈求

天妃保佑。 二是明清时期受朝廷推崇的佛教,通过

“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及来华留学僧侣的传播,也成

为琉球王室的宗教信仰。 “作诗唯僧能之”充分体

现出琉球僧人的才学和其在琉球国的地位。 此外,

琉球寺庙的建筑风格和僧人的着装等也与中国如出

一辙。 三是中国与琉球建交伊始,道教便受到琉球

王室的重视,琉球王室曾多次派人来华学习道教且

官员居多,官员驻守福建时向当地人学习道术,其中

最著名的是“闽人三十六姓”后裔的政治家蔡温,他

撰写的《山府龙脉记》通过对风水玄理的阐述,成功

说服了当时的提议迁都者[4] 。

　 　 时至今日,供奉妈祖天妃的“姑米岛天后宫”仍

然保存完整,被列为日本冲绳县文物建筑保护单位。

另有学者做过一个关于日本本土和冲绳对于建造房

屋之前是否要看风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本

土在建造房屋之前仅 4%的人会看风水,而冲绳在

建造房屋之前看风水的比例达到 49. 1%。 此外,在

现代冲绳的店铺或房屋门口,依然保留着摆放石敢

当和石狮子用以驱邪镇宅的传统。 由此可见中国宗

教信仰对琉球的影响之深远。

2. 2　 宗族观念逐步提升并完善

　 　 血缘关系是宗族关系的基础,祭祖是壮大家族

势力、维系家族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5] 。 “闽人三

十六姓”入琉后,随着其在琉球的不断发展壮大,我

国的宗族观念和祭祖活动也随之被带入琉球。 久米

村人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在家中常供奉祖先牌位

进行祭拜,除了家祭,墓祭即清明祭也是久米村人祭

拜祖先的重要形式之一,经过与琉球当地祭祀文化

的不断融合,在琉球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祖先

崇拜。 例如,祭祖用的纸钱采用福州进口的纸而不

用琉球当地的劣质“炙纸”,年忌(人死后的祭祀法

事)要献上汉文祝文以表对祖先的崇拜哀思之情。

迄今为止,冲绳还保留着清明扫墓、中元节祭鬼神等

传统的祭祀活动。

　 　 编撰家谱是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

宗族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 随着“闽人三十六姓”

人口的不断增长,久米村的规模不断扩大,明成化八

年(1472),蔡姓家族“卜地于唐营东北之间,自行捐

资,创建祠堂,以奉蔡家神主,著为规定”。 以此推

知,当时的“闽人三十六姓”已开始编撰家谱或保留

着祖先的牒谱资料文献[6] 。 现存较为完整的三大

琉球家谱系为《久米村家谱》《首里系家谱》和《那霸

泊系家谱》,它们都受福建当地家谱文化的影响极

深,三大家谱从类目、格式、内容等方面均模仿了福

建家谱,不仅有谱序、官爵,还有字辈、家训等内容,

其中《久米村家谱》 受福建家谱的影响尤为深刻。

此外,琉球现存家谱大多是用汉文编写的,并且使用

了清朝年号。 至今日本使用的文字中仍有大量的汉

字,虽然意思与汉语不尽相同,但汉文化对其的影响

可窥一斑。

3　 “闽人三十六姓”对琉球政治经济重构产

生的影响

3. 1　 政治方面

　 　 “贡使为白其事,太祖皆遣归,赐闽人善操舟者

三十六姓,以便来往。” [7] 据此可知,“闽人三十六

姓”及之后的久米村最直接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服

务于中国和琉球之间的朝贡关系。 日本学者池宫正

治等人也认为,“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国对外交往

中发挥了基石作用[8] 。 除了朝贡的政治目的外,久

米村人还承担了与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各

国的政治文化往来。 精通汉文及中国传统礼仪的

“闽人三十六姓”在承担请封、迎封、谢恩等事务的

同时,将其礼仪、制度等传播至琉球王国,为琉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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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蔡温(即琉球尚

敬王)任职期间制定的“位阶定”,比较全面地将琉

球国的各项官级、品位、资格和服饰等制度化,使琉

球由王权政治慢慢向法治国家转化。 与此同时,蔡

温还编撰了《山奉行规模帐》等山林治理标准,实施

了手工业免税、废除专卖制等一系列政治措施[9] ,

这些措施对琉球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长

远的、积极的影响。

3. 2　 经济方面

　 　 “闽人三十六姓”入琉以后,不仅对琉球的经济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对琉球海外贸易做出了历

史性的贡献。 首先,蔡温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对

琉球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对山林大川的改

造不仅解决了水灾问题,也为农耕灌溉提供了充足

的水源,直接影响了农业经济;其次,免税政策大大

刺激了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使物资得以充分流通,

财富得以积累,直接促进了琉球社会商业经济的发

展;再次,在海外贸易中,“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

担任了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各国间贸

易的桥梁。 琉球赴东南亚各国的采购使团、琉球来

华使团、中国往琉球的册封使团等均以“闽人三十

六姓”及其后裔为主,他们在互通交往中带动了中

国的丝绸、瓷器、药材、纸张、茶叶、食品及工艺品等

在琉球和其他各地区间的流通往来,促进了商业资

本与产业资本的初步融合。

4　 “闽人三十六姓”对琉球社会意识重构的

影响

4. 1　 文化教育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琉球产生了

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文化教育由最初的官方交流逐

渐发展至民间,出现了文化重塑及文化融合。 在这

个过程中,中国和琉球政府、久米村“闽人三十六

姓”及其后裔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琉球派遣的

官生和“闽人三十六姓” 赴琉交流作用最为显著。

《明太祖实录》 记载: “遣使贡马并遣从子日孜每

……三人入监读书”,琉球“国人入监自此而始”。

官生最初是从国王从子或各地寨官之子中选拔,后

逐渐以久米村人居多。 他们在留学之前需要进行中

国官话及相关知识的培训,归琉之后还须办理入贡

事务及考试等,琉球的许多大儒、史家、医生及手工

业专家是通过这一渠道培养的,其中政治家蔡温对

文化教育的贡献尤为显著。 儒学大师程顺则在其父

建立孔庙的基础上,设立明伦堂并招生进行传道授

业,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其刊印推

广的《六谕衍义》作为国民修身养性的标准及学习

汉语的课本被正式纳为学校官方话本,对中国传统

文化在琉球的重塑具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蔡温编

撰的《要务汇编》和《实学真秘》对琉球历代国王影

响深远,撰写的《家内物语》和《御教条》把中国传统

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书写而

成,对琉球百姓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4. 2　 社会生活方面　

　 　 在中国和琉球长达五百余年的友好关系中,福

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福建是明清时期中琉交往的唯一口岸,对琉球的饮

食文化、衣着服饰、节日节庆、礼俗礼节及建筑风格

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琉球社会的开化。 饮

食文化方面,番薯的引进给琉球的饮食文化带来巨

大变化,番薯迅速成为一般平民的主食;果蔬如荔

枝、龙眼皆自闽来,不甚繁殖[10] ;食物烹调方面,由

“不知烹调和剂之味”到风干、腌制等制作手法的普

及,至今其饮食文化还保留着浓厚的福建特色;衣着

服饰方面,通过请赐官服和入华学习纺织技术,衣着

由简朴的蕉麻布衣到颜色、款式、图案的多样化,并

按照等级制度进行分类穿戴;《琉球国由来记》中记

载,随着“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入琉后进行的文

化传播和辛勤耕作,琉球“从此重视崇儒,使节音

乐,不异中国”,其中元旦、清明、端午、中元等节庆

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婚丧礼仪也受中国影响保留至

今;久米村受闽都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独具特色,

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对琉球王城建筑的描述

和潘荣在《中山八景记》中对园林八景的称赞,无一

不显示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对琉球的影响。

5　 结语

　 　 在中国和琉球长达五百余年的友好关系中,

“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是将中国先进文化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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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传播至琉球的使者,他们在促进琉球社会进

步和发展,推动中琉间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流中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冲绳,这些“闽人三十六姓”的

后裔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后代仍然保持着自己

的原始文化,而且在一些领域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如:他们依然保留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信仰,保留了

三条村等传统村落,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宗族管

理制度等。 时至今日,福建省和冲绳县已正式缔结

友好省县关系,泉州市和厦门市也分别与冲绳县浦

添市和宜野湾市结为友好城市关系,“闽人三十六

姓”在琉后裔亦多次到福建寻根拜祖、投资兴业,这

些都使两岸人民更加了解其友好交往的历史,充分

拓展了福建和冲绳之间的文化交流。 民间交往延续

了两地之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增强了两地人民

之间的了解和认识,续写了中琉友好交流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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