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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切支丹是日语汉字，意为基督教。切支丹世纪又称切支丹时代，英语称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中文亦可翻译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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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０２．

②葡萄牙人最先抵日，１６世纪的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日本外贸。西班牙人也较早（１６世纪中后期）登陆日本，但他

们几乎没有开展商贸活动。１７世纪初，新教徒荷兰、英国人相继到来，他们都在平户建立了商馆。

１６－１７世纪的日欧贸易与世界商贸发展

张兰星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日本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１６—１７世纪，日本与欧洲曾经开展了近一个世纪的商贸活动。日欧贸易促进了
东西方商货的交流、商品包装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传播及世界贸易圈的产生。总的来说，日

欧贸易是世界商贸发展的一部分，也是东西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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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世纪中叶至１７世纪中叶的日本历史被一些学者称为“切支丹世纪”①。在此期间，欧洲的葡萄
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均开展了对日通商活动②。其中，日葡贸易量及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日西、

日英贸易仅维持了短暂时间，以失败告终。荷兰人属后起之秀，他们凭借强大海军，通过复制葡萄牙人



的贸易经验，迅速在亚洲立足。１６４０年，日本为禁绝基督教，宣布锁国，仅与荷兰人在人工岛（出岛）保
持贸易往来，日欧贸易结束，进入出岛兰馆（荷兰商馆）时代。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日欧贸易，成为东西交

流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便是促进了世界商贸发展。

一、航线上的商货交流

就欧亚航线而言，欧洲船（主要是葡船）运到日本的商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商品数量很大，少则

几百担（匹），多则上千担（匹）。其中以丝绸居多，之中生丝的数量最大，可见欧洲对日贸易的主要商

品是丝。其次，商品种类繁多，主要货物都在十种以上。再次，商品的采购价与日本销售价悬殊巨大，利

润在１００％以上的商品都有很多种，说明欧洲人贱买贵卖的策略很成功；就欧洲船从日本运走的商品
来看，白银是日方最主要的输出品。在当时，白银既是货币，也是商品。威尼斯商人凯萨里·佛里德里希

（Ｃｅｓａｒ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ｉ）在其航海日志中写道：“葡船每年要运很多生丝到日本，然后换走大量白银（银条或
银块）。”

［１］
因此，葡国巨船①有“银之船”美誉。

就种类来说，日欧贸易（欧亚航线）的商品从起点到终点，并非一成不变。欧洲人需要在不同地方，

转载不同商品。以葡国巨船为例，在里斯本，巨船装载佛兰德（比利时）钟表、橄榄油、葡萄酒、天鹅绒等

商货，大部分是亚洲葡贵需要的奢侈品。到达果阿后，巨船从印度运走棉布、羊毛布匹、玻璃制品、白银

和象牙，去换取中国商品。若在马六甲停留，则会购买檀香、兽皮、樟脑和香料等商货，满足中国（大陆）

及澳门需要。到达澳门后，葡船会得到修缮及维护。在此期间，葡商参加广州定期集市贸易②。葡商用先

前准备的商品，交换日本市场需要的商品，另外还购买诸多商货，包括各种生丝、丝织品、瓷器、药材、

白（红）糖等。之后，便在澳门耐心等待季风。最后他们驶抵日本，销完商品后，带走白银、漆器和屏风等

货物。返回澳门后，又用日本银购得果阿、欧洲所需商品，如：黄金、铜和丝绸等。回到果阿后，再次转载

些欧洲需要的商品，如：塔夫绸、精制或粗制黄铜、陶瓷、麝香和朱砂等。
［２］

而在美洲———亚洲航线上，每年大概有２艘西班牙船，从阿卡普尔科前往马尼拉。横渡太平洋的西
班牙船都是大吨位帆船，有些船的吨位甚至超过千吨。此航线路途遥远，过程艰辛，所以少有其他欧洲

船“打搅”（抢劫）他们。据统计，（航线上）西班牙船每年承载的货物总价值约为２５０，０００佩索。这些船
还经常超载，有时的货物价值甚至超过百万佩索③。因此，往返于美洲———亚洲的西班牙船经常失事，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为利润奔波的商人。据估计，亚洲商品被运往美洲后，价格能上涨１—３倍。［３］当
时，日美（洲）未能直接通商，仅通过马尼拉开展间接贸易，数量也不大，影响亦不及日葡贸易。西班牙

人主要在日本的浦贺、五岛、天草等地通商。
［４］
由日本运往（西属）马尼拉的商品有：小麦粉、腌肉、铁、

漆器、餐具、丝绸、屏风和武器（刀具和盔甲）等。从马尼拉运往日本的商品有：生丝（数量最大）、黄金、

鹿皮、蜂蜜、椰子、巴西木、西洋酒和玻璃制品等。

二、商品包装的进步

货物的装载，或者说商品的包装，是贸易中值得重视的问题。１６—１７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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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巨船是一种以牢船为原型，综合不同欧洲船特点的葡萄牙巨型商用帆船。

广州定期集市贸易被明代的郑舜功称为“卖麻街贸易”，也有学者称广州定期集市贸易为“广州交易会”。“广交

会”的称呼有现代化称呼之嫌，“广州定期集市贸易”是比较妥当的说法。集市贸易起源于１５５４年底及１５５５年初。１５８０年
前，每年举行一次。１５８０年后，每半年举行一次。关于广交会的讨论见：汤开建、严忠明：《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
载《学术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据西班牙商人描述，亚洲人善于装货。因此，从亚洲到美洲的西班牙船每次都被装得爆满。



特点就是距离远，日本位居最东方，距离则更远，于是对商品包装提出高要求。若要避免商品在航行过

程中不损坏，就必须注重装载或包装技术。１６—１７世纪，葡船完成一次里斯本———长崎———里斯本的
航行，需花２—３年时间。航行时间不但长，天气变化也大。无论船员和货物，都要经历多次冷热环境的
改变，且航船上的卫生条件也很恶劣。航行过程中，若不在装载和包装方面下工夫，货物便很难完好地

被运抵目的地。耶稣会曾对日本遣欧使节团的远航进行描述：“１５８２年，使节们乘坐的帆船从长崎出
发。他们最先到达澳门，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等待去印度的季风。从澳门到马六甲途中，他们遭遇风

暴，船长命令船员抛弃一些货物，以渡过难关。之后，他们到达科钦，船上再次装满货物。３天后，船员发
现舱内进水。船长认为，在科钦装货时，可能是货物撞伤了船体。他们检查了船上各个角落，才发现甲

板上有一小洞。于是迅速挪开货物，将洞堵上，阻止进水。”
［５］５１
由此可见，如果要将商品完好地运到遥

远的欧洲，必须经历各种“考验”。另外，船上的温度很不稳定，货舱长期处于潮湿状态。所以商品包装

的作用很大，特别是贵重物品的包装，必须能够防虫、防潮和防震。

无论日本还是欧洲商人，很早就注意到商品包装的重要性。如果是奢侈品或重要礼品，必须精心

包裹。葡人到达日本后，发现漆器既漂亮又实用，日本人使用漆器存放贵重物品已有很长历史。另外，

他们还用油纸裹住各种盒子，以防潮。日本人的信件多放入包囊中，囊一般用丝绸制作，重要信件还要

再装在盒子中。弗洛伊斯曾描述：“日本的信件多卷成筒状，因此必须放在丝制包囊中。包囊做得很精

巧，还有镂空花纹，有些甚至带金边或银边。包囊还要放在盒子里。若是重要信件，外包装还要讲究美

观。无论是包囊还是盒子，越是精美漂亮，就越是显示其重要性，包装质量就越好。”
［５］５５－５６

总之，物品

越珍贵，盒子的数量和层数就越多。一件珍贵的物品可能有几层盒子，盒子外面还用绳子捆绑。绳子分

为丝、绵、麻三个档次，分别代表其价值的高低。

仅用漆器装放物品，仍不能让商人放心，欧洲人还将漆器盒放在低廉的木盒、木箱、竹篮或藤器

中，起双层保护作用。这些外包装一般由印度制造，材料选自柚木、檀木、松木或樟木，具有较好的防

蛀、防潮功能。瓦利格拉诺（中文名为范礼安）曾描述道：“如果可能，我们一定要在科钦购买木盒，放置

这些精美屏风。因为屏风可能被放在船舱的最底层，那里容易浸水。”另外，欧洲船的船舱中安置了很

多木垫，日本人也用沉香木作木垫。木垫可以有效地防潮、防震。另外，为了避免卸货时出错，几乎所有

商品的外包装都注明标志，有宗教、武器、公司或私人的标志。瓦氏提到：“我们运往欧洲的货物均应注

明耶稣会标志，以防弄错。”
［５］５２－５３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从１６世纪起，商人就开始重视包装了，特别是远洋贸易的商品，更是需要美
观实用的包装。虽然那时的包装技术尚不成熟，但代表着世界商贸发展的进步，也是人文艺术及人类

文明的进步。

三、农贸商品与作物传播

在帆船贸易时代，基本生活资料的交换是贸易的主要内容，农产品的交易更是显得突出。除了传

统的农业成品（丝绸、药材、糖、织物等），日欧贸易也给亚洲带来了新的农产品，由此促进了新作物在

日本的推广。就那个时代而言，日欧贸易既是商品的交易，也是农业的交流。

烟草原产于美洲，最早传入日本的烟草可能来自台湾，也可能由美洲商船直接运来，再或是由欧

洲商船带来。最开始，日本人称烟草为多叶粉。据日本史料记载，１５４４年葡人向大名大友氏献上烟草。
烟草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新鲜事物，最初没有被广泛接受。有记载提到：“１６世纪中后期，长崎的樱马场
已经开始种植烟草。长崎可能是日本最早种植烟草的地方。但日本人还不知道其用途。”

［６］２５２１６０５年，
欧洲船再次带来烟草，这一次烟草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有日本人开始吸烟，而且种植烟草的地区也

增多。有史料甚至记载了烟草在日本的传说。话说从美洲来了一位叫做“淡婆姑”（日文汉字，其假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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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バコ，意为烟草，发音接近英语单词 ｔｏｂａｃｃｏ）的美女。很多日本小伙子都喜欢她，后来淡婆姑死在日
本。曾经喜欢她的日本男子到其墓前悼念，见到一种奇怪植物，能够发出特殊芳香。遂将其摘下来吸

食，感觉就像喝了酒一样。后来，日本人发现这种植物能够防瘴气，有一定的医疗作用，遂广泛种植。
［７］

１６０９年，家康开始禁烟，他认为晾晒烟草容易引起火灾。［８］后来幕府还多次颁布禁烟令①。但烟草

种植已由长崎传至京畿，日本吸烟者也增多，烟草成为能够获利的经济作物。据记载，一匹烟叶的价格

为３鮟②。当时还出现了黄铜烟管，京都的大村彦太郎因贩卖烟管而致富，可见当时日本的吸烟者之

多。
［６］２５３１６１５年，秀中再次颁布禁烟令，重罚种植和买卖烟草者。但烟草已经传入日本上层，要完全禁

绝它已不容易。到了１６４２年，日本栽种烟草已达到一定规模，据相关史料记载，其推广之快，甚至导致
良田减少。

１６世纪，葡人还将美洲棉花③及种子带入日本。１７世纪初，土豆和甘薯也被传入日本。据说，土豆由
荷兰人从印尼带到日本。除此之外，美洲玉米也被运到日本。另外，一次意外让威廉·亚当斯④将西红柿

推广到日本。１６１４年，亚当斯为了缓解英国人在日本经商的不利局面，亲自乘坐“海上探险号”商船到
暹罗进货。商船在途中遭遇风暴，亚当斯一行只得在琉球登岸修船。不过当地人抢夺了他们的财物，亚

当斯和威克汉姆（英商）还差点被杀。（驻日）英国商馆的投资再次失败，亚当斯对此感到遗憾和抱歉，

于是购买了商馆指挥官科克斯自己种植的西红柿，以安慰科克斯。亚当斯不但将西红柿分给日本人，

还将栽种方法传授给周围农民，致使西红柿在日本推广。
［９］
另外，南瓜（１５７９年传入）也在同一时期传

入日本，这些新农作物多被运到长崎港销售，其最初的种植地点也多在长崎。
［１０］

四、日欧航线与世界贸易圈

史学者阿特维尔曾谈到：“在发现日本之前，葡人在印度和马六甲建立了据点。澳门基地建立不

久，日本长崎也被开发成贸易港口。日本实际上是葡人在亚洲打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这样整个亚

洲被联系起来。另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基地，而且和美洲大陆常有往来，这样亚洲和

美洲通过马尼拉又联系起来。”
［１１］
博克舍曾描述过世界贸易圈的产生：“当葡人经过西非海岸，绕过好

望角，穿过印度洋，在印尼建立香料据点，在中国南部和日本南部开展贸易后；当西班牙人从美洲穿越

太平洋来到菲律宾后，世界４个主要大陆便被联系起来。”［１２］虽然博克舍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世界性
商圈的最初形态，但肯定了世界主要地区已经被西、葡航线连为一体。通过此网络，世界各地的商人总

能找到所需商品及贸易伙伴。继西、葡以后，英、荷继续扩展了世界贸易网。

欧洲船徘徊于亚洲，进行香料贸易，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即买卖香料是他们获利的主要方式。其

实，扮演“中间商”或“国际倒爷”，才是欧洲人的主要角色，是其获利的主要途径。１６世纪，葡商控制了
印度古吉拉特（Ｇｕｊａｒａｔ）和科罗曼德（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的棉花和印花布。［１３］这些纺织品在东南亚有稳定的
市场，在那里，他们用棉布换香料、香木、黄金和象牙。其后参与中日贸易，更是让他们赚取大量白银，

然后用其购买各种商品或直接换成黄金。之后，葡人又将黄金投资到印度（纺织工场），或直接运回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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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同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也颁布了“反烟草法”。参见：Ｒ．Ｈ．Ｐ．Ｍａｓｏ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Ｒｕｔｌａｎｄ：Ｔｕｔｔｌｅ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１９９７，ｐ．１８８．

鮟是日本的重量单位，１鮟约为３．７５克，１两为１０鮟。
美洲棉又称陆地棉。陆地棉不但产量高，品质也比非洲、亚洲棉好。

新教徒亚当斯是首位抵日的英国人（１６００年），经过不懈努力，他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武士，也是德川幕
府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人之一。本文的亚当斯都指此人。有关此人生平，请参见：ＧｉｌｅｓＭｉｌｔｏｎ，Ｓａｍｕｒａｉ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ＷｈｏＵｎｌｏｃｋｅｄＪａｐ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Ｈｏｄｄ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５．



洲。英国人称这种模式为“国家贸易”（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又译区域、区间贸易）。荷兰人来到亚洲后，迅速
复制此模式，终获成功。

日欧贸易是世界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葡属亚洲贸易，便可得知。下表为葡属亚洲各条航

线的统计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６世纪中期葡属亚洲航线的利润及（葡萄牙）官方售价①

航线 平均净利润（库鲁扎多） 航线售出价（库鲁扎多）

果阿澳门日本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果阿澳门巽他（Ｓｕｎｄａ：爪哇西部） ６～７，０００ －

果阿澳门帕他尼（Ｐａｔａｎｉ：泰国南部） １，０００ ３００

果阿澳门帝汶 １，０００ ４００

果阿澳门暹罗日本 １，５００ ５００

科罗曼德尔（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孟加拉（Ｂｅｎｇａｌ） ３３，５００ －

果阿班达（Ｂａｎｄａ：印尼地区） ３，９５０ －

果阿摩鹿加 １２，５００ －

马六甲澳门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

马六甲巽他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

马六甲婆罗洲岛（Ｂｏｒｎｅ：东南亚） ５～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

中国柬埔寨交趾 １０，０００ －

　　注：航线售出价指承包商购买航线的价格。资料来源：Ｌｕｉ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Ｔｈｏｍａｚ，“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ｆ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８７，ｉｎＯｍＰｒａｋａｓｈ，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Ａ

ｓｉａｎ，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Ａｓｈｇ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７，ｐ．３７．。１库鲁扎多约为１两白银。

上表反映出几个问题：亚洲贸易并不孤立，特别是葡人来到亚洲后，他们建立了多条航线；果阿、

马六甲、澳门和日本（长崎或其它港口）是葡属亚洲的重要据点，所有贸易都以它们为中心向各方辐

射；果阿———澳门———日本航线的利润最高，说明日本市场的重要性。东南亚地区虽然产香料，但商品

品种单一。西葡合并后，亚洲官员告诉西葡国王（当时合并）菲力浦：“日本航线是亚洲最赚钱的航

线。”
［１４］

其实，日欧贸易中的欧洲人并非最富有的商人，印度、中国、日本的豪商大贾比比皆是，日欧贸易

的数量和利润也比这些国家的国内贸易少。但如果将欧洲人的活动连成整体来看，他们却是“最富有”

的商人。如果没有欧洲商人穿梭于各地，数量再大的贸易依然是小范围的，甚至是孤立的，贸易商品的

种类也不可能太多。１６—１７世纪的世界贸易还不成熟，但已经建立起来。新的贸易格局开始萌芽，随着
经济联系的加强，西方国家将逐步掌控主动权，最终造成东西方经济的失衡（西方强于东方）。

学者弗兰克指出：“１５６０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
口白银和铜。日本还向更远的印度和西亚出口黄金、硫磺、樟脑、铁、刀剑、漆、家具、米酒、茶叶和优质

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各种生产和消费用

品，如铅、锡、木材、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银（用于熔炼本地的银）。”
［１５］
现代学者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

图罗·热拉尔德范认为，“世界贸易网络”在１６世纪就具备雏形了。日欧贸易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

３４第２期 张兰星：１６—１７世纪的日欧贸易与世界商贸发展　

①“航线售出价格”指贵族、商人购买航线特权的价格，航线购买金归葡王或葡国官方。“平均净利润”指去除所有

杂费（航线购买金，税收等）后，航线负责人（特权船长或指挥官）获得的净利润。



响。从地理上来说，如果欧洲人没有到东亚的中国①和日本进行贸易，那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便算不上

完整，世界贸易圈便谈不上“全球”二字。从经济上来说，日本白银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日

本对各国、各地区商品的需求，更是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交流。所以，日欧贸易不仅指东西方商品的交易

关系，更指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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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欧贸易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简言之：（１）欧洲商人扮演着中日贸易中间商的
角色；（２）欧洲船运往日本的主要商货来自中国，它们从日本运出白银后，又转载购买诸多中国货，运回西方；（３）从某
种意义来看，欧洲人开辟的日本航线实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