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  剛（绿岛  独立学者2020-2021 ） 

            於台北国际图书展珍コーナーにて 

在進入主題之前，或許我需要對各位就琉球問題做一個輪廓性、背景性的勾勒？ 

困惑之一，琉球・沖繩與臺灣的關係？大琉球與小琉球的歷史關係？ 

困惑之二，“萬國津梁”時期的琉球商貿船，下南洋走的是臺灣的內側還是外側？有何關係 

諸如此類琉球歷史文獻少之又少，故已有文獻就顯得彌足珍貴，但卻又幾乎成逸事。 

儘管困惑多多，在此只能做個問題提起。關鍵字：琉球、歷代寶案、臺灣。 

今天我們主題是在“知識再造 重現歴史印記中的寶蔵”的背景下，談談“歷代寶案”這部文獻的寶
貴何在、跟臺灣有什麼關係。由此我們知道書籍和出版的流傳何等重要。 

總之，如上述關涉琉球的史料頗少，有史以來除了明清宮廷檔案之外，主要就是《歷代寶案》等
漢文史籍。 

臺灣的漢珍出版公司已經出版了它的圖書版和電子版。那麼，為什麼臺灣的出版社要花費精力、
財力、物力來出版這麼一部書呢？原因在於其珍貴之處曾與臺灣休戚攸關。它的歷史價值、它的
延續至今不斷發散的傳播力。 

 



(琉球語：歷代寶案/リ
チデ－フ－アンRichi 
dee fū an？) 

乃琉球國首里王府的外
交檔案匯編。先由久米
唐營福建移民編纂，後
經琉球王室委由當地學
者加以整編編纂而成，
為一部琉球漢文實錄性
文獻。全書有262卷、
目錄4卷及別集4卷，
現存242卷、目錄4卷
及別集4卷。幾盡失傳。 

《歷代寶案》是1424年至1867年間共計443年的外交文件，以漢字、漢文書寫，共分為三大
部，前半段共記載14世紀至17世紀期間琉球國與古中國及其週邊國家如日本、暹羅（現在的
泰國）、土耳其、馬六甲王國、蘇門答臘、爪哇等國的外交貿易往來書信。17世紀初，因受
日本江戶幕府控制，該往來外交文件漸少；不過《歷代寶案》仍繼續編纂匯集後半部，直至
琉球國覆滅為止。 

1609年，為了害怕入侵琉球的日本薩摩藩毀損《歷代寶案》，加上火災焚毀《歷代寶案》正
本的教訓，琉球國不但繼續編纂該書，還秘密手抄全書內文數份，藏放該國多處。其中詳細
紀載琉球國歷史的最完整的《歷代寶案》手抄本，1940年代間，輾轉流於台北帝國大學（今
國立台灣大學）。 

歷代寶案，就是王國的寶貝檔案之意。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1870年代日本明治政府曾藉口琉球難民在台灣八瑤灣被害的八瑤灣事件而出兵台灣，之後
並引起大規模的中日爭戰，史稱牡丹社事件。事實上，從該寶案敘述得知，歷史上琉球船隻
遭風飄到台灣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除了風向、候汛，及該地區颱風多之外，琉球船隻小巧
是相當重要一環。另外據該史史載，絕大部分因為船難來到台灣的琉球民眾，都獲得當地人
的妥善救助和撫恤。 

《歷代寶案》記載的首次琉球船隻漂往台灣的實例出現於1720年。該書記載，該年十月間
發生的那次六人船難，造成兩個琉球人餓死，另外四人則於台灣淡水被台灣平埔族住民救助
上岸。 

難番同船六人，名前間、仲治、宇志、也德、真座、白間。于歸年（指1720年清：康熙59年 

享保5年）於北山永郎部開船往中山採取木料，舟行半海陡遇颶風，帆舵俱失，船已破壞洋

中，死前間一名，其餘飄流亡至台灣淡水地方，又餓死真座一名，更仲治等四人淹淹待斃。
幸淡水番社救活具報解救。 

這些獲救的難民後來被送往福州，在那裡受到撫恤安頓後搭船返回母國。 

在此琉球王朝檔案裡，類似這樣的記載相當多。除此，再將《歷代寶案》 《清代中琉關係檔
案選編》及台灣的《宮中檔乾隆朝奏折》做一交叉比對和整理，發現1720年到1894年的台
灣清治時期，前前後後的175年間，該地區共有64起這類事件發生，平均每2年就有1起。而
這些琉球難民，通常都會得到台灣當地人救助和撫恤。這些琉球難民不管在哪裡被搶救上岸，
首先要由地方官府撫恤安頓，再配船內渡，最後由福州遣送回國。 



 



 



（図1 筆者作成） 参考：梅木哲人『新琉球国の歴史』（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年） 

（図2 筆者作成） 参考：梅木哲人『新琉球国の歴史』（法政大学出版局、2013年） 



中心與邊緣 縱向比較的珍貴檔案記錄。 

邊緣與邊緣，橫向比較的第一手歷史資料。 

 

希望其為大明與日本通交的仲介敕諭 

（1432年宣德七年正月26日） 



琉球王國與中國明清即朝鮮之外、與暹羅（禪、阿育塔亞王朝）、安南（越
南）、爪哇（印尼）、蘇門答剌（印尼）舊港（馬來半島）、嘛剌噶満刺加
（麻六甲）、北太年（馬來半島）、巽他（印尼）、等東南亞諸國進行貿易
往來的外交文書的集大成。其中與中國明、清往來的文書占大半。許多史料
可與中國漢文獻和清宮檔案互補互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本格的に銭貨流通が盛んになったのは鎌倉時代からである。13世紀中葉ごろからの社会変動に伴い、銭貨流通は社会に広く普及
した。室町時代に明から永楽通宝が大量に輸入された。15世紀後半になると、これら宋銭・明銭といった中国銭に信用不安が発生
しており（後述書）、理由として、15世紀半ばに明が国家的支払い手段を銭から銀に転換したため、国家的保障を失い、日本にも波
及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いる（久留島典子 『日本の歴史13 一揆と戦国時代』 講談社 2001年 pp.254 - 255）。当時、大内氏は
撰銭令を出す対策を出しているが、その後を継いだ毛利氏の時代では、石見銀山によって、大量の銀を産出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てい
るため、撰銭令を出す必要性が減じている（同書 pp.255 - 256）。（銭貨） 

地圖所見之往西東的“朝貢”和“上江戶”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地図で見る冊封使と江戸上り」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mp4/03-01.mp4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9/rekishi/map/?class=map


 

 



位於現在的沖繩縣的琉球王國，始終命系大陸王
朝 

 

其成立於1429年（中國為明朝初期、日本為室町時代），到1609年為
日本島津侵攻後，開始同時明暗雙棲地隸屬於中日 

 1634年（寬永１１年）、1644年相繼派出慶謝使 

在當時的東亞國際環境背景中，琉球王國成為了東亞乃至東南亞的重
要據點（中繼點） 

 1879年，在島津薩摩藩操縱下存續下來的琉球王國，最終在1879年
（明治12年，被置沖繩縣而遭至滅國） 

此圖乃由二戰廢墟上復原後的首裡城    出典：Wikipedia）歷史上曾3
次焚毀，10月31日淩晨遭第4次焚毀 

頗為費解的是，圍繞《寶案》的編篡，當
初為何沒有和中國發生橫向的聯繫？ 

歷史文獻的再造，亦即現實通向未來的橋
梁。 

如果沒有臺灣的寫本，那麼，琉球歷史的
諸多事項就將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中。 

 

1935年時任日治臺灣大學助教授的小葉田
淳，在沖繩發現了複寫自久米村本並收藏
於沖繩舊縣立圖書館的寫本《歷代寶案》
的存在，委託久場政盛對久米原本進行了
複寫，並收藏於戰後的臺灣大學圖書館，
從而出現了臺灣寫本。 

 

電子版和紙質版的交互印製和妥善保存，
都是歷史再造工程的巨大作用和意義的體
現。 

從歷史的臺灣到現實的臺灣，再到未來的
臺灣，從印刷出版史的角度，可見歷史文
獻再造工程對人類文明文化的保存厥功之
謂。 

 

 

今天的沖繩，人們的現實現實世界裡，首
裡城是其象徵，精神世界裡，“萬國津梁鍾”
和“歷代寶案”互為其表裡 

 



臺灣寫本，一共收羅了歷代寶案的270卷中的249卷，堪稱原本散佚後的最善寫本。即第一集
的43卷、第二集的187卷、第三集13卷、別集3卷、目錄4卷，共計249卷。 

需要提及的是，臺灣寫本之外，還有一部更接近原本的寫本，即從兩部原本中戰後收集到的
舊沖繩縣立圖書館寫本中的99卷（即第一集31卷、第二集68卷）。所以從數量上說，臺灣本
堪稱一絕，品質上也可與其互補。特別是可以補助其它殘本第一集、第二集的不足。 

 

 

 



 

原本 

王府本 - 首里王府（首里城）で保管されてきたが、琉球処分で東京の内務省へ移管され、
1923年（大正12年）の関東大震災で焼失した[3]。 

久米村本 - 久米村の天妃宮で保管されてきたが、所在を変遷して1931年（昭和6年）に久
米村の旧家で発見。1933年（昭和8年）に沖縄県立図書館へ移管。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に羽
地村源河（現・名護市）へ副本と共に疎開したが、1945年（昭和20年）の沖縄戦で散逸
あるいは焼失した[4]。 

副本 

県立図書館本 - 計97巻。旧沖縄県立図書館蔵原本（久米村本）の副本（写本）。久米村本
が沖縄県立図書館に移管される際に作成された。第二次世界大戦後、一部がアメリカ軍
によって羽地村源河から発見され、沖縄中央図書館（現・那覇市立図書館）に寄贈。
2011年（平成23年）3月30日に那覇市歴史博物館へ移管[4]。 

 



沖縄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編・沖縄県教育委員会発行『歴
代宝案』校訂本（赤表紙本） 

第1冊（第1集巻01〜22）、1992年1月31日 

第2冊（第1集巻23〜43）、1992年3月31日 

第3冊（第2集目録・巻01〜14）、1993年1月29日 

第4冊（第2集巻15〜30）、1993年3月31日 

第5冊（第2集巻31〜49）、1996年3月31日 

第6冊（第2集巻50〜74）、2006年9月30日 

第7冊（第2集巻75〜89）、1994年2月28日 

第8冊（第2集巻90〜104）、1999年3月31日 

第9冊（第2集巻105〜122）、2003年9月30日 

第11冊（第2集巻146〜160）、1995年3月31日 

第12冊（第2集巻161〜173）、2000年7月31日 

第13冊（第2集巻174〜189）、1996年3月31日 

 

沖縄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編・沖縄県教
育委員会発行『歴代宝案』訳注本（緑表
紙本） 

第1冊（第1集巻01〜22）、1994年3月31
日 

第2冊（第1集巻23〜43）、1997年3月31
日 

第3冊（第2集目録・巻01〜14）、1998年
3月31日 

第7冊（第2集巻75〜89）、2009年3月31
日 

第11冊（第2集巻146〜160）、2005年3
月1日 

第13冊（第2集巻174〜189）、2002年3
月1日 

 

  



  

臺灣“寫本”――敘說琉球首裡城的《寶案》“傳奇”。琉球群島是臺灣的緊鄰。群島上曾
經的琉球王國有一部極重要的外交檔案—《歷代寶案》，記錄了她與中國日本朝鮮半島及東
南亞各國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寶案》原本只有兩部原本，但都在二戰後期毀於戰火。
只有一些零散的抄本寫本散在各處。失去它們等於琉球王國的萬國津梁的輝煌就將淹沒於歷
史塵埃。萬幸之餘，離奇的是臺灣竟有一部差不多完整的“寫本”，使得她的記憶得以延續！
那麼這一出版史上的傳奇是如何續寫的呢？ 

歷代寶案乃是琉球王國記錄其外交文書（檔案）的漢文史料。儘管史漢文獻，但中國明清王
朝也沒有入檔。 

歷代寶案原本共由270卷構成，現殘存250卷。第一集42卷（軼7卷）、第二集187卷（軼13
卷）、第三集13卷、目錄4卷，別集4卷，軼失了20卷。記載了1424年（明永樂22年）—1867
年（同治6年）琉球王國所呈現的443年間、“萬國津梁”的歷程。 



 

 



 



 

 



價值： 

一等級史料 

   明永樂22（1424）-清同治6（1867）計443年的檔案資
料 

其內容與“萬國津梁”鐘相表裡 

不包括與日本的外交文書 

王國發往中國、中國及其它國家發來的 

這些文書複寫的整理和編輯 

時間和跨度世所罕見 

久米村與王國的關係 

 

 

 

 

意義： 

所謂歷代“寶”案 

外交運作的理解 

外交範圍和規模及物件的把握 

外交問題的參考資料 

 1697年由王府主持開始編篡 

蔡鐸（村長）主編為49卷，兩部（1424-1697） 

程順則主編第二集（1726-29）16卷 

其後，1858年為止的第三集200卷，1867年為止的第三集
13卷及別集（歐美部分）。 

 

 

 

 

  



琉球群島在東亞大陸沉寂了漫長時期之後，終於在中國明代初年登上了歷史舞臺。 

1368年誕生的明朝，因為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促生了“海禁”政策，從而與琉球王國產生
了特殊關系。 

禦冠船貿易 及南海貿易等的原始紀錄再現，極具意義。 

通過歷代寶案的復原再造工程，使得琉球王國的歷史、特別是源自橫向邊緣部分互動歷史的
再現和瞭解得以可能。從而對東亞乃至亞洲的未來有了一個較為真實的歷史平臺和網路平臺。  

期待翻譯本的面世。 

 



 大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