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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期(中国唐代)著名的学者 、政治家 、军事家 ,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唐留

学 19年 ,将中国的许多重要典籍带回日本 ,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同时 ,有史料证明他也是将易学传入日本

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通过日本史料解读唐代易学东传中吉备真备的作用及其对易学中占卜内容的态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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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ibino makibi is a famous scholar , poli tician and mi lit ary st rategi st in the period of Nara of J apan , and an important

f igu re in the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He stayed in China for 19 years , and took m any im portant classical

d ocuments back to Japan , im proving the building and perfect ion of Japan ese polit ical system .Acco rdin g to his torical record s ,

Jibeizhenbei is one of th e scholars w ho int roduced the Yi into Japan.In this paper , w e aim to elaborate Jibeizhenben's cont ri-

bu tion in the spread of th e Yi in Jap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his att itudes tow ards th e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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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真备(695-775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在唐留学 19年 ,将中国许多典籍带

回日本 ,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同时 ,唐代《周易》八卦之法的东传与吉备真备有密切关

系。本文通过相关史料 ,解读唐代易学东传中吉备真备的贡献及其对易占的态度等问题 。

一

日本的奈良时期(710—794年)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 ,是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其间 ,日本派遣遣唐使多达 18次 ,每次遣唐使的人数少则 100人 ,多则 500人以上。日本遣唐使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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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日本史书《续日本纪》中这样

记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 ,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①

“大臣”是日本对吉备真备的尊称 , “朝衡”是指阿倍仲麻吕 ,可以看出日本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日本史上尽管吉备真备比阿倍仲麻吕更有名 ,对日本社会的贡献更大 ,但在学术界 ,对阿倍仲麻

吕的研究颇多 ,而对吉备真备的研究却寥寥可数 。国内研究吉备真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明翰

《论吉备真备》(《文史哲》 ,1997年第 1期)、何世纯《往学盈归播风弘道———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

(《文博》 , 1986年第 5期)、王仲舒《井成真 、阿倍仲麻吕与吉备真备》(《考古》2006年第 6期)。国内的研

究侧重于考证其在唐留学生涯 、回国经过及在日本的成功之路。日本方面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代表性

的有如下几篇:南里みち子:《吉备真备传说》(《福冈女子短期大学纪要》 , 20号)、辻憲男《邪马台诗吉备

真备携回论》(《神户女子大学纪要》 ,2004)、冈本大典《吉备真备与阴阳道》(奈良教育大学 ,2008年)、目

加田さくお《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考》(《福冈女子大学纪要》 , 1960 年)等。日本的研究 ,多是将吉备真

备神格化为有着超常能力的伟大人物 ,认为他擅长方术 、是日本阴阳道的始祖;他精通军事 ,在平叛日本

政治内乱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在唐留学过程中有着种种超人的能力 ,等等 。时至今日 ,其遗迹仍是人们

顶礼膜拜的圣地 ,永享供奉而不绝于世 。但关于唐代易学东传与吉备真备的关系还鲜有人涉及 。本文

将从日本的史料以及中国的正史史料中 ,考查唐朝时期吉备真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作用 、吉备

真备与唐代易学东传的关系以及他对易占的态度等问题。

二

《周易》早在公元 5世纪就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在传入日本之后被称为“阴阳” 。公元 7世纪 ,日本

已经有专人学习《周易》中的内容 ,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 10年(602年)记载:

　　冬十月 ,百济僧观勒来之 ,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 ,并遁甲方术之书也 。是时 ,选书生三四人 ,

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 ,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 ,山背臣日立学方术 ,皆学以

成业 。②

《周易》真正在日本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在奈良时期 。公元 8世纪日本设立的“阴阳寮”成为日本的政

府机构之一。在公元 10世纪至 11世纪 ,日本将阴阳博士 、天文博士等学者集中于“阴阳寮” ,不仅研究

天文 、占星 ,而且让他们研究日历 、漏刻等。③在 11世纪的平安时期 , 《周易》被称为“阴阳道”④ ,广泛应

用于天文 、历法 、以及政治 、军事等方面 。

吉备真备正是活跃于公元 8世纪的重要人物 。在日本史书中 ,无论是正史的《日本书纪》还是《续日

本记》(成书于 797年)及其他史书 ,如成书于 1086年的《扶桑略记》 、成书于 1110年的《江谈抄》 、日本最

早的故事集《今昔物语》中都有许多关于吉备真备的记载 。在日本中世时期的《簸箕抄》中 ,更是将吉备

视为日本阴阳道的始祖。日本的许多传说认为日本最著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是吉备真备的后裔 ,同时

又是阿倍仲麻吕的子孙。虽然这些说法有些牵强附会 ,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的阴阳

之术 、道术之深 ,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⑤

关于吉备真备 , 《续日本纪》宝龟六年(775年)十月二日条写到:

　　灵龟二年(716年)廿二 ,从使入唐 ,留学授业 ,研览经史 ,该涉众艺 。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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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 。天平七年(735)归朝 ,授正六位下。①

从中可以看出 ,吉备真备于公元 716年(灵龟 2 年)与阿倍仲麻吕一起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华 ,735年回

国 ,在唐 19年间 ,学习儒学 、律令 、军事等 ,名扬天下。②

同时 ,吉备真备在唐留学时深得唐玄宗的喜爱 。关于他留学时的情况 ,《旧唐书》中这样记载:

　　长安三年 ,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 。朝臣真人者 ,犹中国户部尚书 ,冠进德冠 ,其顶为花 ,分

而四散 ,身服紫袍 ,以帛为腰带 。真人好读经史 ,解属文 ,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 ,授司膳卿 ,

放还本国。开元初 ,又遣使来朝 ,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 ,乃遗玄默阔幅

布以为束修之礼 ,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赍 ,尽市文籍 ,泛海而还③。

“真人”即指吉备真备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在唐朝留学期间 ,吉备真备广泛学习中国经书 ,并传播到日

本。日本的史书《扶桑略记》中记载吉备真备通晓三史 、五经 、名 、刑 、算术 、阴阳 、历道 、天文 、漏刻 、汉音 、

书道 、秘术 、杂占等十三道 。在回日本时 ,为日本带回了非常珍贵的东西 ,具体如下: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唐礼》一百三十卷 , 《太衍历经》一卷 , 《太衍历立成》十二

卷 ,测影尺一枚 ,《乐书要录》十卷 ,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 ,种种书籍 、要物等 。留学之间历十九年 ,凡

所传学 ,三史五经 ,名刑苄术 、阴阳历道 ,天文漏刻 ,汉音书道 ,秘术杂占 ,一十三道。④

在日本史书《续日本记》中 ,也有类似的记载。⑤ 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的《太衍历经》一卷 、《太衍历立成》

十二卷 、测影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 。《续日本记》中记载:“废仪凤历始采用太衍历” 。⑥ 仪凤历为

日本古来的历法 ,吉备真备所带回的唐朝的新历法———《太衍历》 ,在其回国后的 28年(763年)被日本

官方采用 。

更为重要的是 ,在日本的史料中 ,还记载着唐代《周易》八卦之法传入日本的乃是吉备真备 。

在现存于日本和泉乡土文库的重要史料中 ,有《周易八卦最极表抄》和《宣明历交蚀私记》 。据史料

载 ,此《周易八卦最极表抄》及《宣明历交蚀私记》为 1734年 ,由禅宗真言宗的僧侣所录。《周易八卦最极

表抄》的末尾处落款是:“正四位清明朝臣元祖 、天文第一博士 、京都土御门正三位安部泰邦 、江户役人 、

门人涩川图书光供” 。据考证 ,此落款的安部泰邦是江户时代(1604-1868)主持修改宝历 5 年(1755

年)历法的主导人物 ,此《周易八卦最极表抄》 、《宣明历交蚀私记》是其与其门人作为修改历法的依据奉

献给执政者的。其中的《周易八卦最极表抄》记载了《周易》中八卦的起源及其传入日本的过程 。

　　阴阳八卦之法 ,吉备大臣 、真保朝臣传之 。

凡八卦者 ,吉备大臣 、真保朝臣 ,遣唐使 ,在渡唐时 ,宝志和尚 ,邪马台诗文 ,缀出日本三神社 ,来

的通力 ,吉备大臣明读之 。其时 ,自和尚《九宫经》传 ,自夫 ,八卦日本传来也⑦。

此史料明确记载 ,阴阳八卦之法是吉备真备传到日本的 。具体过程是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在唐期间 ,读

到了中国梁代的高僧宝志和尚所著的邪马台诗⑧ ,吉备真备利用通天神力 ,读懂了邪马台诗 ,将阴阳八

卦之法传至日本 。因为此史料是主持官方历法者留下的 ,可见 ,在日本政府官修的历法中 ,也公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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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真备在唐朝时期将《周易》八卦之法从中国帯到了日本 ,并在日本进行传播 。

　　拜大学助 ,高野天皇师之 。授《礼记》及《汉书》 。恩宠甚笃 ,赐姓吉备朝臣 。(中略)胜宝四年

(752年)为入唐副使 ,廻日授正四位下 ,拜太宰大贰 , ……任中纳言 ,俄转大纳言 ,授右大臣 ,授从二

位下 ,先是大学释典 ,其仪未备 ,大臣依稽(通籍)礼典 ,器物始修 。礼容可观 。①

吉备真备回日本后受到天皇的恩宠 ,接受恩赐 ,担任皇太子 ,后成为孝谦 、称德天皇的侍讲 ,为其讲授《礼

记》 、《汉书》等。并从正六位升至右大臣之职 ,在日本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周易》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是官方讲学形式。日本现存最早的法律条文性质的《养老令》中规定了大

学中讲授经书的种类 ,内容如下:

　　凡经《周易》《春秋》《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 , 《孝经》《论语》 ,

学者兼习之 。②

可以看出 ,在大学必学的经书书目中 , 《周易》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同时 ,在古代日本重要的祭孔活动“释

奠”仪式上 ,也要讲授《周易》等经书。③ 另外 ,日本大学博士 、或是天皇 、皇子的侍讲还专门为天皇讲授

以《周易》为代表的经书。④ 日本的东山御文库中 ,仍保存着日本的宇多天皇亲笔写本《周易抄》 ,此《周

易抄》详细记载着日本人学习《周易》的具体方法。⑤

而据宫田俊彦研究 ,吉备真备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及释奠进行了重大改革 ,而其改革的重点在于大学

要以传授儒学思想作为教育的根本 ,同时对释奠的仪式 、服装 、三牲等均仿唐制改定 。⑥

三

《私教类聚》是吉备真备晚年所著的家训 ,从中可以了解吉备真备的人生观及对易占的态度。

据目加田教授考证⑦,吉备真备所著的《私教类聚》 ,成书于神护景云二年(公元 768年),当时吉备

真备已经 76岁 ,是他模仿中国的《颜氏家训》而著的一本家训性质的的书籍 。书中多处引用《礼记》 、《论

语》 、《史记》等中国经典 ,同时多处引用《颜氏家训》中的内容 。《私教类聚》的内容散见在《政事要略》、

《觉禅抄》 、《拾介抄》等古籍中 ,共有 38篇 ,现仅存其中的 7篇⑧。此书既是吉备真备的人生观 、处世观

的表白 ,同时也是训诫子孙后代的一部家训。透过此书 ,我们也可以窥见吉备真备对易占的态度。在此

书开篇之处 ,吉备真备写到:

　　余年三十有六之时 ,稍烦身病 ,即余参药师寺 ,敬礼药师丈六瑞像 ,而申之。依余身病老母悉

苦 ,伏愿欲痊。至七日夜 ,梦见自天降下短籍一枚 。长二尺许 ,广二寸许。即余持取短籍而见者。

记云:七八八八九年 ,实是知余余命之遗数。而犹或七八八八九。而时空上教云。四十年哉 ,今余

至七十有六 。云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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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在吉备真备年轻时期 ,已经根据卜算之事 ,推断自己的寿命 。对于易学中的占卜之事 ,吉备真

备的态度是:应该通晓 ,但不应以此为业 。在该书第 34篇《可知卜占事》中 ,吉备真备写到:

　　五行非支之理 ,六壬相克之情 ,绝命祸害之居 ,生气行年之处 ,又九坎厌对之日 ,所忌何色之行 ,

时至土王 ,恣不犯土 ,如是事类 ,事无不知 ,但不专业也 。故《颜氏家训》曰:“世传者 ,解阴阳者 ,为鬼

所嫉 ,坎壈贫穷 ,多不称泰 ,吾观近古以来 ,尤精妙者 ,唯京房管辂郭璞耳 。皆无官位。多或罹灾

也。”又曰:卜筮者圣人之业也 ,但近世无复有佳师 。多不能中 ,古者卜以决疑 ,今人生疑于卜。何者

守道信谋 ,欲行一事 ,卜得恶卦 ,反令复卜 ,此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 ,以为上手 ,粗知大意 ,亦不委

曲。凡射奇偶 ,自然半收 。此何足赖也。故云虽知大意 ,不可专业。①

在吉备真备看来 ,根据阴阳五行来推断 ,人生没有不可知之事 ,但不应以此为专业。原因是《颜氏家训》

中所言 ,解阴阳者多不幸 。另外 ,吉备真备认为 ,古时解阴阳者都是圣人 ,但当今世上已经没有真正精通

易占的“佳师” ,有的只是粗知大意而已 ,不值得相信。因此告诫子孙可以知道易学占卜之事 ,但没必要

以此为专业。

同时 ,在吉备真备的《私教类聚》中 ,有《不用仙道事》(第 3篇)、《莫用诈巫事》(第 31篇)等。《莫用

诈巫事》的具体内容如下:

　　诈巫之徒 ,里人所用耳也 。真之巫现 ,官之所知 ,神验分明 ,不敢所谓者也 。但子孙汝等 ,好用

诈巫 ,具闻巫言 ,何费若此 。又生老病死 ,理之所然 。天下苍生 ,何物不死 ,诈巫邪道 ,岂得更生 。何

者巫之子孙 ,何谓夭折 ,巫之家道 ,何至贫穷。未得我身 ,何与他愿。宜知此事 ,无用诈巫。凡伪巫

现 ,莫入私家 ,巫现每来 ,诈行不绝 。②

吉备真备认为 ,那些用巫术欺诈的事 ,决不可相信 ,人的生老病死 ,巫术也无法使其改变。而巫者既然有

巫道 ,又何至家道贫穷 ,他们连自己的事都无法做好 ,哪能实现别人的愿望 。一定不要让行巫术之人到

自己家中 ,他们到哪儿 ,就会诈骗到哪儿 。对所谓的巫道 、仙道等法术 ,吉备真备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

《私教类聚》的 38篇内容中 ,第一篇是“略示内外事” ,对子女“内教五戒” 、“外教五常” ,“五戒”是指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淫乱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 “五常”是指:一仁不杀 ,二义不盗 ,三礼不邪 ,四智

不妄 ,五信不乱 。吉备真备用佛教中的五戒思想 、儒教中的“仁义礼智信”来教育子女 。第 11至 13篇 ,

是强调忠孝观念 ,并要求子孙们相信佛法;第 14至 29篇是对子女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约束教导。

第 31至 38篇中 ,要求子女重视易学 、医学 、书法以及弓箭射御 ,可以看出吉备真备重视实学 、文武兼备

的思想。而其反对巫术 、反对仙道的思想也表露无遗。吉备真备的思想正是奈良时代日本社会思想的

反映 。吉备真备的这本书 ,尊儒学 、重实学 、强调忠孝 ,在奈良时期 ,很受统治者的喜爱 ,是他们培养人才

很有价值且非常实用的书籍。

在日本诸多关于吉备真备的传说中 ,都盛赞其平息政治内乱中善用易占 、神机妙算 ,甚至称其为日

本阴阳道的始祖 。但从上文可以看出 ,吉备真备一生正值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世 ,他从中国学得易学 ,熟

知阴阳之道 ,并将其传回日本 ,应用于国内政治。他虽精通阴阳 ,但并不以此为专。尊崇儒学 ,注重德性

修养才是吉备真备所走的道路 。

如以上史料所记 ,吉备真备是将易学传至日本的学者之一 ,同时在其政治生涯尤其是战争中吉备真

备重视易学 、并实践易占 ,在其晚年又将重视易学的思想在其家训书《私教类聚》中作出阐述 ,可见其对

易学的重视程度 。吉备真备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研究易学在日本的传播史时 ,理应

重视其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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