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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07年 9月 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 6月 13日） 

提要 

日本的《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有許多《山海經》的怪奇鳥獸與遠國異人影

子，兩書明顯受到晚明建陽日用類書《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諸夷門〉的影響，〈諸夷

門〉主要的內容即是《山海經》的異物異人，圖像上有非常近似的元素存在。而《異國物

語》的姊妹作《唐物語》，以彩繪本呈現，流露日本的民族畫風，與彩繪的《怪奇鳥獸圖

卷》一樣，是《山海經》圖像日本化後的產物。從《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兩書，

可窺見《山海經》圖像在日本的流傳情況，而其他相關圖像的刊刻，更證明《山海經》在

江戶時期普遍受到日本出版者與讀者的青睞。 

 

關鍵詞：《山海經》、《山海經圖》、《怪奇鳥獸圖卷》、《異國物語》、《文林妙錦萬         

寶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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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怪奇鳥獸圖卷》，藏於成城大學圖書館，是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的一部彩

色手繪長卷圖本。日本的伊藤清司先生（1924-2007），曾對《怪奇鳥獸圖卷》的內容、

編撰者、繪圖者以及成書背景，做了詳細分析々並且認為此書中的怪獸奇鳥都是江戶人們

未曾目覩過的，斷言來源於中國，應與汪紱（1692-1759）《山海經存》1的圖像有關，因

此，《怪奇鳥獸圖卷》在 2001 年出版的書後附有《山海經存》的全部《山海經》圖像，

也有伊藤先生的解說可供對照。2
 

   《異國物語》3，東京國會圖書館藏本，上中下三卷，作者未詳，日本万治元年（1658）

野田莊右衛門刊。吉田幸一（1909-2003）所編《異國物語》，將每一圖與《三才圖會》

中的人物卷至十四卷並列比較。編者的意思明顯，《異國物語》可能與明代王圻（1530-1615）

所編的《三才圖會》有關。4與《異國物語》雷同的還有奈良彩繪本《唐物語》，此書現

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5
 

我們似能肯定，《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有許多《山海經》中的怪奇鳥獸與

遠國異人影子。然而，此二書是受什麼書影響呢〇是《山海經存》、胡文煥新刻《山海經

圖》，或《三才圖會》〇晚明的山海異域圖像有各種各樣的刊刻出版，《怪奇鳥獸圖卷》

與《異國物語》則呈現這些圖像在日本江戶時期的流傳與變異，是另一種日本化後的《山

海經》圖像。 

二、《怪奇鳥獸圖卷》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  

   《怪奇鳥獸圖卷》（以下簡稱《圖卷》），是日本江戶時期的一部彩色手繪長卷圖本，

其中的內容與《山海經》中的奇異鳥獸有關聯，因此被認為可能受胡文煥或汪紱等人編刊

的《山海經》圖像影響，然而，其中有許多值得更進一步細究之處。 

                                                        
1  清‧汪紱：《山海經存》（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1895 年﹝光緒 21 年﹞，據立雪齋原

本石印）。 
2  作者不詳：《怪奇鳥獸圖卷》（東京：文唱堂株式會社，2001 年）。 
3  作者不詳：《異國物語》（東京國會圖書館藏，万治元年）。 
4  日‧吉田幸一編：《異國物語》（東京：古典文庫，1995 年）。 
5  作者不詳：《唐物語》（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時代不詳，奈良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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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怪奇鳥獸圖卷》的《山海經》圖像 

    彩色手繪的《怪奇鳥獸圖卷》長 13.12 公尺，寬 27.5 公分，每個圖像上都有草體墨書

的文字解說，共收 76 種形態各異的鳥獸，屬於鳥類的 30 種，屬於獸類的 46 種，其中多

屬《山海經》中提及的怪獸與奇鳥，佔了大約 50 幅。6書名《怪奇鳥獸圖卷》可知怪獸與

奇鳥佔了多數，而出自《山海經》的神祇也不少。全書鳥獸依序排列為〆精衛、鸑鷟、䖪

鼠、數斯、鳧溪、駝鷄、鴸、鵸䳜、 、長尾鷄、馬鷄、白雉、瞿如、𪇱、絜鈎、神陸、

鶕神、卑方鳥、玄鶴、鸞、比翼鳥、踈斯、強良、神魃、奢尸、燭陰、帝江、相抑氏、    、   、

白澤、騶虞、窮奇、類、朱獳、  、猛槐、駮、飛鼠、囂、赤貍、長彘、天馬、羚羊、   犬、

耳鼠、福祿、靈羊、吼、猴、䍺、白鹿、厭火獸、乘黃、猾   、酋耳、蠪蛭、九尾狐、 

  踈、猛豹、蔥聾、旄牛、猙、青熊、天狗、當庚、旄馬、   、玄貈、天犬、兕、䍶、

狡犬、狒彿、貘、龍馬。此書雖名為《怪奇鳥獸圖卷》，實際上也包括很多原本在分類上

屬於「靈祇」的「神」，包括  （寫法與日用類書同）、強良、神魃、奢尸、燭陰、帝江、

相抑氏、神陸、鶕神、肥遺等十個山海神祗。胡文煥《新刻山海經》7多出的逢泰、蓐收、

俞兒、驕蟲四神，在建陽刊刻出版的一系列日用類書（或稱萬寶全書）中也頻繁出現，《圖

卷》一書並未放入。 

    《圖卷》中許多鳥獸明顯與《山海經》的記載有關，學者對此書來源有許多推測，都

認為是受中國的影響，只是看法殊異。 

伊藤清司先生認為《圖卷》的內容與清代汪紱《山海經存》的圖像有關。8然而，我

們很難肯定兩者的必然關係。 

                                                        
6  作者不詳：《怪奇鳥獸圖卷》（成城大學圖書館藏，時代不詳，彩繪長卷）。   
7  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北京：中國書店，2013 年，據明萬曆二十一年文會堂刊本影印）。 
8  日‧伊藤清司著，王汝瀾譯：〈日本的山海經圖——關於《怪奇鳥獸圖卷》的解說〉，《中國

歷史文物》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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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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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由圖 1-3，依序為相柳氏、絜鉤、彊良，左為《圖卷》，中為汪紱圖本，右為胡文煥圖本。  

 

圖 4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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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為燭陰、奢（比）尸，由左至右首為《圖卷》、《文林妙錦》、汪紱圖本、胡文煥圖本。  

《怪奇鳥獸圖卷》是江戶時期的手繪長卷圖本，但汪紱的《山海經存》一直要到光

緒 21 年（1895）才出現石印本，此時《圖卷》應該已經繪成，影響的可能性似乎不高。

再者，兩部書的差異較大，汪紱原為景德鎮畫陶瓷的畫工，背景使然，他的刻本圖像線條

有力，形象生動立體，《圖卷》的神祇臉部表情豐富，頗有日本風味。 

    馬昌儀先生可能是中國較早注意到《圖卷》與《山海經》有關的一位學者。她與伊藤

的主張有異，認為《圖卷》與明代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圖本有明顯的共同點，首先是

日本圖本 76 圖有 66 圖見於胡文煥圖本，其次是胡本中畫工、刻工書寫的俗字、異體字與

錯字，也出現在日本圖本中。9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臝蟲錄》二書，前者收入了

《山海經》中的異獸珍禽，後者則收入了各種真實或想像的遠國異人圖像。10的確，江戶

時期日本繪製的《圖卷》與刊刻的《異國物語》兩種圖本，其中對於神祇鳥獸與異國人物

區隔的思考，確實與胡文煥圖本的二元分類方式相當近似。然而，《圖卷》與胡文煥《山

海經圖》畢竟有所差異，反倒與晚明建陽各種日用類書收錄的「諸夷門」相似性較高。 

（二）晚明日用類書對山海異物的影響 

    晚明建陽的日用類書中都有一個門類稱作「諸夷門」，版面分上下兩層，上層的山海

異物是怪奇鳥獸的博物誌，下層的諸夷雜誌則是異國人物。「諸夷門」的動物誌繪圖和文

字，與《圖卷》的繪圖和以漢字假名相雜寫成的說明文極為近似。「諸夷門」的上篇動物

誌以「山海異物」為題，主要分成神類、禽類、獸類、魚類（魚類或稱蟲類、魚蟲類，此

類在《圖卷》中並未註記），最多的記載有 146 種動物，如《四民便用學海群玉》（萬曆

35 年，1607）、《文林妙錦萬寶全書》11（萬曆 40 年，1612。以下簡稱《文林妙錦》）。

如果仔細比對《圖卷》，會發現書中一些俗字、異體字同樣也出現在晚明建陽的各種日用

類書中。尾崎勤先生認為，《圖卷》與《山海經圖》並非完全沒有關係，但是，構圖方面，

兩者完全不同，而且，《圖卷》還繪有胡文煥本所沒有的十種動物（其中有六種是《山海

經》所沒有的），因此，要認定胡本是《圖卷》的藍本是很困難的。根據尾崎勤的整理比

對，《圖卷》的藍本是坊間的百科事典，即學者們統稱的「日用類書」，即明清以來建陽

                                                        
9  馬昌儀：〈明代中日山海經圖比較——對日本《怪奇鳥獸圖卷》的初步考察〉，《中國歷史文

物》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42-49。 
10  對於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臝蟲錄》的討論，可參見鹿憶鹿：〈殊俗異物，窮遠見博——

新刻《山海經》、《臝蟲錄》的明人異域想像〉，《淡江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5 年 12 月），  

頁 113-146。 
11  明‧劉雙松編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日‧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

集成》第 12 冊（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據建仁寺兩足院藏劉雙松重梓影印），頁 20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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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刊刻的「萬寶全書」。首先，〈圖卷〉中所描繪的動物皆可見於萬寶全書（但是搜錄比

較完整的屬《學海群玉》和《文林妙錦》）。其次，〈圖卷〉中的特殊動物名和用字不僅

和胡本相同，有的甚至只和萬寶全書相同，例如〈圖卷〉卑方鳥和各種萬寶全書一樣，而

通行的《山海經》與胡本都作畢方鳥。12
 

    尾崎勤的看法應無疑義，《圖卷》的 76 種鳥獸都來源於《文林妙錦》，經過比對順

序，與《文林妙錦》近似。只是，《圖卷》可能不只參考《文林妙錦》等日用類書，此書

也可能受《三才圖會》影響，比如書名可能與《三才圖會》的鳥獸卷有關。《圖卷》集中

在鳥獸上，怪獸 33 圖，奇鳥 13 圖，怪蛇 1 種，也收錄 9 個靈祇類，正如胡本《山海經圖》

將《山海經》中的靈祇與鳥獸並置，《圖卷》似將靈祇也做怪奇的一部分，如此看來，胡

本將《山海經》的圖像一分為二，似在日本有相同的情況。 

    我們根據尾崎勤的意見觀察，《文林妙錦》在有關禽類圖的刊刻順序上，神祗的最後

兩神為「神陸」與「鶕神」，接著就是禽類的「卑方鳥」與「玄鶴」，而在《圖卷》的佈

局上，與《文林妙錦》一致，「神陸」、「鶕神」，相同的位置刻有「禽類」兩字，接著

「卑方鳥」與「玄鶴」，唯一的一點小差異是，「神陸」與「卑方鳥」的頭部方向換了，

《文林妙錦》是一格一圖一文一說，各個獨立，而《圖卷》是一彩色手繪長卷圖本，互有

連貫，「神陸」、「鶕神」同為神祇，首尾相接，而「卑方鳥」雖為禽類，也屬以禽，與

「鶕神」同在一個有草木土石為背景的空間中，兩者昂首互望，聲息相通，體現神以樂園

景象。不只萬曆 26 年的日用類書《博覽不求人》，之後的萬寶全書也在相同的位置刻有

「禽類」、「獸類」，《文林妙錦》也一樣，禽類一開始是卑方鳥（圖 6），獸類一開始

是白澤（圖 7），手繪的《圖卷》也是如此，甚至順序都是一樣，而且圖像的形態也很接

近。13
 

    還有《圖卷》中的「神陸」，其實是《山海經》的神陸吾，即陸吾神，各種明清《山

海經》版本中出現的都是陸吾，《圖卷》中的「神陸」當然是傳抄過程中的魯魚亥豕，訛

誤其來有自，《文林妙錦》等建陽所刻的一系列日用類書都是無一例外的「神陸」。由此，

我們已很難說《圖卷》未參考《文林妙錦》。 

  再以燭陰為例（圖 4），《圖卷》中人首蛇身的燭陰面朝左方，頭挽一髻，蛇身朗現，

這與《文林妙錦》中燭陰的構圖非常相似，稍微不同處，在於《圖卷》描摹了蛇身的鱗、

                                                        
12  日‧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 45 號（2004 年 6 月），頁

68-75。 
13  相關討論，可參考鹿憶鹿：〈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興大中文學報（新世

紀神話研究之反思）》第 27 期（2012 年 12 月），頁 27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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鰭、蛇腹上的紋理，乃至表現了「蛇身」的盤繞之形，日用類書的圖形相比之下略為簡單，

但兩者之間的相同處，顯而易見。就此而言，無論是晚明胡文煥圖本中的燭陰圖，或者清

代汪紱的燭陰圖，都與《圖卷》的差別很大。汪、胡二人的「燭陰」形象，並未描畫出燭

陰完整的身軀，似乎鍾山之神的身軀之龐大，無法以圖像完全表現。而汪、胡二本中人面

的燭陰，面孔朝左、蓬頭而有一雙犄角々《圖卷》不然，人面栩栩如生，特別有日本繪畫

的面目表情，極為細膩，與《文林妙錦》近似。 

  又如奢尸圖（圖 5），汪紱圖本和其他三種圖本對奢尸尾巴的處理不同，汪本奢尸的

尾巴僅有一截，而《圖卷》、《文林妙錦》、胡本的奢尸的尾巴蓬鬆，且皆有多股。另外，

胡本的奢尸作蓬頭，汪紱本奢尸的頭髮並不明顯，似是從頸項延伸到頂心的鬃毛，與《圖

卷》有所不同。若就身姿而言，胡文煥和汪紱圖本的奢尸面朝左，而《圖卷》和《文林妙

錦》則是面朝右，且構圖類似，細微的差異在於《圖卷》中的奢尸僅珥一蛇，《文林妙錦》

乃珥兩蛇，且《圖卷》的奢尸身後披髮，與燭陰的風格相似，頗有日本女人的面目表情，

表現日本的畫風。這可能源自寫本與刻本的差別，畫工在摹寫圖卷時，有許多個人發揮的

空間，來自大明的奇禽異獸圖像，在日本有另一番面貌。     

  如果對《圖卷》與《文林妙錦》兩種圖本進行更全面的比較，可以發現若干神靈、怪

獸奇鳥的頭尾方向，兩者的佈局，基本上見出模仿痕跡，又有新意。如圖 6 靈祗與禽類的

部分，《文林妙錦》的順序是神陸、鶕神、卑方鳥、玄鶴，《圖卷》亦然，雖可看出模仿

的痕跡，身體與頭部方向卻有些變化，因為《文林妙錦》圖文是一個一個獨立成形，有些

向左有些向右，彼此互不相涉。《圖卷》明顯有規律，靈祗都朝左看，而卑方鳥與玄鶴則

都向右望，《圖卷》所以要有所改變，當然是為了彩繪本的一體成形，鶕神、卑方鳥處在

同一個時空中，兩者相望，使得畫面更加活潑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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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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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圖 7 獸類的部分，情形也相同，《文林妙錦》的順序是白澤、騶虞、窮奇，《圖

卷》亦然，雖然是彩色，也有日本的民族特點，卻可隱約看出模仿的痕跡，如白澤、窮奇

的頭部方向非常一致，像似排隊，而《圖卷》則是獸與獸間，頭尾相連。 

山海異物受到江戶時期知識份子的矚目，因而致力於蒐集各種日用類書〈諸夷門〉的

資料，甚至參考中國的〈諸夷門〉圖像，重新繪製具有日本風格的圖本。 

《怪奇鳥獸圖卷》之外，日本還有屬於奈良繪的「怪奇鳥獸」圖像，雖然繪畫的技巧

不同，但仍以《山海經》、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圖像為底本。天理圖書館即藏有

奈良繪《山海異形》四冊，分作「神、獸、魚、蟲」四類，共 113 圖，書前有「田安府芸

台印」。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奈良繪《山海異形》一冊，書前也有「田安府芸台印」等藏

書印。此書收入 27 種圖像，以畢方、玄鶴等鳥類為主。14這些藏書章皆屬於德川家族中

人，可見原為德川家的藏書。這兩個四冊與一冊的本子，頗令人懷疑原來是一分為二，因

為 27 種的鳥類剛好補足了 113 圖中「神、獸、魚、蟲」四類缺少的鳥部分。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的 Spencer Collection 也收藏奈良繪《山海異物》圖本兩冊，分

別為俞兒、逢泰、蓐收、驕蟲、天吳、……長蛇、飛魚等 47 圖。 

若與日用類書〈諸夷門〉對照，則可見出《山海異物》47 圖可能的淵源。京都的陽

明文庫藏一部《天下全書博覽不求人》、京都大學谷村文庫則藏有《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

其〈諸夷門〉上欄題作「山海異物」，與《山海異物》圖本相合。兩套日用類書的〈諸夷

門〉各有 48 圖，與《山海異物》圖本相比，多出了「比目魚」一圖。學者曾透過比對指

出《山海異物》的圖像，可能參考過這些《不求人》日用類書。15實際上，許多跡象都顯

示出《一事不求人》與《山海異物》關係更密切，比如「數斯」鳥的名稱一致，《博覽不

求人》則作「癭斯」，此外，各種奇禽異獸排列的順序，也可以見出參照痕跡。 

三、 《異國物語》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 

  日本万治元年（1658）所刊的《異國物語》分上中下三卷，原書縱 26.2 公分，橫 17.4

公分，假名草子體。《異國物語》共收錄 138 國，包括上卷大日本國、高麗國到火州的

47 國，中卷自交趾國始而昆吾國止共 42 國，下卷則始默伽國終浡泥國共 49 國，與《山

                                                        
14  日‧齋藤真麻里：〈描かれた異境―明代日用類書と『山海異物』〉，《絵が物語る日本 : ニ

ューヨークスペンサー・コレクションを訪ねて》（東京：三彌井書店，2014 年），頁 283-284。 
15  日‧齋藤真麻里：〈描かれた異境―明代日用類書と『山海異物』〉，頁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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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經》相關的有交脛國、無腹國、聶耳國、三身國、長人國、三首國、丁靈國、奇肱國、

無  國、一臂國、一目國、長腳國、長臂國、羽民國、穿胸國、女人國、不死國、氐人

國、小人國等。我們似乎可以肯定，《異國物語》是一本有許多《山海經》人物圖的作品。

而與《異國物語》雷同的還有一部《唐物語》，《唐物語》可以說是《異國物語》的彩色

版，內容順序與數量幾乎無異。 

(一)《三才圖會》在日本  

  胡文煥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新刻臝蟲錄》分成四卷 161 圖，16一、二、三卷各

有 40 國，第四卷有 41 國。萬曆三十七年（1609）出版的《三才圖會〄人物卷》第十二卷

到第十四卷，收入了來自四方的「裔夷」，同樣也有 161 圖，二者的相似性極高，可能出

自相同的系統。17
 

    《三才圖會》除了卷首，共一○七卷，插圖六千多幅，王圻（1530-1615）原為編纂

者，卷首部分列周孔教、顧秉謙、陳繼儒等撰序與引，正文部分，分天文、地理、人物、

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十四部。王圻編

了天文、地理、人物三部分後，時令以下，則由次子思義編纂。《三才圖會》中〈人物卷〉

兼收神靈和遠國異人，與三皇五帝、歷朝歷代的聖人、帝王、名臣、名家、名僧以及職貢

國並列。至此，《山海經圖》開始被大型的類書收入。書前凡例說明將《山海經》的靈祇

安排於〈人物卷〉最末的原因〆 

 

仙釋二家雜見諸書，今取其稍信而可圖者，餘俱不載。如俞兒、帝江，雜見稗官，

似為非妄，第非神非鬼，故附於裔夷之末。 

 

〈人物卷〉引用《山海經》圖像的有第十卷西王母，第十二卷到第十四卷則有四十餘個《山

海經》中的「裔夷」，包括高麗國、女人國、君子國、扶桑國、文身國、丁靈國、氏人國、

一臂國、一目國、三首國、三身國、長人國、羽民國、小人國、聶耳國、無腹國、交脛國、

穿胸國、奇肱國等等，當然還包括王圻凡例中所說「非神非鬼」的登山之神俞兒、水伯天

吳、崑崙山神神陸、金神蓐收、鍾山神燭陰，還有鵲神、相抑氏、奢比、帝江等等山神水

神。18 

                                                        
16  明‧胡文煥：《新刻臝蟲錄》（日本東洋文庫藏，胡文煥文會堂《格致叢書》刊本，1593年﹝明萬

曆 21年﹞）。 
17  鹿憶鹿：〈殊俗異物，窮遠見博——新刻《山海經》、《臝蟲錄》的明人異域想像〉，頁 127。 
18  明‧王圻，王思義編，黃曉峰重校：《類書三才圖會》（臺北：成文書局，1974 年，據明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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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物語》這樣的異域圖本也收錄日本國的圖像，胡文煥的《臝蟲錄》在圖像旁的

記載〆「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繫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盜寇為

生，中國呼為倭寇。」《臝蟲錄》的日本國，是一僧侶的形象々《三才圖會》對日本國的

說明與此相同，圖像則是一名穿著長袍而作揖的男子，男子的頭頂光滑，有如僧侶。 

    日本當然未沿用中國類書中「日本國」的圖像，不自比為盜寇為生的倭寇，也不是穿

長袍的僧侶，在首頁重新構圖，《異國物語》中展示的是幕府將軍時期的場景，圖像中央

的尊者穿戴盔甲，左右各有一侍者，正前方是一名朝見的人，另端坐著三位家臣。《唐物

語》的構圖類似，家臣增為四人，與《異國物語》不同處，在於這些家臣皆端坐面向中央，

《唐物語》不僅透過衣著、人物的配置來表現尊者的威儀，更強調幕府時期的氣象，來朝

的人也似為朝貢者。（圖 8）日本將新的首頁圖像標示為「大日本國」，似有領袖群倫之

意。這樣的安排，與胡文煥新刻《臝蟲錄》極為不同，《臝蟲錄》中所收的，是海外諸夷

與職貢國的圖像，當然不包括中國。《異國物語》的「異國」竟納入日本國或者是有深意

的。 

 

圖 8 由左至右為《三才圖會》、《異國物語》、《唐物語》。 

 

  又如「黑蒙國」的圖本（圖 9），胡文煥的《臝蟲錄》和王圻的《三才圖會》兩書都

有文字說明〆「黑蒙國有城池、房舍，民種田，天氣常熱，人穿五色錦袴，至應天府行一

年。」此國的圖形皆作一男子持蒲扇，以此表現黑蒙國天氣的炎熱。另外，檢視出自晚明

日用類書的相關圖像，黑蒙國圖中皆只有一人，但不論是刻本《異國物語》，或奈良繪本

《唐物語》，黑蒙國的圖像，皆為兩人，一人戴冠持蒲扇在前，另一人跟隨在後々而《異

國物語》和《唐物語》的圖像中，持扇者戴著頭冠，有若中國官員所戴的「烏紗帽」，此

                                                                                                                                                           

三十五年槐蔭草堂刊印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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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異國物語》的圖本中，兩人的比例更是非常懸殊，似乎有尊卑的指涉，這是其他文

本說明中所不及的。 

 

圖 9 由左至右為《三才圖會》、《異國物語》、《唐物語》。 

 

  繪本《唐物語》在衣飾的細節，處處可見日本的風格。繪本仔細的處理了原本中國圖

本沒有的衣飾紋樣，有雲紋、菊紋、幾何紋，這是繪者在繪圖過程中注入日本元素的展現。 

  從王圻的《三才圖會》到中村惕齋（1629-1702）《訓蒙圖彙》、寺島良安（1654-〇）

的《倭漢三才圖會》，再到帄住專菴（生卒年不詳）的《唐土訓蒙圖彙》，其中雖有變化，

卻像一脈相承。在日本的影響在後文會進一步闡述。然而，《異國物語》與《唐物語》似

與《訓蒙圖彙》等書的情形有異，明顯更有日本的風格，不太像似直接源自《三才圖會》

一書。 

(二) 《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諸夷門》的諸夷異國 

    日本學者將《異國物語》（圖 10）與《三才圖會》並列，以為二者是有關連性，可

能是前者受後者所影響。在比對的過程中，發現《三才圖會》的外夷人物超過一百六十個，

遠比《異國物語》要多，而且外夷人物的圖像造型兩者殊異，兩者的關係可能並不那麼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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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異國物語》書影。 

 

 

圖 1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物語》書影。 

 

海野一隆有一系列的論文，討論《異國物語》的各種版本，認為此書也與《文林妙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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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全書》相關。19海野的看法很值得參考，似乎《文林妙錦》不只影響《圖卷》，也影

響《異國物語》。《異國物語》包括首圖大日本國及 137 國，第一個異國是高麗國，而《文

林妙錦》的第一個國家為高麗國，日本國居次，總共有 139 外夷國。兩書的圖數非常一致，

《異國物語》只比《文林妙錦》少了一個訶條國。《三才圖會》所無有的蘇門答臘、火州、

浡泥國，万治本的《異國物語》與奈良繪本《唐物語》（圖 11）皆收錄，與《文林妙錦》

相同。 

前文提到，《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諸夷門》版面分上下兩層，上層是山海異物，是怪

奇鳥獸的博物誌，下層是諸夷異國，而《圖卷》明顯是受了《文林妙錦》的所收錄的山海

異物影響。如果進一步比對，似乎《異國物語》的諸夷異國也有《文林妙錦》（見圖 12）

的痕跡，其中都有《山海經》中遠國異人。 

 

圖 12 《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書影。 

                                                        
19  日‧海野一隆：〈江戶時代刊行の東洋系民族図譜の嚆矢〉，《日本古書通信》2004 年 3 月號

（2004 年 3 月），頁 3-6。 

   日‧海野一隆：〈《異國物語》の種本〉，《日本古書通信》2004 年 9 月號（2004 年 9 月），

頁 12-13。 

   日‧海野一隆：〈世界民族図譜としての明代日用類書〉，《汲古》第 47 號（2005 年 6 月），

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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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異國物語》的圖本，不論人物造型或者版面配置，皆與《三才圖會》所收

的圖像有落差，反而與晚明日用類書的圖像近似。另外的細節，也見出《異國物語》與《文

林妙錦》的關係似乎更密切。如「無  國」，《文林妙錦》提到「肝不朽，八十年復化

為人。」《異國物語》的說明與此相同。反觀《三才圖會》則作「肝不朽，八年復化為人。」

另外，《異國物語》的「匈奴韃靼」，《文林妙錦》亦作「匈奴韃靼」，但《三才圖會》

僅作「匈奴」。 

《異國物語》有「瓠犬國」、「瑞國」，與《文林妙錦》相同，《三才圖會》則作「盤

瓠」與「正瑞國」，可見《異國物語》取法《文林妙錦》。 

需要留意的是，刻本《異國物語》的部分圖像在日用類書基礎上，又添加了背景々並

且，日本刻工、畫工對人物、植物、山川河海的處理，與中國刻工稍有不同，大體看來，

《異國物語》與《文林妙錦》在內容與數量上並無太大的差異。 

清野謙次論及万治元年刊的《繪入諸國物語》全三冊，不但刊年與《異國物語》一致，

內容說明上也是日本、高麗開始，最後一個是浡泥國。清野認為，所見的一本墨書表題《繪

入諸國物語》的書名，原書的「諸」字應是「異」字的誤記誤植。20我們由此也發現一點，

《異國物語》的類似版本並不罕見，看出此類的異國圖像曾在江戶時期有許多讀者。 

討論《異國物語》的圖本，最值得注意的，還有巴黎法國圖書館所藏的奈良繪本。此

書題作《唐物語》，分為上、中、下三帖，全書是工筆的彩繪圖本，筆觸細膩、用色柔和，

也收錄包括大日本國的 138 幅圖，每幅圖像旁皆附有草體寫成的和漢混合文說明，而書中

的空白處，皆滿貼金箔。 

何以稱此書為「唐」物語，河添房江在《唐物的文化史》中，有一段說明很值得參考〆 

 

所謂唐物，本來是指來自中國，或經由中國而來的舶來品，轉義成為來自異國的所

有物品的泛稱。21 

 

不僅如此，河添房江還提到，《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登場人物用各式各樣的唐物

來標榜自己的身分地位。22 

因而書稱《唐物語》，除了其對「異國」的指涉以外，如此稱呼，可能也代表一種擁

                                                        
20  日‧清野謙次：《太平洋に於ける文化の交流》（東京：創元社，1944 年），頁 129-156。 
21  日‧河添房江著，汪勃、日‧山口早苗譯：《唐物的文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    

頁 iv。 
22  日‧河添房江著，汪勃、日‧山口早苗譯：《唐物的文化史》，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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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閱讀者高貴不凡的身分。前文已談及《唐物語》精緻的製作，從命名到實體，在在

顯現出此書的不同凡響，是權貴珍玩的貴重圖書。《異國物語》與《唐物語》呈現在江戶

時代鎖國的情況下，社會對異國的憧憬與閱讀者的追求奇異。 

繪本的《唐物語》雖不著繪者，但很有可能出自於畫家之手，因而與刻本的《異國物

語》不同，繪本更積極展現強烈的繪畫風格，繪者在繪製圖像的過程中，揉雜了許多日本

的風土元素。 

以「小人國」的圖像為例，文字上都標明是東方的小人國，身長九寸，「海鶴遇而吞

之，不敢孤行。」《三才圖會》中的小人國 ，圖中無海鶴，小人除了六人並行外，還有

三三兩兩的組合，明顯非《異國物語》取材對象。奈良繪本的《唐物語》的小人國圖應來

自刻本的《異國物語》（圖 13），都有一鶴飛翔於一群小人之上，與《文林妙錦》的圖

本近似，有海鶴飛翔於一行小人之上。但繪本與刻本的呈現仍然稍有不同，繪本的圖像裡，

小人一共有八位，刻本的小人則僅有六位，《唐物語》的繪製者並不全照母本描摹，反而

有很多興之所至的創意。從小人國的圖像，即可約略窺探《異國物語》與《文林妙錦》的

淵源。 

 

圖 13 由左至右為《三才圖會》、《文林妙錦》、《異國物語》、《唐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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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由左至右為《三才圖會》、《文林妙錦》、《異國物語》、《唐物語》 

 

《異國物語》一臂國的造型與《文林妙錦》也近似，兩人面對面，下身著裙，都是方

正小圈的圖案，而《三才圖會》的下身是半圓弧，明顯的點狀。 

 

圖 15 由左至右為《三才圖會》、《文林妙錦》、《異國物語》、《唐物語》 

 

《異國物語》一目國的造型也與《文林妙錦》接近，一目人側身站立，《三才圖會》

的一目人的眼神則是明顯直視前方。 

當然，學者所以認為《異國物語》受《三才圖會》影響不是沒有原因的，主要是兩者

的圖像與文字的確有許多相近的地方。《三才圖會》在江戶時代的流傳影響一直是眾所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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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訓蒙圖彙》、《倭漢三才圖會》等書的刊刻都是在同一個系統下的產物。 

大木京子則在海野一隆的基礎上，對《異國物語》的各種版本更有系統地分析比較〆

東京國會圖書館、天理大學圖書館的藏本万治版，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為刊年不詳的

菊屋版、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為奈良繪本。另外還有一系列的相近異國資料，如成簣

堂文庫、杏雨書屋、狩野文庫的藏本《異國人物鑑》，甚至還有被認為消遣滑稽為主的住

吉大社藏本《萬國人物圖會》。23
 

除了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唐物語》以外，各地還有多種不同的奈良繪異國人物

圖本。 

寬文時期（1661-1673）的奈良繪卷屏風《異國訪問物語》，也有相關《山海經》或

中國異域知識的圖像，其中有被人以木棍穿胸抬行的「貫胸國」々左圖的左側，有一極小

的女子跪坐於地，與一旁的人物不成比例，應為類似《山海經》中的「小人國」。24（圖

16） 

 

圖 16 《異國訪問物語》書影 

 

明尼蘇達州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收藏了一幅日本彩繪的《異國人物圖卷》（圖

17），其中也繪製了 14 種想像或真實存在的國度，包括了黑蒙國、三身國、無腹國、聶

耳國、勿斯里國、焉耆國、長人國、撒馬兒罕國、的剌普剌、奇肱國、默伽國、注輦國、

柔利國、一目國。其中三身、無腹、聶耳、長人、奇肱、柔利、一目等國，明顯出自《山

                                                        
23  日‧大木京子：〈《異國物語》諸本とその変遷——錯綜する異国情報の一端を見る－〉，《國 

文學論考》41 號（2005 年 3 月），頁 70-84。 

  日‧大木京子：〈《異國物語》諸本とその変遷（二）〉，《國文學論考》42 號（2006 年 3

月），頁 49-62。 

   日‧大木京子：〈《異國物語》諸本とその変遷（三）〉，《青山語文》38 號（2008 年 3 月），

頁 48-56。 
24  日‧石川透：《入門奈良絵本〃絵卷》（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10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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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經》。25
 

目前可以見到的奈良繪異國圖像有很多，這些圖像雖與《異國物語》製作的時代差不

多，但皆為彩色、而且有所添加、變化，不管是《唐物語》、《異國人物圖卷》、《異國

訪問物語》的圖形，都可以將之歸類為日用類書〈諸夷門〉異國臝蟲的系統。 

 

 

圖 17 此為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所藏的異國人物圖卷 

四、山海異域圖像的變異 

    鮎澤信太郎曾討論過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其中列舉許多受《山海經》影響

的萬國人物圖典籍，而最初在日本刊行的當屬《訓蒙圖彙》。26最初的《訓蒙圖彙》在日

本寬文六年（1666）刊，是京都儒者中村惕齋的力作，引證的圖書以《三才圖會》及諸家

本草圖書為主，包括十七類二十卷，其中卷四的「人物」圖有十八種，包括東夷、南蠻、

中國、朝鮮及《山海經》系統中的長臂、長腳、小人、長人等。27《訓蒙圖彙》的增補版

                                                        
25  作者不詳：《異國人物圖卷》Inhabitants of Fourteen Strange Lands, 18th century,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26  日‧鮎澤信太郎：《鎖國時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東

京：乾元社，1953 年），頁 332-355。 
27  日‧中村惕齋：《訓蒙圖彙》（山形屋板，1664 年）卷 20 第 14 冊，收入吉田幸一編《異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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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祿八年（1693）刊的二十一卷《頭書增補訓蒙圖彙》（圖 18）。日本鎖國時期所見

的相關訓蒙書籍，許多都包括有《山海經》裡的異國人物，可見當時曾經把各種遠國異人

的圖像當作是普通知識傳授，在江戶時期的鎖國政策下，百姓與文人對異國異人消息的認

識需求，使得當時怪奇鳥獸與遠國異人圖像的刊刻出版獲得知識份子與庶民百姓的青睞。 

 

 

圖 18 左為《訓蒙圖彙》，右為《頭書增補訓蒙圖彙》 

 

 受《三才圖會》影響很大的還有內容雷同的《倭漢三才圖會》。 《倭漢三才圖會》

（圖 19），正德三年（1713）寺島良安編，共有一百零五卷，卷十三為「異國人物」、

卷十四為「外夷人物」，收錄許多原見於《山海經》的遠國異人，一臂、一目、三首、小

人、長腳、長臂、交脛、穿胸、羽民國等，而外夷人物還包括附錄的神祗，如俞兒、燭陰、

帝江、黑人、強良、逢泰等。28《三才圖會》的人物卷後納入神祗，《倭漢三才圖會》明

顯受此分類影響，當然這些神祗大都來自《山海經》。 

                                                                                                                                                           

語》（東京：古典文庫，1995 年），頁 257-266。 
28  日‧寺島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秋田屋太右衛門刊印，1824 年﹝文 

    政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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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倭漢三才圖會》書影 

與《倭漢三才圖會》相隔未久的，還出現享保四年（1719）帄住專菴編選《唐土訓蒙

圖彙》（圖 20），此書卷四卷五人物圖大都參考《倭漢三才圖會》，有交脛國、長腳、

長臂國等四十六國人物，也有《山海經》中的鳥獸蟲魚圖。29
 

 

圖 20 左為《倭漢三才圖彙》書影，右為二十一卷本《唐土訓蒙圖彙》書影 

 

                                                        
29  日‧平住專菴編選，楢村有稅子繪：《唐土訓蒙圖會》（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1719 年﹝享保

4 年﹞刊本）。 

  日‧久能清香：〈近世の世界觀——《和漢三才圖會》と《唐土訓蒙圖彙》の考察〉，《廣島

女學院大學國語國文學誌》37 期（2007 年 12 月），頁 61-77。參考九州大學文學部「相見文庫」

藏書。久能清香曾有一文，仔細比對《唐土訓蒙圖彙》與《和漢三才圖會》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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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取材與《山海經》的人物、神獸相關的山海異域事典並不少見，或可窺見鎖

國時期日本對異域知識的某種憧憬與渴求。 

西川如見（1648-1724） 在 1720 年刊刻的《四十二國人物圖說》，其中可見明顯有

關《山海經》的小人國與長人國，這兩個部分置於書末。30（圖 21） 

 

圖 21 《四十二國圖說》書影 

 

早稻田大學另外藏有一種作於享和元年（1801）年、題為西川如見輯、山村子明增訂

的《增訂四十二國人物圖說》圖卷（見圖 22）。特別的是，圖卷中的圖像雖與《四十二

國圖說》形似，卻是彩色的手繪圖本，儼然像是 1720 年刊刻版本的著色本，可見這樣的

圖像書一直有巿場需要，歷久不衰。 

 

圖 22 《增訂四十二國人物圖說》書影 

                                                        
30  日‧西川如見編：《四十二國人物圖說》（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1720 年﹝享保 5 年﹞渕梅軒

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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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說奇談畫本萬國誌》（見圖 23），三卷三冊，文政九年（1826）刊，俳林淡二

編輯，法橋關月畫，包括六十二國奇談珍畫，其中有相關《山海經》的一目國、丁靈國等

等。31
 

 

圖 23 《珍說奇談畫本萬國誌》書影 

 

文政 4 年（1821），江戶時代末期曉鐘成（1793-1821）著有《無飽三財圖會》，是

純粹消遣的通俗戲作。32日本鎖國時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有關海外的一些風俗產物人物

等資料都成為當時庶民感興趣的對象。此書的內容包括天文部、地部、玉石類、本草學、

博物學還有男女情事或花柳界，最後是外夷部。外夷部包含了世界各種人種的圖說，與《山

海經》相關者，計有長手國、無腹國、大人國、一手國、小人國等等。部分圖像依稀看得

出與中國的《山海經圖》構圖類似，但這些關於《山海經》的人物圖像，都有某些變化。

外夷部裡除了《山海經》的異國異人，還有如長爪國、無腰國、惡鬼國等圖像，頗見日本

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山海經》圖本不同，《無飽三財圖會》中的遠國異人，許

多皆為女人，髮飾、衣物都極似日本傳統的女人。長手國為一對鏡梳妝的女子，袒露異於

常人的雙臂，無爪國、無腰國、無腹國的女人則都上身赤裸。一手人的圖像也很特殊，根

據文字記載，八丈島上的一手人皆為半身人，圖中袒露上身的男女需互相扶持才能行走，

而且兩者像似泡湯出浴的情節。（圖 24）《無飽三財圖會》中外夷部的圖像，可說是一

種極具當地特色的改編。 

                                                        
31  日‧俳林淡二編輯，法橋關月畫《珍說奇談畫本萬國誌》（筆者所見此書藏於沖繩圖書館，1826

年﹝文政 9 年﹞刊），包括六十二國奇談珍畫。 
32  日‧暁鐘成編繪：《無飽三財圖會》（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1850 年﹝嘉永 3 年﹞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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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無飽三財圖會〃外夷部》書影 

 

江戶時期，還有許多相關異國的屏風。日本公內廳三之丸尚藏館收藏的「萬國繪圖屏

風」其中有各種異國的男女々出光美術館藏的「萬國人物屏風」，其中也有各種異國人物

的配置，這些異國人物圖的屏風，其中並無「山海異形」。33
  

《山海經》的內容與圖像在過去的日本，影響的時期一直延續著。早稻田大學藏有一

種江戶後期的《荒海障子圖樣》，34內容即描繪長腳民背負著長臂民在海中捕魚的場景。

長腳民與長臂民的組合，不只見於圖卷的畫作，甚至也成為「浮世繪」的主題〆安政 2

年（1855）由歌川國芳（一勇齋）所製作的《淺草奧山生人形》，35長臂、長腳民捕魚的

場景，與貫胸民同在一個空間。繪者或許擔心將木棍穿胸而過，圖像中竟特意在被穿胸者

胸孔中以布墊著。（圖 25） 

                                                        
33  日‧齋藤真麻里：〈描かれた異境——明代日用類書と『山海異物』〉，頁 287。 
34  日‧《荒海障子圖樣》Ara Umi No Shoji，早稻田大學藏。 
35  日‧歌川國芳：《淺草奧山生人形》，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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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早稻田大學藏《荒海障子圖樣》々《淺草奧山生人形》，現藏波士頓美術館 

 

東京都立圖書館還收藏一幅同樣題為《萬國人物圖會》的圖卷，圖卷以「大日本」居

中，旁邊還有富士山、太陽、天皇，甚至細膩地描畫出了四國、九州、八丈。日本國左邊

有朝鮮、漢土，漢土又畫了萬里長城、北京與南京，值得注意的是，立身於南京的有一男

一女，男子腦後明顯的拖著一股長長的辮子，像似大清國的官員，這樣的圖像應是在後來

出現的。圖像中，日本國周圍有著虛實相參的各種異國圖像，還有為數不少的相關《山海

經》遠國異人。在圖的右上方，有小人國、一臂國、貫胸國、長腳國、氐人國，右下方則

有丁靈國、羽民國、長耳國、狗國。日本國的左側則是女人國與奇肱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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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東京都立圖書館藏《萬國人物圖會》 

 

此圖結合《山海經》遠國異人，將現實與想像並列，以大日本為中心，環繞著朝鮮、

大清甚至歐繫巴等國，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一系列的朝鮮古地圖《天下圖》，地圖中將中

國與朝鮮並列，圍繞著中心的崑崙山。劉宗迪認為，古代朝鮮人關於寰孙地理的想像和幻

想的投影，與其說是真實地圖，不如說心靈地圖。36日本一系列的異國萬國圖像似乎也是

如此，不是將大日本居首，就是將大日本居中，其中用意不言可喻。 

晚明建陽日用類書的《山海經》圖像，不只影響了万治時期的《異國物語》以及後來

的《怪奇鳥獸圖卷》。此後陸續又有《山海異物》、《山海異形》、《萬國人物圖會》等

等圖卷，甚至還有繪製於屏風之上的《異國訪問物語》，以及以長臂民、長腳民、穿胸民

作為主題的浮世繪《淺草奧山生人形》。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日本，都可以見到相關

《山海經》的圖像產物。 

                                                        
36  劉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世界觀〉，《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 6 期（2016 年 12

月），頁 14-23。 

 鹿憶鹿：〈元明地圖上的崑崙〉，收入趙宗福編《崑崙神話與世界創世神話國際學術論壇論文

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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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根據學者研究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的記載，其中也包括了《山海經》。37而日

本各大圖書館收藏的各種《山海經》版本不勝枚舉，明代蔣應鎬所繪《有圖山海經》在江

戶時期流傳相當普遍，似乎受到許多讀者青睞，明刊本影響所及就有不少的和刻本。筆者

曾作過初步的統計，目前收藏在各大圖書館的和刻本蔣應鎬繪《有圖山海經》大概就有二

十幾部，也同時證明當時市場對《山海經》一書的出版需求，一再將明刊的《有圖山海經》

以訓讀方式重新出版。內容與《山海經》相關的類書，如《三才圖會》與各種日用類書也

同時在江戶時期被閱讀或重新刊刻。 

江戶時代的和刻本或繪本，其中當然不無消遣娛樂的戲作，卻也有許多當時知識分子

的編撰，希望藉由這些書傳達當時中國或異域的文化，一方面是滿足讀者對異文化的好奇

心，一方面也有繪本的娛樂觀賞效果。《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應是在這樣的背

景下因應而生，內容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近似也就可以想見。 

相關《山海經》的圖像系統在江戶時期的日本普遍刊刻、繪寫，其中的因素或可稍微

歸納幾點。 

首先是對異國珍說奇談知識的好奇。《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唐物語》

等的怪、奇、異是在鎖國時期對海外知識的好奇與滿足。學者也認為，十八世紀中期後，

由於東亞局勢的安定，中國及日本國內的商品經濟發展和文化活動均達到極盛，鎖國日本

對海外訊息的蒐集活動由政治軍事情報，逐漸轉向對海外新知的追求與蒐集。38在這樣好

奇的心理下，有關《山海經》與類書圖像的輸入，催化《怪奇鳥獸圖卷》、《異國物語》

等繪卷、圖像的流傳。 

其次是訓蒙教育。一系列《訓蒙圖彙》的增補翻刻，《唐土訓蒙圖彙》、《頭書增補

訓蒙圖彙》都有異域人物，或《山海經》中的民族或鳥獸，與現實中的人物、現實中的鳥

獸並置，成為訓蒙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山海經》圖像有了博物的功用。正如在明代，

建陽的通俗日用類書是一種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也是庶民教育的一環。39而在江

                                                        
37  日‧大庭脩著，戚印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144。 
38  劉序楓：〈清代中期輸日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訊息傳遞——以商品的「商標」與「廣告」為線 

索〉，收入石守謙、廖兆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頁 271。 
39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頁 51-54。  

日‧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日本の教育史學》卷 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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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時期尤其是鎖國時期的日本，從中國傳來的資訊或知識應該都是可貴的教材，以此而刊

刻繪製的《圖卷》與《異國物語》當然都有其童蒙教育的深刻意義。 

再者或為了消遣娛樂。《圖卷》與《新撰萬國人物一覽》都是長卷，都有許多《山海

經》中的人物與鳥獸，彩色圖卷更說明為了觀賞消遣的目的，奈良繪本的《唐物語》也說

明此書越來越流於娛樂消遣的取向。 

晚明是中國《山海經》圖像發展的繁榮時期，其標誌之一是《山海經》的圖像進入建

陽刊刻的日用類書中。江戶時代，《山海經》的圖像隨著日用類書的東傳進入日本。在日

本，日用類書中的《山海經》圖像出現變異，成了各種各樣的通俗畫冊。這些畫冊從內容

來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怪奇鳥獸為主要內容，二是以異域為主要對象。而畫冊的

功能似乎相當廣泛，有訓蒙的需要，有博物的知識，有消遣的目的。 

因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諸夷門收錄較齊全，此書的山海異物與外夷雜誌就順理

成章為《圖卷》、《異國物語》與《唐物語》參考的來源，這也說明日本一個獨特的文化

時代――閉關鎖國而又渴望異域知識的時代。再者，外夷異國的繪本或刊刻遠遠超過山海

異物的部分，更說明海禁鎖國的消息封閉時期，所謂的異域吸引力很大，訓蒙、博物或消

遣之餘，對唐土與他土的好奇心應該也是很關鍵的因素。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在訓蒙教育的同時，可能也有揭櫫日本民族心靈意識的層次。各

種的萬國異國圖像應該都是對外國的描寫與想像，然而，「異國」卻包括日本，甚至自居

大日本，大日本居首，或大日本居中，在鎖國時期，似乎頗有深意，似已在普通的好奇、

訓蒙或娛樂目的外，隱隱然有分民族心理在其中，在鎖國之後，表現了更多的企圖心。 

 

 

 

 

 

 

 

 

 
    

                                                                                                                                                           

年 10 月），頁 67-94。 

  日‧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見林友春編：《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その

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國土社，1958 年﹝昭和 33 年﹞3 月），頁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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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ese “Illustrations of Strange Birds and Beasts” and “Stor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mirror strange birds and beasts as well as strange people from faraway countries in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k.a. “Shan Hai Jing”). These two books obviousl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daily book “Wen Lin Miao Jin Wan Bao Quan Shu” published by Jian-Ya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owing very similar elements in their images. “Stories of Tang”, the 

closely-related work of “Stor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is a color print, displaying the style of 

Japanese folk paintings, which was a product of Japanification, just like the color print of 

“Illustrations of Strange Birds and Beasts”. These two books show how popular the images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were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ther related 

images further reveals that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was well liked by both Japanese 

publishers and readers in the Ed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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