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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就“壬辰战争”停战（1598 年）到日朝恢复邦交（1607 年）的过程中，对马——朝鲜间是如何展

开外交交涉的进行考察。 

首先，本文通过分析日朝间外交文件（书契）的文本，探讨是怎样的言论、理论使得讲和得以达成的。

例如，1601 年朝鲜向对马的宗义智送去了提倡“圣人之心”、“王者之道”的书契，表明了“不执念于过

去，而放眼未来”的态度，以诚意与反省作为讲和条件向日本提出了要求。和昨天还“不共戴天”的敌人

讲和时，朝鲜采用了儒教的理论来使得讲和正当化。此外，朝鲜还通过将外地对马称为“内地的赤子”，

要求对马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朝鲜认为，恢复与对马间的羁縻关系是为了终结战争的有效手段，与之相

呼应的是，对马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作为“东藩”的立场。 

其次，关于朝鲜的羁縻政策，不只存在于和对马之间，本文也将探讨其与北方的“藩胡”（女真族）

之间的问题。例如，朝鲜为了向“藩胡”实施怀柔，1600 年，除了汉城以外临时许可咸兴作为和“藩胡”

进行贸易的窗口。1604 年，朝鲜临时许可在釜山港可以和对马开展贸易，并借此禁止日本人前往汉城，从

此展开了以釜山港为中心的近世日朝关系中外交、贸易的基本框架。由此，本文通过朝鲜对“藩胡”和“东

藩”的经济需求的平行处理，以探究其羁縻政策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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