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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1     1372 察度 23 明太祖遣楊載招諭琉球 洪武 5   

         中山王向明進貢      

天授 6     1380 察度 31 山南王承察度初次向明進貢 洪武 13 

洪武帝與

日本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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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和 3     1383 察度 34 山北王帕尼芝初向明入貢 洪武 16   

○開始派遣官生 ○相傳閩人 36

姓來琉    

元和 9 南北朝合一 1392 察度 43

蔡崇・金瑛・鄭義才、林喜・梁

嵩（洪武・永樂年間） 

明洪武

25 

李成桂朝

鮮建國 

應永10 

足利義光受明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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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樂年間(～1424)､紅英・陳康

自福建省歸化琉球 永樂 1 

1403 改北

平為北京 

應永13   1404 武寧 9

冊封使時中渡來， 冊封中山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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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永29   1422

尚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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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永31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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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永32   1425

尚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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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永34 

 室町 

  1427

尚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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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機立安国山樹華木之記碑(琉

球最早之金石文) 宣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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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5   1473 尚円 4 蔡漳人等在福州放火殺人事件 成化 9   

文明 6   1474 尚円 5

進貢由不時進貢改為二年一貢 

且限制入京人員 成化 10   

延德 2   1490 尚真 14 進貢使節北京入京人員減少 弘治 3   

明應 7   1498 尚真 22

梁能 陳義等人督造圓覺寺放生

池石橋，設立國王頌德碑(碑文有

梁能 陳義 程璉 鄭玖 蔡賓的名

字) 弘治 11   

永正 3   1506 尚真 30 獲准 1 年 1 貢 正德 1   

大永 2   1522 尚真 46

○嘉靖年間(～1566)鄭肇祚・蔡

宗貴 入久米村籍      

○再度限制 2 年 1 貢 嘉靖 1 

西班牙麥

哲倫一行

世界一周

成功 

天文 3     1534 尚清 8 冊封使陳侃來琉 嘉靖 13   

天文11     1542 尚清 16

中國商人在那霸港騷動，被蔡廷

美捕獲，遣返福州     

天文18     1549 尚清 23 鄭迵出生~1612 嘉靖 28   

永祿 5     1562 尚元 7 冊封使郭汝霖來琉 嘉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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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祿 8     1565 尚元 10 官生派遣(鄭迵、梁炤等 4 人) 嘉靖 44   

      1567       

明海禁緩

和 

    

織田信長制定

金、銀、錢交換

率 1569         

元龜 1     1570 尚元 15 暹邏最後遣船(東南亞貿易斷絕) 隆慶 4   

               

      1572       

張居正財

政改革 一

條鞭法 

天正 1 足利幕府亡 1573

万暦年間（～1615 年）、梁守徳 

久米村入籍 萬曆 1   

天正 3 長篠之戰 1575 尚永 林世重 久米村入籍     

  基督教鎮壓開始 1587         

  

秀吉發布海賊停

止令 1588         

  琉球使僧到薩摩 1589         

天正19 安土   1591

出身福建的王立思・阮明入久米

村籍 萬曆 19   

文祿 1   

秀吉出兵朝鮮(文

祿之役) 1592   萬曆 20   

慶長 2   

秀吉再度出兵朝

鮮(慶長之役) 1597   萬曆 25   

慶長 5   関原之戰 1600   萬曆 28   

慶長 8   

徳川家康、開江

戸幕府 1603   萬曆 31   

慶長11    1606

○冊封使夏子陽來琉封尚寧王為

中山王       

○ 鄭迵就任三司官       

○夏子陽在[使琉球錄]中感嘆營

中(久米村)的半廢墟及衰退狀    萬曆 34   

慶長12 江戸  1607 毛国鼎・阮国 入久米村籍 萬曆 35   

慶長14     1609 島津入侵琉球，尚寧王被俘虜 萬曆 38   

時代 

慶長15   薩摩設置琉球館 1610 尚寧 22

○蔡堅攜回孔子絵像，琉球孔子

祭禮開始      

○王舅毛鳳儀、長史金應魁 向明

請求貢期密集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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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長17     1612 尚寧 24 向明進貢受限為 10 年 1 貢 萬曆 40   

      1617 尚寧 陳華 自福建省入籍久米村   

努爾哈赤

建清國 

元和 8     1622 尚豐 2

向明進貢懇求 2 年 1 貢，僅獲准

得 5 年 1 貢 天啟 2   

   

     1628 尚豊 

崇禎年間（～1644）周文郁 久

米村入籍 1620 

清教徒搭

玫瑰花號

移住美國 

    1632 尚豐 12       

寬永10   

在林羅山家塾建

立聖堂『先聖堂』 1633 尚豐 13

派謝恩使至明(王舅向賀齡 紫金

大夫蔡堅) 獲允 2 年 1 貢 崇禎 6   

寬永11     1634 尚豐 14

開始派遣慶賀使 謝恩使(上江

戶) 崇禎 7   

    

江戶幕府發行寬

永通寶          

正保 1     1644 尚賢 4   順治 1 

明滅亡清

統一中國 

    

孫良秀 京都→經琉球入久米村

籍   

      1645 尚賢 5

孫自昌、久米村入籍（唐栄孫氏

之始祖） 順治 2  

      1646 尚賢 6

王舅毛泰久、長史金正春、都通

事王明佐等人為慶賀隆武帝即位

渡閩，但因清興起而投誠 順治 3   

1647   

長崎、中島聖堂

建立 1647     順治 5   

慶安 1    1648 尚質 1

漂流民楊明州(1629 浙江省)入久

米村籍 順治 6   

慶安 3     1650 尚質 3

○久米村厭從清朝風俗而從琉俗 

○羽地朝秀著[中山世鑑] 順治 7   

承應 3     1654 尚質 7 久米村人口 995 順治 11   

明曆 2     1656   

曾志美(曾益之父)・程泰祚(程順

則之父) 由首里改入久米村籍

(久米村強化政策的一環) 順治 13   

寬文 3     1663 尚質 16 清初冊封使張學禮來琉冊封尚質 康熙 2   

寬文 4     1664 尚質 17 北谷 惠祖事件 康熙 3   

寬文 6     1666 尚質 19 鄭職良自中國攜回冷傘 五方旗 康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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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文 7     1667 尚質 20

○楊春枝在閩學曆法       

○周國俊在閩學地理     

○創設久米村屬地久茂地村 康熙 6   

寬文 8   

足利學校孔子廟

建立:現存日本最

古的孔子廟 1668     康熙 7   

寬文 9    1669 魏士哲 自首里入籍久米村 康熙 8   

寬文10   

閑谷學校聖堂完

成 1670 林胤芾 自小禄間切入久米村籍 康熙 9   

延寶 1     1673   康熙 12 

三藩之亂

起~1681 

     完成久米至聖廟内聖像塑像 

延寶 3    1675 尚貞 7

金正春建立久米至聖廟，執行釋

奠 1682 

法凡爾賽

宮殿完成 

延寶 4     1676 尚貞 8 金正春建立孔廟 康熙 15   

延寶 5     1677 尚貞 9

蔡國器因靖南王之變攜帶予靖南

王的啟及給清國的咨前往中國 康熙 16   

延寶 6     1678 尚貞 10

○接貢船定例化    

○置講解師(講談師) 

  訓詁師(讀書師) 康熙 17   

延寶 8     1680 尚貞 12 設置中議大夫 康熙 19   

元和 2     1682 尚貞 14 蔡溫出生~1761 康熙 21   

    1687         

元祿 1   

徳川綱吉「生類

憐みの令」発布 1688 尚貞 20 魏士哲在福州學補唇術 康熙 27   

元祿 2     1689 尚貞 21

○設置系圖座     

○曾益著[執圭堂詩草]     

○改修板敷橋為石橋 

  (碑記王可法撰文) 康熙 28   

元祿 3     1690 尚貞 22 久米村人口 1632 康熙 29   

元祿 6     1693 尚貞 25 程順則著[雪堂紀榮詩] 康熙 32   

元祿10     1697 尚貞 29

蔡鐸編[中山世譜]~1701    

編集[歷代寶案]第 1 集 康熙 36   

元祿11     1698 尚貞 30

○程順則在福州發行 

  [雪堂燕遊草]  

○鄭弘良在大嶺村奉祀土帝君像 康熙 37   

元祿12     1699 尚貞 31

尚貞慶祝久米村繁榮在王城開宴

招待通事以上人等 康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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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永 5     1708 尚貞 40

○蔡溫在福州學地理學   

○程順則在福州板行[六諭衍義] 康熙 47   

正德 3     1713 尚敬 1

○蔡溫任國師      

○久米村祭禮獲准以儒式進行

(1719 回復佛式) 康熙 52 

1695 紫禁

城太和殿

完成 

正德 5     1715 尚敬 3 程順則任久米村總役 康熙 54   

      1718 尚敬 6

久米至聖廟内設明倫堂・祭祀啓

聖祠 康熙 57   

  ○釋奠祭式改正（仿中國禮） 

  

⇒至聖廟行大牢祭式、啓聖祠行

小牢 

享保 4   

新井白石著《南

島志》 1719   

○冊封使海宝 徐葆光來琉 冊封

尚敬 康熙 58   

享保 8     1723 尚敬 11 派遣鄭秉哲等 3 人為官生 雍正 1   

享保 9     1724 尚敬 12 蔡溫改修[中山世譜] 雍正 2   

享保10     1725 尚敬 13 程順則刊行[中山詩文集] 雍正 3   

享保13     1728 尚敬 16

○蔡溫任三司官    

○程順則任名護間切總地頭職   

○久米村分定里之子、筑登之家 雍正 6   

享保14     1729 尚敬 17 久米村人口 2838 雍正 7   

享保17     1732 尚敬 20 蔡溫等人發布[御教条] 雍正 10   

元文 1     1736 尚敬 24 蔡文溥著[四本堂家礼] 乾隆 1   

寬保 2     1742 尚敬 30 久米村置漢文組立一職 乾隆 7   

延享 2     1745 尚敬 33 鄭秉哲等人編集[球陽] 乾隆 10   

寶曆 10     1760 尚穆 9

應我謝親方建議在久米村實施

[科](職務任用考試) 乾隆 25   

天明 1     1781 尚穆 30 限制久米村官職依品級選拔 乾隆 46   

寬政 9     1797 尚溫 3 蔡世昌任國師 嘉慶 2   

寬政10     1798 尚溫 4

在首里創設公學校(後來的國學)  

官生騷動(導致官生 4 人中的半數

由首里選拔) 嘉慶 3   

文化 3     1806 尚灝 3 鄭嘉訓任上江戶的儀衛正 嘉慶 11   

天保 2     1831 尚灝 28 魏學源編集 制定[新集科律] 道光 11   

天保11     1840 尚育 6 遣阮宣紹為官生 道光 20   

天保13     1842 尚育 8 鄭元偉任上江戶的儀衛正 道光 22   

弘化 1     1844 尚育 10

尚元魯 鄭元偉 魏學賢 [東遊

草]刊行 道光 24   

嘉永 6     1853 尚泰 6 貝里來航 咸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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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 6     1859 尚泰 12 牧志恩河事件 咸豐 9   

文久 1     1861 尚泰 14

阮宣紹任總役 

(最後的久米村總役) 咸豐 11   

慶應 2     1866 尚泰 19

冊封使趙新來琉冊封尚泰 

(最後一位冊封使) 同治 5   

明治 1   明治政府成立 1868 尚泰 21 派遣最後官生林世功等 4 人 同治 7   

明治 4     1871 尚泰 24

台灣遭害事件 宮古島民漂|流到

台灣 54 人被殺害 同治 10   

明治 5     1872 尚泰 25

○派遣維新慶賀使到東京    

○琉球國改琉球藩 同治 11   

明治 7   出兵台灣 1874 尚泰 27 派遣進貢使 同治 13   

      1875 尚泰 28

處分官內務大臣松田道之來琉，

命琉與清國斷絕關係     

      1876 尚泰 29

幸地朝常 蔡大鼎 林世功 一等

人密航清國 (脫清人陸續)     

明治11     1878 尚泰 31

清國公使向日本政府抗議琉球處

分     

(1877)

明治10 明治 西南戦争 1879 尚泰 32 

○斷行琉球處分，廢琉球藩置沖

繩縣   

○至聖廟等資産國有化 1897 

朝鮮國改

稱大韓帝

國 

明治13    1880 沖 

分島問題 林世功因請願在北京

自刃 光緒 6   

1912 大正 大正天皇即位 1912 繩 

久米崇聖會設立、社團法人認可

(1914 年) 1912 

清滅中華

民國成立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 1915 縣 

至聖廟等資産由那覇區所有讓渡

給久米崇聖會 1914 

第一次世

界大戰(～

1918) 

1945 

太平洋戰争終結

(1941～1945) 1944   

至聖廟、明倫堂等因「10.10 空

襲」化為灰燼 1945 

第二次世

界大戰終

結(1939～

1945) 

廟堂在現址復元、執行復建後第

一次釋奠 

孔子銅像在孔子廟舊址設立 

1972 昭和   

1975

   1975 

越南戰爭

結束 

1992 平成   1992

閩人 36 姓渡琉 600 週年 

首里城復建完成     

1993     1993

沖
繩
縣 

「琉球之風」NHK 年度大戲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