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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旧影》

内容概要

《巴蜀》一书虽然是游记，但并不是一本简单的流水账，不像清代一般的国内游记多以记载沿途古迹
名胜为主，而是在记载沿途的地理地势、风土人情、经济和物产状况、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方方面
面的基础上，突出对经济贸易、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的记载。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熟悉，故游记
对沿途历史名胜不仅多有记载和感怀，还有一些考证和研究。如在宜昌对荆门、虎牙历史的描述，博
采古史，古今融通；作者对南京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十分熟悉，旅行中经常将七
百多年前范成大和陆游记载的风物与当时的风物进行比较；如将陆游记载的黄陵庙卖茶妇女与清代的
妇女进行对比，发现妇人肤色不像陆游记载的那样白，也不见缠着青斑布头巾。有时还对一些史迹进
行考证，如在归州对秭归得名及与楚文化和屈原的关系的考证，也是有一定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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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旧影》

精彩短评

1、就只看了夔府、重庆之类部分。历史的有意思是不用说，嘉陵江沿岸三府一个直辖一个是南充中
心区还有一个已经是古地名了，还真是能够唏嘘一下
2、非常难得的史实资料，霓虹金的严谨众所周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成都，受益匪浅，可
惜发行量太少，要不可以买一本收藏，前面序言说到出版的经历也是各种不易，可遇不可求！
3、俯仰古今，真是难以想象。与其说我现在是置身于实地，不如说对眼前此景的感慨更为深切
4、我辈游记的典范
5、百幅照片下的细致记录，囊括地理、民俗、文学。日本人的眼光细致而敏锐，一边纵情山水，一
边不忘以日本立场考量这片较为封闭的土地。
6、建议首先阅读编后记 会有黑色小彩蛋
7、译者态度严谨,文笔老练.难得的佳作
8、很难想象是05年的书，想查一下编者的年龄也没查到。译本被怒删了许多编者认为 大日本帝国教
员洋洋得意，妄自尊大的内容。挺像读读日本原书。
9、今读山川早水《巴蜀旧影》，看其百年之前，沿着陆游、范成大的足迹一路走来，引中国古籍近
百种，这功课做得真足。百年之后，三峡烂尾了，成都拆没了，芙蓉花遁了，古迹翻新了⋯⋯唯有山
川历历不改，还能慰一下远思。
10、不删节，是四星

11、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本国的风土人情，有时会来的更客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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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旧影》

精彩书评

1、　　近来静极羡动，颇爱看一些老游记。《巴蜀》是百年前日本人山川早水1905-06年游览巴蜀后
所著的游记，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学非一般的精深，每到一地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历史古迹比当地
土人还要门清。并随文附录百多幅作者自拍的风物老照片，堪称图文并茂。川     山川早水是以教员身
份（外籍教师）入川的。1903年四川武备学堂聘请四位日本武官做教习，是成都教育新旧改革的起始
，从那以后四川各学堂还有女校（仅有两所，成都淑行女塾和泸州女学堂）都陆续引进外教，其中大
都聘请的是日本教员。据作者统计到06年四川的日籍教员已有30人，他骄傲的说四川的新教育是由日
本教员所移植的，四川的教育也始终掌握在他们日本人手中，书店中新译各种科学书籍，有九成是译
自日本 　　山川早水进出川皆是走的水路，05年3月6日作者从宜昌出发，经三峡入川，3月16日于万
县上岸，然后再陆行13天后，抵达成都。7月游览峨眉。06年6月由成都东大码头出发，途经重庆，行
舟14日抵达宜昌。　　 　　 他每日一记，光是走水路的前十记，就引用20余本前人书籍内容，这小日
本鬼子，整一个资深汉学家。为了让惭愧不寂寞，姑且将其前十日引用书籍名抄录如下：袁枚《游黄
山记》、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傅崇锯《入蜀旱程记》、郭景纯《江赋》、《杨升庵
文集》、《太平寰宇记》、《栈云峡雨日记》、《水经》《水经注》《水品》《国语》《左传》《离
骚》《正韵》《广韵》《墉城记》《夔州志》《荆州志》《荆州图考》《图经考》......还有几本无甚
名气的杂书偶就懒得全录了，另间中引用名家诗词无算。向来自觉读书不少，现在看见山川早水随意
引文的书单，真想楸着他问一句：你他娘真是日本人吗？　　　　 当然山川早水他娘确实是日本人，
这个无需考证。 作者很认同小鬼子的身份，坐船时不忘在船头插上日本膏药旗子。行程中看见江中英
、法炮艇和英国税关船，更是感叹“英以武力深入巴蜀，其积极政策，何其壮且何其烈哉”！继而对
日本没有炮艇巡游蜀江，叹惋“国力之不及也是遗憾之事”。鲁思所著《菊花与刀》中说，“日本人
自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大哥，所谓长兄为父，只有日本才能决定什么对弱小的中国弟弟有利，赶
走其境内的欧美各国后，取而代之，弘扬正义于万邦，一统乾坤为一宇，做这些事情时根本不用去考
虑弟弟的感受”。这点老鲁可没看错小日本。彼时日本人受到的待遇真是高，过夔州时，夔州知府不
但大宴他们两天，还率众陪游，殷勤得连小日本自己都大叹：待遇之优、辞色之婉、安排之巧。这都
不说，入川途中居然还有两位知县赶着给他送礼物，什么肉类、水果、土产还有牛脂蜡烛（看得出牛
脂蜡烛是当时流行必送之物）。作者到成都后，还拜访了四川总督、布政使、各道、满洲将军，都受
到礼遇接见。　　　　 说到满洲将军，他是满城的最高统领。满城是清政府为镇抚汉人在各要地屯兵
的重镇，当时全国还有数处，其最高长官都号满洲将军。总督虽是地方最高官职，但在公开场合的座
次及公文名次排列上，都是满洲将军居首，总督次之。　　　　 百年前成都全城划为三块，东为华阳
，中为成都府（内含皇城），西为满城（即古之少城），皆有城墙围护。满城为满人和满军聚居处所
，作者说一城墙之隔，使满汉两界分明，汉人不但遭受满人歧视，而且满汉之间绝不能互相通婚。歧
视是肯定的，但绝不能通婚这点，我想应该是作者听取一面之词的误解。不是绝不能通婚，我奶奶就
曾对我讲过，她母亲死后，其父亲（即我祖父，时为当地反革命大地主）续弦娶了一满族女子，满女
其弟好食鸦片，满女以夫家财供其吸食，因满人强势，欲休妻而不能，家逐败，后祖父死，满女搬回
成都满城居住，解放前夕，我奶奶还曾在满城偶遇过她一面。 　　 山川早水记录了许多当时成都尚
存的名胜古迹，有的还配了照片。看了之后不禁感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皇城、满城，什么刘
备时期的古城门城砖姑且不论，这个全国除了西安，现在保留完好的古城墙真不易找。说说别的，西
楼（始建于秦）、严真观（康熙6年）、江渎庙（隋开皇2年建，唐天宝6年重修）、万里桥（三国孔明
送费祎去吴，饯行曰:万里之行始于此，以此得名）、双孝祠（作者言是他所见最华丽的牌坊）、少城
关帝庙（老蜀国的关帝庙）二仙庵、神仙碑......这些千把年的东西，百年前还有，现今没了，惟有望
图叹惋。　　　　 此外，成都旧属十三县中的新都、彭、郫、灌、四县的史迹也有比较细致的记载。
看了书中老照片，我才知道现在彭州市（即彭县）龙兴寺现有90年代重建的宝塔（一主塔，四陪塔）
，其原型在明末清初塔体从上至下四角分裂成四塔，百年前早水所摄的残塔的老照片（其时已坠去东
北一角，只余三分裂塔体），咋看酷似并列的双塔。原寺中所藏塔上悬挂的朱雀铜铃檐马，上有铭文
“大同二年”（ 梁武帝公元536年）。此“苍雅可爱”的朱雀铜铃檐马和老塔现都无踪可觅，只留存
在作者所拍的老照片上了。作者写了这四县，却纳闷的没写处于四县中心的新繁县，虽说新繁县解放
后被降格为新繁镇，现如今是原十三县中混得最背，发展最小的一个，但秦代建县的新繁当时古迹还
是很多的说，有唐代李德裕兴建的园林，还有龙藏寺、南华宫、华严寺、观音阁、玉皇观、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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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旧影》

庙......山。　　　　　　　　 早水作为爱国教员，在四川旅游时，不但思考日本今后如何更好侨居四
川，对商贸也有细致观察。他发现在四川的洋货中，以德国货因质好价廉实用最受欢迎，如“陶瓷多
层饭盒”。而日本货因劣质商品问题，渐受排斥。他还举例四川某学堂从东京购入的博物标本，打开
后发现上面还贴着“运往中国不良品”标签。看来小日本把次等残货卖给中国这冤大头的习俗可谓渊
源久远。　　　　 游记中记录了当时四川的物价，白米一升7、8钱银，在成都一月的食费约4、5两（
一日三餐，每餐三、四菜），客栈住宿每天200文（鸦片贸易前一两银是换1000文，估计当时一两银应
可换1000多文），雇挑夫是40文，一乘轿子是120文，而在成都城内租房就挺贵了，一月至少30两，租
中等以上房屋还必须交100两以上的押金。按这个比例来看，现在成都市租房的租金比100年前算是便
宜了不少哈。难怪那年头的人终极目标都是买地置房当地主包租婆，我打算下月也给租我房的房客涨
涨房租。　　　　 作者在成都还受邀参观了春秋仲月上丁之日在文庙举行的孔子祭典，祭典从凌晨3
点巳时开始，由总督首拜，司祝诵祝文，司节唱颂章，歌生和声，舞生伴舞。祭典分初献、亚献、终
献，三献颂文和舞蹈都各不相同。祭典的供品是剥了皮的整牛整猪整羊，来自小日本的山川早水看见
剥了皮的巨牛就那么摆在俎上，瞠目结舌折服之余连连惊叹大国风范。　　　　 早水启程出川时，一
众旅华日人在成都望江楼给他设宴饯行。望江楼为当时成都城外第一游乐园，虽以楼命名，实是园的
总称，也是当时从水路出川旅人惯例的饯行场所。现为望江楼公园，紧邻老四川大学东区，我读书时
因为近便，倒是常去游玩，园内竹子甚多，据说是全国竹类品种最多的专类公园。所谓“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应该就指这附近吧。望江楼为薛涛旧居地，望江楼公园也是为纪念薛涛而建
，百年前园门前立有标牌写到“禁止携带妓女入内”，此间旧主人十六岁堕入乐籍的女校书薛涛如若
复生，看见家门口立有此牌，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早水进出川的两次航程,怒涛险滩屡有危
情。三峡的纤绳不是印象上的麻或棕，而是只用竹制的绳索，因竹绳富有韧性且不吸水，忠州所产竹
纤绳为上品，一条即可拉动十余万斤的大船。在巫山大峡处，作者曾亲见一艘由五六十个纤夫所拉逆
江而上的大船，逆风狂浪，船上虽也有十五六挺浆在奋力前划，但却不得寸进。僵持间，纤绳突然断
裂，大船立时像陀螺般毫无阻碍旋转而去，等早水所乘之船行进时，下游江面上尽漂着破碎的船体部
件。不久前，还有名德国佬，不听船工劝阻，强令夜航，也是船毁人亡。两岸江边不时可看见以往失
事船只的遗骸，有些险滩附近的村民专靠打捞破船遗物为生。　　　　山川早水叹息道：李太白所言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实是诚哉斯言。总之这书是百年前一资深中国文学通且有强烈大和民族帝
国情结的小日本写的，图文并茂，百年前的巴山蜀水、城貌民风皆跃然纸上，对老历史感兴趣的同学
大可一观。　　　　　　　　　　　　《巴蜀旧影》　　作者：山水早水（日）　　翻译：李密 李春
德 李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1版1印　　印数：3000册　　售价：25元 
2、这本书实在是过于严重地被低估和忽视了，得到的关注与它异常扎实丰富的史料价值完全不符。
就如同它原作本身就默默无闻，直到被译者偶然发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才一手促成翻译出版，但还
是因宣传不够，导致在国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看游记常常觉得日本人所写更具可观性。因民族
性格，日本人多敏感细腻，观察特别仔细，世情景物皆描写准确，又视角多变常与国人不同。并且重
考证，功课常常做得很足，熟悉史料诗词，偶有抒情也多克制有据，没有旧文人游记大段辞藻堆砌啰
嗦毛病。这本山川早水（好风雅的日本名字）于1905-06年游览巴蜀所著游记就集中体现了以上优点。
他由宜昌历三峡而上，至万州经陆路过剑阁入蜀，走了最为经典的入蜀古道路线之一。在成都盘桓几
月后，又顺水路而下到达宜昌。因目的不纯，更刻意以考察视角，对于当时当地社会结构，市民风情
，官府组织，国内外势力活动，地理风貌，名胜古迹等都有专门留意并写入书中，在这些方面都是不
可多见的一手史料，诸多细节恐怕也只有此书有所提及了。我以一对三峡风貌还算了解的峡江人身份
，读来常常有“啊此处描写好准确！”及“啊原来当时是这样的！”之类感叹。小举2例，一是作者
对当时颇著名的夔州船妓风气进行了一番观察，这种特定时间特殊风俗，恐怕再难在其他文字记述中
看到吧！二是作者对当时的制蜡工艺详加记录，从白蜡虫饲养到取白蜡制烛，每个步骤流程都有具体
描述，当代人士看了还顺便长知识：啊原来有石油之前古人还是可以取之自然，相当环保地活着啊！
更惊人是山川早水以一日本人身份，对于一路涉及的诗词古文资料熟悉得令人发指！ 除了介绍中提及
的范成大《吴船录》和陆游《入蜀记》一路对比外，随手举出的各种诗词古籍，恐怕即使是当代中国
作者很少有能与之比肩的！（写到此似乎应该摘录一点原文，但是手头无书，只能待有机会再补了）
最大的遗憾是书为平装16开本，囿于篇幅，图片印刷得极小，失去许多细节。曾经翻过《The Face of
China》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83963/，大开本，图片放全页，文字仅短短图片说明。近来出
版旧照片书目多类此画册形式。其实这样才能配得上其史料价值，《巴蜀旧影》中上百幅图片，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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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旧影》

图片单独出版都颇值得一观！更别提其中图片多与文字配合，说明得何其详尽！
3、作者观察细致，并且大量引经据典讲述各个地方的来历、特征，很生动的还原了那个时候的巴蜀
风情。书翻译的也不错，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刻意去掉了不少作者原先表露出的帝国主义
情节，偏见以及蔑视。虽然作者在后序中提及，但已不是这位日本人眼中的巴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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