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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前言

予游中国，已是数年前之事。书中所录，均是当时之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与目下日新月异之
中国，特别是革命大业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今日之中国，或许已经不合适。然而，中国国土广袤
，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
之上，旧态依然。故此书仍不失为了解中国国情之有益之物，于此一点，予信而不疑。今稍加改订再
次上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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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学者宇野哲人在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写下的数量庞大的游记。
以时间为顺序，按所过之地为单位，列项叙事。以广博的知识和准确的文献考证为基础，对所见所闻
加以描述及考证。全书条理清晰，记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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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作者简介

宇野哲人（1875-1974），字季明，号澄江。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文学博士。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
院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
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
张学锋，江苏苏州人。1962年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
教。1993-2001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汉唐考古及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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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书籍目录

总序
序
修订版序
第一部分
一 最初之所见
二 天津
三 进北京
四 北京城
五 北京杂观
六 飞鸟之技
七 听戏
八 蒙古来了
九 百果粥
一 祭灶
一一 迎春之准备
一二 北京之除夕
一三 北京之元旦
一四 上元节
一五 打鬼
一六 北京之四季
一七 辽金之土城
一八 汗八里
一九 北京之名胜
二 北京近郊之名胜
二一 山东纪行
二二 长安纪行
二三 长沙纪行
二四 武汉之名胜
二五 南京之名胜
二六 镇江
二七 苏州
二八 杭州
第二部分
一 中国之家族制度
二 闲话结婚
三 中国之社会事业
四 革命与中国之国民思想
五 论中国国民性
译后记――幕末明治时期的中国见闻录及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
译后记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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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一 最初之所见横滨埠头上送客之人，脸庞渐为黄昏暮色所笼罩。予胸怀对前途之希望，乘上
邮船公司之包船亚逊号。先在纪州滩遭逆风袭击，后又在朝鲜海峡遇暴雪之苦，离开故国，在海上费
时数日，终于到达大沽近海。首先令人吃惊者是其码头。虽言码头，其实徒有虚名。四面渺茫，眼中
不见一物，投锚处在白河口之海面上。若遇风波惊涛，则无法上陆。此日虽万里无云，天极晴朗，然
白河之冰尚未解冻，无奈只得在河口抛锚，虚度两日。等待入港之船渐渐增多，两日间达数十艘。皆
是同样心情，只待冰解靠岸，大有度日如年之感觉。其夕，有无数冰块流来，预计明朝定能入港，欢
喜无比。果然，午刻时分，有汽艇驶来，迅速换乘上岸。自本船至岸边，约六海里。经两小时，到白
河河口，著名之大沽炮台之残垒，夹岸可见二三处。河有九十九曲。俗称，因百曲差一曲，故云白河
。予等所乘汽艇，迂回曲折，逆流而上。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白
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其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亦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
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对捉襟见肘之中国而言，将不多之财物，盘算
来去，强用于门户之装饰，虽不算聪明，然港口是徒具其名之大沽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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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后记

日本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十月，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将国家大政奉还皇
室，同年十二月，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次年，德川幕府完全倒台，明治新政府成立。这一系列的
政治改革过程，就是明治维新。通过明治维新，不仅掌握日本政治实权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倒台
，而且自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开创镰仓幕府以来的武人幕府政治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确立的
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在内政、外交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日本以一个近代国家的姿态
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因此，从形式上来看，明治维新是从幕府向朝廷的政权转移，而实质上却意
味着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迈进。幕府末年，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向亚洲渗透的时期。东方
的大帝国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北这一事实，对同样面临列强侵略势力的日本来说，是一面镜子，
是一个借鉴。在美国公使柏利来航以后，如何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成了朝野上下的最重要课
题。明治维新以后，所谓的“开国进取”、“脱亚入欧”，成为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与西方列强并
肩，以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逻辑为自己的逻辑，“谢绝亚洲之恶友”，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势力。随着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长期以来对等和平的中日关系，也逐步走向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在
强弱优劣、进步保守、东西方文明等意识的影响下，自以为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同时又是西方文明介
绍者的日本政府以及受其影响的一般民众们，对封建社会末期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的中国人开始产生了蔑视意识。这一段历史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幕末明治时期，游历中国并留下记
录的日本人很多。其职业，有政府官员、政治家、记者、学者、作家、实业家等；其足迹，遍及中国
大江南北，甚至远及边疆地区。他们的见闻录，多在中国写成，如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
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土、风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的珍贵史料。然而，正
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很多日本人，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虽然对中国文化以及遗留在中国大地
上无数的文化遗产怀有崇高的敬意，但对现实中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蔑视意识却日益加深。这是一个
难以摆脱的时代枷锁，在见闻录的各个作者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反映。因此，幕末明治时期，特别
是明治后期的中国见闻录，又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好材料，尤其是在一般日本人如何认识中国的
这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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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编辑推荐

《中国文明记》作者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庞大的游记。是他每夜剪烛
，梳理成文，将之寄与故国乡里之父母妻子的书翰。《中国文明记》论考部分是作者对中国文化、中
国社会的考察与思考。对现今我们研究近人中日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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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精彩短评

1、随便看看
2、了解真正的清末国人之愚昧原始生活
3、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比照同读
4、读完开始喜欢那个时代的出游，和现在完全是两种境界和目的~恩，其实读完心里还是有些难受的
。。。
5、没什么特点
6、书的内容有趣，但是翻译更值得称赞！
7、酷毙成球了！！！！！！清朝背包客啊！！！！！！！·
8、看懂了许多北京的老民俗，比如说驯鸟，曾在畅春园看到，但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话说作者对中
国的态度还是十分友善的，因此读着也觉得可亲，与其友桑原隲藏不同。
9、这四星不是就内容本身而打的，乃是因为极佳的翻译。非常有味道。
10、看日本人行走中国
11、有一段和桑原骘藏同游经历，可以和《考史游记》对照来看，相当于那一本众多图片的文字补充
，一点一景条理清晰，既深深千年华夏文明沉淀而惊叹，也为一片萧条任人宰割的清末中国惋惜，归
结的几点国民性倒是值得再思索的
12、: �
I313.64/3465
13、这一系列较好的一本，游记可读性强，在那个蔑视华夏的时代，作者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华
文明的好感，并客观分析中国人之性格。
14、总算读完了，第二部分基本是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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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记》

章节试读

1、《中国文明记》的笔记-第249页

        中国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又富有服从性。讲得不好听的话，只要用威力压制，则无有不屈从者。
中国常有揭竿而起之事发生，倘若自己之力量有所不及，则就此屈服投降，是态度极其消极、极易改
变初衷之国民。

2、《中国文明记》的笔记-第246页

        贪眼前之小利，不顾远大之策略，此时人之常情，然中国人望风而靡之性格尤甚。......毫无定见，
惟以冷热趋之。人性弱点，彰如日月。官场之现状，尤其如此。......大凡势力炽热之时，则如蚁之赴
甘，一旦失政，则门可罗雀，此种特性，于中国似乎特甚。......然仅此一点，即可窥见国民附和雷同
之性格。一犬嘘吠，万犬从之，或市有三虎之类，惟有中国国民，始能意会。

3、《中国文明记》的笔记-第231页

        中国古来民主主义发达之同时，又是君主专制国家。虽然如此，其仍富于自治精神。帝力于我有
何哉，如此之想法，不独现于击壤之歌。至后世，历代之初，多用旧法治民，变法改革，无论何时，
均是极困难之事，多以失败而告终。

总而言之，遵从旧法，不扰民心，是中国政治家之秘诀。中国人实际上是保守的，具有自治精神的，
不愿当局之干涉。

中国实际上是自治性国家，名义上有君主，有行政官，而人民则事不关我。

4、《中国文明记》的笔记-第234页

        中国人总起来说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倾向，然社会事业又极盛行，两者之间一见相互矛盾。
如会馆公所，则是本于自治精神，在政府行政所不可顾及之处，自行从事此种必要不可缺之事业。

因而，将之看成事儒教或道教之影响或比较妥当。儒教亦强调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
道教则更通俗，以所行慈善之种类来计算功德......因此，中国人反而热心于施功德......换言之，彼等式
为获得自家之福利而行慈善的。

总而言之，中国表面上是君主专制国家，而实际上是民主性自治国民。或许正是乡党团结，各种社会
性事业以各种形式展开......然作为国民之协调一致性则极其缺乏，虽然社会观念发达，而国家思想缺
乏，此一点，使得中国国民与列强为伍之上大大不利。

5、《中国文明记》的笔记-第184页

        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近代日本人之中国观有时难以令人理解
，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文化极表倾心，另一方面却站在殖民者的立场积极谋求本国利益，不惜损人以自
肥。观宇野哲人此段文字，一副列强面孔，可憎可气。而且有此种中国观之日本学者，绝不止宇野氏
一人，百思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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