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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

内容概要

《栈云峡雨日记》是日本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汉文体中国游记。它是1876年竹添氏一行游历京、冀、
豫、陕，翻越秦岭栈道，进至川渝，然后经三峡顺江至上海的记录。除记录沿途的史迹、物产、风土
人情，还论及政治、经济诸问题，对了解川陕等地的自然与社会状况颇具参考价值。
　　《苇杭游记》是股野琢于1908年秋经朝鲜至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游览的城市主要有釜山、汉
城、平壤、沈阳、旅顺、大连、北京、汉口、长沙、南京、苏州、杭州、上海。股野琢一行所到之外
，均受到日本驻当地人员的接待，到南京时还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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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

作者简介

竹添进一郎(1842—1917)，日本汉学家。讳光鸿，字渐卿，号井井，世人多以竹添井井称之。肥后人
。历任北京公使馆员、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等外交官职。辞官后在东京大学讲授汉学。主要著作
有《栈云峡雨日记》、《纪韩京之变》、《左氏会笺》、《毛诗会笺》和《论语会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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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栈云峡雨日记》
关于竹添进一朗及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
序文
李鸿章叙
俞樾序
钟文烝序
自序
栈云峡雨日记上
从北京启程
河北境内
河南境内
关中地区
过栈道
汉中地区
四川境内上
栈云峡雨日记下
四川境内下
生态境内
下三峡
从宜昌至上海
栈云峡雨诗草
《苇杭游记》
关于股野琢及其《苇杭游记》
序
启程
朝鲜半岛
沈阳
旅顺
大连入京途中
北京
南下武汉
潇湘山水
从汉口乘船赴南京
苏州
杭州
抵达上海
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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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

精彩短评

1、印象之深乃苏杭
2、我主要是查找有关近代日本人在陕西境内活动的资料，这本书里有关陕西的行程并不多，但是有
些内容还是值得一读。而且作者文笔不错，是个真正的汉学家。
3、总的说来日本的游记不如欧美的活泼有趣。
4、竹添君虽在甲午海战前曾任日本驻朝公使，殖民朝鲜的开拓者，但是单从文学而言，其文亦颇有
赞誉之处。(岭南老叟)
5、很规范，服务好，价格低
6、我们对近代的认识都太少了，也太片面了，这一套书倒是很有价值的，很喜欢哦。竹添进一郎的
汉学修养让人觉得这书很值得一看。
7、就你了吧
8、对于了解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有益！
9、早期游览中国的文言记叙笔记，每到一处必写诗吟诵！足迹以著名关口、名人墓地、历史遗迹居
多，经过百年波折不知还尚在否？不足之处是描述太简略！以往学者多是北京上海武汉三角范围，竹
添深入巴蜀腹地，此时重庆尚未开阜，瘴气又多蚊虫，民众与教堂时不时有冲突
10、竹添的汉诗写得还是不错的，李鸿章作序很认真，俞樾、钟文烝的序就有点敷衍了
11、其实是两本书，重点看了《栈云峡雨日记》。作者用古汉文对金牛道和峡江道的描绘能超越不少
中国人吧，这两条古道都有亲自走过，领略过一番古蜀道的魅力，可惜不能像作者一样走栈道了。
12、美文栈云峡雨日记，从北京一路入巴蜀，而顺江直抵吴越。山山水水，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总
是对竹添进一郎这个名字耳熟，再看陈舜臣的《甲午战争》，方恍然大悟，原来竹添进一郎是朝鲜“
甲申事变”的罪魁，被袁世凯逼到落拓。一脸鬼子表情，真真的怀疑这游记的动机。再想想抗战时期
日本的军用地图之详尽，便能理解竹添进一郎栉风淋雨、历尽艰辛的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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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买书是因为南都的推荐。草草翻阅，中午一小时的时间，over.之后，发现序言倒比正文更加有读
头。尽管，游记正文才是主体，但是，若是本着好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的模样
，在短时间内，万是难从单本游记、单人游记当中得到答案的。甚至，匆忙读后，只觉得只是普通游
记，无甚可奇。所以，游记整理者的序言部分，在阅读中，倒显得重要且易读许多。按照整理者说法
，此类游记自十九世纪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至民国前后，约有二万多种，可谓浩瀚，虽说物不稀
，不以为贵，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来，游览资料的极大丰富，却为日本了解中国、入侵中国提供
了必要铺垫。侵略史，自不在此鏖述。但反观如今，却另有疑问，为什么他人热于探索、征服，而我
等年轻人，却多数在既定的成长规划内，规规矩矩，少有兴起探索他人世界的兴趣呢？在竹添游历中
国的时候，中国人有条件往外探索发现的，多是公派的精英阶层或留学生，如今呢，情况似乎好许多
，但出于自身兴趣驱使、爱好所致的主动探索，又占到多大比例呢？总是听到身边生活富足、工作稳
定的人们在感叹，生活“没意思”，试问，莫非不是外交家、不是间谍、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乱世
，就不能出去走走了。何妨说，竹添这样的外邦人走过的地方，就在许多人的脚底下呢。
2、先是在严先生的书里知道竹添光鸿的游记的。那时想看，在图书馆里，只找到台湾出的一本文丛
里找到了竹添光鸿的《栈云峡雨日记》，翻了两三页，才知道这书是汉文写的。没细读，那两天忙，
作罢。前两天翻日本中国学的书，无意中发觉，竟还是有中文版的。可惜署名不是竹添光鸿，难怪，
自己的才疏学浅，又一次暴露了问题。那日记写得都是山山水水，仿佛回到了一百多年前。比起中国
明清的小品自是不及，但是作为消闲的书籍，也是足观的。
3、——《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南方都市报 书评 2007-5-20写   2007-6-10发1862年， “千岁丸”抵达
上海开始，中国对于日本，再也不是陌生而神圣的国度了。九年后，明治维新不久的日本与清政府在
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准许彼此商民往来。怀有不同目的的日本人从各口岸登上中国陆地，
好奇地审视着评判着中国的一切，回国后将见闻一一记下，现在所知明治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游记
数以千计，本套丛书的主编张明杰个人收罗目睹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不下三百种。目前已出版的《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五本书七个作者八种游记，所记之处覆盖了清朝版图的一半以上，包括东北
、华北、长江沿岸甚至到达了西南和华南，精确地记下所到之处所见之事，笔下描述的当时中国无不
呈现出老态龙钟的凄凉残破，展露了不堪回首的中国史：“譬之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荏苒称日，色
瘁而形槁” （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1870年代后半期来到中国的曾根俊虎和竹添进一郎
生于日本传统武士家庭，受教于藩校传授的汉学，又亲眼目睹翻天覆地的明治维新。面对卫生状况不
佳、令他们倍感不适的大清，仍怀有一些尊重；他们既看到民不聊生的困窘，也深知变革之难，认真
地批判清政府的腐败又客观地肯定了初现端倪的改革措施，大有扼腕哀叹的意味；对中国的知识阶层
，他们更有着极大的敬意，游记中不乏拜望、求文、换诗之举。另一方面，当时南亚诸国已沦为西方
列强的殖民地，清国敌友难辨，他们身负军事和外交重任，笔下的游记已露出日本政府对他国的野心
，如曾根的《北中国纪行》中常出现“若与清国交战，攻占盛京时可先取此北陵”之类的句子。跳脱
游记，纵观作者的生平，足见他们在历史中的尴尬。曾根结束作为间谍的侦查活动回国后极力鼓吹日
本与清国结盟，积极投身组织“兴亚会”等团体；身为汉学家的竹添在得知中国北方旱灾的惨状之后
，与其他有识之士一起，在日本募集赈灾款项，亲自携款赴中与李鸿章面谈赈灾之法。可惜的是，“
联清抗欧”与明治政府所持的“脱亚入欧”相去甚远，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他们本人留下了影
响深远的游记，却不得不郁郁退出政治舞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日本梦想成真，从
一个亚洲小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由此，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日益膨胀，游记作者们的心态随着时
间的推移越来越显露出叵测的自傲。自年轻时代接受欧化教育的小林爱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
人，竭力想表现自己作为西式绅士的体面，暗示日本攀升的国际地位，在游记之中流露出无法克制的
骇人的民族主义，同时，对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鄙视与身为黄种人面对白人感到的自卑形成了一种杂
糅的心理。他们笔下，中国的山水只呈现出病态虚妄的美，国人无不行为肮脏，性情自私狡诈，只需
一个美元就会有人从天坛上撬下几片瓦。初读时难免有抵触情绪，深感他们作为学者、文人所持的人
道如同骗局，但细想之下，他们来中国，正是满清衰微而革命初成的时候，政权更迭却尚未建立起完
整的社会体系。游记中反复相互印证的那些境况，恐怕正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形，以不屑的口气细致
描摹的民风、人物，是动荡国家的第一手记录。这是一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尚未直面的史实，需
借由他人之手得见国史。小林等人以当时日本中坚一代的思维方式看遍中国，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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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曾经出现过被誉为世界三圣之一的伟人，曾建筑过长达万里的长城，曾出现过无数位英雄和诗人，
但对于这些，现在的人们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鸦片的香味中悠悠沉睡”。他们带回国的信
息令日本信心满满肆无忌惮地攻打这个“虚弱”的国家。读罢，《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所呈现出的
几代人前赴后继探寻中国的态度，令人佩服，可“游历中国后，称中国为生病的‘巨象’，日本为生
气勃勃的‘猴子’”，着实叫人无法释怀，由古及今，似乎时空错乱，游记中所述之事仍在，他们还
在以相似的态度考察着中国，详尽记录着我们自己茫然无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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