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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前言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
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
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
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
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
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
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
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
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
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
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然而，近代历
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

Page 2



《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内容概要

《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冈千仞著，张明杰整理。
1884年6月冈千仞来华，以上海为据点，历时三百余日，漫游各地，《观光》三书即此次中国游历之所
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行迹遍及以苏、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保定之间的
华北大地，以及华南的广州、香港等地，“所经殆八九千里”。冈千仞此游，除游览中国名胜之外，
主要活动就是会客访友。仅游记中提到的有名姓可考的中国文人就达百余位，其中包括他拜访过的李
鸿章、盛宣怀、俞樾、文廷式、李慈铭、袁昶、张裕钊、张焕纶等官绅名流。冈千仞与他们往来笔谈
，纵横议论，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海防、社会风习、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
《观光纪游》，十卷，近十万字，是近代日本人所著汉文体中国游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此次整理
出版，还收录了《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前者在日本本土也没有正式出版过，后者则国内也难
以见到。书后还附有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这些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社会，尤其
是中法战争之际中国官民与知识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观等，可谓不可多得的珍贵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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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作者简介

冈千仞（1883-1914），字天爵，号鹿门，日本仙台藩人，先后于养贤堂、昌平黉习汉文，修经史。明
治维新前夜，倡勤王大义，被藩主下狱。维新后，一度出任修史馆编修、东京书籍馆干事等职，后绝
意仕途，开办私塾，号称北子三千。其性情豪放，好论时事，与王韬及黄遵宪、何如璋、黎庶昌等人
交往甚密。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尊攘纪事》《藏名山房杂著》《藏名山房文初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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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章节摘录

卷一航沪日记序游之有益于学也久矣。历览通邑大都，跋涉名山大川，道路间关，俯仰感慨之所系，
发泄于翰墨，以穷其变化，得名于当世，而流芳于千岁者，古来骚人韵士之所恒也。况复大丈夫生不
遇当时，则当凌励[厉]宇宙，脾睨人世，飘然轻举乎尘埃之表，何必区区乎匏系一方之为?鹿门冈君夙
人昌平黉①，精穷经史，退而修国史，译欧西各史，颇有良史之名。余暇足迹遍于天下。今兹甲申之
夏，将游清国。余谓：善哉游也！君自上海人天津，观燕京，逾长城，徘徊韩魏齐鲁之问；登泰山，
访齐鲁，观孔孟之遗迹；历殷周故墟，出江淮之间，吊汉楚兴亡，曹刘胜败之迹，恒华之巍峨于天外
，沧溟之浩渺于地限，与夫鲲鹏之出没，蛟龙之变幻，凡足以悚耳目，壮志气，以发底蕴者，悉皆收
揽之。乃知于著作之旨，大有所发挥也。苏栾城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豪俊交游，
故其文疏荡有奇气。呜呼！君之游，岂其徒尔者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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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后记

我“结识”《观光纪游》这本书已颇有时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偶尔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
看到该书，挑灯夜战，一口气粗略看完。八十年代后期，得到台湾影印版，又细读一遍。当时为一异
周人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而惊叹不已，同时对书里抨击中同时弊的言辞也印象极深，而且作者处处以
西方“文明”尺度来衡量中国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令我感到有些隔膜。九十年代后期，于东京都立
图书馆读到该书的原版，并发现书中尚有中国文士的评语或批注，细读之后，又有不少新的收获和感
触，尤感作者对中国时弊的抨击或指责大多不无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
一本书，阅读时间与空间不同，感受多有差异，本是自然之事。这使我想起蔡元培先生在日记（1899
年）中的记述：“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言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
皆不可易。时以烟毒、六经毒并言，其实谓八股毒耳。八股之毒，殆逾鸦片；若考据词章诸障，拔之
较易，不在此例也。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台湾版《蔡元培文集
》卷十三）我想，蔡先生的上述坦白，在同时代是不难理解的，也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对当代我们阅
读这本书也不无参考和启发意义。接触到《观光纪游》原版之后，我即萌发了将该书介绍到国内的念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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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编辑推荐

《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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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精彩短评

1、日本人尤其性格特点，说话做事自然和国人不一样。
2、这样普通游记,还是古文.看起来不顺畅.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作品,费事.
3、有一定见识但天真，为本国文过饰非处也不少见
4、序言一言以蔽之：航上海，游杭苏，北穷燕蓟，南极闽粤，吊古墟，寻胜迹，接名流，交俊豪，
耳目之所触，感慨之所系。另书中对清末政体、人口、郡县、货币、兵勇、贸易、家居、服饰甚至水
师、税收皆有染指，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无道理
5、看有着相似文化的亚洲大陆人被以前的野蛮人欺负，连还手都还不了，来自岛上的作者实在是很
捉急，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6、燕京日记部分极有意趣，或可一读。
7、绝对经典，归寒舍收藏了，真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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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章节试读

1、《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的笔记-第152页

        当峰火旁午，举国汹汹之时，放浪山水，笑傲风云，时以文诗遣迟暮之感、积郁之怀。而中土士
大夫亦谅余疏狂，爱余迂拙，以笔代舌，欢然笑谑，传余言论，录余唾余，杯酒征逐，相视莫逆。此
亦异事！此亦快事！

2、《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的笔记-第175页

        余直曰：“大学一书，修己治人之道悉矣。而论其修己，则曰格致，曰诚正；论其治人，则曰新
民，曰作新民，曰日日新。说新字，不一而足。而中人不讲格致之学，唯旧之守，余不知何谓。”希
道不复言。盖中人死执经书，若悬空论事，则纷然驳击，退引经书一二语折之，不敢妄争。纳谏自牖
之义，不可不知。

3、《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的笔记-第30页

        P30/12【文小坡】後括號內當作“焯”，鄭文焯，號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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