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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人中野孤山1906-1909年来中国任成都补习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期间在成都、峨嵋、重
庆等巴蜀地区游览的见闻录。此外还记述了溯江而上时见到的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岳阳、汉口
等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境况。各地的历史沿革、经济状况、风土人情，乃至动物，植被都是其记述的
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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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作者简介

中野孤山，生平不详，仅知其为日本广岛县立中学的一名都是。1906年10月他应四川总督锡良之请，
出任成都补习、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一直工作到1909年才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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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日本人中野孤山1906-1909年来中国任成都补习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期间在成都、峨嵋
、重庆等巴蜀地区游览的见闻录。此外还记述了溯江而上时见到的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岳阳、
汉口等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境况。各地的历史沿革、经济状况、风土人情，乃至动物，植被都是其记
述的重点内容。

Page 8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精彩短评

1、作者从是上溯三峡经万县换陆路进入四川盆地的，这条古道就是现在的318国道的四川段吧，有一
篇详细记录了沿途的驿站城镇等；倒数第二章对四川全省的物产记录，细化到了每个县，非常值得阅
读，会明白四川为什么能称之为天府之国。
2、这位老兄记录的还是很详细的，要是写关于四川晚晴时期的论文倒是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原始材料
。
3、清末社会史啊
4、你就想着侵略是吧是吧=,=
5、蜀犬和烘笼两节风俗描写极为有趣
6、基本上是个流氓！
7、带有偏见眼光的书，但可窥见当时的中国
8、这一本游记没过分学术化，倒更像芥川那本，记录了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的种种见闻，听维新
后的日本人抱怨落后的中国并不觉得那是歧视贬低，相反却很有感触的，想到了之前去印度自己不也
是连声抱怨，转念一想，这是旅行初期正常反应，深入接触，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精彩
9、词芜识卑的洁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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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精彩书评

1、《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从上海到成都看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西部交通运输》杂志2012年8
月号文章从上海到成都看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读《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记略作者：马静
甲午一战，有如给清政府当头一棒，这一棒既敲醒了昏睡的中国当局，也惊醒了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
。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效仿日本，力推改革，由此拉开了中日学者交流考察
的序幕，其中不乏一些日本人所写的对中国的考察散记、游记。《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作
者中野孤山于20世纪初期从日本来到我国，溯长江横跨我国中部进入四川腹地，游之、记之、评之、
议之，得此游记。从视角广袤、事无巨细的描述评论可窥日本人精准、严肃的社会态度，同时全书溢
满偏见之词，言语内外，完全是对大华夏的不屑和对中国人粗浮陋习的鄙视。多次提到的中国旅馆，
光描写旅馆中的臭虫就不下十几次，关于“蜀犬”的描写，尤令中国人汗颜。由于作者是在单一的日
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对中国内陆加以考察，所以其调查和探知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可谓细致入微。正因为这点，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
文学和地理的范畴，更像是一把进入中国，了解中国，透析民情的钥匙，同时也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
策做了充分的功课。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中，作者对清末的港口、峡江、水陆交通都
作了详实的描述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水陆交通布线和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尤其是
三峡建成后，好多自然景观已经看不到，只能通过过去的资料还原，这就为我们研究长江三峡整体地
形风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和证据。以港口城市为例，上海港是当时的“东洋第一港”，港口之大
、停泊的船只和每日进出港的船舰之多在当时的国际上已经很有影响力。上海港依托内陆腹地，数条
大河的贯穿入海优势，水运极为方便，其道路四通八达与水路互为依靠，相辅相成。然而，集聚了优
越的运输条件和便捷交通的上海港在当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国富民强，而是便利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殖
民渗透和对中国内陆的掌控，划定“洋船停迫界”、设立殖民武装力量、瓜分港口岸线、建筑码头仓
库、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由此，上海港反而成了中国人心中的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交通特殊性成
了殖民势力进入的跳板。看着中野孤山的描述，想到今天的上海港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2010年货物
、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还创下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纪录，其间历
史的演变真是令人十分感慨。汉口是位于扬子江北岸的一个重要港口，距下游上海港约六百英里。日
本人在此签订《马关条约》后，就得到了汉口港北端。这里水陆四通八达，给商业带来无限生机。据
中野孤山记载：“茶叶、鸦片和其它药草从四川经长江运来，茶叶、兽皮和药材从陕西经汉水运来，
米、粟和煤炭从湖南经湘江自北进入洞庭湖再经岳州运来，药材、棉布、海产、人参以及樟脑等自上
海而来，经长江而集汉口。（？）”这就是清末的汉口港。书中多次提到的鸦片输入也是大多从汉口
集散的。以铁路为例，从上海浦东码头出发，沿黄浦江而下，进入扬子江。行途中，作者提到了单线
铁道，这是当时为了从大冶铁山运出磁铁矿而专门修建的。还有一条铁道是位于扬子江与黄浦江交汇
处的吴淞，虽然距离上海东北部23公里，但是有淞沪铁路连接，交通还是很便利的。这就是中国最早
的铁路。但当时这条铁路也是在英国人的管理下运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上海城市交通的发展，这条
中国铁路的“老前辈”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000年明珠线开通后，原淞沪铁路南段（老北站—江湾
）和北段（何家湾—吴淞大桥）已拆除。目前只有中段江湾—何家湾部分作为沪宁铁路的支线，仍在
“发挥余热”。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中，清末社会的城市街道、交通工具和人车状况
也是中野孤山费了诸多笔墨详细记载的。上海的码头人力车云集，主要是为了揽客拉生意。外滩的马
路以水泥铺设，表面是颗粒状凸纹。马路上既有汽车，也有马车，还有电车，还有传统的轿子。可能
是为了凸显人们身份的尊卑吧，清末社会中等以上阶层的人一般都是以轿代步的。上海的街道尤显宽
阔，是用砖砌的，路面呈弧形，人车交错，热闹非凡。与此同时，宜昌又是另一番景象，街道极其狭
窄，城市住房密集拥挤，与狭窄的街道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城墙很高很厚。在写到当地民俗风情的时
候，作者还是免不了一阵奚落，把人民生活的粗浮陋习数落了一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
荣辱”，不得不说，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没落和清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太狠离不开。进入四川，就到了
蜀都（今四川）。其间，作者饶有趣味地记述了蜀都的独轮车：“蜀都的街道完全是用石头铺成的。
在街道的中央，由一条笔直的、宽五寸的沟状路，这就是车道。蜀都的车是独轮的，独轮车经常沿着
这条沟道搬运货物，偶尔也会载人，从后面推着走。车轮是木制的，有四、五寸厚，直径也不大，很
稳当。车体左右的边缘也可以用来防止倾斜。车轮辗轧的声音传得很远，异常刺耳。东洋车（人力车
）和马车，于光绪三十二年（编者按：即1906年）3月四川省劝工总会（劝工博览会）召开之际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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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现。当时，在蜀都南门外约有50辆人力车和4辆马车往来于耳仙庵与蜀都之间约七八华里的路段。此乃
蜀都人力车和马车之开端。”值得补充一提的是，此前十年，一个叫宋云岩的官员就已把东洋车引入
了成都，但因为在街上肇事很快被官府禁止。这一很有意思的独轮车现象也可以让我们对清末蜀地特
有的文化窥一斑而知全豹。中野孤山对中国地形地貌、交通行业发展的记载虽停留在观察描述的阶段
，但是却为读者呈现了一幅详实饱满的清末社会景观。而书中满溢的的偏见和孤傲，以及对华夏的没
落的嘲讽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情民貌。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中，中野
孤山还基于个人的所见所闻对当时的中国作了总结性表述：“该国虽然看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
煌的成绩，但实际上，它已年迈体衰、丧失活力，五亿人民落后于世界文明，即将成为野蛮的民族，
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中野孤山的悲观固然出于对中华民族肤浅的了解而形成的短见，却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对当时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中国走向精神文明的路还
很长⋯⋯（编辑：陈致成）编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中华
书局2007年1月初版。该文原载《西部交通运输》杂志2012年8月号《丝绸之路》栏目。《西部交通运
输》杂志2013年10月号文章东洋车及马车之开端（外一篇）■[日]中野孤山[文]■[中]郭举昆[译]蜀都
的车是独轮的，从后面推着往前走。搬运货物自不必说，也用来载人。路上一定有一条沟状的车道，
车轴辗轧的声音传得很远，异常刺耳。东洋车（人力车）和马车于光绪三十二年（编注：即1906年）3
月四川省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召开之际开始出现。当时，在蜀都南门外约有五十辆人力车和四辆马
车往来于二仙庵与蜀都之间约七八华里的路段。此乃蜀都人力车和马车之开端。当时的车道利用的是
人行道。在劝工总会召开之际，人行道路面加宽，并改良成弧形。在会议期间，车道禁止一切人乘轿
、骑马及徒步往来。换句话说，就是不乘坐马车或人力车者不允许在车道上通行。由于没有专门为步
行者铺设道路，车道一侧的田圃在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之下就变成了人行道。这是原来的人行道禁
止通行后的必然趋势。车道每町（编注：町为日本长度单位，1町约合109米）设置有巡查，其服装为
土黄色，德国式的帽子上别着一枚带“警”字的银白色徽章。巡查手持一根约三尺长的青冈栎（编注
：亚热带常绿乔木，在我国分布极广，性耐瘠薄，木质坚韧，有青冈树、铁稠等别名）木棒，脚穿一
双肥大的鞋子。停车场位于南门前不远的地方，那里搭了一个棚子，夜间，车子停在这里。人力车夫
与普通人不同，头上没辫子，只有一寸长左右的留海儿，很有趣。乍一看，他们构成了与众不同的另
一类世界。作为文明先驱而出现的东洋车居然是经过这些乞丐的双手才开始了它的初始运转，此等现
象可悲可叹。这种事情开世界之先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乞丐车夫也始发于此。马车由一匹马来拉
，涂成黑色，外观非常漂亮。驾车人为普通人，辫子拖至脚后跟。他们不太会驾驭车马，显得狼狈不
堪。人力车在蜀地被称为东洋车，由两个乞丐一前一后地推拉着运转。前面拉车的，挺着胸；后面推
车的，心不在焉地扶着车身。而且，他们以中国的走路的方式慢吞吞地挪步，车轮吱呀吱呀地转动，
给人要死不活的感觉。客人坐在车内，身体往前弯曲，显得极为不安。由于有四千年来乘坐独轮车和
轿子的遗风，他们即使坐上人力车，大概还是有乘坐独轮车和轿子时的那种不安全感。车夫和乘客对
人力车都不习惯，因此，东洋车的名声没有打响，与轿夫的快步如飞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劝工总会
闭幕的同时，五十辆东洋车和马车也就销声匿迹了。尤其是在使用了四五十天后，其中大部分车已经
破损。从制作粗糙及使用粗暴等情况来看，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蜀都附近也没有适合东洋车运行
的道路，那些路只能过独轮车和轿子，因此，要想使东洋车这种双轮车盛行，首先必须改造道路。大
清国国家庞大，设施规模也宏大，可就是道路极为狭窄，没有便于双轮车通行的道路。毕竟，他们出
行时从来都是乘坐轿子，搬运货物时，要么肩挑背扛，要么利用独轮车，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抱怨这
些路窄，而且还对其加以了充分的利用。这些道路基本上是用石块铺成的，不过，很多地方因年久失
修，路面或从中央纵向裂开或严重磨损，还有的地方因路面石块破碎，使人无从下脚，寸步难行。人
力车在上海和汉口虽然非常盛行，但其身影也只能在外国租界内的宽敞马路上见到，不像在我国东京
那样随处可见。不过，那里的车夫相当机敏，他们眼观八方，争抢生意，一见到客人，马上聚拢过去
。看着周围出现的车墙，我们往往不知乘坐哪辆车好，苦于选择。尤其是车辆之简陋粗糙、车夫之肮
脏不洁令我们不知所措。俗话说“办事快，不吃亏”，但华人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因此，该国虽然看
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实际上，它已年迈体衰、丧失活力，五亿人民落后于世界文
明，即将成为野蛮的民族，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该国号称“中华”、“中国”，曾极尽繁盛强大，
但如今却每况愈下，陷入退步落伍的境地，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如果孔孟的复生的话，或许还有一
线希望，但就目前状况来看，孔孟的复生是做梦都不可能的事情。轿子与轿夫蜀都唯一的交通工具是
轿子，可与我国马车媲美。不过，轿子分好几种，有下等人乘坐的、中等阶层以上的人乘坐的和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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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的。根据其种类的不同，其结构有精致、粗糙之别。下等人乘坐的轿子由两个人抬，中等以上的
轿子由三个人抬，高官的由六人或十二人来抬。使用最多的是三人抬的中等以上的轿子。轿夫的工钱
很有意思，不按时间多少计算，而是按路程的远近来算。因此，无论花了多少时间，如果路程近，就
得不到多少工钱。相反地，只要去远的地方，即使花不了多少时间，工钱也很多。还有一个有趣的规
定，即按十字路口的数量来增加工钱。轿夫每人一天的工钱，一般是一百六十文至两百文。外国人付
的工钱要高出很多，与本国人简直无法相比。但随着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我们乘轿子也可以不花冤枉
钱了，所付工钱几乎已接近一般情况。无论到哪里，看见的轿夫都是衣衫褴褛，皮肤患病，满身疮癣
。歇脚时，他们一定会抓虱子。如果休息时间延长，他们就会不择地方倒头便睡，要么就去抽鸦片。
乘轿人要上路的时候却找不到人。打发伙计去找，结果发现轿夫在前面两三条街的地方抽鸦片，竟恍
恍惚惚地进入了梦乡。他们揉着眼睛、慢吞吞地走回来。不过，他们一旦抬起轿子来，就脚下生风，
快步如飞。尤其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他们的号子声高昂嘹亮，脚步更快。如果行人动作迟缓、躲避
不及的话，就会被他们撞到在地。然而，绝对没有人对此加以抱怨。这似乎是沾了孔子教诲的光。因
为人们认为自己躲避缓慢才是耻辱。另外，把客人送到约定的地方之后，或者当天的抬轿工作结束以
后，轿夫一定要向乘客讨些酒钱。这个习俗是四百余州通行的，而非蜀都独有。并且，这种情况不仅
仅局限于轿夫，苦力自不必说，就连伙计也会如法炮制。这可以说是国风。业务不分巨细，时间不论
长短，结束的时候，不论多少，一定要赏酒钱，因此，他们认为讨酒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忘记给他
们，就会遭到强行索要。酒钱由轿夫和乘轿人的伙计共同分享。在下等人眼中，乘轿人只是有钱而已
，谁要是希望得到伙计或轿夫的诚实和忠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在我国，要想得到伙计、婢
女、车夫和马丁的忠诚也绝非易事。在这一点上，大概任何国家的情况都是相同的。（编辑：陈致成
，录入编辑：苏银玲）编注：该文选录自中华书局2007年1月初版，[日]中野孤山著、[中]郭举昆译《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一书，经本刊校订。在该书中，作者对清末的港口、峡江、水陆交通都作
了详实的描述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水陆交通布线和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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