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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

前言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
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
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
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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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

内容概要

《走向世界丛书》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图书，它的出版在当时的出版界、文化界以
及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说它是“出版界的
一巨大业绩”，又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
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以及它的主编钟叔河所做的工作，钱钟书的评价是：“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
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
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从1956年起，即着手搜集和研究旅行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记述，并于80年代
择其尤要者数十种，整理汇编，陆续推出，即为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英译From East To
West,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走向世界丛书》专收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
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当时出版的第一辑计三十六种，十大巨册。该
套丛书所收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记
录。这些记录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展望现代文明的第一次，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从此以
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状态才开始慢慢打破，人们才开始渐渐打开眼界，走向世界。而上世纪80 
年代，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再一次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途，《走向世界丛书》的
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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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

作者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
、《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
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
出版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钟叔河先生２０多岁时在报社做记者，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
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１９７９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
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该套丛书原计划出１００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出版了３６
册。这套书在出版界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苏醒过来，钟叔河策划的这
套丛书以宽广的视角全面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文化，作者均为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国家的先哲，内容则以
游记和笔记的形式体现，当时出版界的同行们都对他的这个创举和气魄肃然起敬。　　钟叔河的学识
令人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值得敬重。他是国内最早主张编辑大型系列图书《周作人作品集》和
《曾国藩全集》的编辑，这在出版圈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与曾国
藩是有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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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考察记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出版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
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
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
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古老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人们称林则徐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
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林则
徐和魏源等人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
了解；于是他们请人译述香港、澳门的西文书籍，加上中国史籍中的材料，林则徐编了《四洲志》，
魏源编了《海国图志》。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
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在这些早年出国的人们中间，有的
是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有的是考察外国政治、法律
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有的是政治流亡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人在
东西洋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后，中间的许多有心人没有缄默不语，而是把所见所闻所感，笔
之于书，写成日记或游记，从而留下种种著作。《走向世界丛书》所收各书，就是这样一些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记录。　　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从1956年起，即着手搜集和研
究这些旅行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记述，并于80年代择其尤要者数十种，整理汇编，陆续推出，即为
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英译From East To West，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这是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极大影响力的一套图书，彼时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再一次开始了
“走向世界”的征途，《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在当时的出版
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生前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
先生说它是“出版界的一巨大业绩”，又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
、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以及它的主编钟叔河所做的工作，钱钟书先生的评价
是：“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了极有价值
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走向世界
丛书》专收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
和游记，当时出版的第一辑计三十六种，十大巨册。在这三十六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考察记中
，有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写成的《西学东渐记》，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奉派游历欧洲所作《乘槎笔
记》和《航海述奇》，1867年王韬私人去巴黎伦敦后所著《漫游随录》，1868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
书所作《初使泰西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李圭赴美国参加费城
万国博览会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8年徐建寅去德国考察造舰、兵工写的《欧游杂录》，还有唯
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原名《四述奇》），以及钱三强的伯
母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那是清末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这些亲历西方的考察
记，内容非常广泛，不仅相当真切具体地记述了“泰西”各国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文教设施、风
土人情、山川景物等，尤其重要的是涉及了中西交往的各方面，加之记述者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又多
半相当重要，所以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仅举一例：关于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出使一事，过去中国的学者多作否定的评价，有的甚至认为清政府任命一位外国人
为自己的外交使节是“引狼入室”。而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却全录了蒲安臣在条约草案后“写
呈总理衙门”的八条注释。如条约第二条规定中国与美国商民贸易，“皆由中国作主自定章程”。注
释云：“系指贩盐、开矿、内地行轮船、开口岸等事可以缓办，中国亦有转身地步。要在两国贸易兴
旺，方开利益之路。若于外国贸易兴旺，与中国贸易伤碍，则不能另开利益之路也。”其中回护中华
的立场不难见。此次出使过程中，《初使泰西记》的记载显示，蒲安臣是忠于执行清政府意图的，后
来蒲安臣在赴俄途中病死伦敦，据志刚记载，蒲安臣对于执行使命尚称尽力，“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
中国，措语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减”。在病重时，犹“日阅新闻纸，以
俄国之事为忧”。这些情况，皆可供研究此次出使事件者参考。　　《走向世界丛书》各撰述版本的
择取，手稿的访求，字句的校勘，依原貌而偶作删削，存资料而两稿合并，对照今昔译名，选刊历史
照片，可说是处处想到读者，在在都是匠心。又，凡重要段落以边批形式加注小标题，每种书后增附
“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每种著述前，钟叔河先生各精心撰写一篇介绍该书作者生平、写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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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和评论该书思想内容的详尽叙论，文笔流畅，论断尤称精当。　　二十多年过去了，该套丛书
久已售缺，坊间极为罕见，不少想阅读利用这些著作的读者苦于难觅，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修
订本的问世，可谓恰逢其时，深得人心。此次修订，改正了原书不妥的标点和断句，增补和修改了部
分边注，增加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图片。对于二十五篇叙论，钟叔河先生在文字上也作了部分修订。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1878年出国之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
，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修订重版《走向世界丛书》中那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考察记，除了它们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与
文史趣味，借鉴和纪念正是其另一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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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媒体聚焦　　Ⅰ新京报（2008-5-25）　　新京报推出30年阅读史系列专版　　总第1期　「1980
年-1986年，走向世界丛书」　　　　◆牢房锁不住新生的力量　　时隔三十多年，钟叔河依然记得他
在牢房里与朱正的讨论：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　　1957年，钟叔河被打
成右派，因为他主张“党外办报”。比起其他“右派”，钟叔河的罪名尤其隆重。他所工作的《新湖
南报》给他印的一本书里，记载了他提出的“四十八条”。比如关于民主，钟叔河讲：“任何一个国
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钟叔河又讲：“强调专政必然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那个年代敢这样讲
话，不是右派是什么？所以钟叔河说：“我并没有被冤枉的感觉，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后
来浩浩荡荡800万字“走向世界丛书”，就缘起于此。1970年，钟叔河被投进监狱，他和同在狱中的朱
正经常交谈，一些私人想法逐步形成共识。“历史上的统治者，明朝的皇帝也好，清朝的太后也好，
都是反对走向世界的。他们认为统治者的麻烦，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中国社会本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中国文化的本质也是内向的，自我感觉太良好。”钟叔河说，“坐牢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
我一直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不会因为读书和
思想而受罪———这是封闭的国家、中世纪社会才有的现象。”　　两人讨论的情形，朱正后来写有
《述往事，思来者》一文记叙。萧乾在《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一文中，也谈到钟叔河的牢狱之灾：“
那顶帽子对他毋宁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当旁人在歌颂大炼钢铁或大打派仗的时候，他好像早就料
到80年代中国必将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觉醒，改革开放必将到来。”　　1979年，钟叔河恢复工作，
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立即开始着手编书。他广泛搜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日记、游记、考察记、
报告书等。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搜集到了三百
余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
杂事诗》、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等。“浏览过这三百余种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
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钟叔河决定，精选其中的一百种编辑出版，是为“走向世
界丛书”。　　出书并不容易。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钟叔河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吗？”萧乾
也担忧地提醒他：“那些夸耀民主自由的书，怎可让它们在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与读者见面！
你岂不是自找麻烦！”钟叔河说不怕，在后来为收入丛书的《西学东渐记》所写的导言中，他援引
了1881年英国人H。N。 Shore评价容闳的话：“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
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　　◆钱钟书主动为丛书作序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
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83年，钟叔河在该社共出版
了27种，共计20册（有的是合集）。这是丛书出版的第一阶段，立刻引起读书界高度关注。　　钱钟
书注意到了这套丛书，他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表示，希望和钟叔河谈谈。1984年1月，钟叔河在北
京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和杨绛，送给他们新出的几种书。钱钟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叙论结集单行，
表示愿为作序。钟叔河后来回忆这天的情景：“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
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　　回湖南后，钟叔河收到钱钟书的信：“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
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此后两人书信往来数十封，钱钟书认真审读书稿，提出了许多
修正意见，并破例为钟叔河作序。　　这些信件，钟叔河都珍藏箱底。二十年后，杨绛给钟叔河的信
中提到此事，“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钟叔河：我求得发人深
省的力量　　新京报：是“文革”中的遭遇促使你来做这套书的工作吗？　　钟叔河：我和朱正在七
十年代坐牢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问题，怎么我们这样的人，搞到坐起牢来了呢？“文革”使中国脱
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被自己关起来了。　　新京报：你反思的结果是什么？
　　钟叔河：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处理得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走向世界的问题。走
向世界，也不是说我要过外国人的生活，买个小汽车什么的，而是要走向全球文明。所以我当时编“
走向世界丛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是为了把古人这些书翻出来出版，然后赚点钱这么简单。　　新
京报：你怎么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钟叔河：这里有个问题，是不是一讲全球文明，就是向西
方学习，而看不起我们自己的传统呢？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从来不看轻传统文化，追求
文明，追求民主自由，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讲民主自由，往往被看作传承西
方的精神，其实我们古代就有民主自由精神，为什么不发扬呢？中国的传统，是可以议论政治的，过
去有话讲“天下有道，庶民不议”，那就说明天下无道，庶民就议嘛。　　新京报：“走向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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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样的意义？　　钟叔河：你们新京报2006年1月6日有一篇文章，叫做《重读走
向世界丛书》，因为湖南看不到新京报，我前几天才知道。作者是陆建德，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　　他就讲了，2006年他重新看1986年的《走向世界丛书》，感触仍然很多。看到张德彝光
绪六年在英国的日记，伦敦的一个马车夫因为鞭打自己的马过多，被罚款并且监禁一个月。这就说明
英国这个国家很好，法理总是顾及到人情，马尚且不能乱打，何况是人？　　新京报：但是看的角度
会有不同吧？　　钟叔河：我编的这套书，是19世纪末的人写的，到现在一百多年。这套书最后一本
是1986年出版，到现在也有22年。到现在还有人看，说明一百多年前的人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至今还
有意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还没有完成。我们谈中国的缺点，不是不爱中国，而是爱得很，提倡爱
国首先要做到的是文明进步，让国家可爱。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出齐这套书？　　钟叔河：我本
来准备出版一百种，但是出到36种，1989年以后我就离开岳麓书社了。中国做事向来是这样的，你在
的时候可以做，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接手了。　　新京报：你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钟叔河：注重真
实。务虚的文章我不收，纯粹讲外国人好或者骂外国的，我也不收，我只收具体事情的见闻和发表的
看法。　　我编任何一本书，郭嵩焘也好，曾国藩也好，周作人也好，都是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编，都
是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曾国藩是一个旧时代旧文化的代表，但他是那个旧时代下，个人能力最强的
人。即使是这样强的人，也挽救不了中国，这就说明这个统治和文化确实要死亡了。他个人可以说是
成功的，但整个体制是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虽然我的思想有偏颇，也不够深刻，可这是我的思
想。我在序言里写过“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从这些书里，我
求得发人深省的力量。　　　　Ⅱ南方都市报　　1980年，《走向世界丛书》出版　　启蒙的作用看
似很慢，实际很快　　南方都市报:1979年，你从茶陵劳改队回到长沙，当时已经是几月份了？　　钟
叔河:3月，当时，朱正和我的女儿还有家人到火车站接我，我穿上了劳改时的衣服照了相，当时并不
用穿那么厚的衣服，我是特意穿上的。回到长沙后，我原来是在《湖南日报》被划的右派，按照规定
，改正后是应该回原来的单位，但是，我不愿意回报社，我本来就不喜欢办报纸。那个时候办地方报
纸，没有什么空间给编辑、记者个人，报纸就是报道一些农业生产，没什么意思，我对编副刊也没什
么兴趣。当时划成右派，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开《湖南日报》，想自己办一份不是机关报的报纸，
但实际上在当时办一份非党的报纸是很难的，湖南解放前只有一张报纸叫做《民主报》，我的老伴就
是在那里面。《民主报》创刊比《湖南日报》还早，但是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有些调到报社，有些调
到民盟机关，我老婆就是那样来的，她调到了《湖南日报》。改正后，我就更不想回《湖南日报》了
。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后，怎么会想着要做《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在监狱里，我和朱
正就在思考一些问题。编《走向世界丛书》，我实际上是想纠正一些东西。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中
国的底子是封闭的，过去古代世界都是被分割成不同地区，古老文明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都不
同，语言也不同，当然也不排除偶然的接触，但偶然的接触是随机的，不是自觉的。现在埃及的文字
已经不是金字塔上的那种，但是我们的文字三四千年变化并不大，说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是孤立的文明
，同样是划分为不同的地区，各自生长起来的文明。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我们的
保守能力非常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文化因为内向，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以来，都是
很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文化，而且本能地认为中国人优于外国人。当然，这几年不行了，有些人变成了
崇洋媚外，就算是崇洋媚外，内心骨子里面还是阿Q的心理，“你算什么了，我们原来比你阔得多！
”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日本人全盘唐化，自己没有文字，但也没有
变成中国的殖民地，而且反过来还打你；后来他全盘西化，他不仅没有成为英美的殖民地，而且还打
英美。这便是走向世界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内向，直接促使你编辑《走
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其实《走向世界丛书》，我所做的就是搜集中国人最早走到外国去留下的
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比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时间和深度有天壤之别，利玛窦到中国来，
他是有文化的人，他能学会汉语，但是中国人到外国去，绝大多数都是不懂外文的，是通过翻译了解
的，只有极少数人懂英文，英文水平也很低，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去一批人，他们对外国的看
法也是很有成见的。刘锡鸿以为，外国人看书是反着看的。实际上文字有直行的，有横行的，你不能
说以你的为标准。利玛窦拿第一张地图来看，中国皇帝便不能接受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心，因为欧美
的地图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　　像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古
代也有这种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也有这样科学的思想，王充就提出“
疾虚妄，究真实”，他主张“无鬼论”，他就说，你主张有鬼，就捉一个给我看看，这就比较接近欧
洲的实证主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不行，本人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这是变不了的，但

Page 9



《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

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故步自封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做《走向世界丛书》，最难
的是什么？　　钟叔河:最难的是写叙论。写叙论需要把为什么要整理这些书的现实意义阐释出来。古
代的中国是一个内向的国家，是一种内向的文化，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是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本
身就有这么一面。当然她本身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化并不是漆黑一团的，我们有丰
富的古典文学遗产，有丰富的古代思想，珍贵的思想，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也有很多好的思
想，好的教育思想，好的政治哲学，好的伦理哲学，这都是好的。我并不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虚
无的态度。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实行的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把中国古代文化里
面最不好的东西，把它发扬到极限；把好的、珍贵的东西贬低到极限，把美好的东西都作践了。我是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四人帮”的统治之下，开始觉得中国非得改革开放，不走向世界，是不行的
。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出来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叔河:影响很大。首先的
影响就是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些书，陈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他们都要看这个书，因为他们都要评
论这个书。还有钱锺书也说，这个编者，如果他到北京来，我很愿意见见他。因为这个书很有意义，
钱锺书为我的叙论集写了序，序的原稿还在我这里，有三封。短短的序，他写了三次，他让我提了意
见，提了以后，他照改，他讲我的好话，都被我删掉了。杨绛说，这是钱锺书平生唯一一次主动写序
。我离开后，有一封信是董秀玉转的，我当时忘记留下地址给他，我晕车，很不舒服，忘记留下地址
。我并无意去争取他写序，是他自己讲，你写的这个叙论尤其有意思，希望印单行本。那时只出了几
种，还印不了。我后来也没有给三联出，只给中华书局出了，他给我写了个序，壮一壮声势。　　南
方都市报:你当时想过没有，这套丛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钟叔河:这个问题要大
家来讲。在没看到这些书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批人到过外国去，写了一些文字，这是第一批到
外国去的精英，这本身是世人所感兴趣的事情。另外，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
们现在向外开放，在思想上要突破很多东西，突破自己的观念，看看前人是怎么突破，也是必要的。
　　所谓走向世界，就是走向外部世界，从改革开放的意义上看，先走出去的人的水平更高一点。中
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内向的、向心力的、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系是强有力的，走向世界也是很
艰难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先行者当时是怎样突破这些难题的，他们突破了没有。也有些人到外
国后，认为中国的礼教优于外国，还是反对和外国往来。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它的开放初期，走向
世界的这帮人的体会，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当时走出去的人，总体上比现在的人都深刻一些，
现在的中国人的思想普遍是肤浅的，他们不大注意考虑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也不做比较和研究，
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回避。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马上就要重印了，有人说很难出现80年的
红火局面，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认为《走向世界丛书》在当下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钟叔河:我认为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刚才讲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完
成的，还在走向世界的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的交往很多了，甚至还很强势，但是我们中国的
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现代人文精神，我们还在外面，还没有融入。　　我说主张传播西方，学欧美，
并不是说西方的就都好。很多制度并不全都来自外界。中国古代也有选举，议政、监察、弹劾等制度
原来比欧洲还先进。李鸿章掌权，我可以上书，请求杀掉李鸿章，李鸿章不能找他麻烦的。可以上书
言事，湖南人可以讲广东的事情，可以公开讲的，这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考试是很严格的，如果徇
私舞弊，是要杀头的。现在开后门却是公开的，这些就是现代化前的痕迹，官本位的遗留。中国在这
些现象上，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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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多年过去了，该套丛书久已售缺，坊间极为罕见，不少想阅读利用这些著作的读者苦于难觅
，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共10册)(修订珍藏本)》的问世，可谓
恰逢其时，深得人心。今天我们修订重印这套书，除了它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与文史趣味，更因为它
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008年，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三十周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
的三十周年，更是解放思想的三十周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这是不平凡的三十年。三十年间，中
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在迅猛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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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丛书构思立意都不错啊⋯⋯岳麓出版有点意思。
2、钟先生的导读真是写得很精到，还有每本书都很好读，
3、修订后也太贵了吧～
4、这套书用纸装帧印刷均好，活动购得，折合680元，运输也无损坏，很喜欢。
5、《走向世界丛书》是我国晚清时期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关于该丛书的价值和意义早有人说过，
这里不再赘言。想说说自己与这套书的渊源关系：该书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惜那时候我一心
学习古典文学，根本没有留意它。90年代后期开始学习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才知道有此书，并且一
下子喜爱上了它。可惜那时候以及购买不到全套了，十余年来只能在书摊上、小店里搜寻，陆续、购
买了第二、三和六册，同时还买了几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如罗森等的《日本游记五种》——
但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此次终于通过当当图书达成心愿，心中的愉悦真是无以言表！
6、期待已久的书，一直想买，终于如愿。
7、该套丛书所收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
流的记录。这些记录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展望现代文明的第一次，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
从此以后，封建统治?闭关锁国的状态才开始慢慢打破，人们才开始渐渐打开眼界，走向世界。
8、包装精美，值得收藏，如价格能有下调，我还想买套送朋友的！
9、钟叔河先生的书，值得读！
10、本来需第一次印刷的，结果买了个第二次印刷的，客服也不给力，无结果，但钟先生编的书还是
赞一个。
11、鈡叔河先生的书读过好几本，能系统看到先生编订的走向世界书系，感觉先生勤奋敬业的精神和
深厚的文化功底。同时，也感知到上世界初先贤们的精神世界。
12、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他促成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值得后人铭记
13、等了好几年，终于圆了梦！
14、这套书真是太好了。早知道有这套书，我就会少花很多冤枉钱了。我之前已经一本一本的买了梁
启超，容闳，郭嵩焘，等好多人的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书，早知道买这套书，就不用花钱零散的买了
。这套书基本上把清末很多人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眼”都收集齐了，而且我下单后，就缺货了，抢
到最后一套。哈哈
15、只是扒啦了任公的《新大陆游记》，可惜诺大的图书馆竟然连《饮冰室全集》都没有！！！可恨
！！
16、值得一看，只是需要时间。
17、很早就象买这套书，但价格实在让人无法下手。趁这次活动，狠狠心买了一套。钟叔河先生的《
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早就购买并已拜读。虽然图书收集的
都是清末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
游记，有些内容不乏陈腐，但其中也不乏先进思想，象容闳等人的身体力行，更是令人钦佩。许多观
点放之今日也熠熠闪光。可以把该书当做了解中国开放历史的稗官野史来读。
18、可以看看百年前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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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早就想买这套书，忍了好久，终于在初七这天下决心订了一套，今天初九，快递员送来，拿走840
块，留下了十本厚厚的书。到手后匆匆浏览一遍，感觉这套书从装帧到内容，整体上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细细阅读。书上标的是“第一辑”，不过估计第二辑是没什么希望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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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的笔记-第1页

        一、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似可视作李氏传记，“愚以为，中堂由直隶总督入阁办事，早
谢封疆大吏之权，欧人固早有所知。今年奉命使欧，或曰：非中朝之倚为重也。与中堂意见不相合者
，官贵而人众。”记述与议论李鸿章其人其事，从中见出官场争斗的面貌。
二、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观察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教育乃至工业、人文，参观时间紧凑，九
国的各种工业设施和在当时有肛表性的大企业，甚至包括托拉斯形式。
三、刘锡鸿《英轺私记》：
其人：“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态度褊傲、急于用世。“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
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断言刘锡鸿蓄意编造事实，也许夹杂了郭嵩焘的个人意气在里边。至于
说刘锡鸿蓄意迎合守旧派，则并不冤枉”。“刘锡鸿奏参郭嵩焘‘十款’大部分是鸡毛蒜皮之类的事
情，却可窥见刘锡鸿当时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脑子里装满了‘正朔、服色’之类的僵硬教条罢
了。”“天分高”，“能贬刺洋人”。
1、“第二个印象是英国人也讲文明，重文化。”“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全未之讲，
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则官为经理以归利，人人咸乐图谋也。他国之人不肯用心者，则反是也。”“言养兵无益，及洋炮、
轮船不足学”——关于养兵之说争执以久。“用夏变夷”、“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
食之资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国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联联语。议
论文的辞藻精悍。罗列的“颠倒”现象，去除语法习惯，在自然顺序上的确是一种不讲求“人本”的
颠倒。
2、议政、选举。P30，“洪熙以后，此选益衰，仆隶匪人，滥竽相继⋯⋯贵官愈多，牵制愈甚，供亿
奔走亦愈繁，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免！”P31
3、甲午黄海之战的胜负，此时已早见端倪矣。P34
4、“英人狱制之善⋯⋯突至其禁犯之所觇之，饲养、督教无异，房室之洁亦无异。”P37，反复验证
，突击检查。
5、铁路问题必须处理好：选事如美国之华盛顿，近事如广东之三无里民，皆可为鉴。P49，劝修铁路
及一切成本收益明细，P107
6、教育和产业：“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为器也。⋯⋯一器一枝，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
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心，淆其意，愈索而愈乖其所向哉？⋯⋯与商贾习处，是适增其商贾之行也。
⋯⋯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士苟自治其身心，以经纬斯世，则戎器之不备，固可指挥工
匠以成之，无待于自为，奈何目此为格致乎？”P50——通段下来，可理解为致器的基础和潜随应为
相当的人文背景、环境。“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其富强实由制造”
，P51——老先生真聪明。
7、“马格理论中国无法治”P54。“先宜整饬法度，使之必行，然后可及船炮。法度修明，人自敬畏
，不生觊觎心。若船炮，则虽多且良，终出洋人技艺之下，不足震慑其志⋯⋯中国筹饷匪易，以此耗
散，岂不可惜”P65
8、提到伍廷芳，考取律师者。P70，匆匆一见，提到“乏中国人，遇有交涉案件，惟凭彼一面之词⋯
⋯效为洋语，散布此地，并刊传达室新闻纸，以持曲直”P71
四、郭嵩焘：
其人：“郭嵩焘苛察多疑、心境褊狭也是事实。⋯⋯因仆人‘以小机智玩弄主人’，大发了一次脾气
；受到隆重接待，竟‘辗转思之，遂至失眠’。当天日记写道；‘云生与周发之罪，并与谋害人命同
科矣’。”“龄儿遇事恂恂，独其志书为文，若猛兽鸟之发。后来之项，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意
志，无畿（字有误）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外貌温恂，但思想非常活跃，精神活动属
于“进取型”，好胜心强，怠于求名，过于自负。P7，《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一）：《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郭嵩焘考察了以Parliament和Mayor为特徵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Adam.Smith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P24——适于教学和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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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变革或重建制度。其后对政体多有研究。“行为由径”“著述之才”，“只是个游离分子。功是
别人在立，官当然也只好让别人去当。”P13，“请求查外刘锡鸿、何金涛勾通构陷情形”“固执任
性”，P43
2、英语注释，其后附随的人，很容易学单词。有语境有中式音译。P109

指出六条之不足，仅仅注意“练兵、简器、造船⋯⋯”是不够的，根本问题于“政教”，其次则是“
通商”，“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

2、《走向世界丛书（全十册）》的笔记-第468页

        王韬《扶桑游记》去岁曾罹回禄，焚毁二厂，今尚为荒土。劝业博览会特禀于宮，畀以凤纹赏牌
，用彰激励。主人清水诚，曾赴法国博览会，往游瑞士，购新法器具而归，故事半功倍也。1878年7月
，新燧社（日本第一家火柴厂）社长清水诚受大藏卿大隈重信之托，赴欧考察糖业。清水诚在当年的
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发现了瑞典生产的安全火柴，随后参观了瑞典、德国、丹麦的安全火柴制造厂
，王韬所言瑞士，显是瑞典之误【李长生认为可能是手民之误，见《温酒话东邻》P2】，瑞典是世界
上最早生产安全火柴的国家。清水诚在国外考察期间，仍然在生产黄磷火柴的新燧社于1878年12月失
火，厂房被焚3间。估计回国后，清水诚即开始转而生产安全火柴，但他是4月归国，距王韬阴历五月
二十二日（阳历7月21日）所记，不过相隔3月，也许尚是在规划之中。文中提到的凤纹赏牌事在1877
年8月的日本第一回劝业博览会。
清水誠年譜http://www.matchclub.net/etc/uno55.html
マッチの創業http://www.match.or.jp/history/index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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