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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

内容概要

同光时期，德国的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
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大清朝垮台，这些人留下了两百五十余种独立成书的游记。本书精选其中十二
篇翻译成中文。
上海城市建设的变迁、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国际贸易的状况、上海官员的
面相和思想、在沪的传教士工作和生活状况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
上海是德国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描述生动，再加上德意
志民族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更提高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也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第一
手的文献。将其与中文文献相参证，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去伪存真，加深对近代上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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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维江，1963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祖籍安徽巢湖。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汉堡大学哲学博士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吕澍，1963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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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篇  1861：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上海第二篇  1861：艾林波伯爵书信中的上海第三篇 
1861：斯庇思游记中的上海第四篇  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日记中的上海第五篇  1862—1864：拉度维茨
书信中的上海第六篇  1868：李希霍芬男爵日记中的上海第七篇  1888：恩司诺经济报告中的上海第八
篇  1894：海司文章中的上海第九篇  1998：记者高德满眼中的上海第十篇  1903：德国记者蔡博眼中的
上海第十一篇  1904：多夫兰博士眼中的上海第十二篇  1912：专栏作家赛克文章里的上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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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中摘录了很多德国人的记录，其中最好看的内容一个是某记者写的，一个是某专栏作家写的，
好到不仅仅是历史，还是文学。其他大都是些个人化的琐碎唠叨而已。可见文字这件事，还是有很高
的专业性的。
2、吴淞口 礼查饭店 外滩 公共花园 欧洲城 中国城 豫园 城隍庙 龙华塔 徐家汇 南京路 四马路 脏兮兮 臭 
热 
3、语言不是特别精道，研究倒的确是用心的了
4、249～260是重复的一刚⋯
5、所以几乎每位德国友人的路上行程都是一样的：感慨外滩的壮丽（落后蒙古文化中的欧洲文明！
），拜访当地道台总督（捣糨糊的高手），去福州路看鸦片馆子（堕落的黄种人啊），去徐家汇拜访
传教士（来自基督教世界的福音），体验中国城的脏乱差（蝼蚁和爬虫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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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的笔记-前言

        所谓德意志者，日尔曼列国总部名也，旧名邪马尼，居欧洲中部，同盟三十六国，而中惟布路斯
最强。 《清史稿－邦交五》
那时的中国人不甚明了这一国家，以致对普鲁士国名的翻译竟有二十余种。。。上至总理衙门的首领
弈訢，下至在上海的通商事务大臣兼江苏巡抚薛焕根本不知道普鲁士是什么国家，薛焕竟将其误断为
比利时。。。《海国图志》提到不少普鲁士的译名：单鹰国、不鲁西亚、破鲁斯等等。
（最后这个。。。我天朝上国是有多么看不起西洋蛮夷啊，翻译个名字都如此不厚道。其实现在也依
旧如此吧，譬如把Jaeger翻译成"贼欧"哈哈。当时被英法打得落花流水，总归要在嘴皮上从洋人那边把
这个便宜占回来的心理我懂的。）
德意志人是欧洲人里的后知后觉者：早起的文化积累如此——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倡言解放的一代
德国史学家们喜欢自我调侃，说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创造出克里特文明的时候，日尔曼人只会躺在
橡树上面呼呼大睡。近代的海外殖民也是如此——所以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地国晚了二十余年来到中国
，一直到世纪末，才如愿攫取了胶州作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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