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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教授的专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体 862 年的中国观察》 。作者在日本讲

学期间 ,查阅丰富的藏书系统 , 研究“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这一颇有价值的课题。这本专著是这部丛书的第二本。

在国内系统介绍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还是第一次。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 , 上海已成为英 、法 、美侵略中国最重要的据点 , 上海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太平军也于这时发

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862 年 4 月初 ,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 , 随即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 , 他指挥的湘 、淮军也陆续

到达。在上海的清军 、常胜军以及黄 、法陆海军联成一体 ,由英国军官士迪佛立统一指挥。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勾结共

同防卫上海地区 ,干涉中国革命已成定局。 5 月 17日 , 李秀成率领大军在太仓打破清营 30 余座 ,击毙知府李庆琛 ,攻克

嘉定。学者们将研究视线集中在英法与清王朝的关系以及共同打击太平军问题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 ,

1862 年日本幕府派遣使团乘幕府官船“千岁丸”赴沪 , 在上海逗留两个月一事 ,长期以来就被忽视了。

冯著是根据使团成员撰写的各种“见闻录”写成的 , 它对使团在上海的活动 、所见所闻 、思想动态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

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1862 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的性质 、任务是什么? 《冯著》判明:它是 1854 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 , 日本被迫开放 ,

“锁国体制”崩溃 ,追求现代化思想发展的结果。冯著说:“在被迫开放门户以后 , 日本`开国' 的力度和主动性 , 明显高于

中国”(冯著第 15-16 页);“幕府以重金购买英船 ,作为贸易官船出使上海 , 其直接任务自然是开展对清商贸” , 但是 , “具

体的货品交易尚在其次 ,借此作广泛的商事及社情调查更为要紧” 。冯著说:这是因为 ,“其一 ,上海是西洋人在远东最重

要的商业 、交通 、军事据点” , 日本“把上海视作西方各国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 , 当然希望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

明。”其二 , “日本民间把太平天国与大盐暴动联系起来……幕府此际遣使到清朝与太平军作战前线的上海 ,当然有实地

观察太平战事的意图。”其三 ,“具体考察日清贸易诸细节 ,以及清朝与西洋人商贸关系诸问题。”(冯著第 49-51 页)

可见 ,“千岁丸”上海之行就是日本方面了解世界 , 寻求改革 , 走向现代化的一项具体行动。冯著以使团人员撰写的

各种见闻录验证了上述观点 ,冯著写道:

“翻阅上述见闻录 , 少有风花雪月的咏叹 ,多有对上海社会实态的记述与思考 ,从中可以看见年轻的下层武

士们(年龄最小的纳富 18 岁 ,较大的中牟田 25 岁 、五代 27 岁 ,居中的高杉 、日比野 23 岁左右)席不暇暖 、左右

采获的身影 ,显示了近代日本人求知于世界的维新趋向和富国强兵的炽烈追求。”(冯著第 61 页)

1862 年“千岁丸”上海之行 ,的确又推动了日本改革维新思潮的发展。冯著写道:

“曾是日本`文化母国' 的近邻中国的沉沦 , 给日本人敲响了警钟 ,他们获得的共识是———不能重蹈中国的

覆辙 ,必须改弦更弦。 ……幕末日本的社会思潮 , 呈现过`锁国佐幕' 、̀ 锁国倒幕' 、̀ 开国佐幕' 、̀ 开国倒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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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形态 ,总趋向是由`锁国' 到`开国' , 由̀ 佐幕' 到̀ 倒幕' ,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 来自清国

的教训也是其中之一 ,`千岁丸' 上海行直接观察所获得的`开国不可缓' 、̀ 改革弊政不可缓' 一类感想 , 又尤为

真切。当其反馈回日本 ,自然会发生相当影响。”(冯著第 80页)

冯著以各种“见闻录”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一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日本“开国”奉行的路线问题。

日本的幕末维新和明治维新采取拥戴天皇的自上而下井然有序的实行社会改革。冯著指出:1862 年“千岁丸”上海

行以后形成的“太平天国否定观” ,即对于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恐惧 ,“也在这种抉择中起了点化作用” 。冯著写

道:

“日本藩士的见闻所及 , 无不在清方氛围之内 , 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暴虐无理 , 杀人无数 , 破坏社会生

产力 ,摧残传统文化 , 导致外国势力入侵 ,等等。 ……他们在上海对太平战事的观察和体验 ,集中到一点 ,便是

认为农民战争必将导致内乱 ,并加剧西洋人入侵造成的外乱 ,使得国将不国。”(冯著第 184-185 页)

冯著明确写道:

“从高杉 、中牟田 、久坂等人的言论可以清楚看出 ,发生在西邻中国的太平战事 , 给日本维新志士的教训是:

力避下层民众暴动 ,以杜绝社会动乱 , 尤其是谨防内乱外患并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 维新志士……走上一条

依靠天皇权威 、自上而下 、有秩序的变革路线。应当说 ,访沪藩士进一步强化的̀ 太平天国否定论' , 对于这一路

线的择定是起作用的。”(冯著第 87 页)

冯著就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日本“开国”路线形成之间的关联 , 作出如上判断是极富新意的。我个人赞成他们

论断。

冯著写的另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关于被迫开埠以后上海地区的道德沉论。

访沪日本人士 ,对上海开埠以后的繁荣景致作了大量笔记。他们惊叹:日本的大阪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同时各

种“见闻录”也大量记载了当时上海官员的腐朽 、社会道德的败坏。

日本使团访问了上海道台。冯著写道:从使团成员的记述中 ,“可以得见 ,处在兵荒马乱之际的上海道台府 , 礼炮 、仪

仗等官厅派头虽然还保持着 ,但内在的货色已经贫乏得可以 ,连在道台大人眼皮底下 , 招待外宾的场合也秩序混乱 、内外

无别 ,而且仆从们竟当着外宾之面小偷小摸 , 大失国格。这一切都显示着清朝官府权威的跌落。”(冯著第 119 页)

上海开埠以后 ,社会风气日益衰败。“千岁丸”访沪成员看到的是:秦楼楚馆 , 竞相开办;毒 、赌 、娼已成为上海的“三

大毒瘤” 。他们接触到的社会人士给他们的印象是贪利 、庸俗 、无耻。冯著中择引了下列几件事:

“日比野宽记曰 , 他们乘船在黄浦江上 ,有人`把烟袋掉进水里 , 舢舨过来捞起来就拿走了 , 实在可恨' 。另

一次日比野由一中国人引导寻路 ,日比野口渴 , 想吃桃子 , 引路者要日比野给五十文钱 , 买来桃子后 , 那人见日

比野钱给得爽快 ,马上改口要一百文钱。日比野大骂此人̀ 奸商狡猾 、贪婪。投桃而去' 。日比野将这种刁滑作

风归结为`海港边人的贪婪 , 是洋夷风俗的结果。' ”

冯著还转述高杉晋作与一位中国士人的笔谈记录 , 说明中国士人也哀叹上海风俗之败坏:

高杉晋作问:“弟要问上海之隐士逸民 ,请兄为语其名。”

中国士人答:“此地海滨之地 ,俗人多而隐逸者无 ,不敢具名。惟钱是欲 , 圣道凌夷 ,可慨叹矣。”

高杉晋作说:“是极 ,是极。惟钱是命 , 廉耻不息 ,可笑可叹。”(冯著第 227-228 页)

冯著写的这两个问题 ,就问题本身看 , 正如冯天瑜教授在“后记”中所说 ,“内容皆无奥义” 。但是 ,如果考虑到访问团

成员是在 1862 年提出这两个问题 , 联系到此后 140 年的风云变幻 ,学者们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从中国太平天国农民战

争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中日双方各不相同 ,中国方面 , 志士仁人热中于做“洪秀全第二” ,日本方面却从“太平天国

否定论”中得到启示形成另一条“开国路线” 。这条路线 , 虽然存在弊端 ,日本国的现代化走过的道路也曲折坎坷 ,但是取

得的成就则是显著的:如何历史地 、全面地认识 、评价这一条路线 , 从而吸取有益的东西 ,仍然值得学者研究。学者们也

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文明古国 , 礼义之邦 ,打开国门 , 一下子就变成如此贪利 、庸俗 、无耻 , 从 100 年的历史看 ,“经济发

展 、道德落后” ,似乎是落后地区推动现代化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 。应如何认识并预防或治理这种现象? 人们阅读冯

著 ,对上述两个问题会得到若干启示 , 但问题的答案必将是多种多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冯著提出的内容 , 并不是“皆

无奥义” , 而是“颇有奥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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