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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省别全志》系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地所做田野研究的基础上，

编纂出版的一套中国分省志书，也是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撰的中国志书。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该

志书还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代表作。文章以陕西省卷为例，对其编纂背景与目的、资料来源、

内容构成、记述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评价，指出其对我们今后开展区域国别

研究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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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方志修纂难以系统

开展，各省方志合集更属稀缺，除白眉初主编的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外，并无二例。而一

个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情形是——建立在周密的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完整的中国各省志书从编，是日本

人于 20 世纪上半页修纂、出版的，这便是《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2015 年，中国

国家图书馆将这两套志书进行影印并改名为《中国省别全志》出版。在此前后，学界还涌现了一批利用

这两套志书开展中国边疆史、地方史的研究，如周长山、周凌瀚 [2] 对《中国省别全志》广西卷的研究，

杨德芳 [3] 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的研究，张文芝 [4] 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云南卷的分析，李

彬 [5] 对《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的研究等。研究结果一方面指出其服务日本侵华的负面作用，同时对其

资料价值也给与肯定。近年来，这两套志书中的一些卷次也被译成汉语，足见学界对其关注。

对于“日本人给中国编纂地方志”一事，可以从一个学术视角去把握，即区域国别学（Area studies）

视角。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对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进行综合

深入研究的学科领域（2022 年 9 月，区域国别学被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著名的非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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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 ：“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学，换言之就是中国要给

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写地方志。”[6] 而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正是一百年前日本人

给中国编写的地方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区域国别角度对《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背景与目的、

资料来源、内容构成和记述特点等进行分析，对我们今后更好发展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意义。

在考察《中国省别全志》前，有必要对与其之相关的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以及东亚同文书

院“中国大旅行调查”做一说明。三者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东亚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主办机构和

《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机构，而编纂《中国省别全志》的资料则来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所做的

“大旅行调查”。

一、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大旅行调查”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随之也成立了不少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

组织和团体。1898 年 11 月 2 日，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兴亚”组织 [7]，首

任会长是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该会还公布了以下四条活动纲领：（1）保全中国；（2）促使中国改革；（3）

研讨中国时事，以期厉行 ；（4）唤醒舆论。东亚同文会的总部虽然位于东京，但其主要活动机构则设在中

国。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是该会的主要事业。东亚同文会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从 1899

年开始，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 4 万日元津贴。津贴是不间断的，东亚同文会也忠实地向外务

省汇报情况和报告，这使该会打上了半官方的印记，成为 20 世纪初 20 多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及文

化事情最重要的机构。”[8]1922 年，东亚同文会改组为财团法人，成为发展中日两国文化的教育组织。

1900 年 5 月 12 日，东亚同文会在中国江苏南京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是根津一。同年 8 月，

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南京同文书院迁往上海，1901 年 5 月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书院”）。办学

宗旨名为 “讲中外之实学，教中日之英才”，实为日本培养掌握汉字文化，熟知华人社情的“中国通”。

书院初设政治、商务两科，学制均为三年，学生主要从日本各府县选拔（多为公费生）。1939 年，经日

本政府批准，书院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 年日本战败后，书院关闭。

书院在办学中有一项特色活动——“大旅行调查”：每年将毕业班学生（日本人）分为数组（每组

3-7 人），派往中国内地，花费 3-6 个月的时间做各种专题调查，并将收集来的资料和信息整理撰写成调

查报告书提交学校。这些调查报告书除了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各保存一份外，还要另外抄送三份，分别提

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和农工商省。大旅行调查从 1901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45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约五千名书院学生对中国进行了“卷地毯”式的调查，调查范围几乎遍及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

份，旅行线路总计达 700 条（见下图 1），调查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日本书院研

究的权威、爱知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藤田佳久指出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做的中国大旅行调查，不仅规

模宏大，而且还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这样的调查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先例，甚至也是迄今为止

日本人在海外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活动。”[9]

由于大旅行调查是一届学生接着一届进行，所以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也是越积累越多。而书院则以

学生提交的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相继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研究丛书。其中影响最大、最负盛

名的是《中国经济全书》（全 12 卷，1907-1909）、《中国省别全志》（全 18 卷，1917-1920）、《新修中国

省别全志》（全 9 卷，1941-1946），这三部丛书共同奠定了书院在日本中国学界的历史地位。

如前所述，国内学界近年来也非常关注《中国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

（以下简称《新修全志》）。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 [10] 教授评价《全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新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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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新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修撰的志书。”日本学者藤田佳久 [11] 更是将《全志》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民国

中国地志丛书。”

《全志》共 18 卷。各卷在篇幅、记述内容和侧重上虽略有不同，但大体包括“总论”“开市场”“贸

易”“都会”“交通及运输机构”“邮政及电信”“生产业及主要物产”“农业及畜牧业”“商业习惯”“金融

货币”“度量衡”等内容。《全志》在体例上横分门类、纵述始末，以横为主。综合运用述、志、图、表

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结构方面采用编、章、节、条等层次来组织内容。重点记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

各省的史实，详今略古。语言简洁平实。

图 1. 书院第 5 期 -23 期学生的旅行调查线路图（1908-1926）

注：旅行线路指图中的实线。

来源：藤田佳久（2020）:41.

二、《中国省别全志・陕西省》

陕西卷是《全志》中的第 7 卷，共 897 页，约 42 万字。记述的时间上限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16

年。记述的地理范围包括关中大部分地区、陕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陕北部分地区，详县略市。卷中附照

片 60 张，（手绘）地图及事物说明图 57 张，附西安府城图、汉中府城图各 1 张，卷尾附陕西省地图 1 张。

本卷的主要编纂负责人是山崎长吉，松本良男、清水董三也承担了部分编纂工作。

（一）编纂背景与目的

关于《全志》的编纂背景与目的，各卷卷首的两篇序文中都有提及。第一篇由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

川平吉在大正六年（1917）三月撰写的序文中写道：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上代有《禹贡》（中略）然而至近世，

却无完整的地志著作问世，尤其是缺乏现实情况的记录，此不能不为国内外人士深感遗憾。本会编辑本

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拾漏补缺，以便于开展对中国的全面研究，应当务之急。

第二篇由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撰写的序文提到：

我国（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紧密的关系。欧洲一战结束后，应该早想到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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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我国国民必须尽快熟悉了解中国的国情民物，深谋远虑，防患未然。（中略）

然而讲明当今中国的国情民物，怎能不是我国人的一大紧急要务。唯独遗憾的是，中国国情复杂、民情

物况繁多错杂，缺乏有益于钻研中国的良书。作为一衣带水的比邻，我国人中彻底精通中国情况的人却

很少。本院虽才疏学浅，愿尽绵薄之力，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以及政治、经济、

教育、军事等大小事情进行讨究阐明，为世人研究中国提供便利。

从两篇序文看，日人编纂《全志》的背景与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密切关

系。而当时市场上缺乏记述中国国情书籍的这一现状是促使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一个直接原因。

如前所述，书院是由主张“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所设立，自然会反映该会的方针。另外，“书院接

受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并在行政上接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管辖和监督。书院院长的任命、系科的

置废，学制的变更等事务，大都由政府决定。”[12] 而且，从人物关系看，不论是书院还是东亚同文会，都

与日本政府、军方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见下表 1）。郭墨寒 [13] 从书院办学的角度指出，东亚同

文会编纂《全志》的目的之一是对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资料的总结与炫耀，是日本重要的文化形象工程。

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借用今天的话语就是，“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成果”。编纂《全志》就

是对书院办学成果最好的一个宣传和展示，有助其更好从日本政府方面获得更多资助。

表 1.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任期 姓名 简介 任期 姓名 简介

第 1 任
（1898-1904）

近卫笃麿
公爵、贵族院议

长
第 1 任院长

（1901-1902）
根津一

陆军出身，曾在参谋本部任
职，长期从事对华谍报工作

第 2 任
（1904-1907）

青木周藏 子爵、日本外相
第 2 任

（1902-1903）
杉浦重刚

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
天皇的老师

第 3 任
（1907-1918）

锅岛直大
候爵、第 11 代佐

贺藩主
第 3 任

（1903-1923）
根津一

第 4 任
（1918-1936）

牧野伸顯
伯爵，大久保利
通之子、日本政

坛元老

第 4 任
（1923-1926）

大津麟平
台湾总督府官僚、岩石县知

事、德岛县知事

第 5 任
（1936-1945）

近卫文麿
公爵，贵族院议
长、三次出任日

本首相

第 5 任
（1926-1931）

近卫文麿
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副

会长

第 6 任院长兼第 1
任校长

（1931-1940）
大内畅三

众议员，1939 年升格为大
学后的首任校长

第 2 任
（1940-1944）

矢田七太郎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参加

1927 年东方会议

第 3 任
（1944-1945）

本间喜一 末代校长，爱知大学创始人

来源：冯天瑜 (2018):1-17。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二）资料来源

陕西卷在卷首“凡例”中提到，该卷主要参考了以下 7 期、共计 9 个调查班的调查报告，时间跨度

为 1907-19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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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河南班”第 5 期生、调查时间为 1907 年

2.“晋秦班”第 7 期生、1909 年

3.“甘肃鄂尔多斯班”第 8 期生、1910 年

4.“清化镇汉中班”第 9 期生、1911 年

5.“甘肃四川班”第 11 期生、1913 年

6.“秦蜀班”第 11 期生、1913 年 

7.“陕西班”第 13 期生、1915 年

8.“河南山西班”第 14 期生、1916 年

9.“湖北四川班”第 14 期生、1916 年

从以上各调查班的名字推测，有的调查班以陕西省为中心开展调查活动，而有的则同时横跨几个省

份（图 2），即“编纂陕西卷的资料也有一部分是从其他省份的调查报告书中摘录的。另外，《陕西省》

中的各章（节）也对具体引用了哪一期学生的调查报告书有明确说明。比如，第 8 编第 14 章“乾州的货

币及金融机构”引用了第 8 期、第 9 期、第 11 期三期学生的调查报告，说明有三期学生都到过乾州，只

不过每期学生的调查内容可能不尽相同，后人在调查时候应该是对前人未调查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图 2. 书院第 5-14 期学生的调查线路图（1908-1917）

来源：藤田佳久 (2018):15.

（三）内容构成

《陕西省》由 10 编构成。第 1 编是“总说”，包括 6 章，分列陕西省的沿革，清代及民国初期的行政

区划，面积、人口与人种，地势河川，气候及交通。第 2 编是“都会”，共 43 章，分列 43 个县（市）的

概况，包括位置、人口与户数、城墙与街道、交通、农业和工商业、官署及主要建筑物、饮水用、物价

及生活水平等。第 3 编是“交通及运输机构”，由 4 章构成，介绍了陆运、铁道、水运以及各地间的陆运

及水运。第 4 编是“邮政及电信”。第 5 编是“生产业及矿业”，由 5 章组成，介绍了（27 个县的）农业、

养蚕业、林业、畜牧和（11 个县的）矿产。第 6 编是“主要物产及工业”，设 5 章，介绍了石油、麻、

（23 个县的）主要物产、（15 个县的）工业。第 7 编是“交易及进出口商品”，设 2 章，介绍了 4 个县的

商业状态、9 个县的进出口商品。第 8 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共 25 章，列举了 25 个县的货币及金融机

构。第 9 编“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共 2 章。第 10 编是“度量衡”，共 23 章，介绍了（20 个县的）度

量衡、海关以及中国政府所定的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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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述特点

较之国人编纂的旧地志，《全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视角独特、材料新颖。由于是外国人看待中国事物，所以记载了很多他们认为重要、新奇，而在

我们看来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了今天就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比如，陕西卷在介绍各

（市）县时，除了位置、市况、交通、城墙、城内主要街道及著名建筑物、商业和农业相关信息，还记载

了饮用水（水质和口感）、生活水平（日用品的物价及工资水平）及贫富差距情况等信息。另外，本卷中

还附记了一些公司合约与章程，如《创办陕西第一牧场简章》《中美石油合办契约》，列举了一些当铺、

票庄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票据，如邠州便民当发行的当票（图 3）、宜川县市面上流通的钱票子（图 4）等。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史书和方志中非常少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史料价值愈显珍贵。

                                  图 3. 邠州便民当当票示意图           图 4. 宜川县钱票子样本图（正面）

2. 方法科学、手段先进。与以往国人编纂旧地志时，侧重对前人资料的引述不同，《全志》的编纂建

立在日本人对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背后蕴含的是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从陕西卷所列的图片、

地图及其他信息看，当时每个调查班都配备了照相机，学生们也掌握地理学、测绘学及统计学相关知识。

比如，第 3 编第 4 章关于“凤岭 - 留坝间思德桥处的河流信息”写道 ：“河宽 16 米，水深 2.5 米，流速 3

米 / 秒”。[14] 很难想象，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测量这些数据的。第 1 编第 4 章关于陕西北部的地质情况写

道：“这里的黄土也含有很多的石灰，如果往地上投放一些酸类物质的话，就能看到发生化学反应。另外，

由于这里的水也含有大量的石灰和酸分，所以如果将硝酸银放入水中，水就会变成乳白色”。[14] 可见日

本人在当时已掌握了西方化学相关知识。

3. 图表丰富、数据详实。正所谓“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用图、表来说明事务，简明易晓。

陕西卷中的图片（包括照片、手绘地图、事物说明图）多达 116 张，表格约 140 余张。该卷对很多事物

的记述都不是停留在简单粗线条式的文字描述上，而是辅之以翔实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的来自国民政府

统计，有的是书院学生亲自调查所得。比如，第 2 编第 3 章有关临潼县的“市况”记述如下 ：“市况 ： 临

潼县城人口有 7000 人，户数为 1000 户左右。我们从早上 10 点开始，在县城西门对 10 分钟时间内来往

的人数进行了测算，有 120 名行人、3 辆马车经过。”[14] 再比如，第 5 编第 4 章“畜牧”在将陕北绵羊与

东北新民屯的绵羊进行比较时，不仅分年龄，而且还分公母，甚至对两地绵羊身体各部位的长短都做了

精确的记录（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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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陕北清涧县的绵羊与东北新民屯绵羊的比较 1

　 新民屯 清涧县

毛色及部位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毛色 脖子前黑 白色 白色 白色

角间 0.20 尺 0.25 尺 0.20 尺 0.11 尺

眼间 0.45 尺 0.45 尺 0.30 尺 0.22 尺

来源：东亚同文会 (2015):444-445。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4.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如上所述，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市场上）缺乏记

述中国国情现状的书籍。那么，如何获得相关信息呢？书院给出的答案是田野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书院学生通过深入中国内地，对各地各方面情况做调查研究，才得以了解真实的中国，并掌握

了一手资料。而根据这些调查资料编纂的《全志》自然在笔墨分配上以反映陕西近况为重点。 

《全志》除了以上的特点，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部分地区的缺失。由于《全志》的编纂资料主要来

自书院学生的实地调查，所以只能记录那些学生去过的地方的情况。至于学生没有去的地方，则缺少相

关记载。二是内容方面的不完整与错误。陕西卷在内容构成方面缺少对名胜古迹、教育、文化、官府和

警察等方面的记述。此外，一些地名等存在错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在编写《全志》时，是基

于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描述和看待中国事物。对于其中反映的不正确史实、立场和价值观等，需要警惕

和仔细辨别。

三、结语

《全志》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虽然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和

负面影响。正面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资料保存。《全志》记载了大量在我们的地方志中很难找到的一

些东西，为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商业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提供一份独特、宝贵的史料；二

是学术方法借鉴，《全志》是一部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志书，在调查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

值得借鉴。《全志》的负面影响有二 ：第一，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制定对华战

略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和准备。通过《全志》，日本侵略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资源分布、道路交通

以及产业结构等关键信息，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提供了精准情报信息，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

大损失。第二，《全志》中的一些内容存在明显的歪曲和偏见。日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故意丑化、弱化中

国形象，企图在日本国内塑造对侵华有利的舆论。

《全志》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产物，而我们中国对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国家

之所以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和发展，正是出于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的需要。时至今日，中

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不论是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亦或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加强

对外传播能力，都迫切要求我们对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全志》其对我们今后开展

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点启示 ：第一，现有的国别研究可以细化为省（州）别研究。目前我们不乏“某某国

史（志）”之类的研究成果，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州（省）、或某个特地行业（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第二，扎实开展田野研究。《全志》是日本人靠走路走出来的。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只坐在

书斋中，更要深入对象国，扎扎实实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一手资料，将研究问题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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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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