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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通常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非文化创新时期。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话题，西方学者一直以来论著颇丰，但是即便是那些研
究19世纪中国的专家也很难去具体分析帝国王朝最后几十年的某个画家或是诗人。
在过去十年里，这样的研究状况得到了改变。
出现了一些19世纪书画展览和研究；音乐研究工作者也将关注点对准晚清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种；研
究文学作品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世纪之交的小说。
但是到目前为止，古典诗歌，这一备受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艺术形式却很少有西方学者涉及。
现如今，诗歌对西方的大众阅读群体而言，是一门遥远而神秘的艺术，但是对诗歌的认知在现代之前
的中国却大不相同。
19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都使用文言文作诗。
将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挽救出来的儒将曾国藩和洋务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之洞都是出色的诗人；
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19世纪晚期革新运动的领导者都创作了大量富于创新精神的诗歌作品。
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诗是最佳的文学形式，他们也习惯通过诗这一媒介表达出最深沉也最个人的思
想。
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将黄遵宪视作19世纪晚期改革者中最杰出的诗人。
尽管这些评论很多都是借助文学之外的标准（比如黄遵宪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诗歌本
身就是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好的向导，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他的诗歌，但是比起同时代的许多诗人，
黄遵宪的作品超越了时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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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使黄遵宪的诗歌成为了解19世纪中国政治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历也意味着他是第一位详细描述中国之外世界的诗人
。
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黄遵宪诗歌的解读过于政治化或只强调其政治意义，《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
考》试图弥补这一缺失，从纯文学角度入手解读黄遵宪的作品，分析黄遵宪在晚清&ldquo;诗界革
命&rdquo;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的传统题材诗歌，并关注那些以异域风情、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科
技为题的富有原创性的作品。
这些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析黄遵宪如何运用传统的诗歌技巧创造出一个前人不曾涉及的新世界，并
追问黄遵宪的诗歌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学史的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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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前言第一部
分 生平经历第一章 青年诗人第二章 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第三章 改革和反响第二部分 诗论第四章 诗界
革命的理论第五章 革新的实践第六章 传统主题第七章 异国风情第八章 美丽新世界第九章 黄遵宪讽刺
艺术的发展第十章 晚期讽刺诗第十一章 黄遵宪和现代科技第十二章 《己亥杂诗》第十三章 世纪末附
录 原书所译黄遵宪诗歌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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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77年，何如璋和他的助手黄遵宪看到的日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期中。
1868年封建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作为国家领导者重新归位，以天皇新的统治年号“明治
”(意为英明的政府)命名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政治运动“明治维新”轰轰烈烈展开了。
反对幕府时代将军统治的政变领导者们为了抵制来自西方日益扩大的影响，发动了叛乱，但是新兴政
府致力于全面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和社会成果。
黄遵宪到日本的时候，明治维新虽然才进行了九年，但是日本社会已经开始了自己跻身于世界列强之
中的道路，此情此景与中国同时期的军备软弱、经济倒退形成鲜明的对照。
黄遵宪搬到东京之后开始研究日语的书写体(他似乎始终未能掌握日语的口头表达)，19世纪晚期的日
语中还有大量的汉字被使用，这也使得他能够较为轻松地掌握日语的书面表达。
学会了语言，他就可以阅读大量德川晚期和明治时代的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书籍，也接触到越来越
多的从西方翻译来的日文书。
那些翻译来的文学作品似乎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可能那些文学作品超越了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但是，
对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书籍，他却抱有极大的热情，特别是他在1880和1881年集中阅读的让·雅各·
卢梭(1712-1778)和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的著作。
长期成长在中国专制政府的传统中，当他刚开始接触日本受到西方启发的政治革新时，感到非常混乱
、令人费解。
然而随着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他发现孟德斯鸠和卢梭推崇的政府的形成要明显优越于日
本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并对明治政府在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一事上的犹豫不决表示出不满。
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
独于泰西最重之国会，则迟迟未行，曰国体不同也，日民智未开也，论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愿矣。
早在17岁那年，黄遵宪就意识到清朝政府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而驻日经历和大量阅读西方书籍也为
他日后推行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模版。
多年之后，当他写信与好友梁启超谈及自己思想的发展时，黄遵宪指出，读过卢梭和孟德斯鸠后自己
方才明白“太平世必在民主”。
黄遵宪接触到的那些对明治日本以及西方政治社会改革提供了支持的理论对他自己政治思想的发展发
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他也从诗人的角度看待明治时代的日本，创作了集结154首七言四行诗的《日本
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也是黄遵宪创作的第一部广泛地反映外国文明的诗集，一经发行，在日本和中国热衷
中国古典诗歌的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黄遵宪大使馆寓所的玻璃窗，即使最轻柔的风吹过，也会吱吱作响，一次在经历了台风之后，他写下
了：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
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华中。
《日本杂事诗》中很多引人关注的诗后都有黄遵宪附加的言语诙谐的关于明治日本生活小片段，而日
本和中国读者给予关注最多的是那些涉及日本政治的绝句：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
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黄遵宪在这首绝句后附加了以下注解：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欧罗巴、美利坚诸国。
归，遂锐意学西法，布之令甲，称曰“维新”，嫩善之政，极纷纶矣。
而自通商来，海关输出逾输入者，每岁约七八百万银钱云。
然易服色，治宫室，焕然一新。
不管是黄遵宪政治题材的诗歌，还是他那些关于日本自然奇观和传统民俗的绝句，都展现出诗歌创作
的高水准，但是大多数19世纪的读者希望通过他的诗歌了解到日本是怎样运用西方的政治理论完成自
己向现代国家的转换。
黄遵宪驻日时期结识的朋友也对他的政治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成了日本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汉语水平增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亲华派”知识分
子的聚集地，黄遵宪尽管不能讲日语，但是他可以使用日本知识分子都明白的汉语文言文，通过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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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交流。
黄遵宪还为这些日本友人写了一些赠答的汉诗，也为他们的中文著作作序。
黄遵宪结交的大部分日本友人都非常保守，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也有一些人对于改
革的意见更倾向开化。
重野安绎(1827-1910)就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青山延寿(1820-1891)也是日本致力于史学研究
的水户学派的领军人物，水户学派的思想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由之理》(On Liberty，后也有取名为《自由
论》)并大力提倡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伦理价值。
伊藤博文(1841-1909)在推翻德川幕府的运动中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后来作了日本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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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精)》：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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