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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酱序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 1907一] 920 年间，在东京编撰、发行了一部中国地方志，这就是

全 18 卷《中国省别全志)) (日文原名为《支那省别全志)))，其中，第十四卷便是福建卷

( 1920 年)。此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清末民国初期( 1907-1917)，福建省地理、城镇、

经济、商业、贸易、物产、产业、交通、金融、度量衡等状况。

清末民初是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政局不稳、军问混战、民不聊生、备受帝国主义

列强凌辱的混乱年代。在这极其特殊的年代，官方和学者不仅无心也无财力修志。正如

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中国省别全志》序中所说的支那自古就具备地理书之

国，上代有禹贡，汉有水经，历代连续记载史书和地理史，太平寰宇、大明大清之一统

志等浩瀚之书籍举不胜举。然至近世，无完全之著述，殊乏记录现在之形势的书籍"。①《中

国省别全志》以及后来补充编撰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无福建卷)，就是这种特殊历

史时代的产物，是由日本人实地调查，并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去伪存真，科学整理、

编辑、印行的中国地方志。查阅福建省地方志，除厦门有《民国厦门市志》外，基本看

不到其他清末民国初期的地方志。 而这本《民国厦门市志))，经过民国年间三次组建编志

机构多次修改整理，但还是无果，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次修改整理，于 1999 年 5 月才问世

②，比《中国省别全志》晚 80 余年。 《中国省别全志》问世己经有 90 多年，中国大陆只

有几家图书馆(天津、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此书，除极个别学者外，无人问津，基本束

之高阁。福建省地方志普遍缺少清末民国初期的史料，但似乎无人关注此部史料的存在，

相关学者引用、评论这部史料的记载很少。

日本人编撰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大业"服务的。 这部书深刻地

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规制福建的野心，也是另一角度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有

力证据。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将这部史料公布于众，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深刻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实现"亚洲共荣圈"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此书

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其比较科学的实证调查方法，精益

求精的编辑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日本人编撰《中国省剔全志》的历史背景及对福建的调查

《中国省别全志》的编撰、印刷、发行者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其内容以上海东亚同

文书院学生深入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后所提交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编辑而成。《中国省别

全志》全 18 卷，每卷 1000 页左右，涵盖除东北、内蒙(所谓满蒙)和西藏、台湾以外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 3 
②福建省厦门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民国厦门市志.[M).方志出版社.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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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大陆省份。全部分卷如下1.广东卷、 2.广西卷、 3 .云南卷、 4. 山东卷、 5.四川卷、

6.甘肃(附新疆、含宁夏)卷、 7.陕西卷、 8.河南卷、 9湖北卷、 10.湖南卷、 1 1.江西卷、 12.

安徽卷、 13.浙江卷、 14.福建卷、 15.江苏(含上海〉卷、 16.贵州卷、 17.山西卷、 18.直隶

(含北京、天津)卷。

对于日本东亚同文会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术界早有很深入的研究，对其性质也

有明确的定论。东亚同文会于 1898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发起人是著名的"兴亚论"

者近卫笃。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于 1900 年 5 月成立于南京，同年 8 月迁至上海，首任院

长也是著名的"兴亚论"者根津一。"兴亚论"似乎不同于福泽渝吉等人的"脱亚入欧"论，

主要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大陆合纵，与朝鲜半岛合邦，共同遏制欧美。他特别强

调中日"同文同种"。时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支那省别全志序》中扬言"日

本和支那有数千年亲交之历史，其国家之间有唇齿辅车之关系，其人民属同文同种，相

依相援，必定能共进文明富国之域。我东亚同文会兴起之目的，其实就是鉴于东亚大势，

加深两国之交流，增进相互之福利，以促进东亚的隆运，推进世界文明之进步"。 ①但"兴

亚论"与"脱亚论"是一路货色，对于亚洲各国来说都是极其反动的， 二者互为补充，共同

为侵略战争服务。

东亚同文会属于民间组织，东亚同文书院是私立高等学校。但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

以及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去向等方面考察，其性质并非纯民间机构，带有半民半官性质。

有的学者认定为"日本侵华的帮凶d。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中国省别全志》福建卷中，

附有时任日本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陆军教育总监上原勇作的题词:纤毫无遗。这

充分说明它是为军国主义效力的。

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调查可谓用心良苦。其计划之缤密，参与人员之多，调查范

围之广，调研程度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他们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贸易、

商业习俗、地理交通、都市人情以及物产和产业等。时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在

《支那省别全志序》中言及学生调查的情况"自明治四十年起十年间，每年安排即将毕

业的约百名学生，分数班，花费四月有余的时日，围绕上述问题，深入二十二个省及内

蒙，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其间，他们柿风沐雨、苦心惨泼，连续数日风

餐露宿，甚至多日未得一口饮料。有的徘徊于革命的战场，有的遇上洪水泛滥，也有时

被土匪乡棍包围，有时深陷于瑶苗痒病之境，其危险艰辛的程度世人无法想象。投入二

十万金，用人超一千人，写出调查报告达二十余万页" @ 

《中国省别全志》福建卷(以下简称《福建卷)))，主要采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于 1907

年至 1917 年期间，对福建省调查的数据和调查报告。据《福建卷》凡例，书院先后向福

建省派遣八期学生，分别为 1907 年第五期(浙闽粤班)， 1908 年第六期(赣闽粤班)，

1909 年第七期(皖南闽粤班、汉口厦门班)， 1911 年第九期(宁波厦门班、江阴厦门班、

粤东班)， 1912 年第十期(福建班)， 1913 年第十一期(汕头长沙班、福建长沙班)， 1914 

年第十二期〈福建广东班)， 1916 年第十四期(江西福建班)。本书也采用了 1917 年第

① (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队句:1920: 2 
@周德喜.东亚同文书院始末.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几2004.5 :7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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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学生的调查报告，这样实际为 9 期。第十九期学生于 1922 年编的对华调查报告汇

志《虎穴龙头》中，附有十九期之前到中国调查的路线地图(参见插图).在此详细地标

示了赴福建进行旅行调查的所有行程。①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第 19 期以前学生旅行行程略图(福建部分)

东亚同文书院给学生的旅行日志起个漂亮文雅的名字，并编印成旅行志。 如第五期

的叫《踏破录)).第六期《禹域鸿爪)).第七期《一日一信)).第九期《孤帆双蹄)).第十

期《乐此行)).第十一期《沐雨柿风)).第十二期《同舟渡江)).第十三期《暮云晓色)) • 

第十四期《风餐雨宿)).第十五期《利涉大川》。这些学生的旅行日志与调查报告手稿现

存于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图书馆.2006 年爱知大学编辑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 (发

?于:爱知大学，制作·发卖:雄松堂出版).收录了从第五期学生到四十期学生的所有旅

行志。

笔者曾经在日本爱知大学(前身就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在这所大学里感受到

很浓厚的"中国昧"，不仅中国图书多、中国留学生多、中国学研究很盛行，而且在中国

学研究方面比较权威。每当 NHK 讨论中国问题时，在被邀请嘉宾里总是少不了该大学

中国学教授的身影。据说，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原来是日本陆军某部的驻地，该部队也曾

参加过侵华战争。二战结束后，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也随之解体，回到日本的部分

教职员和学生，吸纳台湾和首尔帝国大学的教授和图书资料，成立了私立爱知大学，校

址设在战败后闲置的陆军驻地。该校图书馆〈丰桥校区〉收藏着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的图

书文献资料，笔者也是在该馆看到了《中国省别全志》等文献。

二、福建在日本人的目申的重要地位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调查福建?福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到底处于什么样

地位?在第一编第六章《福建省与台湾的关系》和第七章《福建省与外国关系》中，毫

无隐讳地展示了日本规制福建的真实意图。

第一，从台湾角度考察，福建是对台防御的重要省份。在《福建卷》里，承认中日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编.虎跃龙头.[M]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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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

属群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在这里分析了台湾的历史，

指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占领台湾后，住在厦门的日本人逐年

增多，其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福建与日本无论商业还是政治，其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

日本对台湾以及南洋的关系上，今后更应重视对于福建的研究。对台的防御，只有与福

建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其目的" (j)也就是说，要加强台湾的防御，巩固台湾这个殖民地，

必须先研究福建，搞好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进一步实现福建与台湾一体化。总之，日本

把福建研究放在日本对台湾与南洋关系的战略高度上进行考虑。

第二，从日本整体"兴亚"战略考察"台湾海峡是日本西部以及朝鲜、中国东三省等

地域防御的第一门户础。在此记述， 1898 年日本要求中国清政府保证不给外国人割让福
建及其沿岸地带:尤其是美国与清政府交涉在三都澳设置美国海军基地的事情发生后，

日本变本加厉，于 1914 年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不准其他国家在福建沿海地区设立外国

造船所、军用储煤所、海军基地及其他一切军事设施，并于 1915 年 5 月 25 日获得中国

政府的保证书。可见，日本不仅要完全吞并台湾，而且把福建视为囊中之物，还要在福

建及其台湾海峡保持绝对的优先权，不准任何其他国家插足。

自 1895 年日本占领台湾以来，日本有意识地加强与福建省的经济、贸易、教育、文

化等领域的往来。在《福建卷》里，记述了大量福建与日本的关系，在福建的外国人中，

日本人占一多半，他们从事外交、教育、文化、新闻、商业、工业等各种行业:在厦门

和福州的日本商业、工业企业逐年增多;福州、厦门和三都澳通商口岸的贸易主要通过

香港和台湾进行，进口贸易也主要通过台湾输入大量日本商品。 1907-1908 年间出版的

《支那经济全书)) (全十二卷)第五卷介绍了福建铁路，第十卷介绍了福建的矿山，其他

各卷都或多或少涉及福建。这说明，日本人对于福建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和调查，始于 1903

年以前。根据《对华回忆录》记载，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其成立的同一年，派遣中岛真雄

创办了福州东文学社，日本创办的《民报》也始于 1897 年，并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和日本驻福州领事中村巍的帮助与经济补助。日本东亚同文会在福建创办的教育机构除

福州东文学社外，还有泉州的彰化学堂 (1898 年〉、漳州的中正学堂 (899)、厦门的东

亚书院( 1900) ， ③都比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早，其目的是培养能为兴亚事业服务的中国人。

第三，从掌控整个中国大陆的角度考察，福建是与朝鲜、辽东半岛夹击华东、华北，

进而挺进中西部，渗透两广的战略要地。"兴亚论"者提出的"日中韩结合"的论调，到

了日本军国主义手里，实际就是变成"日中韩合并"。在此书发行的 1920 年之前，日本

己经基本控制了朝鲜和中国东北。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旅顺口、

大连湾以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等特权，俄国退出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争夺。 1910 年

8 月《日韩并合条约》签署，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代

替德国接管山东半岛，向中国政府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政府"所有中

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转让他国"，这当然包括福建。到 1915 年前，完成了日韩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31-33.
②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33 . 
③ (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庐叮.商务印书馆.1959

4 福建省会发 ( 1907-1 917 ) 



合井，初步掌控了中国东北以及山东，并实际完全掌握了台湾海峡以北的东亚海上控制

权 。 下一步就是逐步掌控中国，进而实现日中合井。那么如何掌控整个中国昵?那就是，

巩固台闽关系，铸就台湾海峡这个南大门，把台湾和福建建成北进浙江、西进江西、南

进两广的重要军事物质基地。

三、《福建卷》的特点及史料价值

《福建卷》大 32 开(尺寸 22cm) ， 10 编 139 章，正文 1126 页，插图(素描和照片)

86 张，比例尺为 150 万分之一的福建省地图 1 张(宽 37 厘米×长 50 厘米)，福州、厦门、

三都澳大幅地图 3 张，泉州等地小幅地图 31 张，还有大量统计表，封面背景是福建省地

图 。

《福建卷》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 <<福建卷》的调查重点突出，调查目的十分明确。

《福建卷》的第一个记述重点是城市。 从地域角度来讲，考察的重点是以福建省福

州、厦门和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市为核心的福建沿海和闽江流域。 从城乡角度来讲，

重点考察 50 多个城市，暂时未涉及农村，但也没有涉及所有城镇，核心是福州|、厦门、

三都澳，其次是其他沿海城镇，再次是闽江流域的重镇，最后是其他十二个府城及其辖

下的主要城镇，省略了永泰、崇安等认为无关紧要的城镇。

《福建卷》的第二个记述重点是经济贸易 。 以福州、厦门和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

市为核心，详细记述福建省的商业、贸易、主要物产、矿山、工业、金融、货币以及度

量衡。

《福建卷》的第三个记述重点是交通运输。以福州|一厦门一三都澳三点一线为中心，

介绍了福建通往浙江、江西、广东的通路，以及省内的陆路、水路运输情况。

由此可见，对于福建的调查重点突出、目的明确，就是要全面把握以福州h 厦门和

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福建省交通、经济、贸易、工商业、自然资源、金融

等方面的概况。可以说， ((福建卷》作为福州、厦门、 三都澳三地清末民初的经济地理志、

交通运输志毫无逊色。估计在那个年代福建无任何个人和团体乃至包括地方政府，从全

局和宏观上全方位掌握福建全省的概况，更无人能详细掌握本地的细枝末节。 然而，日

本人却做到了，而且他们比福建人还懂得福建。 到 1945 年战败为止，日本人己经全面掌

握了福建省情况，笔者查阅第十六期以后的部分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旅行志，都有到福建

的纪录。

(二) <<福建卷》的调查方法科学，调查手段先进。

《福建卷》的调查和《中国省别全志》其他各卷一样，都采取了实地踏访的方法，

旨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从 1907 年到 1917 年，十年间所派出的九支调查班，六十多人(旅

行班合影中， 一支旅行班成员四到五人，以此推算出)，以福州、厦门、 三都澳为中心，

走访了 50 多个城镇，足迹踏遍了闽山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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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述的内容上看，他们拜访过官府官员，访问过海关，实地考察过居民、商贾、

企业，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品尝当地的饮用水，并详细记录饮用水质情况，完全没有道昕

途说的印迹，据说调查报告考评时若所引用的数据无出处，就可认定为不及格。在调查

过程中，虽然也用官方的统计表等数据，但他们没有直接拿过来简单引用，而是对此进

行科学分析、逻辑推理。 在人口的记述中，既有政府的统计数字，也有海关和警察署提

供的数字。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情势的分析，判断上述数据的不可靠，并进行了推算。

比如，关于福建省人口，报告列举了中国政府于 1902 年公布的福建省人口数为 2287.650

万人，而 1911 年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为 856.00 万人， 1909 年福建省居民户数为 78.0557

万户， 1910 年为 237.9139 万户，其差距非常悬殊。调查班根据福建省地势与居民分布状

态，将 1909 年和 1910 年的户数加以平均，然后乘以他们根据居民分布等情况抽样调查

后推算出来的 5.5人平均每户人口数，得出 1911 年前后福建人口总数为 870 万人，所以

认为 1911 年民政部的数据比较准确。 1995 年出版的《福建省志·人口志》中所列举的

福建省人口数， 1897 年为 2683.3万人， 1912 年为 1584.93 万人(缺 1898-1911 年的数

据)。其来源是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正如此书中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官

方未能准确地调查统计人口，所以这个数据恐怕还是不准确的。

调查班所使用的手段，在当时来说很先进。从大量图片、素描、地图情况看，每班

都配备照相机，他们已经掌握了测绘学、地理学、统计学等知识。 而此时的中国还尚未

形成测绘学、地图学等近代科学，更无这个方面的人才。 书中附有的各地地图基本上是

手工绘制的。《福建卷》上有一幅厦门地图，其绘制时间大概在 1911一一1913 年之间〔书

中标注，该部分是由第 9、 10 、 11 期学生调查的，其时间跨度正好在 1911-1913 年间)，

范围除了厦门岛以外还有其附近的鼓浪屿、金门岛，地形地貌及其主要地点比较详细。

《福建省志·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的福建省历史地图，都是现代人根据历史记载重新

绘制的，都属于现代版，唯有《民国时期厦门志》附有 1920 年代的厦门地图。二者相比

较，前者时间更早，范围更广，地形更详细。《福建卷》上附有的福建省地图，恐怕是近

代福建最早、最完整、最详细、最准确的一幅地图。

〈三) <<福建卷》的原始史料丰富，记述翔实。

在《福建卷》中，文字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城镇、贸易、商业、工业、物产、矿山、

交通等情况，其中附带不少公司合约、公司章程，还有大量统计资料。另外， 34 幅手工

描绘的地图和 83 幅现场拍摄的照片，还有手工描绘的素描 3 幅。这些资料随着岁月的流

逝，其史料价值愈显珍贵。读了这本书，脑子里俨然形成完整的福建省轮廓，眼前浮现

完整的福建交通地图。下面仅举几例，以供参考。

交通运输的记述内容中，除了概要性地介绍福建通往浙江的三条通路、通往江西的

三条通路和通往广东的一条通路，以及省内的通道和邮政、电信外，很详细地记述了陆

路和水路。如福州到厦门的陆路，分福州一福清、福清一兴化、兴化一惠安、惠安一泉

州、泉州|一同安、同安一厦门等 6 个区段，并且详细记述每个区段内所经过的乡村名称、

乡村风情、区间距离、所用交通工具等情况。 水路介绍福州|、厦门、三都澳、泉州的海

路和闽江水路运输的概况，在闽江水路中，详细介绍了闽江的三大水系及其沿江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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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镇以及城镇之间的距离，更详细记述了从光泽到福州之间的闽江水路情况，分十

三段，每段都有详细的水文、沿途风情等情况的介绍。另外，还用统计表详细记述了主
要港口城市的轮船、蒸汽船、民船的运输物品情况、装载吨位、运输费用、所需时间、

发航时间等情况。其中，第六编第二章《漳厦铁路))，用 6 页的篇幅介绍了陈宝琛等人筹
建铁路的情况，用统计表记录 9 个漳厦铁路火车站站名、距离以及火车票价，介绍了铁
路沿线的状况、经营状况以及国有问题。更珍贵的是附有漳厦铁路的临时章程(节选〉

和两幅照片。而《福建省志·交通志》、《厦门志》、《民国厦门志》都没有如此详细，仅

仅一页的篇幅，简略地描述漳厦铁路概况。

通货与度量衡问题的记述之详细也令人叹服，如福州的通货就有 5 种银两、 7 种硬

货币与 4 种软货币。度量衡，度有裁尺、京尺、平尺、鲁班尺:量有平斗、 一平树①、
二平树、半平树、南斗、二府树、一府树、半府:衡有平秤、红花秤、片秤、油秤、药

秤、新议秤、钱秤。不同的"尺"长度不同，不同的"量"重量不同，不同的"秤"标准也不

同。不仅地区之间(如福州|和厦门〉不统一，在同一个府内(如福州和福清〉也不统一。

如福州使用 4 种尺，厦门使用 5 种尺，福清使用 2 种尺，其中三地都使用裁尺，它的一

尺分别相当于日本的 1.250 尺、1.025 尺、1.00 尺。

在第一编第五章，介绍了福建省海外移民情况。福建的海外移民分布世界各国，其

人数仅次于广东，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兴化和福州府管辖内的各县，有的地方整村人

举家出国，每年通过厦门乘外国船出国的人数达八万人左右，还附有一张统计表，详细

记载从 1886 年到 1917 年之间 11 个年份经由厦门的海外移民情况(移民目的地国家和人

数〉。还分析了出国打工的原因，指出出国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另外，福建人具

有敢于冒险的精神。还详细介绍了福建人出国路径、主要移民国家、移民的年龄结构以

及海外移民对当地经济、贸易、金融业的贡献。在此特别举福清的例子。福清白两千年

之前就有海外移民，该县有家豪族，祖父时代移居南洋兴家，目前有五六十万财富，还

在经营贸易。在日本长崎有个福清籍张姓豪族，拥有 25 万家财，主要经营砂糖贸易。福

清的海外移民人数为 24，000 人，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由此可推算福清 1890 年前后

的总人口为 72 万以上)，每年从海外汇过来的外汇达 60 万元，同时带动 46 万元本地花

生油等土特产品的出口，搞活了本地的金融、产业、贸易，当地人称海外移民为福建的

生命线。而在国内查不到这个年代福清出外华侨的人数， 1994 年出版的《福清市志)>e厦

门大学出版社)明确记载"明、清两代没有统计出外侨胞人数。民国时期，乡侨人数仍

无可考"。

另外，不管日本人调查福建出自何目的，但其成果都是经过付出艰辛劳作换来的。

他们操持仅仅学了一两年的汉语普通话，在福建省这个错综复杂的方言区，踏访城市、

收集资料，其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调查班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一届接一届，每次

都在前一次的基础上有新的收获，内容有所扩展，深度有所升华，直到至善至美。他们

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孜孜探求科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 ((福建卷》的调查内容不包括名胜古迹，如:在旅行路线上也未列入

①"树"是衡量液体和谷物的衡器，有木制和竹制之分，在日本"树"相当于"升平树=1 斤四两，
2 平树=3 斤 4 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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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现在的武夷山)，更无人到武夷山;不少旅行班到过福请，关于福清的话题很多，

但都未涉及石竹山的内容。另外，书中内容，还缺少官府、警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

记述。《中国省别全志》号称全志，其名实不甚相符。

此外还想强调， ((中国省别全志》的原始材料出自三年制专科大学三年级学生之手，

所使用的调查报告就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在今天中国高校毕业论文的抄袭现象屡禁不止

的情况下，是否可大张旗鼓地鼓励学生到农村、企业、社区进行调查研究，获取一手资

料，以正学风。笔者曾经在高校教务处长岗位上工作多年，也主张调查报告可以当做应

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并鼓励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总之，撇开《中国省别全志》中的军国主义性质一面，其实里面还含有很多科学的

内涵。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丰富资料，来补充福建省清末民国时代的史料之不足:我们

也要虚心地学习他们的科学调查方法、先进的调查手段、追求科学的顽强精神以及精益

求精的科学态度。粪便是臭的，很多人遇上粪便会躲着走，但是农民把粪便收集起来枢

成肥，施于庄稼，这样粪便就变成了黄金。我们对《中国省别全志))，既要批判其军国主

义的性质，揭露其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服务的事实，同时也要善于吸取、利用其材

料，并为我们服务。

此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著名剪纸艺术家吴文娟女士和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老先生

以及福建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和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的热情支持和指导。他们的

鼓励成为完成此书译稿的莫大动力 。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此书谨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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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国省到全忘》原版序(一)

大哉亚细亚，面积 1700 万方哩 (4386 万平方千米勺，生民数十亿。而其多数受制于

欧洲，存独立国之实的只有日本和支那。岂不慨叹之甚，虽盛衰之运循环无极，然日本和

支那两国提携发奋，努力发展文化，亚细亚之兴隆与复活未必无望。故两国的责任亦非轻。

日本和支那有数千年亲交之历史，其国家之间有唇齿辅车之关系，其人民属同文同种，

相依相援，必定能共进文明富国之域。我东亚同文会兴起之目的，其实就是鉴于东亚大势，

加深两国之交流，增进相互之福利，以促进东亚的隆运，推进世界文明之进步。而其创立

以来，倾注全力进行两国结绅之交际，子弟之教育，贸易之奖励，政治经济之调查。上海

东亚同文书院的设立其实也是其事业的一部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于明治三十三年，

至今十有八载。期间我国各府县，选送俊优到上海，接受熏陶教育者己超一千人。每年夏

秋之际，派即将卒业者到支那全土调查考察其形势，从山川城邑、人情风俗到物质之丰歉、

交通之便利情况，无粗细遗漏。北逾黄河，渡阴山，西攀秦蜀峨眉之峰，南踏滇粤苗瑶之

野，勇往迈进，柿风沐雨，几乎踏遍全省各个角落，积累调查报告，其数多达 20 万页。

本书就是提炼其要，加进新的内容进行修订。支那是自古就具备地理书之国，上代有禹贡，

汉有水经，历代连续记载史书和地理史，太平寰宇、大明大清之一统志等浩瀚无垠，举不

胜举。然至近世，无完全之著述，殊乏记录现在之形势的书籍。对此内外人士均感遗憾。

本会编辑此书，不外乎补此缺漏，就是想尽力为支那研究提供便利，以应现今之急务。

若要至其大成，欲将期他日。

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百般之经世设施之基在于一处，那就是审度国土人民之形势。地理

书之必要也实存于此。本书若有助于日支两国之亲善，有益于东亚文运之进步，此乃吾人

之欣幸焉。

① 译注:括弧中的平方千米是译者力口的。

大正六年三月 0917 年)

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长

小川平吉

原版序 a 



《白国省到全忘》原版序(二)

禹贡九州之域，拥有九塞丸泽八风六水，会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岱岳山之金石，

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谷桑麻鱼盐。 以正德、利用、后生作为

政治之三大纲领实施三礼九经。古往人文开明，百物丰饶，自黄帝以来五千年，民物之滋

盛 。 至清朝之统宇，并八殡吞八线。 夏满蒙藏地之宽广至四百万方哩( 1032 万平方千米)，

人口之多四亿万。 长江之水域八十万方哩(约 206 万平方千米)，堪称大动脉，天下之宝

藏，孰能与之相比拼。而且地表农产力有所增进，收获可达倍额，尚有余裕可得，地中五

金博厚无限，至今尚处于无人顾及之状态。异日铁路纵横千里，若至咫尺时机，其富源之

发畅足可惊世界。然而它将成为列强经济经营之角逐场，自今始可翘首以待。

不必多言，我国与中国在政泊、经济上有着特别重要紧密的关系。更何况，欧洲战争

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我国人士必须尽早熟悉中国国情民物，深谋远虑，决

策于未然。古语曰，凡事不豫则不成，未雨绸缪。 事物的经理运用以知己知彼为本。临阵

磨枪，临渴掘井非智者所为。今日探明中国国情民物是我国人的一件急务。 独感遗憾之事

乃中国国情复杂、民物繁错，缺乏对此钻研之良书。我国与中国虽一衣带水之邻邦，精通

中国之人士却极其鲜见。

敝院对此早已有所慨叹，并进行精心策划，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

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进行了仔细的探究，以图为中国的研究提供帮助。

自明治四十年起十年间，每年安排即将毕业的约百名学生，分数班，花费四月有余的

时日，围绕上述问题，深入二十二个省及内蒙，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其间，

他们柿风沐雨、苦心惨淡，连续数日风餐露宿，甚至多日未得一口饮料。有的徘徊于革命

的战场，有的遇上洪水泛滥，也有时被土匪乡棍包围，有时深陷于瑶苗璋病之境，其危险

艰辛的程度令世人无法想象。 投入二十万金，用人超一千人，写出调查报告达二十余万页。

我同文会筹划编篡，取其精华去其糟柏，命名为《支那省别全志))，梓刻印刷，公诸

于世。大村学士担任编篡主任。 该学士曾经在我书院任职十年，负责该项调查研究的课业，

学问渊博，判定正确，尤其汉籍造诣极深，精通中国政治民物地理。他的著作《支那政治

地理志》问世以来，社会评价极高。学士倾注全部心血，投入本书的监修。本书纲举目张、

条理井然、周到详细、要点明确。我深信，此书的问世必将成为雾海之指南针，夜途之北

斗星。

b 福建省金，走( 1907一1917 ) 

大正六年三月 0917 年〉

东亚同文书院长

根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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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资料采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各期学生的实地调查报告。

其旅行班次如下:

1907 年第五期生浙闽粤班;

1908 年第六期生赣闽粤班:

1909 年第七期生皖南赣闽班、汉口厦门班:

1911 年第九期生 宁波厦门班、江阴厦门班、粤东班:

1912 年第十期生福建班、厦门香港班:

1913 年第十一期生汕头长沙班、福州民主j、班 :

1914 年第十二期生闽粤班;

1916 年第十四期生赣闽班。

二、本书的编寨，以山崎长吉为主，成员有松本良男、中村桃太郎。

三、本书所使用的中国货币，很难确定与日本货币之间的汇率。

大体上其比价如下:

一元(又称弗) =日本一元左右;

半元(又称五毫、五毛、五角) =日本五十钱左右:

双毫(又称双毛、 二毛、 二角) =日本二十钱左右:

半毫(又称半毛) =日本十钱:

仙或分(十铜元一个或十文) =日本一钱左右;

文(制钱一个或铜元的单位) =日本一厘左右 。

海关两的年平均比价如下:

1910 年 一两= 二志八片十六分之一十五=日本一元三四:

1911 年 一两= 二志八片四分之二 =日本一元三二:

1912 年一两= 二志零片八分之五=日本一元四九:

1913 年 一两= 二志零片四分之一 =日本一元四七:

1914 年 一两=二志八片四分之三 =日本一元二三:

1915 年 一两= 二志七片八分之一 =日本一元二五:

1916 年一两= 三志三片十六分之十三 =日本一元五四:

1917 年 一两=四志三片十六分之十三 =日本一元九七;

厉、版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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