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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中国学家中，内藤湖南(1866-1934年)可算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人。 

    他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

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

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

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

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

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

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

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

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

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

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他具有深厚的

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一生曾九次来中国，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

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肯、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

时事，切磋学术，唱酬诗文，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反映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

流，也促进了中日学术的互动与发展。 

那么，内藤以一个只有中等学历的非学界人物，何以能在不惑之年转入当时的第二帝

成为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鼻祖?另一方面，内藤史学为什么能在学术界、在

上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一一一一、、、、文化民族主文化民族主文化民族主文化民族主义义义义立立立立场场场场的的的的确确确确立立立立 

1887年，22岁的内藤背着父母，放弃了缀子小学教师之职，离开家乡，独自上京，他要在更

阔的天地里认识世界，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先后在大内青峦的明教社，三宅雪岭、志贺重

社任社属杂志和报刊的撰稿人及他们的代笔。这时期是青年内藤思想、学术萌芽和逐渐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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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青峦(1845-1918年)是当时日本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内藤在缀子小学时就表现出对

学的兴趣，他对于文章写作方面的天赋，也在家乡时就有过出色表现。①所以，当他供职

峦手下后，小试牛刀，很快就成为令大内青峦十分满意的得力主笔。稍后大内青峦让他主持

《明教新志》的附属报刊《万报一览》，这是非佛教性质的综合介绍国内外新闻要事的半月刊

藤接手后，新设“时事评论”专栏，这就更可以发挥他纵横论政的特长了。在明教社的三年中

内青峦还把自己十分推崇的江户时代的佛教大家慈云尊者、富永仲基、普寂德门等介绍给

些人或是才华横溢的宗教改革家，或是深思卓识的宗教史研究家。读他们的著作，一方面引

藤对于本国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景仰及探求兴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日后作为学者的

史观念和学术方法上的民族特色。 

    1890年，内藤转入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的编辑、撰著工作。政教社及其机关杂志

人》是明治年间在文化上要求抵制外来势力的侵袭，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组织。

受到家乡南部藩鹿角地方流行的是江户儒学的折衷主义学派的影响，在上京前就有了较明

主义思想倾向和对于政府的批判态度。这使得他很快便能与政教社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取得一致

并成为《日本人》的得力笔杆。 

    1891年初，由三宅雪岭口述、内藤等人代笔，写成《真善美日本人》一书，这书是从文化

立场向世界阐述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特点和作用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之作。 

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中，已呈现出内藤史学的若干学术端倪。首先，书中论述道

国是同属于产生了周公、孔丘、李世民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关于人种起源、文化起源上日中同一的

主张，在内藤以后的论著中经常提及，即所谓的‘旧中文化同一论”。其次，第三章‘旧

务”中，论述了为了探究“东洋新事理”，必须建立日本东洋学的设想。这是内藤涉及东

的最早论述。他以后走上学术之路，研究东洋史，可以说正是为了尽此‘旧本人的任务”

二二二二、、、、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文化文化文化文化研研研研究的起究的起究的起究的起步步步步 

    1893年，内藤辞别政教社，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

《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 

    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发生了日中甲午战争。此时，日本知识层

经开始意识到，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

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

路的知识分子面前。甲午战争期间，内藤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里分析其中重要的三篇

主要思想。 

    1894年8月，在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才三个星期时，内藤发表了《所谓日本国的天职》一文

对当时战争的看法及日本于此应尽的天职。首先，他批驳了武力占领说。针对当时日本国内

武力占领并吞并中国的狂热观点，内藤指出:这种观点不仅有碍东亚和平，而且也是对于日本防

欧侵略力量的削弱。日本不能靠着这些仅有的“人口劳力资本”去使中国殖民化，因为中

对一般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险恶”，而且让四万万中国人去说日语也是不可能的事

他驳斥了中国守旧停滞说和日本媒介说。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出台以来，中国在当时

目中的形象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是亚洲落后的代表，是日本“东方的恶友”。而日本

惟一可以代表西洋新文明的强国，因此，当时的言论认为，日本责无旁贷，应以进取的新文明

醒落后的中国，使之趋于进步。内藤在有名的“旧本的夭职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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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

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

国为东洋之国，而东洋诸国以支那为最大，故欲为之，不得不以支那为主。’，② 

    可以看出，内藤的天职说，与盲目的对外强硬主义者的“武力占领说”有本质的不同，

欧化主义者的“媒介说”，虽然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同样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内藤在这里表

种文化史研究的视角与观念，即他能够认识到，一方面，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日中文化是同源

的，同属于同一中国文化 

体系;另一方面，从横向看世界文化，文化又是多元的，西洋文化绝非惟一优秀的文化，以中

心的东洋文化是可以抗衡西洋文化的，值此之时旧本应该尽己之天职，来代替中国实现中

复兴。 

    甲午战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内藤的民族情绪，在稍后的1894年11月里，内藤又发表了

章。一篇是“地势臆说”，这篇文章的重要在于:第一次表述了在内藤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

心移动说”理论，使我们能看到促使这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文章首先引述、

国历代历史地理学家赵翼《长安地气说》、顾祖禹《燕京论》和《扬州形胜论》、计东《

论》、章演《南北强弱论》等文，在得到他们学术思想因素的启发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

中心移动说”。他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历程是，文明中心由洛阳而长安而分成两途，政治中心

燕京，文化中心则在江南，因此，文化的发展不一定与政治相一致，有其独立的发展性格

气的盛衰、人文的聚散而文化中心不断移动。这与此前习惯以王朝更替、政治治乱来论述中

有所不同，体现了内藤史学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史学特色。其次，他强调指出宋以后中

文化中心的南北分途，并把东北满洲与华北燕京相提并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却在强烈暗示

今后中国北方的满洲将代燕京而兴起。联系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野心，

出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下内藤之特别重视满洲的现实原因了。 

    一周后，内藤又发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文，进一步论述“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相关

‘旧本的天职”与“学者的使命”，内藤说，“文明之中心，今又将有大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

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至此，内藤终于明确地告诉人们，文明中心将

本。于此之时，学者的使命，如上述“日本人的任务”一节中所述的，应责无旁贷，开赴

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在学理方面开创出东洋新局面。“清平之世之臣民，光耀国威者

学术”，值此战事大进之时，值此日本的“威力”、“国民之意气”空前勃兴之今日旧本

东方之新极致，以取代欧洲而兴起，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岂不在反掌之间耳?”。③日本不

东亚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而且将在 

世界成为“坤舆文明之中心”，其得意张狂之心态溢于言表。 

以上三文，可以说是内藤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

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

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

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由于内藤史

于日中战争期间‘.战胜国”的社会时代背景，致使本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内藤思想

代后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90年代中期由于对本民族文化抱有傲慢自大的狂妄心态，而走向文化

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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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走上中走上中走上中走上中国学国学国学国学专专专专家之路家之路家之路家之路 

    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出版了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

《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 

    《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教等诸方面的文化

变迁的历史的著作。 

    《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

作者的笔墨显然更多地落在对三国时代的总体论述上，作者关注的是世运的变迁。如他说

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每三、五十年为一变化期，动荡忧乱之际，则十年、十五年就面目全非

以致旧物荡然无存。”其次，他指出:魏、蜀、吴三国力量强弱之对比，是年龄之对比，如赤壁之

吴、蜀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孔明、周瑜、鲁肃三少年与老者曹操之力量对比。他认为在一切

乱之世，只有少者能洞察时事，把握时机，而老者难以适应，处于劣势。暗示了作者作为

日本未来的自负，以及作为年轻的日本对亚洲未来的自负。④ 

    《泪珠唾珠》是作者1887-1897年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大抵为短小精悍的

小品文，如读书偶得、旅行杂感、书林掌故、人物品评、隽语警句等，“由此大致可窥得作者早年

的智慧、思想和文藻之一斑”。⑤ 

    三书的出版，虽然只是内藤个人事业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结晶，但从对学术界的影响来说

学者形象的一次集中亮相，由此，也引起更多学界识者的注目。特别是《近世文化史论》，

一出，著者之名声一时扬起，被当成当时的名著。”⑥ 

    1899年年末，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中国是他精神上向往已久的文化故乡

昔在汉籍上久已熟悉了的地理人文、名胜古迹。同时，中国也是现实中与日本有着重大关

最大邻邦，是日本正欲在此尽己之“天职”的国土。到中国旅行不正是内藤所提倡的“亚细亚

探险”吗? 

    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

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他曾在中秋节于北京古城

墙上观月，又骑马八达岭远眺长城内外，也曾西湖泛舟、苏州踏青，所到之处，赞美风光景物

证古迹名胜，评论风土人情，并时而抒发一些今昔对比、日中比较的议论感叹。当时正值

失败后不久，他经天津报界日本同人介绍，与天津、上海等地的维新人士、学者进行了亲

这些人中有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王修植等，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

情和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的，他举出日本维新以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国能吸取有益之

取前车之鉴。内藤还与罗振玉、文廷式等人结下了学术友谊。他们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

旅行之所见所感，曾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来整理成《燕山楚水》（别名《禹域鸿爪记

此书以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和对现实中国广泛的反映面以及敏锐的观察力

力，增进了内藤中国学专家地位的确立。许多年后，大学东洋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修学旅行

须事先读读这部中国历史文化指南。 

在去中国旅行之前，内藤的住处遭受了一次火灾，他十多年精心积聚起来的图书顷刻

烬。那些书主要是关于日本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这客观上使他继续从事以往的日本

困难。而1899年的中国行，又使他增进了对中国的具体认识，与中国名学者的交往也增进

事中国学研究的信心。这火灾和中国旅行似乎就成了一种标志，即告别以往的杂学，真正走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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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之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进入20世纪的内藤湖南已是一个真正的、

国学专家了。这时他34岁，正过了所谓的“而立”之年。 

明治20年代，即1887-1897年这十年，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新生国家逐渐确

强大之际，与此相应，在思想界，专制皇权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交织高涨

政府到民间普遍的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内藤史学正是以这十年为社会背景而孕育成

的，又由于他十几年新闻工作的职业经历，使他对社会政治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甚至可以

对于中国历史的文化史立场的研究和他对于当时日中社会政治的关怀互为表里，成为他作

国学专家的不可分离的两翼。这造成了内藤史学的复杂性，导致了他与那些以学问为目的的

学问专家的不同。这也正是内藤史学所以能具有时代魅力，并产生重大社会历史影响的原因

那个时代的日本正处于逐渐走向东亚扩张，走向给东亚邻国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

代，内藤史学的社会关怀及时代魅力越深，其学术意义的社会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是一

越时代的入世型学者不可避免的悲剧境地。 

                                 

    ①内藤童年有较好的汉学与国学根基，9岁入新式小学，12岁跟父亲学赖山阳的《日本外史

首作汉诗。16岁时，明治天皇巡幸东北，他受命作“明治天皇巡幸东北迎文”，以汉文写

有文采，在秋田地方赢得文章令名。 

    ②((所谓日本国的天职》，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 

    ③《日本的天职与学者》，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近世文学史论》附录。 

    ④《诸葛武侯》，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 

    ⑤⑥《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后记”。 

  

资料来源：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3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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