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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德富苏峰、芥川龙之介、青木正儿等人撰写的扬州游记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其笔下迥

然不同的扬州形象及其成因，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扬州的现状，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

历史。 
 
关键词 

日本文学，访华游记，扬州形象 

 
 

The Study of the Image of Yangzhou in Lat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Xiaohan Hu*, Zhengya Li, Dao Wang 
School of Public Fundamentals,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Yancheng Jiangsu 
 
Received: Oct. 31st, 2023; accepted: Dec. 15th, 2023; published: Dec. 26th, 2023 
 

 
 

Abstract 
Taking the travelogues of Yangzhou written by Tokutomi Sohou, Akutagawa Ryūnosuke, Masako 
Aoki, and other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Yangzhou and 
their caus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hich helps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Yangzhou at that time and reacquaint our own history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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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终结了德川幕府长达 264 年的闭关锁国统治，开始以官方形式进

行访华活动。1871 年，日本与清政府在天津签署《中日修好条规》，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两国关系。1894
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增设通商口岸，并且允许日本官民在华

经商、工作。1894 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增设通商口岸，允许日

本官民在华经商、工作。自此，大量日本人怀揣着不同目的来到中国，掀起了一股中国旅游热潮。他们

的足迹遍布于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南京、哈尔滨等历史文化名城，并以此为背景撰写了描

绘当地风光、民俗民情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具备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

国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然而，在大量关于“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中，以“扬州形象”

为主题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德富苏峰、芥川龙之介、青木正儿等人笔下的扬州

游记为研究对象，从城市面貌、文化古迹、人文底蕴等多个角度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扬州形象进

行深入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扬州当时的城市风格、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状况。 

2. 研究现状 

“形象学”一词来源于法文的 Imagologie，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也就是

说，形象学即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来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是如何互相

观察、互相表述的。而作为中日比较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尤其是对于

中国形象的思考与解读，一直是中日两国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首先，就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日本学者对于该主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着重于从整体上分析日

本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人物及都市形象。比如：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竹内实(1966) [1]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以《桟雲峡雨日記》、《観光紀游》、《燕山楚水》、《満韓

ところ［ゴロ］》等游记作品为对象，着重论述了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村松定孝(1975)
在《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中国像》(1975) [2]这一论著中结合当时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历史研究手法对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期间描绘中国形象的小说、诗歌、新闻报道等展开了多样化描述。 
在中国国内，对于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中。比如：李

雁南(2006) [3]和童晓薇(2007) [4]以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为例，描述了以上海为代

表的旧中国和以芳秋兰为代表的女性革命者等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横光利一到访上海的缘由、该

小说的创作特点以及小说文本展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常骄阳(2009) [5]和张蕾(2010) [6]在阐述近代日本代

表作家到访“满洲”背景和途径的基础上，以其撰写的“满洲游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笔下类型迥

异的“东北形象”。冯裕智(2015) [7]和刘士伊(2022) [8]则分析了特定时期日本作家游记作品中关于我国

江南地区人物、环境以及名胜古迹的描述，包括苏州、南京、杭州、上海等代表城市，扬州地区也略有

涉及，其中探讨了既令人流连忘返又使人厌恶的江南形象，从而透露出日本人对中国江南的认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上海和东北地区。就江南地区而言，虽然在宏

观层面上勾勒出了其矛盾的形象，但关于扬州地区的描绘仅仅是碎片化内容，以“扬州形象”为主题的

探索尚未形成体系化研究。因此，本论文将着眼于近代日本作家的扬州体验，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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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作家笔下的扬州形象及其成因，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扬州的现状，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自

己的历史。 

3. 德富苏峰眼中的诗意扬州 

德富苏峰，日本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1885 年通过自费出版《十九世纪日本之青年及

其教育》、《将来之日本》登上日本文坛。1985 年 4 月，德富苏峰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第一次踏上中国

土地。1906 年 5 月，德富苏峰来到沈阳、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旅游，并以此经历创作

了《七十八日游记》。1917 年９月至 12 月，德富苏峰再一次来到中国，在此期间依次游览了南京、镇

江、扬州、上海、杭州、苏州等南方城市，回国后将此经历创作为《中国漫游记》。其中，在德富苏峰

笔下，扬州以极富诗意的形象呈现在众人的眼前，那里小桥流水、山明水秀，使人仿佛置于仙境之中。 
1917 年 11 月 11 日，德富苏峰乘坐蒸汽船途径连通中国南北动脉的淮南运河时，对其繁荣兴盛的景

象赞叹不已：“人们在上游和下游之间来来往往，有的摇桨扬帆，有的载满芦苇，有的做着苦力，有的

贩运活猪和蔬菜谷物”([9], p. 137)。渡过使他感到惊讶的淮南运河后，德富苏峰在高洲太助君的带领下

游览了平山堂、五亭桥等名胜古迹。其中，平山堂位于蜀冈上的松林之中，由于在此处能够一览江南群

山，欧阳修将此地赐名为平山堂。德富苏峰游览平山堂时，虽然寒风冷冽、冷气刺骨，但是由于亲身体

验了其秀美的风光以及美味的扬州料理，心里还是觉得暖洋洋的。德富苏峰还对五亭桥以及平山堂周围

的景色进行了详尽的游览，“一汪碧水泛起层层波涛，两岸的柳树时而和翠竹耳鬓厮磨……周围芦苇丛

生，芳草萋萋，不肯脱下绿色的衣裳”([9], p. 138)。 
德富苏峰自幼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十分熟悉中国的诗词歌赋，因此在旅途中经常引用古诗词描述

看到美景。比如：在到达扬州之前，德富苏峰便因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殷芸的“腰缠十万贯，

骑鹤下扬州”以及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对扬州产生了无穷的想象。所幸，扬州

也没有令德富苏峰失望，渡过王安石笔下的“京口瓜洲一水间”的瓜洲，就看到了淮南运河繁盛的景象。

此外，德富苏峰还通过诗词创作抒发对扬州的喜爱之情。比如：“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

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9], p. 137)。“长堤衰柳晚萧萧，秋老淮南草未凋。解识平山堂渐

进，扁舟已过五亭桥”([9], p. 138)。 
通观全文可以看出，德富苏峰在游览扬州时刻画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国度，文中多次引用或自创古诗

词描绘扬州的美景风光，这与德富苏峰自幼跟随母亲学习汉诗汉籍不无关系。1917 年的中国，虽然已经

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各地军阀混战，互相争夺地盘，人民群众极端贫困，难以生存。然而，德富

苏峰在对扬州环境的描绘中，却以极其巧妙的手法将读者带入到江南的小桥流水之中，在实际场景中的

他也许并非没有看到扬州地区的动荡与不安，只是选择了视而不见，仅仅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一切

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去勾勒扬州景色。因此，可以说德富苏峰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扬州作为江南

水乡独特而有韵味的魅力。 

4.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颓败扬州 

芥川龙之介，大正时期著名短篇小说家，被誉为“日本现代短篇小说之父”，著有《罗生门》、《鼻》、

《地狱变》、《河童》等作品。1921 年 3 月至同年 7 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视察员的芥川龙之

介乘坐“筑后丸号”海船经由上海入境后，遍访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

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将近 4 个月旅途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为《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

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等多体裁游记。其中，《江南游记》描述了芥川龙之介等人

在扬州的旅行经历，其内容与德富苏峰笔下的诗意扬州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字里行间处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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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颓败的气息。 
芥川龙之介看到古扬州的第一眼，城市景象是颓败不堪的。《江南游记》中对扬州城有这样一段描

述：“两层以上的建筑几乎见不到。而平房，但凡映入眼帘的，也都显得贫贱粗陋。街道上，路石凹凸

不平，到处积满了泥水”([10], p. 115)。此种场景以至于见识过苏州、杭州等城市的介川深深地为残破的

扬州城感到悲哀，不禁发出“纵然‘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定会索然寡味”的感叹。 
随后介川在扬州高洲氏的带领下乘坐画舫游览两岸风光，但是映入眼帘的却是如下场景：“河面既

窄、水色也莫名地发黑。……两岸或则是污秽的粉壁，或则是贫瘠的油菜田，不时还可见堤岸崩毁，化

作了杂木丛生、岑寂的原野”([10], p. 116)。这不仅无法让介川感受到杜牧诗句中唯美的意境，还使他顿

生厌恶之情。而扬州的大虹桥、平山堂、春柳堤等名胜古迹给他留下的印象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大虹

桥拱券的石块上“大书着排日的宣言”，幽暗的平山堂“凉飕飕地散发着尘埃的气息”，春柳堤对面望

到的小山上“排列着小小的土馒头，像鼹鼠刨出的土堆似的”，让介川觉得“扬州地底下，连死人仿佛

也在微笑”。 
此外，介川还多次以轻视的言语描绘中国人的形象。譬如：他在扬州下船后前往盐务署时，乘坐的

是“沾满泥泞的人力车”，此处虽然没有正面刻画车夫形象，但是从沾满泥泞的人力车即可体现出人物

的邋遢。之后介川乘坐画舫途经绿杨村时遇到一位掌篙的扬州美人，她“梳着同日本女孩一样的辫子，

插着红色的玫瑰花”，这里的美人明明是一位中国人，介川却通过赞扬“她梳着同日本女孩一样的辫子”

来表现美女之美，说明介川在此时此刻认为日本美女是要比中国美女更高一筹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在《江南游记》中采取俯视的视角描绘了他所看到的扬州环境、

底层民众以及名胜古迹，使得古扬州毫无修饰地以一种民众愚昧肮脏、景观消极颓废的形象出现在众人

眼前。但是，芥川并非真正蔑视上文所描述到的事物，他返回日本后，连续发表了《将军》、《桃太郎》、

《湖南的扇子》三篇小说，其中前两篇充满着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批判，后一篇则刻画了数名群情激

荡的中国革命者形象，这三部作品无不表明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正面的。可以说，芥川对扬

州地区形象的刻画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情绪，虽然在文中勾勒了一个处于战乱中破败不堪的扬州形象，

但也透露出对因受到战乱影响而失去古典韵味的扬州的惋惜之情。 

5. 青木正儿眼中的双重扬州 

青木正儿，号迷阳，日本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风俗图谱》、《中华名物

考》、《中国文学概说》等作品，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曲学的泰斗”。1922 年 3 月至 5 月，青木正儿

在日本外务省资助下首次来到中国，游历了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城市，回国后以当地的气

候、文化、饮食为背景撰写了游记《江南春》。由于对中国民俗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1925 年青木正儿

再次来到中国时，以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创作了《竹头木屑》。其中，《江南春》中《扬州梦华》

这一小节通过对青木正儿扬州之旅的描述，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扬州形象，既有因传统中国

文化带来的强烈憧憬，又有因现实状况导致的不满与惋惜，二者交织在一起给青木带来了极大的情感冲

击。 
在游览过程中，青木正儿使用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小玲珑山馆、虹桥、天宁寺等场所旧日的辉煌。关

于小玲珑山馆，正如青木正儿在文中所描绘的那样，因清代著名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喜好文艺，专门

将小玲珑山馆提供给文人雅士作举行诗会。而这些文人往往会每人占据一张桌子，伴随着“两支笔、一

块墨、一方端砚、一个水注、四张纸笺、一册《诗韵》、一个茶壶、一只茶杯、一箱茶果子”([11], p. 116)。
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句。然而，以上场景均出自《扬州画舫录》，并非青木正儿在现实环境中看到的画

面。另外，往日的虹桥和天宁寺也热闹的非同寻常，文人墨客常常在虹桥“举行修禊韵事”，市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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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虹桥“乘船兜风”，风流书生会“携着秦淮一带的粉头”在虹桥“游游逛逛”，天宁寺畔会经常上

演由“安徽山区发展起来的现代戏之前的昆曲剧”。 
虽然青木正儿对传统文化典籍中所展现出的扬州形象惊叹不已，但也数次情不自禁地以失望的语气

描述自身看到的扬州景色。譬如：他初到扬州，看到的世界便是灰蒙蒙的，里面是“好像洗去铅华的老

女人的脸一样灰色的”扬州街道以及“暴露出灰色，摇摇欲坠，使人觉得不安”的砖墙，就连在乾隆文

艺史上久负盛名的小玲珑山馆都是“寸草不生，地面有一些倾斜，凹处堆积着碎砖乱瓦，映入眼帘的全

是冰冷的颜色和荒凉的线条”([11], p. 115)，以上种种场景使得青木唏嘘不已，一阵悲凉涌上心头。此外，

曾经朱栏跨岸、翠柳相映的虹桥也不复昔日风光，桥上“既没有亭，也没有朱栏，虹消失了，红也随着

流水逝去了，只剩下冰冷的石桥为了实用的目的，依然横在河上”([11], p. 119)。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青木正儿虽然较同时期其他日本文人更为客观地描绘了扬州的名胜古迹，但

对于无力修缮的景观、破败的环境的基本色调的刻画仍然是阴暗的。由于青木正儿在汉学方面有很高的

造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向往，在游览扬州时，他引经据典，详细地描绘了小玲珑山馆、虹桥、天

宁寺等场所旧日的辉煌。但也正是因为青木正儿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古籍，对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州

充满向往之情，所以从他刻画的扬州形象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矛盾感，一方面他深深怀念着扬州

富有魅力的景色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对扬州的现状感到不满，对乱世中传统文化以及代表景观不被

重视而感到失望。 

6. 结语 

正如上文所述，明治维新后，大量日本文人到访中国，其中德富苏峰、芥川龙之介、青木正儿等人

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扬州的土地，他们将自己在扬州的见闻撰写为游记作品。而这些作品中呈现的扬州形

象并不是单一且固定的，会随着不同作家的视角而变化，读者既可看到其诗情画意的一面，也可以看到

虚幻过去和颓败现实相杂糅的一面。其中，在德富苏峰眼中，淮南运河、平山堂、五亭桥周围都是优美

的风光，让人陶醉于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之中。芥川龙之介眼中只有中国落后的一面，不仅扬州城、虹

桥、春柳堤流露着颓败的气息，就连中国人物形象都是负面的。青木正儿眼中的扬州与文化典籍中的扬

州印象相重合，从中既能感受他对于扬州昔日风采的无限怀念，又能感受他对小玲珑山馆、虹桥、天宁

寺等古迹衰败的无奈与痛惜。令人恋恋不舍的诗意扬州、散发着残破气息的颓败扬州、既充满希望又掺

杂着失望的双重扬州——这些矛盾而复杂的扬州形象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立体化”的扬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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