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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志大量流散国外，其中日本是收藏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国家。
日本搜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相当久远，到近代更是肆意搜集、掳掠。
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而且现实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
　　本书主要是通过中日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地方志流传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
影响。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总论，一方面按17-19世纪中叶以及20世纪初至中叶两大时段，详尽论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明
治时代与大正、昭和时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以及战争期间，收集、掠夺地方志的主要途径、方法与
规模，着重再现了近代日本书商、汉学家、文化机构、外交部门与军队对方志的输入、搜集、掠夺景
象，阐述了在日中国地方志的流动、分布状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以个案的形式，重点研究
日本的静嘉堂文库和外务省对中国近代著名藏书楼陆心源“皕宋楼”、徐则恂“东海楼”的秘密收购
与劫取经过，评析流失日本的孤本方志（万历）《宁国府志》、（万历）《望江县志》、（万历）《
青神县志》、（泰昌）《全椒县志》、（崇祯）《嘉兴县志》、（光绪）《镇番县乡土志》的版式、
内容、体例、价值以及流失经过。
下编为东传日本方志总目，是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等53
家主要图书机构和个人收藏的1949年以前编纂、刊刻的地方志的调查与著录，并按馆藏联合目录的形
式编排，以揭示中国地方志东传日本的总量以及日本当前的方志收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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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兆祥男1963年10月生，安徽休宁人。
历史学博士。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民俗学会副会长、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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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方志学》（合著）、《方志学新论》、《江淮地区开发探源》（合著）、《中国民俗旅
游》（主编）、《中国民俗旅游新编》（主编）等，发表有《明代地方志述略》、《论新视野下的旅
游志编纂》等论文数十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等项目多项。
《方志学新论》荣获第八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4～2005）著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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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流播轨迹第一章17-19世纪中叶地方志的东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的历史久远。
除了学者、学问僧、官员等人员往来外，还有重要的书籍交流。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珍贵典籍，自秦汉正式出现以来，代有所作，绵延不绝，不仅种类繁
多，而且卷帙浩繁。
如同对中华文化的敬仰一样，日本对中国地方志亦喜爱有加。
中国地方志东传日本始于何时，学界尚未见研究。
不过，在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即载有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十州记》、唐李泰《括
地志》、《州县图经》、《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l3种方志。
这说明早在9世纪中后期的平安时代贞观、宽平间，已有中国地方志在日本流传。
此后，方志流传日本始终不辍，在早期日本文库中就时有方志发现。
13—15世纪著名的金泽文库，收藏汉籍十分丰富。
“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
他库虽藏书，未及二库也。
”所藏宋版《太平寰宇记》号称天下孤本。
方志大批量输出到日本是在17—19时间中叶，也即日本的江户时代。
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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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