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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也不例外。 在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中，对教育的重视与民族主义的观念成为他接受与宣传西方“文库”的基础。 福泽的

西方“文库”见闻通过《西洋事情》传播于日本，形成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文库”印象。 此后，岩仓使节团

的出访记录为福泽传播于日本的“文库”印象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强化了福泽的“文库”印象。 福泽谕吉

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政府职责，以及日本近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演变为国粹主义后要求

公共图书馆所具备的思想善导功能，都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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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日本在西方列强的

重压之下迫切需要寻求出路，在看到西方的先进

与发达之后，渴望效仿西方而实现自己的近代

化。 福泽谕吉的启蒙、岩仓使节团的出访等，都是

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在文明开化与发展国力的迫切需求之下，福

泽谕吉意识到图书馆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不可

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精英个体

的培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民众基础的建立

上———这两点对一个近代国家的兴起有着重要

的意义。 从福泽谕吉开始，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思

想中已然形成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在

大众教育方面的等同认识，进而引入图书馆经营

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方式。 这些在此后岩仓使

节团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明确，并在日本

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以实现。 可以说，福
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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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与日本近代“文库”
印象的初定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就是福泽谕吉，福泽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福泽认识西方之

“文库”的观念基础。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

先驱，其对西方事物的认识与推介对日本近代社

会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２ １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

福泽谕吉心怀日本复兴与近代化的目标，学
习西方见闻之先进事物，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

事一物。 福泽对近代的基本认识与观念决定了

其宣传西方经验与倡导日本近代化的基本立场，
也对日本近代化的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

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福泽的振兴教育

以培养日本近代之民众的观点奠定了其认识近

代图书馆的功能的基础，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对

日本近代社会理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起到了重

要的导向作用。
２ １ １　 福泽谕吉的教育观

福泽推崇英国的立宪政治，将其视为 １９ 世纪

政治体制应具有的一般形态，１９ 世纪唯一有效的

政治体制。 已经蜕变成“蝴蝶”的 １９ 世纪的人民

与“青虫”时代的人民不同，既不能“以指撮之”，
也不能“以箸挟之”，像法国拿破仑三世、俄国亚

历山大二世、德国俾斯麦那样的专制，再也无法

压制已然成为“蝴蝶”的人民了———这就是福泽

对 １９ 世纪的理解［１］ 。 福泽谕吉对于 １９ 世纪的认

识，表达了他对受教育的平民与国家建制之间的

关系的理解。
在对平民的“高度”期待之下，福泽大力倡导

通过教育途径改变平民的地位，以此提高国力。
他尖锐地批判了“日本只有政府而没有国民”的

状况，讴歌“独立自尊”和“一身独立”的自由主义

理念。 他认为人生来平等，但是学业修行的层次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提出一个国家真实

的力量不在于政府，而是取决于每一个国民的学

力综合构成［２］ 。

可以说，福泽谕吉所执着的立宪政治和培养

高水平国民的追求，深刻表达了对于建立日本近

代之市民社会、以强大的精英力量推动日本近代

化发展的夙愿，这就是福泽谕吉理解图书馆与图

书的社会功能的起点。
２ １ ２　 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观

陈秀武［３］ 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中包含了民

族主义的“开化性”与“狭隘的民族性”的双重特

点，其中“开化性”决定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体

的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
映了民族主义的消极意义。 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

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

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同时他又将“爱国心”和“自
私心”等同起来。 这样一来，在国际关系紧张的

时候，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为宣传蛊惑的工具，
而走向民族自私的一面。

这种民族主义与其后来提出的“脱亚论”有

着必然的联系，也构成了福泽谕吉学习与介绍西

方经验的基本立场。 基于民族主义的“开化性”，
福泽谕吉从一开始便将“文库”视为西方世界中

用以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利器。 而狭隘民族主

义的消极面在这一阶段也埋下了伏笔，随着日本

近代前期全盘西化的终结、复古思潮与国粹主

义极端化的兴起，始于近代前期的用以实现民

族振兴的 “文库” 逐渐转化为 “思想善导” 的

工具。

２ ２　 福泽谕吉的“文库”印象

２ ２ １　 “文库”印象的来源

福泽谕吉一共参加了三次幕府末期的遣使

出访，分别是 １８６０ 年、１８６２ 年和 １８６７ 年。 万延元

年（１８６０ 年），德川幕府派遣使节团出使美国，福
泽谕吉作为咸临丸号军舰奉行木村喜毅的随从

随行前往。 这次美国之行，福泽谕吉最主要的收

获是在旧金山买到一本《韦氏辞典》和一本《华英

通语》。 文久二年（１８６２ 年），福泽谕吉作为幕府

遣欧使节团的雇佣翻译，随行出访了法国、英国、
荷兰、普鲁士、俄罗斯、葡萄牙等欧洲六国，留下了

旅行日记《西航记》及见闻概要《西航手帐》，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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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荷兰购买了大量英文书籍。 最后一次是

在庆应三年（１８６７ 年），幕府派遣勘定吟味役小野

友五郎为委员长的使节团前往美国购买军舰，福
泽谕吉再次随行出访美国，又购买了不少英文书

籍。 后两次欧美之行所购得的书籍，成为他日后

著书立说的重要资料来源［４］ 。
此后，福泽谕吉在自己三次出访西方国家见

闻的基础上，结合所购得的大量西文书籍，从庆

应二年（１８６６）至明治三年（１８７０）间编译出版了

《西洋事情》，共三编十卷，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

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诸多方面［４］ 。 正

因为信息来源的可靠与行文的生动，《西洋事情》
成为明治时期有识之士了解西方的极具影响力

的书籍之一。
与其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见闻相比，福泽谕

吉的出访在先，其对西方世界的见闻主要是概念

层面的，正如石井敦等所述：福泽谕吉的《西洋事

情》使日本人了解了关于“图书馆”的概念［５］ 。
２ ２ ２　 关于“文库”运营的整体印象

在《西洋事情》一书中，福泽谕吉对公共图书

馆的描述并未占用太多笔墨，但却在日本近代形

成了生动而深刻的“文库”印象。 《西洋事情·初

编》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文库”，篇幅很短，与学

校、报纸、医院、博物馆等事物并立为西方近代国

家的特有事物进行罗列和描述［６］（３９－４０） ：
西洋各国的都府中都有文库，被称为“ｂｉｂｌｉｏｔ⁃

ｅｋ①”。 其中的收藏从日常使用的书籍图画到古

书和珍本，各国的图书皆收入其中。 人们可以到

这里来任意阅读图书。 但是仅允许每天在书库

内阅读，不允许将图书带回家。 伦敦的文库中有

八十万卷的书籍，彼得堡（俄罗斯的首都）的文库

有九十万卷，巴黎的文库有一百五十万卷的藏

书。 法国人说，如果将巴黎文库的藏书一字排开，
总长度可以达到七里。

有的文库为政府所有，有的文库为国家一般

民众所有。 外国出版的书要通过购买获得，本国

出版的书则由本国的出版者向文库提交一本来

收藏。

这段描述中包含了有关文库运营方面的 ５

项重要信息：（１）文库的馆藏可以是日常生活用

书，也可以是珍本善本等珍贵的藏书；（２）一国

之文库的藏书不拘于一国之出版的图书，还可以

有外国的出版物；（３）文库向一般民众开放，但

只可以阅览不可外借；（４）本国图书的呈缴本制

度；（５）文库的两种类型：归政府所有或者归民

众所有。

２ ２ ３　 “文库”的教育功能与政府之责

在《西洋事情·外编》和《西洋事情·二编》

关于国家、人民和教育等主题的章节中，福泽从教

育的视角探讨了关于“文库”的话题。 在整体印

象的基础上，从“文库”的教育功能考虑，分别从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探

讨了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从而完善了福泽本人与

日本近代社会对公共图书馆的印象。

在社会教育方面，《西洋事情·外编》第二卷

《政府的职责》中提到了政府在民众教育中所应

承担的责任，其中就包括要建立“文库”。 福泽认

为图书馆具有教育民众的文明开化作用，“其他

国家中建立的书库、开设的植物园、建设的博物馆

和开设的游乐园等等场所，都在开化人民方面起

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更应该在这些方面投

入更大的助力” ［６］（１６７） 。 而政府行事的基本方式

就是利用税费，即“政府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制造

经费呢？ 必然来自于国内的税费。 换句话说就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６］（ １５５－１５６） 。 因此，从教育的

角度考虑，开办图书馆成为政府的责任。

在学校教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为了开办

学校，就必须要购买设备和图书，还需要建筑校

舍。 这些都是需要投入很多资金的事情”，这些

费用如果由民众来投入，则会造成“除非是有钱

人，否则很难入学来接受教育的局面” ［６］（ ２７５－２７６） 。

因此，学校教育应该由政府出资兴办。 “政府筹

办的学校教育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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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教育的需求，而应该确立专门为贫民中有志

于学业而缺少学费的人提供福利”，所以“提供教

学所必须的用品（书籍、设备、校舍等）就成为了

政府的基本职责” ［６］（ ２７５－２７６） 。

３　 岩仓使节团见闻对福泽“文库”印象的

强化
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对图书馆的介绍

是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传入日本的一个极为重

要、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思想源头。 此后使节团的

出访见闻对福泽的观点一方面起到了印证的作

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发展与延伸的作用。
在学习西方的客观需求和历史背景之下，以

“求知于世界”为目的，１８７１ 年 １２ 月岩仓使节团

出发访问欧美［７］ 。 岩仓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特

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

为副使，约 ５０ 名使节团成员、５０ 名留学生［７］ 。 其

成员在构成上几乎包含了明治政府的各个部门，
且以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

部门全体出动”。 各位成员本着学以致用的务实

态度，详细记载所见所闻［８］ 。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形成了两份记录，其一是

以使节团的名义形成《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

记》一书，其内容除了所见的欧美机械工业、医疗

卫生、学校教育等情况之外，也包括图书馆。 其二

是岩仓使节团中的教育专员田中不二麻吕主持

编修的《理事功程》，其中有针对欧美诸国的教育

状况和图书馆的专门记录。
岩仓使节团在福泽谕吉之后出访欧美，将

“文库”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之一，对其馆藏范

围、借阅方式、管理方式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记

录，从而强化了福泽谕吉的基本的“文库”印象。
（１）“文库”的馆藏范围

岩仓使节团非常重视馆藏的问题，在图书馆

等同于博物馆的印象之上［９］（１３７） ，又加入了与档

案馆的对等认识［９］（１０９－１１０） ，提出了馆藏建设的基

本思路是“涵盖百科之书、百家之言”，并且提出

“在信息的获取中，世间没有废物”的观点［１０］ 。

（２）“文库”的借阅方式

岩仓使节团考察到大英博物馆［９］（ １０９－１１０） 与

瑞士的书库采取凭证借阅的方式［１１］ 、以及法国巴

黎大书库的复杂闭架借阅模式［１２］ ，这些见闻都没

有涉及外借服务，从而强化了日本国内对图书馆

使用方式的基本印象。
（３）“文库”的运营方式

岩仓使节团的考察中发现，法国的巴黎大书

库依靠政府提供税金维持，且向读者收取借阅

费［１２］ 。 田中不二麻吕介绍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图

书馆采取征收人头税的方式［１３］（ ３４－３５），德国的文库

社依 靠 政 府 提 供 经 费、 并 向 读 者 收 取 费

用［１３］（ ６１０－６１１） ，在美国还存在社会团体主办的公共

图书馆［１３］ （ ３４－３５） 。 由此，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运营

问题，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形成了由如下要素组合

而成的印象———以税金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经费

来源，并向读者征收费用，可以由政府主办、亦可

以由民间力量主办。
（４）“文库”的教育功能

田中不二麻吕的《理事功程》专门从教育的

视角考察西方的图书馆，因此对其教育功能格外

重视，且有所偏重。 石井敦等认为，《特命全权大

使美欧回览实记》并没有突出强调对图书馆的利

用，而是将重点放在书籍的保存方面，甚至不曾体

现出将图书馆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思想；而田中不二麻吕的《理事功程》一书，则很

到位地发现了公共图书馆的本质［１４］ 。
岩仓使节团的见闻对“文库”的细节进行了

比较细致的记录，包括馆藏范围、借阅方式等等。
同时，田中不二麻吕从教育视角考察西方，探索

“文库”的教育功能，从而使这一观念在使节团的

见闻中得到了切实的肯定与强化。 此外，使节团

记录了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以税收支持图

书馆运营的情况，成为福泽所主张的政府负有支

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责任的例证。

４　 近代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初现与发展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强调

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与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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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在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福泽的

近代观也得到了长期的坚守与体现。

４ １　 近代初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初现

４ １ １　 官办图书馆———政府责任的体现

文部省开设于东京的书籍馆是日本政府主

办图书馆的先驱，也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前

身。 关于东京书籍馆建立的情况，可以从市川清

流的《书籍馆建设之仪附文部省出仕市川清流建

白书》中有所了解［１５］ ：
择府内临街的清净之地，建造一个大书院，

室内四周摆放数个书架，收集各种类型的书籍，
分门别类摆放于书架之上。 允许平民到馆阅览，
以供其考古证今或著述编辑之用。 这正是人才

培养之本、国力增强之源，见证了宋太宗所言之

“开卷有益”。
在倡导“公开”的基础上，市川清流明确提出

了模仿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建立图书馆的设想［１５］ ，
并明确了允许阅览、不允许外借的借阅制度。 在

这些基本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日本近代官办

图书馆初登历史舞台，体现了政府在近代图书馆

事业中的职责。
４ １ ２　 私立图书馆———福泽谕吉近代观的集中

体现

京都集书院于明治五年（１８７２）依据福泽谕

吉、桢村正直、大黑屋太郎右卫门的设想建立于

京都（现中京邮局附近），也可以简称为 “集书

院” ［１６］ 。 这一私立的集书院同样被视为日本公共

图书馆的早期形式。 从业务类型和经营特点来

看，集书院不同于官立的公共图书馆或者传统意

义的图书馆、文库或集书院，而是介于江户时代

的借书屋与今日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中间形

态［１７］ 。 从社会的需求来看，集书院除了承担过渡

时期的借书屋业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教育的

功能［１８］ 。
明治五年（１８７２）发布的《集书公司总则》，以

西方的通常做法作为集书院运营的依据［１９］ ：
在西洋各文明国家的城市中都设有文库，称

之为“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其馆藏范围从日用书籍图画到

古籍珍本皆有，收藏各国的书籍，以供人们随意浏

览阅读。
从主办方来看，集书院应属于私立机构，但也

存在民间力量与政府协作的成分。 依具体计划来

看，集书院以书商与政府配合，通过借书屋的方式

首先解决馆藏问题，并在京都府推进派的支持下，
在馆藏发展、公司建立等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集书院建立的初衷就是建立京都

府的公共图书馆［２０］ 。 集书院基本上是依照福泽

谕吉在《西洋事情》中所描述的西方公共图书馆

的基本形态建立的，是福泽谕吉的近代观较为集

中的体现。

４ ２　 近代中后期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自 １８８０ 年前后起，日本逐渐从由幕府末期到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的浪潮中抽身而出，在全盘

西化的尝试中，照搬西方社会的种种近代制度与

日本未经历“近代化”却自上而下建立起 “近代

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在这种“不适用”造
成的矛盾之下，经历了西方文明压制的日本精神

与自我意识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出来，国粹主

义、自由民权运动与皇权至上成为这一阶段社会

思想的主流。 在这种新的客观约束力中，依据西

方经验照搬而来的公共图书馆逐渐被塑造成适

应于日本社会的形态。 福泽谕吉所主张的民族主

义的基本立场也发展到了国粹主义的阶段，公共

图书馆成为“思想善导”的工具，被纳入社会教育

体系之中。

４ ２ １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定位

在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始终

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机构，这与日本近

代效仿欧美国家建立教育制度的做法有关。 欧美

诸国早期建立的社会教育机构中，图书馆和博物

馆等基本上都是私立机构，不对其进行法律规定，
并且大多未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支配。 因此，明治

政府虽然要求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具有近代

特征的社会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文明开化的组成

部分，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其纳入教育行政的直接

管辖范围之中［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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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以田中不二麻吕随岩仓使节团出访为

契机，田中在《理事功程》中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日本于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
颁布 的 《 教育令》 第 一 条 就 提 出 开 设 “ 书 籍

馆” ［２２］ ，这些因素成为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

育范畴的直接原因。
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之中，一方

面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公共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认

可，另一方面也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小的外部环境，使其在事业的发展和思想的延伸

方面受到“社会教育”划定的外延的影响。 日本

近代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而立足，以提

升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为主要内容，因此在经历

了文明开化后的日本近代，在国粹主义极端化发

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从“文明开化”的利

器转而成为“思想善导”的工具。
４ ２ ２　 思想善导功能的强化

近代中后期，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从文明

开化转变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在日俄战争结

束后，社会教育展现出日益明显的重要性，进而，
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也变

得极为重要［２３］ 。 里田武夫指出，公共图书馆在社

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国民思想的健全化”
之外，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内容［２３］ ，但“国民思想

的健全化”无疑是其中的主流。 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教育与栖身于其中的公共图

书馆都不可摆脱其外围的、统治阶层的需要，因
为这一需要才是促使两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决

定因素。 石井敦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史的研

究》中也提出了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结果与

主导力量之间的关系［２４］ ：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图书馆的

发展在健全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①的指导下得

已推进。 但是如日本这般基本不存在“健全的”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国家中，图书馆必然转化

为支持教化政策的机构，从而导致民众的反抗，
最终成为形同虚设的慈善机构。

在日本近代建立而成的公共图书馆与日本

自上而下的近代性如出一辙，在行政管理与规则

方面受到统治阶层意志的约束与左右。 这也是福

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近代中后期的国粹主

义的体现。

５　 小结

福泽谕吉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通过

《西洋事情》向日本社会传递发达的西方世界的

印象，兴起于西方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也在其中。
福泽描绘了一个馆藏包罗万象、严格限制外借、建
立呈缴本制度，可归政府所有或者归民众所有的

“文库”的印象。 这一印象中包含了福泽谕吉所

追求的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基本观念———教育观

与民族主义观。 因此，福泽强调当时被称作“文
库”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与政府责任。 这些

与福泽的近代观一同包容于其“文库”印象与主

张中，并在后续岩仓使节团的记录中得以强化，也
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

得以呈现与坚守。 由此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近代

观对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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