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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而非笔》是在 1899年 10月 1日至 1899年 11月 10日，刊载在《台湾日日新报》

上的连载文章，作者为馆森鸿。《似而非笔》总共有 19篇，主要记录了中国学者、思想

家、革命家章太炎第一次访日的情形。同时最为宝贵的是《似而非笔》收录了 6首章太

炎所作的诗，以及 85 篇章太炎与日本汉学家的“笔谈”。此外还有 14 篇由作者馆森鸿

译为日语后转录，可以算作章太炎的间接语录。凡 90 余篇笔谈与诗文只有 1 篇被收录

于《章太炎全集》。 

而剩余篇目则可以视作是对章太炎研究的全新材料，这正是《似而非笔》的价值所在。 

    本研究通过分析解读《似而非笔》，尤其是《似而非笔》中章太炎留下的笔谈，搞清

楚了在第一次访日前后章太炎对中国古典尤其是对经史以及古韵的理解，青年时期章太

炎对西方传来的新学问，即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等的态度，以及在深深卷入政治漩涡

以前章太炎对国际形式尤其是对东亚形式的思考等。还通过章太炎对宗教的评价，弄清

楚了章太炎对各类宗教的态度，以及窥见了基督教在当时中国传播情况的一隅。 

本研究总共分为六个章节，前两章作为背景介绍，第三章到第五章是本研究的核心

部分，即对总共十九篇《似而非笔》进行完整的分析与解读。第六章是总结。 

    第一章介绍了作者馆森鸿，章太炎以及《台湾日日新报》。阐明了俩人从小接受了

怎样的教育，文化素养是如何养成的。以及讲明了两人来到台湾前的人生经历，和不远

万里来到台湾的理由。在介绍两人学问的养成时，还着重介绍了之后会在《似而非笔》

中被反复提及的馆森鸿的两位老师，冈鹿门和重野成斋以及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为后文

做下了铺垫。同时在这一章还简单介绍了《台湾日日新报》作为对理解当时社会背景的

补充。 

    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似而非笔》，第一节从《似而非笔》的概要到每一篇《似而非

笔》刊登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年月日，都做了详尽的说明。在第二节通过表格的方

式罗列出了每一篇的主要情节，与章太炎笔谈的对象以及笔谈的大致内容。而在第三节

介绍了将会在《似而非笔》种登场的众多日本汉学家们，搞清楚了他们的生平背景。以

便在后文中分析他们对四书五经的解读时更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得到正确的理解。 

    从第三章开始进入了本研究的主要部分，第三章解读了《似而非笔》的第一篇到第

七篇。 



在前七篇章太炎拜访了他见到的十三位汉学家、汉诗人中的九位，这一段的内容也颇为

繁杂，主要是章太炎在读了日本汉学家的著作和汉诗人写的诗后做出的评价，以及对不

认可的说法的反驳。另外还包含了第一篇里收录的 6首诗，第三篇里收录的一段对东亚

态势的评述，以及在第六篇里收录的六段针对久保天随提出的关于宗教的相关问题的回

答。 

    第四章解读了《似而非笔》的第十篇到第十二篇。这也是整个解读过程中信息量最

为密集的一段。不同于前一章中信息的繁杂，第十篇到第十二篇的内容相对统一，主要

是馆森鸿向章太炎请教五经中难解的字词段落等，而章太炎在听取了日本汉学家的解读

后再给出自己的解释。小到对一个字一个词的解读，大到对《中庸》书名，对《论语》

作者的探讨，内容可谓丰富而深邃。 

    第五章解读了《似而非笔》第十三篇到第十九篇。在这一章章太炎与剩下的四名日

本学者展开了笔谈。笔谈内容涉及到桐城文派、宗教、国际形势等。尤其是在第十五篇

中，章太炎与冈鹿门之子冈百世的笔谈涉及到了宗教以及章太炎对印度的看法。这一段

笔谈展现出了章太炎在宗教以及国际形式的思考上超于常人的地方。 

    第六章为总结篇章，经历了前三章对《似而非笔》的解读后，第六章从章太炎留下

的笔谈中，分析并总结了第一次访日前后的章太炎对中国古典、西洋学问、宗教和东亚

形式的态度和思考。同时明确了《似而非笔》整体的价值所在，以及章太炎在笔谈中流

露出的个人文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