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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彼得·奥斯贝克是第一个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公开出版的瑞典人。
    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查尔斯·林奈的学生，他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记录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亲
王号商船首次远航沿途的风土人情。
这艘船于1750年 11月18日从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发，并于次年8月22日抵达广州，在那里一直停留
到1752年，的1月4日。
在中国停留期间，奥斯贝克搜集了相当多，有关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也将他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
中国文化的观察记录了下来。
他的观察不但真实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锐，有时还能滤除书本上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成见。
    就在奥斯贝克造访中国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林奈的另一位学生奥洛夫 ·托瑞恩乘坐瑞典东印度公
司的商船哥特狮号也来到了中国，他撰写了七封书信汇报他在中国期间的见闻，这些信件也被收入到
了此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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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瑞典)彼得·奥斯贝克 译者：倪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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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月4日　　在中国停留了4个月又10天后，我们的船和另一艘瑞典船一同启程回航了。
每个人都欢呼雀跃，我在船上种了一棵茶树，把它放在盆里精心培育，但它在大炮开火时掉到了甲板
上，并且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扔下了船。
我想带一棵正在生长着的茶树给我们国人的希望落空了，这是在欧洲的每一个人花再多心思和金钱都
无法感受到的愉悦。
有人带回从中国人那里弄来的茶树种子，但即使他们能获得新鲜的(这点我很怀疑)，在路途中也会坏
掉；另一些人买了种在盆里的茶树，通常在他们离开前刚刚开花，但到了好望角就已经谢了。
　　如果欧洲人被允许亲自到茶树林里去收集那些既不太干也不太生或不太熟的种子，它们可以被保
存在任何东西当中。
如若不能，他们只能得到种在小花盆里一点点土中的茶树(在商馆中的)，而这是不适合它们纤弱的根
生长的。
茶树无疑适于生长在我们的气候环境中，但如果我们希望以此牟利，首先要学会如何制作茶叶，这可
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困难，因为即使在中国，有些茶叶也制作得非常差，口味甚至没有我们瑞典的
一种茶好。
然而，假使我们知道了最好的干燥方法，本国制的茶叶也不可能卖得比中国的茶叶更便宜，而且瑞典
也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勤劳民众。
　　当我们航行了一段路程后，右边可以看到一条河的入海口，十分宏伟。
但我们是朝虎门口方向航行，它的城堡建在两座岛的光秃秃的山上，周围只有零星的几棵树，彼此对
称，离大陆最近的那个最高。
　　傍晚的时候和一艘驶往澳门的法兰西船只一同下锚。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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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为游记，有着较为独特的叙事模式，游记作者抛弃自己亲历的独特性而泛泛而谈其游历国
家的人文地理，以当今的标准或读者的期待视野来判断，多少不免令人遗憾。
但是，这种“令人遗憾”的叙事模式却是18世纪的时代精神所要求的，即书本首先要有教育意义，要
高举客观而理性的旗帜，把个人的主观性巧妙地隐藏在背后。
这种“时代精神”多少揭示了汉密尔顿把自己的观察纳入到对中国的总体描述中的原因。
幸甚，作者并非完全是“时代精神”的奴隶，他在具体描写一个地方时总是尽量融入自己的亲身体验
；而且正是这些生动有趣的段落，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决定了其直至今天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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