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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日本史》

前言

谈起日本，年轻人的口中很快会道出这样的词语：樱花、日剧、动漫、潮流，而对于许多老者而言，
更多的是对发生于六十余年前的那场战争的痛苦记忆。作为与日本隔海相望、在近代深受其害的国家
，我们当然不能忘却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历史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因如此，立足于瞬息万
变、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新时代，了解一个国家的前世今生，不仅仅是从中吸取其发展强盛的经验教训
，更多的是从发掘其民族性格的多面性，去深刻体察对方的精神本质。当我们将历史的宿怨暂放一边
，冷静、客观地观察、品评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时，我们会发现，日本以其从不含糊的姿态深刻影响
着当今世界，它总是能在他人所不屑的所在创造出惊人的成绩。日本的领土不及地球陆地面积的1
／300，然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经济的六分之一强。日本制造的各类汽车奔驰在世界
各地，日本功能齐备的各类科技产品出没于城市的楼宇间。毋庸置疑，在世界的舞台上，作为一个重
要的演员，日本参演了越来越多的戏份。这一参演的过程于日本而言，无疑充满了跌宕的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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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几千年的历史风云。通过《一本书读懂日本史》，你将会了解到：神武天皇就
是秦朝东渡日本的徐福吗、日本第一位女天皇是谁、唐朝文化如何影响日本、《源氏物语》背后有怎
样的故事、日本战国都发生了哪些趣事、织田信长、德川家康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日本崇尚暴力的
根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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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创世纪：从绳纹到弥生
似水的绳纹年代
猛进的弥生时期
亲魏倭女王卑弥呼
大和国的脚步
专题：神武天皇就是徐福吗？
第二章 狂飙突进：从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
圣德太子摄政
白村江海战
律令社会
遣唐使
平假名的革命
紫式部和《源氏物语》
专题：神道教
第三章 武家天下：幕府的盛衰
镰仓幕府的建立
北条家族专权
“神风”出没
建武中兴与南北朝纷乱
室町幕府
最后的将军
专题：武士道
第四章 英雄的血泪：战国时代
战国那些事儿
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
“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
本能寺之变
丰臣秀吉
“战国第一忍者”德川家康
专题：忍者
第五章 江户风云录：德川氏的王朝
江户时代
汉学和兰学
黑船来航
尊王攘夷与倒幕运动
专题：艺伎春秋(一)
专题：艺伎春秋(二)
第六章 近代的扩张与侵略
明治维新
侵占琉球国
甲午海战
地狱之城旅顺
日俄战争
专题：日侵台湾50年
第七章 二战时期的日本
“二·二六”兵变
扶植“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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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
南京大屠杀
偷袭珍珠港
东京大轰炸
中途岛海战
“大和”号的沉没
太阳旗落下
专题：军国主义及对外侵略
第八章 战后的日本及复兴之路
战犯的审判
战后重建
鲤鱼的坚忍
50年代的日本与赤色整肃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经济腾飞与东京奥运会
田中角荣与中日建交
专题：茶道
第九章 跌宕的世代：80年代后的日本
黑色首相竹下登
泡沫经济的崩溃
奥姆真理教的毒气
阪神大地震
政坛大动荡：从桥本到麻生
专题：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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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似水的绳纹年代“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对于这一问题，人类始终无法给出定论。每个民族都
希望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希望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人类的祖先，日本也不例外。尤其是当绳纹陶器被
发现之后，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出现了与“源于中国大陆说”完全不同的可能。随着绳纹文化研究
的不断深入，日本民族起源的争论也变得愈发激烈了。相传在很久以前，宇宙刚刚从混沌的泥浆固化
为天地。天被称作“高天原”。平淡无奇的某天，有一男一女两个神灵从高天原降到地上，男的叫伊
邪那歧命，女的叫伊邪那美命。他们站在天浮桥上，用滴落的汗水构成了自凝岛。后来，伊邪那歧命
和伊邪那美命就在那里结婚了，生下了大八州国，这就是最早的日本。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诞下
日本的传说一如中国盘古开天地之说，最为日本人津津乐道，因此，日本人也常常自称为“神国的子
民”。不过，依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者的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创世纪故事会”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奇异美妙，而是充满了怒海波涛的艰险和沧海桑田的无常。在距今大约1万多年前，由于地球气
候变暖，加之地壳运动加剧，原本森林茂密的亚洲东北部的沿海地区慢慢从亚洲大陆分离出来，经过
时光的冲洗，逐渐形成了如今像蒙古弯刀般悬在太平洋上的日本列岛。这把蒙古弯刀的刀把是北海道
，刀尖是九州，刀身由四国和本州组成，近3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勾勒出其曲折多变的刀背。或许是
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的一时疏忽，这个爱情的结晶“大八州国”虽然模样喜人，但是落胎地却选
择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所在——身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在两大板块相互碰撞、挤压之下，
交界处的岩层便会出现变形、断裂等地质运动，继而产生火山爆发现象以及地震，所以日本一直是世
界上火山运动和地震频发的国家。就是在这样一块地质灾害多发的古老大地，从3万年前开始，日本
先民们便在这座四周环海，远离大陆的孤岛上顽强地生存着。这些原始先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由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抵达日本的最初移民组成，一部分则来自本地先民，也就是阿伊努人。从
外貌上来看，阿伊努人与典型的日本人截然不同。他们眉骨突出，毛发稠密，眼窝深陷，风俗和信仰
迥异。这些原始先民以捕猎和渔猎为生，由于工具简陋，往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于山洞或是丛
林之中，生活非常艰苦。对于这些原始先民来说，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是灰暗的，无任何精彩跌宕之处
，当然，除了那些给他们带来恐惧的自然灾害。时光如梭，2万多年过去了，目睹过台风的狂飙和地
震的暴虐的原始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也被日本的史学家称为“绳纹时代”
。1960年，在九州福井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上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几片刻有绳纹的碎陶片，经过
碳14测定，这些陶片来自1.2 万年前。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就时间而言，这种带有绳纹式样的陶器远
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日本成了全世界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也就在同一年，在日本神奈
川县，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同样的陶器，经过检测，这些陶器来自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随后不久
，有绳纹装饰纹的陶器在日本各地陆续出土。为了方便研究，考古学家便将这类陶器统一命名为“绳
纹陶器”，将同一时期的文化冠之以“绳纹文化”。绳纹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约600～800，多为黑
褐色或茶褐色。有专家认为，绳纹是表示上升的双螺旋纹，是对太阳神的崇拜符号。以绳纹陶器为代
表的“绳纹文化”从北海道到九州直至冲绳群岛均有分布，这一时期的先民以原始部落的形式聚居于
沿海地区。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一样，其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和渔猎，有所不同的是，绳纹人
的狩猎和渔猎工具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有了具备较远射程的弓箭以及耐用的渔网，除此之
外，人们还开始用上了由兽骨制成的鱼叉和鱼钩。鱼叉安有木柄，叉头有各种不同的型式。至绳纹时
代中期，在日本东北地区流行起一种叫“离头叉”的鱼叉，这种鱼叉叉头穿绳索，射中后与柄脱离，
以绳索回收。考古发现，这个时期的日本先民已经大量地制造和使用独木船。值得一书的是，绳纹时
代，人们从洞穴中走了出来，建立了固定的住房。这种住房由木头支柱和草屋顶组成，被称作竖穴式
房屋。早期的竖穴式房屋内没有炉灶，随着时间的推移，竖穴式房屋中央开始出现炉灶，中期以后，
炉灶已经不再只是挖个土坑那般简单，而是用石块精心堆砌。随着居住条件和食物的改善，原始村落
的规模逐渐扩大，由几户人家发展至十几户、乃至几十户一个部落。绳纹时代中期，人口的增加，使
先民们将原本分散的住屋集中到了一起，排列成环状，形?一个圆形中心广场，不仅有利于抵御野兽袭
击，更有利于各种宗教活动的开展。对于绳纹时代的人们来说，青春期或许是一个既让人兴奋，同时
也令人害怕的时期，因为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都必须拔牙，这一习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直至现
今仍困扰着考古学家，但是很多人都倾向这一说法，那就是青春期拔牙是被接受为氏族正式成员时举
行的一种成年仪式。成年仪式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已再难复原，不过通过近年来陆续出土的文物，我
们倒是可以一窥绳纹人死后的世界。绳纹人死后都会被葬于离中央宗教祭祀区不远的公共墓地，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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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由贝壳和兽骨制成的装饰物外，一般很少有其他的随葬器物。自从发现绳纹时期的公共墓葬群
以来，绳纹人是否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便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绳纹人的成分比较
复杂，很难代表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人的形象；有人质疑持绳纹人是现代日本人观点的学者，既然说
是祖先，为什么在日本各地发现的绳纹时期的成年人的人骨在体质上有那么大的区别？认定“绳纹祖
先说”的东京大学人类学长谷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绳纹人分布全日本之后，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
式的不同，使他们在人体特征上有了不同的变化。在大学教授和官方舆论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日本
人接受了绳纹人是日本人祖先的这一说法，即使如此，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依然是
人们争论的焦点，即便是日本学者，也无法将这一问题完全解释清楚。然而，对于绳纹人来说，他们
更关心如何捕获食物，用什么样的贡品祭祀生灵，如何再建造一座高大的房屋，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
，早出晚归，日子清苦，但生活很充实。不过这一切直到一群神秘来客踏上他们的土地，来到他们面
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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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读懂日本史》：读懂方能了解，了解方能战胜，孤悬岛国的前世今生，日本崛起的历史密码
。要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弹丸之地何以成为今日之强国?炮灰之中何以再度崛起?崇
尚忠诚、谦卑为何又如此暴力、残忍?复杂多变的性情下到底隐藏着怎么的民族基因?樱花与刀锋共舞
，文雅与野性共存，一幅樱花般烂漫、刀锋般冷峻的日本历史画面就此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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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知日》系列无法相提并论
2、普及性读物。有点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不了解日本史可以看看。
3、我反正是没读懂，日本历史乱，作者整理的更乱。
4、都读完后感觉不错，值得一买
5、篇幅不大，语言精练，叙述全面，比较适合我这样只想涉猎，无意研究的人，内容很适合记忆
6、虽然内容不是很全，但非常通俗，版式设计得也很好！
7、当科普书看咯，源义经死得好惨，看到忽必烈三次攻打日本败于台风心好塞啊！！（不过战争不
好的我只是吐槽一下）
8、支离破碎
9、很棒的普及性读物，简单通俗全面易懂
10、武士轻易不用刀，这也是武士道所信奉的准则。因为刀是武士的灵魂，为保持它的圣洁和神圣，
要经常加以擦拭，时刻保持刀身的光洁。任意地挥刀，在武士眼里是胆怯的表现，真正的武士不逞匹
夫之勇，不能因为卑怯者而玷污了自己的刀。只有为了主家而战斗，武士刀出鞘才有意义，因为这代
表着武士的威猛、勇敢和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武士道最为崇尚的精神，为了主家，为了武士的荣誉--
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也才是一个武士真正的
归宿。
11、透过平实易懂、风趣幽默却又给人以启迪的文字，渐渐拨开了本人对于这个&quot;菊、刀&quot;
之国历史的重重迷雾。很长见识！
只是书中的错别字太多，而且有些词语的用法及含义使用不太准确；年份表述上也有错误。影响了阅
读本书时的思维连贯性和心情。
怀疑此版书籍的编辑责任心太差亦或是盗版书。若是责任心的问题我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是盗版
书...那你们当当网要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12、对于历史小白扫盲来讲还是很不错的～简单了解了奈良和京都作为首都时的历史，了解日本文字
由来，幕府取代天皇执政，和中国的一些渊源等等。
13、　　我用了三晚上的时间读了一遍，内容比较泛泛，文字还是比较有趣的，对于完全不了解日本
史的朋友还是有帮助的，有些部分有失偏颇，尤其是近代以来，太武断，有些官方洗脑后的愤青观点
，另外作者有些夜郎自大的姿态去观察评论日本文化
14、前一段买了一本书读懂清朝，这次又买了这本，挺不错的，以后还向继续买一本书这个系列的
15、入门级“快餐读物”，叙述语言时而混乱、时而琐碎、时而过简，随便翻翻就好，不值得入手。
16、作为科普了解一下挺好的，给个好评
17、一本书读懂，确实做到了。虽然因为篇幅问题，不能够深入。但是点到即止，也是很到位，从客
观的角度了解日本史，穿插故事与名人事迹，很成功的一本书
18、去日本旅游期间读的。当口袋书不错。
19、不错的入门级历史书
20、老实说内容一般感觉作者年代跨度大而衔接不好这倒也许真的很难毕竟洋洋日本史在这么一本书
里实在是有点憋屈...而且最近忽的又很喜欢日本文化方面的和近代日本崛起方面的书籍苦于知道的不
多还望各位看到的给推荐一下~
21、大致了解了
22、本来就是日语文化课上指明题目就从这本里出的。描述中肯，在二战攻打大陆的那段带一点感情
色彩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材料尽可能选了经过考证的，比较科学。想对日本总体有个大概的，客观的
认识的可以买了看看。
23、作为入门级的历史性书籍，起到了最起码的普及作用，不过有的东西说得稍微片面，史料研究不
够齐全
24、精炼，通俗，值得一读
25、是一本旧书，内容也过于简单，不过数的前半部分还是可以一睹的
26、科普读物
27、文章内容和配图，以及每章后的专题都很有特色，适合对日本史的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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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对于日本，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其实很少。这本书通俗易懂，一两天就可以看完了。如果对
日本历史感兴趣，而没有什么基础的话，这本书很值得一看！
29、东拼西凑的东西，还不如在网上找点看..唉...买本好的日本史书怎么这么难呢..
30、作为了解日本简史还可以。
31、流水账般的日本史说，简明的普及日本历史，让人看的随时能放下，又随时能重新拿起
32、毫无体系的一本日本史入门，仅当入门书来看的话还行
33、入门级日本史读物，切勿在此书上花费太多时间。
34、是大二寒假看的，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话，是可以看一看的，这个民族能发展到现在真的是靠两
次大台风。对于那些人名，我是一个都没有记住。
35、通俗易懂，看完之后感觉日本国历史真的太简单了，没有中国那么丰富多彩。
36、乏善可陈的流水账
37、内容什么的还不错~挺满意的！！不过感觉还不够详细
38、正是想要的那种类型~很好
39、书是买给读初一的儿子看的，这套书还不错，儿子很喜欢。书的质量、版式都还可，纸张也比较
好。
40、挺好的日本简明史。难得的是没有中国乃泱泱大国的愚蠢，比较客观简洁的介绍了日本历史。初
步了解日本史的不错选择。
41、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的人文笔怎么可以差成这个样子，比wiki百科还不如。
42、速食感的普及书，还行。
43、用简单生动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凶恶强邻的前世今生~~
44、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天皇是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皇室，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既然天皇是
日本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幕府的将军又为什么也是最高统治者呢？日本的光荣公司最喜欢出关于战国时
期的游戏，《真三国无双》的割草游戏也被我打穿了好多遍，可关于日本战国前的历史还有战国后的
历史我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明治维新如何让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新撰组的故事到底是怎么
开始的。。。。。。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就都一目了然了。
45、如同书名一样，整本书思路清晰，内容也不错，特别是一些小故事，典故很有说服力，很适合快
速通读日本史的大众读者
46、太简单了，流水账，适合学生读
47、对于我这种日本历史白痴来说，感觉还不错，简明扼要，比较适合初学者抓住主线。
48、半下午读完，算是简略了解吧，偏向政治史
49、科普读物，并不深刻！近代史不太中立的感觉
50、本来想了解一下日本古代史的，结果这本书通篇有一半说的是二战以后的历史。这种内容编排很
成问题，二战以后日本历史谁都可以轻易了解，何必再读他这本书？而且在末节上纠结过多，没有触
及根本，似乎是随随便便拿一些资料综合一下就可以骗读者。需要了解日本近现代史的倒不如去读菊
与刀，想要了解日本古代史的反不如看一些日本古书来得恰当，如：《日本书记》之类。
51、通过这本书，能对日本历史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想要进行日本历史的入门，可以买这本书。
52、浅显易懂 只不过都是一笔带过 对于粗略了解比较有帮助
53、略微翻了一下，还不错，但想要深入了解就不大合适，应该属于入门小书
54、蛮简略的日本史，还有番外篇介绍专栏，还不错，继菊与刀另一本了解日本的书
55、不够生动，平铺。
56、通读一遍后，可以了解日本史的梗概。
57、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日本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非常好的常识读物。
58、当做科普读吧，说实话选择的章节和故事有点粗制滥造，后期大部分讲侵略战争，明明之前还有
很多历史可以拓展的，其中还有重复部分，真心不咋滴。
59、算是通俗读物吧，总算对日本古代史有所了解
60、好书，要买回去看
61、比较好，书好，送货较快
62、随便翻翻吧，没什么价值，书的内容一般，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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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日关系仍持续紧张，这几天媒体关注与东海双方为火控雷达是否使用的问题而互发声明，
而我从918、77事变中似乎又看到这个国家惯用的伎俩，故而心存愤怒。
　　虽为普及之书但对我这位历史新手而言也提供了不少新信息，粗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吧：
　　一是日本粗线条的发展历史大概有个脉络。从神话时代、飞鸟到平安时代、幕府时代、明治维新
及现代日本。这个国家有其独特的神话传说以及所谓的绳纹文化，虽然其可能发端于中国；飞鸟时代
经白江村海战而开始学习唐朝并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大权旁落到平安时代被外戚行使摄政关白之
权；幕府时代和所谓日本战国时代应为同期，所谓战国却比我们的战国想去一个世纪，更像五代十国
的混战时代，胜者为王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尔虞我诈的时代，最后德川家康凭借其隐忍而成
就260年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被列强被迫打开大门之后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
始全面学习西方政治技术，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但其骨子里恃强凛弱、嗜血尚武的特性随着其实力提
升而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扩张，抢掠了大量财富，给我们这个过度造成难以忘却的伤害。此外重温了二
战之间一些大事件，如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东京大轰炸以及中途岛海战等。
　　二是肤浅了解了日本民族的品性，首先骨子里有强权政治的传统，或许跟几千年相互征伐强者频
出有关，老百姓依然有皇权政府意识，容易成为服从者；其次是能吸收先进文明，白江村海战之后学
唐朝、工业时代学习欧美，尤其二战之后被美国扶持而快速恢复，至今与美国仍保持密切关系--但其
实其之事得益于冷战缝隙，得益于朝鲜战争，促使其工业搭上战争后背力量。最后我想还有骨子里的
民族主义、缺乏底线和虚伪，自诩为优秀粗暴践踏人权并进行周密而虚伪的掩饰。尤其在明治维新之
后的所为，旅顺和南京这两座城市的记忆。
　　三是粗略了解日本文化中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早起与中国大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遭遇神风、
汉字与平假名的故事、源氏物语和紫式部、汉学与兰学、江户时代幕府控制各地大名而导致的茶道等
文化兴起，相扑竟然源自于中国等等。
　　暂时写到这里吧，除夕马上就到，准备过年了！
64、可以对日本历史有初步了解
65、从反日到疑惑到挺日。日本是亚洲的骄傲。我从不掩饰对日本的钦佩。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共
建繁荣的亚洲。
66、虽然有侧重，文笔还算中规中矩，读起来也不算没有趣味，属于知识性的读物。
67、2.5 
68、真的不怎么样，权当扫盲。
69、历史书一定要客观中立   字里行间的民族情绪我也看的是醉醉的
70、通俗易懂，简明而要，当简史读不错
71、这本书每篇后面的专题很有用，不少我都用来写教案了，帮了我不少忙呢，值得一读！
72、陆陆续续看完了，总体来说可以吧，对很多历史也有所展开，印象最深的不是战国时代的群雄并
起，反而是日本战后的恢复和重建。民族文化和情结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历史读物两分
73、非学术书，也只能当故事书读读。
74、给我寄来的书封面有一个大洞没看见吗？还发给我，内容是好的懒得退了，麻烦~
75、可以扫一眼，激活记忆
76、这种日本史普及类作品很容易有个毛病，就是太过主观化，尤其是涉及日本近代侵略历史时，而
且会过分地从细节中挖掘那些似是而非的军国主义思想。另外这本书的叙述也太破碎了，作者只是挑
选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讲（虽然还有相当多的重要事件没有提及）。额外的专题也只是泛泛而谈，大
抵都已知晓了。
77、时间线很乱，描述也不是很吸引人。另外日本名字太难记了分不清楚谁是谁...
78、很棒的。虽然书名很浮躁，让一些文青都不屑一读。但内容真的很好读，一点都不枯燥。可以当
做日本史的入门书，比那本什么北大教授写的日本简史好的不只一点。
79、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定位，作为一本普及读物，我觉得这本书编写得很好，既有日本史大的框架
，也有细致的知识点补充，很用心。陆陆续续读完，也算是补了一门课。
80、通俗易懂的流水账，到了甲午战争开始明显比历史教科书还“教科书”
81、感觉不像是一本书读懂日本史，充其量史一部short history of Japan罢了
82、从不同时代大致介绍了日本国家的发展历程，对平安时代和战国时代最感兴趣。
83、之后又看了两本日本史觉得都太学术了比较无聊 纯了解一下历史故事和发展的话这本还是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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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4、就是粘贴百度百科内容，甚至还不如百度百科
85、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与中国几十年前的恩怨还历历在目，可这个民族所迸发出来的内力却
不得不让人惊叹。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往。通过这本书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是在何种文
化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才会不同于我们的性格！
86、大概翻了下，内容不错，看完中国史会就看日本史，但日本史的封面有点丑
87、还行，大致对日本历史有个概念
88、没意思 没营养 
89、论文资料。
90、对日本历史有了大体了解。
91、同意!!
92、速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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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天皇是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皇室，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既然天皇是日本的最
高统治者那么幕府的将军又为什么也是最高统治者呢？日本的光荣公司最喜欢出关于战国时期的游戏
，《真三国无双》的割草游戏也被我打穿了好多遍，可关于日本战国前的历史还有战国后的历史我却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明治维新如何让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新撰组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就都一目了然了。
2、我用了三晚上的时间读了一遍，内容比较泛泛，文字还是比较有趣的，对于完全不了解日本史的
朋友还是有帮助的，有些部分有失偏颇，尤其是近代以来，太武断，有些官方洗脑后的愤青观点，另
外作者有些夜郎自大的姿态去观察评论日本文化
3、中日关系仍持续紧张，这几天媒体关注与东海双方为火控雷达是否使用的问题而互发声明，而我
从918、77事变中似乎又看到这个国家惯用的伎俩，故而心存愤怒。虽为普及之书但对我这位历史新手
而言也提供了不少新信息，粗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吧：一是日本粗线条的发展历史大概有个脉络。
从神话时代、飞鸟到平安时代、幕府时代、明治维新及现代日本。这个国家有其独特的神话传说以及
所谓的绳纹文化，虽然其可能发端于中国；飞鸟时代经白江村海战而开始学习唐朝并建立中央集权制
国家，但大权旁落到平安时代被外戚行使摄政关白之权；幕府时代和所谓日本战国时代应为同期，所
谓战国却比我们的战国想去一个世纪，更像五代十国的混战时代，胜者为王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
、尔虞我诈的时代，最后德川家康凭借其隐忍而成就260年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被列强被迫打开大门之
后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政治技术，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但
其骨子里恃强凛弱、嗜血尚武的特性随着其实力提升而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扩张，抢掠了大量财富，给
我们这个过度造成难以忘却的伤害。此外重温了二战之间一些大事件，如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东京
大轰炸以及中途岛海战等。二是肤浅了解了日本民族的品性，首先骨子里有强权政治的传统，或许跟
几千年相互征伐强者频出有关，老百姓依然有皇权政府意识，容易成为服从者；其次是能吸收先进文
明，白江村海战之后学唐朝、工业时代学习欧美，尤其二战之后被美国扶持而快速恢复，至今与美国
仍保持密切关系--但其实其之事得益于冷战缝隙，得益于朝鲜战争，促使其工业搭上战争后背力量。
最后我想还有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缺乏底线和虚伪，自诩为优秀粗暴践踏人权并进行周密而虚伪的掩
饰。尤其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所为，旅顺和南京这两座城市的记忆。三是粗略了解日本文化中的一些事
情，比如日本早起与中国大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遭遇神风、汉字与平假名的故事、源氏物语和紫式
部、汉学与兰学、江户时代幕府控制各地大名而导致的茶道等文化兴起，相扑竟然源自于中国等等。
暂时写到这里吧，除夕马上就到，准备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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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第1页

        把中日时间稍微对应了一下，方便回顾中日时间对应简表

2、《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第191页

        日军残忍的根源是什么？
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是日军的精神支柱，也是日本统治者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神道教没有基督教
、伊斯兰教、佛教那种仁慈、宽仁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更没有中国道家“无为”的思想，而是充满着
入世、扩张、利己和好斗的教义。其成为日军残暴、血腥的精神根源。

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第197页

        福泽谕吉（万元钞人像，夏目漱石是千元钞）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
家。他对亚洲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
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
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4、《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第43页

        源氏物语成书于979年，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其与幕府时代外戚专权之社会背景亦有关联，嫁入王
室却是为了生养更小的傀儡，明明是遮羞却要培养贤良淑女，或许还有些温情的残酷呀，却是历史。
紫式部作为女官因有社会环境故而有传世之作。

5、《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第86页

        这页的感想就是 可耻的萌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相爱想杀什么的。。。

6、《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的笔记-鸟居 神道教

        鸟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人有善恶，灵魂也有善恶。为了不让鸟接近神社，便在神社前建立“开”
字型牌楼的“鸟居”，鸟在这里居住，也就不会进入神社，以此保护神社的神圣性不被侵扰。
神社的入口处，耸立有类似中国牌楼的建筑物，被称为“鸟居”，人神两界由此分开，“鸟居”之外
是俗人的世界，“鸟居”之内是神的世界。
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在这座神社门前，有一条因众多“鸟居”的排列而形成的长长的甬道，被称为
“千本鸟居”。

通过行政命令把信奉神道教，参拜神社作为日本国民必须遵守的义务。也就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神道
教便以超越一切宗教的形式被规定为日本的国教。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宣布政教分
离，神道教作为日本国教的地位才得以终结。

庸规定21岁到65岁的男子，每年需到京城服役10天；调是征收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例如丝绸、
生丝、棉布、海产品等；徭役是地方官府所征，规定21岁到65岁的男子每年要为地方服役60天。

与紫式部大约同时代的才女还有和泉武部、清少纳言、道纲母等，她们分别写有《和泉式部日记》、
《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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