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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

内容概要

《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内容简介：国内外学者如此沉醉于江户时代研究，并非偶然。其原因
，可以从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角度得到解释。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
高发展阶段。为江户时代所独有的将军集权、大名分权与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等双重二元政治结构，
既不同于中朝等邻国，也有别于欧美各国而颇具特色。这种并存互动的政治结构，可以解释幕府统治
何以能维护两百余年的国内和平，至幕末又何以被联合起来的雄藩打倒，近代天皇制何以成为维新变
革唯一的制度选择等历史现象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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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幕藩制度确立时期的意识形态论　一、山鹿素行的古学转向与山鹿流
兵学的确立　二、山鹿素行的“职分论”第二章 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幕藩制度解体时期的武士道
德论　一、兵学与儒学之间　二、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构成第三章 吉田松阴的政治行动——日本近代
化转型期武士道的演变　一、吉田松阴的行动及其政治伦理　二、吉田松阴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及其
历史限度第四章 从武士道到国民道德——日本近世与近代的连续与断裂　一、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历
史影响　二、“素行一松阴”武士道系谱的编成　三、抵抗的失败：以关根悦郎和内村鉴三为例附录
一：山鹿素行略年谱附录二：吉田松阴略年谱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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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前所述，松阴在《武教全书讲录》之《开讲主意》中在继承山鹿素行的名义下，把山鹿素行的思想
总结为尊皇卫道，把山鹿素行对日本特殊性的主张，直接解释为对天皇的尊崇。实际上山鹿素行《武
教小学》的宗旨是强调日本武士应该遵循和中国士人不同的风俗习惯，主要是指各种具体的行动规范
的问题，而不是基本的道德原则的问题，所以其中讲述的主要是各种具体的注意事项。松阴则把《武
教小学》的序中“学者为格物致知，而非为效异国之俗也”等议论，具体总结为两条：第一，中国贬
抑外国，尊重自国，自称中国，看到这种情况，“悟尊我（内——原文小字注）贱外之理，知当尊我
邦之中朝”。第二，“汉土尊先王，重宗庙社稷，见之，悟报本敬祖之理，知尊我自天七地五代代之
圣帝。”①松阴反对所谓日本的俗儒模仿中国，自己却又模仿中国自称中朝和重视宗庙社稷的做法。
显然，他谋求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性，主要是为了确立对本国的信心。类似上述学习中国却又反对崇拜
中国的主张，松阴还发挥山鹿素行的议论而强调应当学习西洋的船炮之术，同时也不可以“羡夷狄陋
俗，忘吾国体”。总之，要“存神州（指日本）之大体，采用万国之器械；讲究汉土圣贤之书，资我
国忠孝之行。事之大小虽异，毕竟同为究理之学也。”②那么松阴“究理”有何所得？他在《讲孟余
话》中发挥《孟子》而论述日本国体道：“孟子论道可谓精密。请敷衍其详。道者天下公共之道，所
谓同也。国体者一国之体，所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如皇朝君臣之义卓越
于万国者，一国之独也。⋯⋯然道者总名也，故云大小精粗皆是道。然则国体亦道也。然如一老先生
所说，道者天地间有一理，其大原自天出，我与人无差，我国与他国无别云云，论皇国之君臣与汉土
之君臣为同一，余所万万不服也。况孟子已明明乎论此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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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在日本出版界兴起一股武士道热。御茶水大学教授藤原正彦在2005年11月出版《国家的品格
》（东京，新潮社）一书，提倡复活武士道精神，畅销百万册以上。据《读卖新闻~2007年5月8日的报
道，某公司领导者因为读了此书受到感动，便组织经营管理人员接受以武士道为内容的培训，以提倡
企业内部的合作精神等。武士道的多种解释可能及其对当今日本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的
日本面临发展歧路之际，每每会在引进国外先进文化和求助于本国固有传统这两条道路之间发生激烈
的对抗以及出人意料的突然转向。今天的日本似乎又到了一个类似的时刻，它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抑或将会跳出历史的循环？作为邻国的一名研究者，我对此拭目以待。当此之际，不揣浅陋，鼓勇
出版本书，窃望对有着共同关心的读者略有小助。本书系在我2004年向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博士
论文《江户时代山鹿素行和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此书出版之际，首先应该
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沈仁安教授和宋成有教授，是他们的学问和人格引导我走上了研究日本历史的道
路。我还要感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汤重男研究员、杨宁一教授、刘金才教授、王新生教授。他们
对我的论文所提出的宝贵的批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自从1991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求学，愚鲁
如我，亦终于博士毕业，十几年间对我学恩深重的历史学系诸位老师的姓名虽然无法在此一一提及，
也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负责我的论文的匿名评审的诸位先生，虽然无从得知您的名字，
但是衷心地感谢您对拙作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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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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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匆匆翻过一遍。得知日本近代武士道不过是国家的一种建构，即便经历了二战仍然对当今日本政
治保守主义及新民族主义（唐老师的用词十分斟酌）有重要的影响。
2、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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