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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八六八年展開的「明治維新」，是大家所熟知的歷史，它形成了現代日本政治社會的雛型，也使日
本再次跳入了世界舞台。但這樣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改變，並非如我們一般所認為的是靠著(土反)本龍
馬、西鄉隆盛等有志之士登高一呼就能簡單完成。它是經過不斷地折衝調節，甚至是戰爭殺戮，才有
往後的日本國誕生。
而在新國家建立後，該要以怎樣的方式治理，又成為新政府領導者的首要問題。一八七一 ~ 七三年的
岩倉使節團，即肩負吸收西洋制度、文化的使命。透過政府領導者的實際出訪，讓日本瞭解所處的時
空環境，並且思考身為一個小國的未來方向該如何前進。此部分，當是「明治維新」更發人深省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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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的真的很烂，各种不通顺，读起来费劲。弃之。
2、译得一比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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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明治维新在日本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同时期在中国应该对应的是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日本
人抓住了这一时期，庆应二年的民乱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幕府的倒台，原因之一是幕府各自为政，并
没有系统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之日本在期间多有接触欧美文化，自由民主思想已经在日本有所传播
，一定方面促使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反观中国则完全相反，清政府虽不敌列强，但是对付手无寸铁的
本国民众却多方围剿，同一时期西部有左宗棠平定回乱，东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且不说左、曾二
人如何，但就太平天国，回乱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其素质基本停留在市井匹夫、乌合之众的状态，欺
男霸女、蝇营狗苟之事在天京应该算不上什么新鲜。失败也是注定的。通看本书，可以了解到日本史
学界对自己本国这段历史的不同看法，从不同的方面了解明治维新。我们自己也可以和大清国的那段
历史做比较。本书的内容不错，不足之处译者的台湾腔太浓，我怀疑是否因台湾与祖国分离多年，致
使宝岛居民的行文已经脱离了中华正统？但是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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