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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日本史》是第一套最重要的综合展现当前关于日本史知识和研究的书籍，是知名日本学者和西
方历史学家对日本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这套书涵盖从史前时期直到现在，日本在经济、文化、外交
上的重大事件和发展历程，是学生和学者研究日本和远东地区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卷5跟踪了从晚
德川时代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的基础和政治、制度及社会发生变化的过程。本卷中日本史权威专家还讨
论了在十九世纪晚期封建社会受西方世界的影响及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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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我最想看战国那一部分
2、不难读，很精彩的研究，19世纪是我对日本最感兴趣的一段时期。日本比我们觉醒得要早得多，只
是周边地区的小范围事件就引起了他们对欧洲他国的警惕和对现代化的回应。他们曾那么仔细地学习
荷兰。
3、语言表达的看不下去，分析觉得有些肤浅。还是看看日本国内学者的研究吧
4、該書七八年出版，依據的史料和觀點都顯得落後了
5、通俗作品，可窥一貌
6、等了快两年，可算出来了，只看了经济部分，很不错
7、写的比较详实，特别是经济部分，但是对于某些问题看得还是比较简单。
8、i read these books in English. some of the glossaries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i prefer to read in Japanese. the
reading speed is faster than English one.
9、什么时候引进其他几卷啊
10、没有想象中好看，希望赶紧出战国版的
11、英语语境下对东洋的研究总是这么吊诡，总是会以急迫的姿态作出蜻蜓点水式的解释，总是有无
关紧要的修饰性语句，让我怀疑研究者对日本依旧存在相当程度的陌生，而将这点完全归罪于翻译过
程中产生的折损缺失是不妥的。
12、作为日本社会历史的分水岭，明治维新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阐释。主编认为，19世纪
对日本而言，是一个终结，一个开始和一个转型。对日本近代化转型的认识可以帮助我理解中国的近
代化运动。这也是我阅读本书的初衷。
13、有些空泛，但提供了一些研究的新视角。
14、很少谈条约口岸和租界，或许和成书太早史料开放不够有关
15、其实日本的现代化不能算落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同时，美国人还在打内战，德国也还未统
一，而日本人在这之前都已经有20年的改革经验了。清朝政府当年若觉醒得早一点，后来的事情大概
也不会搞到那么难看。
16、翻译尽心尽力，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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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剑桥日本史（第五卷）》的笔记-第461页

        “直接在日本接受外国教师的教育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于国际事务有着清晰的理解，而后来
的几代人却被证明是缺乏这种理解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用的战舰或飞机是日本制造的不
同，在日俄战争中，军官们乘坐英国制造的军舰进行了大部分战斗，他们前往英国或者其他国家，亲
自督造船只并将成品驶回日本。比如，有时他们会看到英国劳工举行罢工，这样宽广丰富的经验使得
海军军官具有了国际视野。随着这一代海军军官在20世纪20年代的退役，海军军官们和他们指挥的舰
船一样，都成了‘日本制造’。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征服所有其他领域的领导人身上。在20世纪30
年代，整个国家显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假如舰娘都是碧眼高准的黄毛，即便喝过洋墨水的提督也不见得会高兴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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