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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入门丛书》编辑旨意
致中国读者：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中日的过去与未来
自序：我们愈是了解日本历史，我们得到的愈多
导言：非常值得认识的历史
第一章 从石器时代至建国：神话、史前史、古代史（至710）
第一节 创造天皇的神祗：日本神话里的古代史
第二节 最早的居民（至大约公元前13000年）
第三节 石器时代的猎人与采集：绳文时代（大约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400年）
第四节 新的开端：弥生时代（大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50年）
第五节 古代国家出现：古坟/大和时代（大约250年至710年）
本章综述
第二章 朝臣与武士：古代与中世史（710-1600）
第一节 有限度地向中国人学习：奈良时代（710-794）
第二节 朝廷兴亡：平安时代（194-1185）
第三节 武士国家：镰仓时代（1185-1333）
第四节 内战：定町时代（1333-1568）
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0）
本章综述
第三章 锁国：德川时代（1600-1868）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建立德川幕府
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
本章综述
第四章 建立现代国家：明治时代（1868-1912）
第五章 野心过度：太平洋战争
第六章 自灰烬中复活的长生鸟：战后的成功与挫折
结论：给胸怀大志强大权的教训
术语汇编
当代日本概况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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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小史》的笔记-第29页

        第一章 从石器时代至建国：神话、史前史、古代史（至710年）

摘录
古代时期日本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1、避免就善恶做出道德判断，某些行为被责备、惩罚，但没有道德说教。【按：书中用日本神话中
，素戋鸣尊因胡作妄为被驱逐但未被谴责为“邪恶”为例来解释这个说法。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理
解“避免就善恶做出道德判断”的含义。】

2、行为与其基于普遍原则，毋宁看情况而务实。

3、吸收有潜在威胁的对手。【按：书中举例说，大和氏族建立大和国家后，偏爱吸收那些在弥生时
代已经建立地盘的敌方首领，在大和国家里给他们官位。用官阶和头衔来给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原本
是独立地方政权的人在皇室体质中有个人地位。】

4、吸收他人的长处。

5、日本希望自己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强大、首任尊敬的国家。

6、有强烈的学习的意愿。【按：书中以圣德太子热衷吸收中国文化为例。】

7、对阶级、阶层化的偏好。

8、对宗教的务实态度。【按：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皇室是神的后裔，因此皇室也
借用“神道的神祇”把自己合法化。书中认为，一个正式信奉佛教的皇室竟通过来源于本土的神道来
把自己合法化是日本人对宗教务实的一个例子。】

关于第8点，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日本多神信仰的「豆知識」，兹摘录部分如下：

日本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国家，但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却深深地渗透到日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
刚满月的婴儿就要由祖父母抱着去参拜神社。“七三五”节的时候，3、5岁的男孩和3、7岁的女孩也
要去神社参拜。

日本的结婚仪式与新人双方的信仰无关，经常会在基督教的教堂举行。然而日本人的殡葬仪式一般却
又按照佛教的管理举行。

很多人参拜既到神社也去寺院。有些家中同时摆放着神道的祭坛神龛和为过世亲人祈祷冥福的祭坛佛
龛，即同时信奉不同的宗教。因此日本宗教团体登记的宗教信仰人数大大超过了日本国的总人口数。

日本人自古一来就有信奉多神教的倾向。古代日语中就有「八百万の神」的说法，大山、森林、动物
、历史人物等万物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

又及：今天刚拿到的新书。本书的原作者是个英国人，中译本不知是什么原因，很多句子结构非常“
西洋化”，读起来不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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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小史》的笔记-第65页

        第二章 朝臣与武士：古代与中世史（710-1600）

一些主要观点摘录整理如下：

这一章大概涵盖了日本近千年的历史。奈良时代前半期，中央集权的中国式律令国家处于最强大的状
态下，但衰微迹象已现端倪。

平安时代宫廷文化与艺术成就达到顶点，中央权力持续衰退，中国事物的重要性也衰退了。

12世纪晚期，日本两大武士家族平氏与源氏对决后，源氏逐渐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

13世纪中叶起，幕府丧失支持，内乱随之而来。

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晚期，日本内战频繁。

16世纪末期，德川家康称霸。

书中认为，在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后者常常与
前者分开但被合法化）【按：书中举例，地方大庄园的拥有者一般在朝廷，很少去庄园。庄园实际控
制在庄官手中，这种不在地主制成为标准常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合法性（正式权威）与实权之
关系的特别性质是日本历史社会的一大特色。有如12世纪末，平氏与源氏对决后，源氏逐渐掌握了全
国最高权力，然而源氏并不欲取代天皇，仍然觉得有必要得到朝廷的正是认可。】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也不会成为
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久而久之天皇也就被神
化为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近乎宗教信仰。【该段文字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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