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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前言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地吸收欧洲的文物制度，一时间，全国上下、街头巷陌，
到处洋溢着一种舶来文化的气氛。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伦理逻辑也渗透到了近代日本人的心灵之中
。经过了短短二三十年的努力，在亚洲诸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大潮面前，唯有日本，实现
了&ldquo;富国强兵&rdquo;，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这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富强以后，自然会思考一些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自己是凭借了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富强起
来的？今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它的前进道路是什么？然后还
有，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它应该担负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息
息相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实现了&ldquo;富国强
兵&rdquo;，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登上了自封的&ldquo;东方世界的指导者&rdquo;的宝座以后，应该朝
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它所应该担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自身是在一
种什么样的伦理逻辑之上来认识自己富强起来的原动力、摸索自己民族的前进道路、探求自己民族应
该担负的使命的呢？这就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若省去一
切细节不谈，历史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富强起来的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侵略之路。这条侵略
之路，可以说是一条在&ldquo;解放亚洲&rdquo;这一使命的幌子下的侵略道路。由于地缘关系，作为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渗透、武装侵略的首要目标，当然就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凭借着强大的武力，
以&ldquo;日韩合邦&rdquo;的形式，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朝鲜，接下来，展现在日本面前的就是中国大
陆了。日本，与中国这一巨大的文明之间，有着割也割不断的血络。面对迎面扑来的中国这一大课题
，在近代的日本，从政治家、革命家、知识人直至商人、浪人，他们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自身
的知识良心、耳目嗅觉，形成各自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本书所称的中国认识或中国观。近代日本的
中国认识、中国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其主要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些
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中，其主体--人的思想、行动的轨迹是如何的？这种种的中国认识中，其缺陷、误
区又在哪里？这也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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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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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北一辉　　正当内村指责英国之伪善，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ldquo;诺亚之洪水&rdquo;，鼓吹
日本的使命时，另外一位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则从完全相反的侧面接近这一课题，为寻找我国
今后的前进道路作了尝试。被说成是日本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的北一辉，也正好在这一时期，与
内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喻成&ldquo;诺亚之洪水&rdquo;、寻求&ldquo;和平之福音&rdquo;的同时，鼓
吹的是穆罕默德的&ldquo;剑之福音&rdquo;（《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序言）。当然，对法西斯主义
者的北一辉来说，在武力扩张中制定l3本今后的前进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极其当然的事。
但是，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北一辉所设定的路线，固然与大隈式的路线不同，也与其他的日本式的法
西斯主义路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在北一辉的世界里，面对日本的&ldquo;生存逻
辑&rdquo;。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没有披上&ldquo;伦理&rdquo;的面纱。换句话来说，北一辉与内村
相反，是从&ldquo;生存逻辑&rdquo;之中寻找&ldquo;生存伦理&rdquo;的。正因为这样，作为第三者，
他揭露出潜藏在13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伪善和虚伪，尝试着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超越这种伪善与虚伪
。当然，北一辉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严重错误，在今天．谁都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并且，正像已经指出
来的那样，在北一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思维上的跳跃。但是，北一辉试图树立的使命观中，很明确
地显示了一个理论，这一理论是每一个想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状况中彻底探求使命观这一课题的人都难
以避免的。&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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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
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ldquo;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rdquo;，要相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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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到后面可能习惯了译者的语言风格，有倒食甘蔗之感，对于橘朴的分析非常精彩。有机会的话想
重读一遍。
2、其实不是我感兴趣的部分，所以看完对书中内容能记得的不多~但是却能让我思考以前从来不会去
想的一切事情~其实书的内容并不多，但是我却看了那么久，惭愧。。。
3、这套系列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4、看了一半多才发现是思想史性质的东西，亚细亚主义的不同形态，以及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九
一八与卢沟桥事变这几个阶段中，日本亲中派的思想该如何在两国关系的夹缝中寻找立足点。看完就
觉得宫崎兄弟真是太屌了！
5、文章充满了一股「黏稠」的氛围。这种氛围挺好，就是因为对进入历史的瞬间有举步维艰之感，
才能有这样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竹内好的遗产吧？
6、以個別人物為綱領，立論不深。
7、读完多给了颗星。有时候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有
时候很想嘲笑对方的无知，却又为之而难能可贵。日本本就是特殊的国度，更为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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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主要介绍了从明治维新至抗战结束为止日本对中国的各种认识论，但只要转换视角，就可以
从被观察者的角度投射出观察者本身——日本。让人惋惜的是，在日本研究中国百花齐放的近代，中
国研究日本的著作却寥寥无几，能谓之以“一家之言”的都没有。这当然要从“不精确”的学术传统
和长期自诩为亚洲中心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里去找原因，但即使是以“精确”见长的日本民族，在中
国的认识论上又能多大程度上不带入自己的主观臆测呢？本书第一部里主要简述了抗战爆发前日本中
国认识论从左自右的光谱，其中最浅薄的认识：1、中国人国民性恶劣，既无国族意识，也无道德可
言。2、中国是儒教国家。3、日本是亚洲的先进者，应“带领”中国等落后国家一起对抗西方列强。
书中所述及的流派繁多，但以上被作者以区区两页概括的观点，竟是当时绝大部分日本人的主流认知
。日本的中国观与近代日本的急剧右转是相辅相成的，它与其说是一种客观认识，不如说是为日本侵
略行径所作的粉饰和辩解。一种观念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观念的水位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动向。其他
与主流认知相悖的声音，即使能够传达到大众的耳朵里，与更理性的声音相比，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信
他们想要相信的观点，所谓 风多响易沉。那么，当一本书里百分之90都在谈论那些从未被当时的民众
所接纳的边缘论点的时候，它还有多大的可读性呢？当然有的，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不是
他们所持的理论本身，而是在求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社会所质疑和憎恶时他们所表现的彷徨与犹疑。
在篇幅占全书3分之2的第二部，作者选取了3个学者为样本，追溯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历程。1、尾
崎秀实尾崎秀实是三位学者里走的最远的。尾崎以对西安事变准确的预言受到政策制定的中枢机构的
关注，他是真正能对日本国家走向产生影响力的学者。即使是现在，当我们回看他对时局的分析，依
然会叹服尾崎思维的透彻清晰。“有人认为，支那民族运动完全消除了各阶层的厉害，我觉得。。。
于支那内部，统一战线不是均质的东西，而是极不均衡的结合。。。。包含着各种矛盾。。。。在一
定条件下努力寻求平衡，努力希望结合的一种形态。”“因为战争，支那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
的力量整体变弱，全国抵抗能量也不断减弱，但放远眼光历史性的看，民族的凝聚力能实现飞跃性的
前进。”“我觉得支那的赤化已是难以改变之趋势。。。这是与自己解放这一事实相关联的。”尾崎
的分析之所以能拨云见日，在于他排除了机械的分析论，追求全面、整体的把握，类似于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论。尾崎的分析和预言越是准确，就越与现实日本的走向背道而驰。尾崎所描绘出的那个中国
，与世人所认识的，完全是颠倒的形态。他身为内阁智囊，可以自由出入长官府邸，表达自己的构想
，然而他的单薄的手臂未能拦下日本战车的轰隆前行，中日之战全面爆发，早已看破迷局的尾崎内心
之痛彻，是可以想象的。2、橘朴橘朴从1906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渡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如果
说尾崎长于对时局的剖析解构，那么橘朴的研究则更多的落于对中国社会生态系统的观察。他在用自
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社会同时，又潜心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显得朴素而细腻。
“一言蔽之，儒教是立足于统治者利益之上组成的教义，而道教则与之相反，代表了被统治者的思想
与感情。”“事实上，他（蒋介石）是军阀首领。。。地主阶级利益的拥护者，他既是拿破仑式的军
阀，又是袁世凯式的军阀。（谈国民政府的实质）纵观橘朴的一生，是一个不断退却和扭曲的过程。
他从单纯的中国研究学者，渐渐蜕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御用文人，甚至参与了伪满洲国建
国。虽然书中作者对他的言行有诸多的辩解，“出发点是为了建立不被军阀乡绅把持的王道乐土”，
但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觉得这个理由能够站的住脚。橘朴是当时千万助纣为劣者的代表，他们
靠着自欺欺人的话语求得自己良心上的安宁。3、宫崎滔天滔天是最特别的一个，他并没有形成什么
了不起的思想，严格的说，他都不算是个学者。长于富贵之家的滔天，对农民赤贫的境遇产生了同情
，萌生了要为受压迫的农民“做点什么”的想法，他认为要革命的不止是日本，而是整个不公平的世
界。他又认为“日本如何伟大，亦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而若使支那转而为理想国家之实可成，则其
力量足以号令宇内，道化万邦。”滔天选择融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寄希望于中国的革命能推动世
界大革命，从而带动日本的变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滔天希望世界和平，人类大同。是不是很中二
？滔天在行动中想必禁受了不少的嗤笑和鄙夷吧。正如大部分聪明人所预料到的，滔天失败了，而且
倒在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死后不到三年，国民党就失去了它
的先进性，沦为新一代军阀头子。滔天的后半生是在对日本的批判与呼唤平等的高呼中渡过的，然而
人走茶凉，昔日革命同志早已摇身一变成为高高在上的南京政府官员，日本各界都视他为疯子、“日
奸”。晚年，在外奋斗一生的滔天重归故里，有一位老农对他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也说给
我们听听哟。你们想的事情太大了，太太们为你们坐立不安，村里的人等不及，都一个个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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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为我们百姓做什么呢？我们百姓辛苦一辈子，连个饱饭都吃不上，这是为了什么？”这让我想
起马尔克斯笔下的上校，年轻的时候激情彭拜想做一番事业，受挫还乡却只留满身伤痛。滔天不是一
位学者，更像从史记里走出来的侠士，他堂吉诃德式的天真与豪情让人钦佩。世人会笑他简单幼稚，
但我尊敬敢于向风车发起冲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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