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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自前陶文化直到本世纪60年代的日本通史。原书1968年以德文出版，列入《费舍世界历史
丛书》。经过大幅度修订后，1970年出了英文版，列入《三角洲世界历史丛书》，几十年来重印多次
。英文版问世当年，即由尾锅辉彦教授译为日文。日译本的后记说，本书虽采通史形式，但不像教科
书那样网罗一切。名词术语较日本高校教科书为少，而深度可与日本所出多达20多卷的通史相匹敌，
甚至有超过的内容。本书长于比较考察与历史联系现实，文字亦优美可读。

Page 2



《日本史》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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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在叙述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同时，附加了自己分析得来的观点和评论，读起来
比较容易引发思考。看完这本书，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得更加清晰，扫清了一些认识上的盲点
，在浏览其他资料时就不会感到特别吃力。
2、第一章：P4. 日本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大陆的征服，也有助于各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
垮台。P5. 日本群岛的孤立，使它的历史非常单纯而完整。没有别的文化与之抗争，又没有异族侵略
的干扰，日本人民在历史上过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日本人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边缘地带，有可能
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保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日本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特别缓
慢...日本人民幸免于大革命，或破坏严重的外族入侵。 日本倾向于把换掉的制度放在一边、弃而不用
，但很少把它扫除干净。第二章P9.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给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政府是专制的，不受
与之竞争的宗教势力和法律的制约。儒家学说...认为政府必须仁爱而有权威，它把社会看成天然等级
森严，由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东亚社会建立了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和近代欧
洲社会所依据的准则大相径庭。P10. 有统治权的家族都组织成小集团，每个集团都有首领掌管宗教和
政治。从首领信奉的祖先神祗引出宗教影响和社会声誉...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统治者又是武士(
尚武)。在武士领导下，社会特色...对国家(而不是家庭或个人)忠诚的强调、富有战斗性的民族自尊心
。(或忽略了日本武士家族体系使其对家族势力的认同)第三章P16. 继秦朝而起的汉朝实际上侵入了朝
鲜半岛，它于公元前108年征服了古朝鲜国，设立了乐浪郡，首府就是今天的平壤。P18. 四世纪时，中
国在朝鲜的殖民地(乐浪郡)解体了。历史记载证明，日本的武力参与朝鲜王国的战争。第四章P21. 魏
志描写日本是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等级森严，人们要蹲在路旁向高贵的人表示尊敬。日本人好饮酒，
但严格地守法。P23. 日本社会是由三种人组成的：氏、部和臣。氏： 有血缘关系的族人，他们都要服
从族内主要房头的家长，他的身份叫“氏上”，即首领。他的权力是世袭的，也是宗教的，并且有镜
子、箭、宝石等作为象征。部：不是自由人，因为他们要为氏服务而受限制。他们也有共同的信仰对
象，或者是地方神，或者是他们服务家族的氏神。臣：在家庭内供驱使，主要是当家仆。P24. 在大和
霸权形成的过程中，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是氏和他的侍从部及家仆。有的氏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控
制了临近的氏，并把小的家族吞并过来，形成了更大、更复杂的地方霸权。这种做法引出了日本早期
的地方政治社会。日本王朝的建立不是一个超级军事力量大规模征服一个国家后，强加给这个国家强
有力的中央权威，而是一帮氏族一步步努力爬上统治家族阶梯的顶峰。在斗争中，太阳族的首长也使
用武力，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用和解和外交手腕，试图用神力赢得敌对的氏的联盟。因此，在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消灭其对手，而是纳入势力均衡之中，自己去做宗主及和事佬。P25. 大和联
盟...这个集体在国内绝没有占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所以联合和妥协的因素就进入了这个结构，而那些
没有关系而被征服过的房头，在这个均势中变得和与太阳系有血缘关系的人同样重要。为了利益，各
氏族都明争暗斗，而大和首领只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这个权力的阶梯总是由家庭关系联系起来的，
不论是否是真正的家庭关系。用巧妙的通婚办法，或者把仆从的氏家男子或女子输送去服务的方法，
都能使太阳族和它所征服并联合的家族之间筑起坚强的纽带，从而能亲切地控制着他们。只要可能，
权威总是用家庭关系来维持，而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权威是得到公认的。宗教在维护霸权方面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它还为团结社会和领导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早期的日本人和不认识的神灵直接而快乐
地接触，通过崇拜加强了他们对社区的凝聚力。P26. 早期的日本人把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紧紧地和他
们政治社区结构结合在一起。就是在这些拜神的仪式中，我们最能清楚地看到由神得来的神力如何支
持政治权威。P27. 太阳族首领通过天照大神的法力保佑整个国家，小一些的氏的首领，就通过小一些
的地区性的氏神来保佑他的地方，并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国家的管理和神的崇拜联合在一起，政治
上的权威，不论得自武力或是长期以来的社会声誉，都要得到宗教信仰的认可。和事佬及祭司长统治
上层家族集合体的大和王权的形式，直到现在还是日本政治的特点。第五章P28. 这两个世纪里的主要
政治及社会变化，决不能简单解释为急剧倒向中国文化的副产品。645年的大化政变，传统上认为是有
意识追赶中国的开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权化，使新兴贵族阶级的特权制度化的开始。P31. 当大和
的统治者设法改变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为中央集权的严密管理的国家结构时，私自强大起来的氏
族开始把太阳族的首领变为毫无势力的傀儡。...以血缘关系或神道信仰为基础的权威体制开始瓦解。
敌意分裂了大和的联盟...大和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有好几十年徘徊于两个可能之间：分裂为若干互相
争夺的小国，还是改进为一个新的、稳定的、更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最后，倾向于集中的力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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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唐朝诸帝把中华帝国的政府机器组织得更加匀称，更加有效率...他们晚上了拥护皇帝及其权威的
中央官僚机关，精心搞好地方政权和税务，并把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固定在一套系统的法典里..它的模
式代表了一种极有效的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制度。P32. 强大的宗教也被利用来支持中国的政权。佛教具
有普遍的号召力...用佛教仪式和精神感召力来支持绝对的君主，并引用佛教理论来支持统一帝国的道
德基础。P35. 实质上，这新的政体不过是在氏族首领和他们的财源及政治力量之间，插入了一个集权
国家的公共机构而已。从前这些家族靠他们历史上的声望和手中兵力来保持自家的荣誉和权力，现在
则有皇家的制度、法律和政府机器作后盾，特别是政府有能力为他们按制度收税。在这个世纪里，从
前的氏族把自己改变成贵族。这个阶层以新的皇家朝廷为中心，抛弃了原有的地方色彩和好战特点。
上层的氏族带着他们的谱系进入贵族时代。第六章P37. 事实上，原来是太阳族的主祭司，在奈良成了
一个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以绝对权威来统治全国命运的皇帝。日本皇帝并未失去他原有的世袭大
祭司的身份。他继续执行神的职务，并自信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大宝制度舍弃了氏族社会的地方独立
做法，而代之以用血缘关系区分的皇家臣民。P38. 中央政府的官员主要是从朝廷贵族以外的人选拔而
来的。因为等级倾向于世袭，各级行政官员就从等级合格的家庭中选拔来担任这个职位。政治制度并
非严格世袭...一个人在职位阶梯上活动的可能性则很小。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是用人唯才和科举制度
，日本人从未采用。他们在京都也设立了一所太学，但他主要为贵族子弟服务，而他们的职位是早得
到保证了的。P42. 佛教作为中国文化运载工具的作用...建筑、绘画和僧人组织都带上浓厚的中国色彩
，且输入日本的佛经是中文译本。P43. 皇家政府在神道之上和神道之外从佛教得到一整套强有力的宗
教上的认可。佛教组织的需要使国家财源枯竭，僧人也越来越多地卷入政府事务。 在中国，皇家政府
以一系列的激烈迫害和没收财产来对付佛教的威胁，而日本...皇帝和他的朝廷很快舍弃了奈良，以另
一个新的都城取代了它。P45. 在(迁都后的)新格局中，皇帝个人失去强大的政治影响，而这个影响转
给了朝廷里的大家族和佛教寺院。大宝的土地管理制度被废除了，代之以庄园的私人所有制。随着中
央对全境的控制削弱，军事贵族把各个国接管过来。这些变化对宫廷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并未波及
。P46. 政权的分散导致了世袭的家族政府的出现，这种政府很像之前的氏族制度。贵族家庭和僧侣寺
庙变成了“古老、集权国家的多元继承人”。中国的原则是国家存在于构成高级官员的贵族之上
。P47. 随着租税的豁免，以及地方官吏对民事、刑事司法权被剥夺，国家对土地的独立权威也逐步削
弱了。庄园制成为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大规模回到世袭制的基础。P52. 佛教还有一个方法深入到日本
人的宗教信仰之中：进一步吸收并同化神道的神社崇拜。第七章P54. 皇家政府的机关，既不受重视，
又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就逐渐失去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特别是在农村里。正是这种情形的变化
，导致司法机关的私有化，最终导致地方的、然后中央的行政军事化。镰仓时代(1185-1333)军事领导
和封建主义的做法和京都皇家势均力敌；足利时代(1338-1573)武士接管了政府中皇家制度的剩余部分
，并取消了宫廷大部分的所有权；德川时代(1603-1867)武士阶级已经毫无疑问地是国家的统治者了，
同时也更加依赖政府的非封建措施。最早是在9世纪，地方的首脑要求武装他们自己和下级，以便更
好地之行任务⋯⋯随着地方官吏越来越用世袭的方法承袭他们的官位，地方上的骚乱事件也越来越长
，军事称号就变成永久性的，而且压倒了文职官员。因为行使权威的能力越来越依靠武力，出任文职
的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和警卫力量。连寺庙也为了保卫自己而从庄园召来大量武人。以家族为基础的组
织，加进了武力联盟的成分。战事把散落四方的人吸引到一个卓越的领袖身边⋯⋯地方上大的军事家
族集团，一般都由于国内的长期骚乱而形成，而且倾向于团结在派到地方之行军事或警卫任务的朝廷
贵族周围源平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为武士在国家领导中取得了新的地位，导致在赖朝的领导下建立起第
一个全国的武力霸权。P61 1185年在大多数国内设立了守护，它原来的意思是帮助赖朝肃清军事抵抗
的残余力量，守护在各国以监督军事和警卫事务。将军拥有的组织几乎能之行所有地方政府的职能，
而且比朝廷贵族执掌的、日渐衰落的国家机器效率要高得多。因此，赖朝创立了一种以封建命令为基
础的行政制度，它最后替代(吸收)了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官政府。P65 北条氏在1232年制定了一部法典...
也就是日本的封建法第一次成为法典。它的基本原则是宗教机构和朝廷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保护
； 13世纪末，日本战士遭到蒙古大汗忽必烈大规模水路夹攻，是对北条氏领导的最富戏剧性的考验。
侵略军没有留给日本任何土地以为战利品，镰仓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九州的下属满意。尽管北条氏
成功抵御了蒙古的侵犯，但日本一个重要的地区被扰乱了。P67 在武士社会中，僧侣阶层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僧侣提供了有教养的人才，这些人可以给没有文化的军事行政人员做书记、顾问...新的宗教
使佛教的原则大众化，并主张更直接地以情感表达新年，也就是教义的自由化。净土宗：人不能通过
自己的力量救自己...只有相信佛的原始誓言，才能得救。在佛的眼里，一切都是平等的——高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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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和女净土真宗：进一步简化了教义，并说只要有诚心，叫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得到拯救...他反对
设立寺庙，带头打破传统，结婚、吃肉、过正常的世俗生活。他相信如果一个好人能够得救，一个坏
人更能得救。幕府和禅宗的亲密关系禅宗的信徒为了求得悟，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神和身体的训练...它
的结果并不是公认的或社会的。悟了的人得不到社会上的职务而只是个人能生活得没有烦恼、没有牵
挂。禅宗在宗教范围是反对理智的，但不主张退出充满活动的世界和文学艺术。宗教机构作为一个整
体，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是不能影响国家事务的。在日本，佛教的最高僧侣也不能给领袖行什么涂油
仪式，也不想介入精度或镰仓的政治决策。对于宗教机构，国家在日本一直比欧洲控制得严。P76. 到
了14世纪末叶，守护已经发展成地方上的统治者，因为事实上他们不仅取得了早起文职和武职首长的
权力，而且也拥有地头的职能...军事服役也是以守护的名义招募的，守护就成了地方武装力量的首领
。在足利尊氏早起争夺权力时，作为争取军方支援的手段，允许守护“以军事之需”，把不在当地的
庄园主的应得收入，扣掉一半...这意味着地方上的武职官员自动获得他管辖区内的一切非军事庄园的
经济权利。这样，守护逐渐成了日本农村的主人。P79. 日本14世纪和15世纪的历史上最迷人、似乎也
是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就是它的政治秩序虽然混乱，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在全国都很可观。这两个世
纪产生的艺术形式和阐明的美学价值观念，直到今天都是日本人最赞美的...其内部经济的发展使之生
机勃勃。(政治)分散肯定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式在守护的赞助之下，日本才形成了多元
经济，并有能力去支援边远各国的都会的文化...足利的产物不是只限于高贵的生活，而是包含着后世
和日本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凡人都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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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史》的笔记-第16页

        弥生文化在日本很快地传播开来。从北方的九州开始⋯九州显然不在北方，此处原意应为“九州
北部”。

2、《日本史》的笔记-第52页

        传送门
http://www.douban.com/note/302849439/

3、《日本史》的笔记-第52页

        读《日本史》“贵族时代”一章。大化革新后，日本学习唐制，到平安时期渐渐演化出自己的制
度。本章将此一过程简洁地勾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而下章封建时代的开启，已是呼之欲出了
。
此书颇有趣。1月还有几天，打算优先把它读完。

4、《日本史》的笔记-第135页

        读这书时总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1702年，47名浪人因主人受辱而去一大名家复仇。很自然地
联想到春申君和郭解。此前还有镰仓时代会联想到春秋五霸，战国自然联想东周战国等等。自然，区
别还是非常多的。比如日本战国是以大名联盟的方式征战天下而非以一国之力，因而德川最终建立的
也是一个更类似西周的封建制度而非秦之帝制，等等。可是，总是下意识地会联想到中国先秦。冥冥
之中，果然是所谓历史规律吗？

5、《日本史》的笔记-第29页

        最后的统治者雄略天皇是一个奇怪的君主，他不断致力于增加贡品。他夸耀自己在东边支配着55
个省、西边66个省，还有15个省在海外的朝鲜。「私の先祖は、自ら甲冑を纏い山川を跋渉し戦を続
け、東�は毛人５５カ国を、西は衆夷６６カ国を征服し、また海北へ渡り95カ国を平定した。」

6、《日本史》的笔记-第15页

        P13奥斯罗尼西亚或称波利尼西亚语，是第三种重要的蒙古系语言，说这种话的人占领了马来半岛
的南半部和东南亚的诸岛，远到波利尼西亚。Austronesian language通常翻译为南岛语系

P15新来的人文化迥然不同，由于他们制造的陶器而得名曰弥生。准确地说，是因为1884年东京都文京
区弥生町首次出土了弥生式土器，因而命名为弥生的。

7、《日本史》的笔记-第180页

        无法复制表格，只有贴图了

8、《日本史》的笔记-第7页

        早年的日本人对他们的祖国很满意，称之为“瑞穗之厨”。⋯⋯这应该是“瑞穗之国”吧，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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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文，难道是把Mizuho no Kuni看成Mizuho no kuri？

9、《日本史》的笔记-第10页

        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统治者又是武士。尽管在7世纪以后，中国文职政府管理的影响在四个
多世纪的时间里压制了日本的尚武传统，但到12世纪，战士—贵族又以武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并且直
到现在仍是日本最杰出的领袖。

10、《日本史》的笔记-第5页

        在现代以前的历史上，日本结构变化缓慢，这些变化又不是缘于外部压力而是内部力量促成。结
果日本就倾向于把换掉的制度放在一边、弃而不用，但很少把它扫除干净。艺术和建筑珍品，几百年
都保持维修得很好，正如同某些家族和官职，虽然早已没有权力和影响，也要保留。

11、《日本史》的笔记-第27页

        P22他先在北九州居住下来，两个世代以后，琼琼杵尊的孙子神日本磐余彦离开九州，打到内海去
占领大和。琼琼杵尊→彦火火出见尊→鸬鹚草葺不合命→神日本磐余彦，神日本磐余彦应该是琼琼杵
尊的曾孙。

P26-27人们认为项链上的玉（或称宝石）代表灵魂，可以进入持有者的身体并把他变为一个活神仙和
天照大神交流思想。噗，又是项链又是宝石，能不能把“八尺琼勾玉”或“勾玉”这个名字点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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