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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内容概要

《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简介：日本帝国的速兴骤亡都有着太多的特殊性，这与日本历史发展和历史
传统的特殊性不可分。日本帝国的某些速兴的原因也正是它骤亡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传统的两重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日本帝国速兴骤亡的经验教训，有的很值得重视、学习，
大多主要属于日本，不过多少还可以作为借鉴。而且通过这段兴亡史，也可更好地了、 认识日本，这
是《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写作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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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作者简介

齐世荣，1926年生，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
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主要
研究领域为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世界通史。著有《绥靖政策研究》(主编)、《世界史》6
卷(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精粹世界史》20卷(主编)、《齐世荣史学文集》等。编译有《世界通史资
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当代世界史资料》3册。译著有《西方的没落》(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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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转折：倒幕和“王政复古” 1    一、黑船闯入和安政条约 3    二、危机感波及全国 9    三、
对应外压的内在机制 12    四、西南强藩的崛起 18    五、改革派武士的形成 23    六、从尊皇攘夷转向倒
幕维新 30    七、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王政复古” 38    八、倒幕获胜与国际机遇 43  第二章  立国目标、
方针及初期体制破立 47    一、《五条誓文》和“布国威于四方” 48    二、“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53 
  三、强化天皇政权与废藩置县 57    四、地税、家禄改革及平定叛乱 64第三章  争学欧美并力开民智 72 
  一、政府带头走出去、请进来 73    二、文明开化和启蒙思想 77    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 82    四、“和魂洋才”与“教育敕语” 87  第四章  殖产兴业和转向“强兵富国” 92    一、扶植私人
资本并转向私营为主 93    二、“经济战国”与“论语加算盘” 100    三、政商和财阀的形成 105    四、
从“富国强兵”到“强兵富国” 109第五章  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115    一、民权、国权与“官民调和”
116    二、神权专制嫁接立宪主义 121    三、“一身多头”的权力结构 126    四、“国体”论和“家制国
家”论 132第六章  跻身世界列强 138    一、漫长的改约谈判的完成 139    二、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142    三、挑起甲午战争并勒索巨额赔款 148    四、日英同盟及日俄战争 154    五、排外狂热与军国主义
思潮泛滥 159    六、明治年代的终结：富强和隐忧 164第七章  在新十字路口的抉择 171    一、“暴富”
的年代和“米骚动” 172    二、社会经济长年动荡不安 177    三、大正民主运动及政党政治 183    四、大
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189    五、民间和军部法西斯的兴起 193    六、从“大正”转向“昭和” 200
第八章  衰败的起点：发动侵华战争 206    一、昭和恐慌：“世态混沌莫测” 206    二、“先外后内”：
“九一八”事变 217    三、“清君侧”和扼杀政党政治 217    四、“国体明征”与高桥财政 223    五、军
部法西斯化和军财联盟 228    六、军内争斗及“二二六”兵变 234    七、法西斯统治与军部跋扈 239第
九章  陷人战争深渊和法西斯极权化 245    一、深陷全面侵华战争的泥潭 246    二、“近卫热”闹剧和强
力南进 252    三、孤注一掷：突然袭击珍珠港 258    四、天皇与战争及东条独裁 265    五、天皇制法西斯
极权体制 270    六、战时举国一致和国民心态 276第十章  日本帝国的败亡 283    一、太平洋上力量悬殊
的战争 283    二、日军在亚洲的战争败局 289    三、战时经济的恶化破产 293    四、天皇“玉音”广播：
终战投降 297结束语：战前战后日本的差别与连续 306主要参考书目 316作者附言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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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让幕府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他们原来实力较大，德川氏要消灭他们并不容易，只要他们归顺就
让他们保留下来，但是加以移封、削封，使他们的领地大减。这自然不可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幕府也
对他们怀有戒心，幕府一直想方设法控制、监视、削弱他们。参觐交代主要是对付外样大名的，还有
“手传普请”，字面意思是帮助搞工程，客气动听，实际上是看到那个藩富强起来，就指派去搞建筑
、水利工程，把它们弄得财穷力尽。外样大名要承担义务，但不能参与幕政，不能担任幕府要职，这
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幕府与外样大名的矛盾。可是另一方面，幕府对各藩的内政一般不干涉，各藩有内
政的自主权、独立性，可设法让自己富强起来。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幕府对各藩的控制削弱，属于外
样大名的西南强藩就乘机崛起了。这种幕藩体制与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是大不相同的。    天保年
间(1830～1843)以来，幕府和各藩进行了幕政、藩政改革。促使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幕府领
地多，控制着三都的赋税和献金，可以改铸货币增加收入，还可收回部分领地。因此，尚有回旋余地
，改革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实际上是走过场的。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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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以史为鉴，探究强国发展规律；抓住机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本丛书是根据齐世荣教授、钱
乘旦教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作的“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考察”讲稿基础上
编写而成。    该书揭示了世界近代以来主要强国日本崛起的秘密。追寻其发展历程，探究其盛衰规律
，为国人提供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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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一度是生气勃勃的国家，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
起伏与日本帝国的盛衰有相似之处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主要通过对日本从明治维新到跻身资
本主义世界强国之列再到投降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日本崛起的秘密，追寻其发展历程，
探究其盛衰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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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还可以，属于深入浅出型，很多材料也很有启发性！
2、杯具
3、简直是烂到家了 不是书的内弄
4、高中买的书，连同「英国」。那时候以为这些历史书很有深度，现在看来基本上是中学历史教材
的延续。对事实各种避重就轻。重读是为了反思以前对历史课的学习，以及对日本历史的一个粗浅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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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的笔记-睦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为年
号“明治”

        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情远高于我们自己对自己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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