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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53年黑船來航 不只敲開日本鎖國兩百餘年的大門
一場引領日本躍進列強之林的改革運動 更順勢鋪天蓋地展開
比課本更輕鬆 比網路文章易懂
深入淺出 帶你輕鬆了解明治維新始末
抽絲剝繭 剖析日本如何以小國之姿
致力西化二十年 一舉擊敗強大的中國
1867年8月16日的《南華先鋒報》（North China Herald）登載了一篇比較中日兩國的文章，其中有這麼
一段話：「這兩國的國民差異極大。一邊是進步主義的典範，一邊是保守主義的化身。中國人喜歡回
顧過去，日本人喜歡展望未來。當面臨一項新的計畫時，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反對該項計畫，日
本人則以極為樂觀與善意的心態迎接任何新點子⋯⋯。」
這段話充分顯露出當時的西方記者已經察覺到中日兩國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後，所表現出來的截然
不同的因應方式。一邊是斷然拋捨舊文明，迎向新文明；一邊是繼續窩在老祖宗的文化遺產中尋求慰
藉。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日本在1854年被培里撞開國門之後，只經過了十四年的摸索，便於1868年，由明治天皇代表維
新政府宣誓「打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五條誓文）──這無疑是一項引進西方文明的
國策宣言。
相反地，為什麼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蹉陀，仍見不到
全面性的改革行動。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乃至慘敗，翌年簽訂馬關條約，之後，中國才比較
清醒過來，才於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導變法維新──而且只持續一百天便遭到保守派的反
撲而挫敗。
為什麼日本於1871年派遣「半個政府」，花一年又九個月的時間，前往歐美十二個國家，一心一意地
吸取西方文明，而二十九年後（1900年），中國政府卻發動了一場貽笑千古的大攘夷行動──義和團
事變。
為什麼日本能夠在十幾年之內就摸清楚世界的情勢、自己在這個世界情勢中的處境、以及今後應該努
力的方向，中國卻蹉跎了半個世紀之後，還在玩攘夷的遊戲？
本書將透過抽絲剝繭的細膩分析，為讀者解析明治維新的生成背景及其成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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