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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叙述了以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佩里的黑船舰队闯入日本为开端，以之后日
本产生的一系列异变为重点，以1854年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为主要
线索，阐述了日本开国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Page 2



《黑船异变》

作者简介

加藤祐三，山三溪园园长（横滨），前都留文科大学校长，原横滨市市立大学校长。1936年（昭和11
年）东京出生。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博士课程中退。专业为历史学（亚洲
史、文明史、文化史）。有《现代中国目击记》（1981年，讲谈社现代新书）；《近代的东亚》
（1985年，讲谈社）；《横滨今昔》（1991年，横滨市市立大学）；《亚洲和欧美世界》（合著）
（1998年，中央公论社）；《幕末外交和开国》（2012年，讲谈社学术文库）《开国史话》（2008年
，神奈川新闻社）；《插图讲述横滨开港》（2008年，神奈川新闻社）等多部著作。

Page 3



《黑船异变》

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  中日近代开国的不同路径与不同结果  / 001
初版序言  / 007
第一章  黑船闯入日本  /
第一节  嘉永六年的浦贺港  /
突如其来的黑船  /
处于临战状态的黑船舰队  /
最初的接触  /
隐瞒地位  /
误解和理解  /
久里滨登陆  /
第二节  风雨飘摇的锁国政策  /
流言飞布  /
观览黑船  /
海路和陆路  /
海防现状  /
老中阿部正弘  /
第二章  日美情报的比较  /
第一节  锁国下的对外政策  /
政治对应  /
何谓锁国  /
“摩理逊”号事件和鸦片战争的情报  /
颁布天保薪水令  /
对来航船只采取的措施  /
荷兰国王的忠告  /
比德尔率舰抵达浦贺  /
第二节  能否预测佩里来航  /
搜集海外情报  /
《阿兰陀机密风说书》之谜  /
预测美国特使即将到来  /
含混不清的记录  /
环绕地球的情报  /
第三节  佩里方面掌握的日本情报  /
佩里搜集日本情报  /
误解的连锁反应  /
不满足间接情报  /
江户和长崎何处最佳  /
日美获得情报的比较   /
第三章  佩里的派遣与黑船  /
第一节  列强与黑船  /
关于黑船的称呼  /
最早出现在东亚的黑船  /
巨大的蒸汽动力军舰  /
美国的蒸汽动力军舰  /
第二节  派遣佩里  /
派遣佩里的目的  /
外交法权  /
美国海军的内部结构问题  /

Page 4



《黑船异变》

派遣佩里的形式  /
第三节  佩里拥有的职权  /
交通、通信的现状  /
舰队的编组  /
超越英国舰队的佩里舰队  /
欺骗日本幕府  /
佩里的身份  /
第四章  幕府采取的对策  /
第一节  老中的咨询  /
传阅美国总统国书  /
美国总统国书的内容  /
咨询得到的不同主张  /
现状维持派  /
反对建筑炮台的意见  /
现状维持派的理由  /
消极的开国派  /
第二节  解除建造大型船舶禁令的问题  /
锁国体制下禁止建造大型船舶的命令  /
咨询之前提出的解禁意见  /
浦贺奉行所的内部问题  /
林大学头的意见  /
日益高涨的解禁论  /
造船经费的来源  /
老中决断的背后  /
大型船舶——是建造还是购买  /
第三节  幕府明确的态度  /
积极的开国派  /
步步后退的现状维持派  /
第五章  收集新的情报  /
第一节  来自万次郎的报告  /
准备佩里舰队再次到来  /
佩里舰队返航的内幕  /
推测佩里再次来航的时间  /
漂流民万次郎的回国  /
幕府对万次郎的信赖  /
万次郎讲述的美国  /
美国对日本的期待  /
美国对日本的要求  /
世界的技术水平  /
物产和贸易  /
风闻美国要向日本派遣使节  /
第二节  荷兰商馆馆长的建议  /
出岛的荷兰人  /
库尔提乌斯馆长的建议  /
列强诸国的构想  /
日本不具有特殊国情  /
美国的真实目的  /
对立的意见  /
委托购买蒸汽动力船  /

Page 5



《黑船异变》

第六章  参观黑船和城内管制  /
第一节  黑船和民众  /
蜂拥而至的参观者  /
取缔的对象  /
紧急措施  /
江户湾的内海警备  /
建筑炮台  /
江户的风说  /
日美交战的流言  /
第二节  江户城城内的管制  /
江户城城内的管制  /
町奉行和町名主  /
第三节  禁止参观黑船  /
幕府给警备诸藩的通告  /
佩里舰队再次到来  /
确保粮食运输渠道  /
决定接待场所  /
第三节  江户湾的警备  /
警备的实际状况  /
登上美国军舰  /
禁令再发和食物准备  /
盛况空前的观光客  /
最后的布告  /
第七章  交涉签订条约的进程  /
第一节  隆隆的礼炮  /
危机的转换  /
佩里的强硬发言  /
佩里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
丰盛的宴会  /
第二节  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  /
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  /
火速研究条约草案  /
条约草案的内容为何较少  /
复杂的条约游戏  /
接待人员的法律精神  /
删除的根据何在  /
被忽略的条款  /
第三节  互赠礼品  /
连连催促  /
佩里的礼品  /
接待人员的回赠品  /
第四节  开始交涉  /
幕府提出的条约草案  /
再度紧张的日美关系  /
装卸礼品  /
美国人与日本民众  /
接待人员的新提案  /
第八章  《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  /
第一节  共有12条内容的条约  /

Page 6



《黑船异变》

“波瓦坦”号舰上的宴会  /
交欢于美酒和舞乐之间  /
开放下田港口  /
偶人节签订条约  /
条约中美国的主张  /
条约中日本的主张  /
第二节  没有共同署名的条约  /
日美双方的绘画  /
署名的问题  /
悬空的条约正本  /
接待人员的自我总结  /
向日本幕府赠送大炮  /
第九章  黑船异变的深层含义  /
第一节  箱馆和下田  /
舰队逼近江户湾  /
在下田街头散步  /
偷渡者的出现  /
偷渡者的意图  /
箱馆的印象  /
佩里的日本观  /
变化的征兆  /
难以解除的出国禁令  /
第二节  佩里的挑战  /
佩里的动机  /
通信与文明  /
佩里的抱负  /
最后的重要工作  /
第三节  日本通过黑船所见到的  /
日本看见了什么  /
日本拥有的远洋船  /
脱离中华世界  /
在下田签订附属条约  /
尾    声  /
初版后记  /
初版译者缀语  /
再版后记  /
附    录  /

Page 7



《黑船异变》

精彩短评

1、假设是英国借武力轰开日本国门，美国四艘黑船逼近南京。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决策反应吗？
2、就我读了这本书所写的内容，把黑船事件放在当时国际背景上看，倒是一件很可爱的事件。本书
的叙事风格也不错，短小精炼，也记录了一些黑船事件过程中极为细小琐碎但有趣的事情。
3、贺卫方推荐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很早就读过此书。
4、看到出版社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通俗读物的⋯
5、高效复习《龙马传》。小书的两个视角比较有趣：一是美日情报对比，充分体现出博弈的感觉，
约翰万次郎和美国畅销书的情况就是如此；再者是对民间反应的强调，由美军叩关而引发的黑船旅游
参观活动、各种民间文艺创作，在严肃的文明对话中现出特别的文化景观，诡异的幽默感。（想起龙
马偷看黑船，再海边遇见桂小五郎，大叫やっぱり！やっぱり！哈哈哈）
6、坐黑船列车会知道日本人其实有点感激黑船开国，令其走上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列强
，日本却没有经历战争，顺利开国？为什么两者现代化的道路完全不同？我想了解黑船的历史，就恰
恰好就有这本书。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历史研究严谨精确的态度。后面的一大堆写作参考，有
兴趣的真的可以一本本读过去。
7、幕府也是有所作为的
8、翻译是中国学者蒋丰，作者是其老师！两者态度对于研究日本开户的历史是诚恳和具有探索精神
，相比较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教训吸取甚至讨论没有持如此开放的态度！一百六十年前，日本从汉语
转向英语，从中华转向欧美国家，开辟了开放和发展的时代！今天我们年轻人要有好奇心和探索世界
的欲望！
9、新年70本之18，虽然是普及性读物，但在我看来，恰恰符合历史学与大众的定位，篇幅精炼，叙述
流畅，材料翔实而不繁琐，观点清晰而不摸棱。对日本开国做了生动的全景展示。个人观点，今日世
界的信息模式下，与其长久关注大洋彼岸对中国的研究，关注一下外国，尤其是邻国历史，意义深远
且有用的多
10、通俗易懂。要了解日美外交，这本书给了清晰的知识图谱。作者加藤祐三在初版序言中说：“如
果知道明治维新的话，不妨把这本书所叙述的开国标志——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前后的事件看作明
治维新的序曲。倘若划分历史时代，日本的近代史始于开国，而非明治维新。”书后列了作者加藤祐
三的著作，有精力了真该找来读一读。
11、这个略想当然，对幕府美化过多
12、通俗小说，可以和中国开国对比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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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黑船异变》的笔记-第32页

        罗宾汉河似当为“卢比孔河”。

2、《黑船异变》的笔记-第158页

        日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美之间交涉签订条约时，使用的语言是汉语，结果幕府方面占了优势。但是，由于美国认为经过双
重翻译反而困难，所以在此之后签订的条约都没有汉文本。从此，日本国内汉文所具有的意义，以及
用汉文表达的思想和价值，也就渐渐模糊起来.....

3、《黑船异变》的笔记-第30页

        1.“名茶上喜撰（蒸汽船），只消喝四碗，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上喜撰”是当时的名茶
之一，其发音与“蒸汽船”相同。这首狂歌暗喻，突如其来的四艘蒸汽动力军舰，搅扰得日本举国上
下人心不宁，人们犹如喝了浓茶一样而无法睡眠。不少学者把其中“彻夜不能眠”一句解释为“恐怖
”或者是“威胁”，这是否有些片面呢？我个人认为这首狂歌也含有日本人要用名茶接待贵客，以礼
接客、待客、送客的意思。
2.林涧斋认为，禁止建造大型船舶是锁国以后采取的措施，在此之前日本曾经建造过大型船舶。当今
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剧烈变化，禁止建造大型船舶的命令应该解除，老中可以发布“建造大船令”。林
涧斋所说的大船，其用途不仅仅限于军舰，国内各藩到江户“参谨交代”时也可以使用。同时，林涧
斋认为，出海远航和海上贸易还应该在禁止之列。
3.许多人想亲眼看一看黑船，想亲身确认一下社会上的传闻。武士们以“侦察”为名前来参观；百姓
们则直言快语，说决不能放过太平年间突然出现的，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当时，幕府虽然屡
发禁令，但对违反者并没有进行处理。船主们也明明知道禁令，但只要多拿到一点钱，便肯载人驾舟
离岸而去。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非寻常的娱乐活动可以相比。 
4.佩里方面的乐队队员个个身着漂亮的服装，人人都有矫健的身材。幕府方面努力寻找能够与此相称
的人员。看来，能够与佩里舰队的乐队队员相媲美的，只有相扑大力士了。这些大力士曾经为佩里进
行过表演。他们在与美国士兵比赛时轻松地取得了胜利，毫不费力地扛起几十千克重的米袋的举动，
更令美国人咋舌不已。可以说，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佩里的乐队队员。
尽管这是一场充满幽默感的竞争，但双方都不肯败在对方的手下。美国方面做了细心周到的安排。佩
里让乐队纵行排列，从岸边渐渐前行。如果远远地从斜前方望去，这能够让人产生这支队伍绵延不断
的错觉。特别是用透视的画法描绘之后，蔚为壮观的场景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海涅在作品中描绘了乐队纵列行进时，幕府官员前来欢迎的场面，其中有站在旁边的官员弯腰鞠躬的
景象。日本是一个用鞠躬向客人郑重致意的国度，如果谁对此毫无所知的话，一定会感到这种场面不
可思议，或者认为日本人卑躬屈膝。当然，作为要给美国人欣赏的绘画，这种描绘或许是最恰当的。
日本画家留下来的作品，从侧面描绘了登陆的佩里一行。虽然画卷与横向展开的图案相互吻合，但这
种画法让人看后觉得佩里的队伍散乱不齐。
5.“黑船来啦！”
佩里舰队的突然出现，震醒了处于200多年锁国梦幻中的日本。德川幕府和庶民百姓，对佩里舰队的反
应是什么？日美双方在接触之前，获得的情报应该怎样修改、补充？互为对手的两国，究竟相互理解
到什么程度？蜂拥般参观黑船的人们，惹人注目的舰队官兵，连篇累牍的布告⋯⋯这一切都在说明着
什么？
交涉双方的智慧、意图、信念和情感显然都是不同的。面对着炮口威胁，巧妙的回避与高超的斡旋；
交涉进入紧张高潮时期举行的宴会、相互赠送礼品的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礼仪⋯⋯通过日美双方珍
存的史料，这些栩栩如生的历史跃然在我们的眼前。
艰难的一攻一守，沉重的一搏一抗，最后的结果不过是签订了一个《日美和亲条约》（185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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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重要意义的《日美和亲条约》，结束了日本长达200余年的锁国状态，对紧随而至的日本近代社会
的发展，起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签订的条约不过是一张纸，却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6.到日本后，我一方面收集资料，试图将中日两国近代的开国史进行横向比较；另一方面也常和日本
人谈起1853年，美国人佩里率“黑船”舰队强迫德川幕府打开国门的史实，希望听听他们的见解。谁
料，日本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异常平静，至少我未曾见到任何一个人“激昂的感情如火山奔涌
”；甚至还有人说：“现在，不少日本人对当年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抱有感激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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