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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内容概要

《岩波茂雄传》写到，岩波茂雄不仅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也是奠定近代日本出版业基础的出版人之
一。岩波茂雄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至今仍经久不衰的夏目漱石的诸多作品，以个人全
集这一划时代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并以此为开端，不知疲倦地出版了哲学丛书、数学丛书等学术书籍
，奠定了创业时期的基础。而且，在他的出版事业中，还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革新创造，那就是秉
持“知识属于大众”这一强烈信念，精选古今东西的古典，轻便、廉价的“文库”形式；以及旨在响
应现代的课题和要求、同样轻便的“新书”形式，并以这两种形式将众多的书籍送到日本民众的手中
。时至今日，在日本的出版界，这两种书籍形式仍为很多出版社所采用。
《岩波茂雄传》是岩波茂雄的传记，同时，也可将其视为一部日本近代出版史，从中可以看到近代日
本的出版产业是如何兴起、如何奠定基础、如何发展的。
《岩波茂雄传》主要讲述了，一九一三年，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在东京的书店街──神保町开业，当
时谁都没有想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她会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肩负起从哲学、科学、
文学多角度为日本人传播文化和知识的重任。那小小的旧书店，就是今天的「岩波书店」。
岩波茂雄从故乡长野来到东京求学，后来创立岩波书店，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以出版名作家夏
目漱石的著作为起步点崭露头角，又创立「文库」和「新书」形式的丛书，为业界争相仿效，至今仍
是日本最为广泛使用的书籍模式之一。他毕生追求真理和正义，即使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战争年代，仍
然不讳军部的强权和压迫，坚持立场，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为帮助中国朋友尽心尽力，更希望藉
着向中国的大学赠书，连系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
《岩波茂雄传》作者安倍能成是岩波「最无顾忌的友人」，以温厚的理解与毫无顾忌的批判眼光撰写
此书，不仅讲述了岩波茂雄的出版事业，还毫不保留地谈及他以往鲜为人知的私生活，使我们得以领
略一代出版家的气概与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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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作者简介

1966年6月7日）日本教育家、哲学家。爱媛县人。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便发表文艺评论。1920年
成为成为大学教授，1926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出任第一高级中学校长。1945年12月奉诏
成为贵族院议员，随即出任币原内阁文部大臣，进行教育改革。1946年8月当选贵族院帝国宪法修改案
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担任学习院大学院长，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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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书籍目录

第一篇书店开业前（1881—1913）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大正二年（一九一三）
第一章在故乡的生活
一岩波的实家
二幼年
三父亲之死与诹访实科中学时代
第二章东都游学
一日本中学的一年
二在一高的生活
一年级——舢板狂人时代
二年级——烦闷时代的开始
独居野尾湖
两度落第与一高生活的结束
三专科入学、结婚及母亲的死
专科入学与结婚
母亲的死
第三章女校的教师时代
第二篇岩波书店（1913—1946）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
第四章旧书店开业
——出版按标价销售
第五章出版事业
一创业期待
——处女出版《心》、《哲理丛书》及《漱石全集》
二关东大地震前后
三岩波文库与罢工
——昭和初期
四昭和四年到日中战争
五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
六太平洋战争期间及投降后
七书店后记
社会生活
第六章对故乡的奉献
一乡土之爱
二与乡村的合作
三桑原山事件
四对县级教育的协助
第七章政治活动
一对议会及选举的关心
二贵族院议员
三岩波与政界人
第八章对时局的态度
一国内问题
泷川事件
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
五条誓文
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同情

Page 4



《岩波茂雄传》

三太平洋战争与岩波的欧美观
第九章日本投降后的活动
一感谢与期望
二病中的斡旋与奔波
第十章文化工作
一慰谢金
二风树会
三文化勋章
第四篇私生活
第十一章兴趣喜好
一登山、旅行
二欧美旅行
三骑马
四美食
五阅读、艺术
六建筑——惜栎庄
第十二章交友
第十三章家庭生活
第十四章为人与临终
一岩波的为人
二病况与临终
岩波茂雄年谱
岩波茂雄致辞——岩波书店创办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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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精彩短评

1、开本，内文排版很好，不愧是三联
德不孤，必有邻
2、岩波书店从一家小旧书店到转为出版，以哲学丛书、漱石作品起家，首创文库、新书形式，出版
广辞苑，坚持不折价、不返品。此书作者是岩波书店的第一批编辑之一，与岩波熟识，但对他的评价
却是“不喜欢书”、“没有学者气质“。书中的材料很细致了，但比较枯燥，出版事业一章罗列了好
多书名，一些关键之处也没写出来，例如当时已是名家的漱石为何会选择岩波出版《心》。
3、翻译再完善些就好了
4、"达则兼济天下"说得就是岩波先生这样的人吧。
5、1920年代就出了康德全集。。日本人的翻译速度是快。匆匆翻过，这种古风的经营方式不多见。
6、你能够，因为你应该。
7、以同时代者陆续谢世的紧迫开头，收笔从容「不久我也会被埋葬在岩波的附近吧」。过程中这位
诤友时常显身，夹叙夹议，是是非非不加遮罩，共同渡过的年岁更如数家珍。书店主人体貌粗陋性格
耿直，烙有浪漫主义图腾，能量充沛到需要借正业之外的运动、旅行乃至婚外情来排遣——故所过之
处温暖明亮，也伴随着灼伤。起初素材排放略带生涩，但有经过考据推敲的文本信誉来弥补；后程得
心应手。装帧精巧，相得益彰。
8、简单翻过
9、战前的昭和真像中国的八十年代，田边元、白鸟库吉、幸田成友的艰深哲学或史学著作也能成为
畅销书，老板岩波茂雄自己亦是康德迷。作者写得仓促，对于岩波茂雄与学者间的往来欠挖掘，意犹
未尽。
10、现代日本出版业的规则秩序很大程度上来源自岩波的坚持。文库本、新书定价、旧书交易，他的
固执最后都被吸收接纳。哲学和古典是岩波的特色，也成了战前战后支撑日本精神的强有力基础。这
本印量虽然只有四千，五星推荐。
11、做书当如是

12、话说我通读的第一部日语长篇小说就是夏目漱石的cocoro了。
13、⋯⋯ 不喜欢翻译、不喜欢流水账、不喜欢这种自己人写自己人的传记方式⋯⋯ 想只给两星的／／
14、一丝不苟的传记，可读性一般，翻译质量也一般。
15、是个奇人呢 前一半经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书名 不是很有动力看下去 第一次仔细地看一个日本人
的传记 能了解他们的一些观念和精神 还有日本出版曾经的状况 不算有意思 但也许会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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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章节试读

1、《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第170页

        在日本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后的四年间，读者对于这部丛书的整体需求不仅不断激增，其中收录
的中国古典更体现出了愈加受到欢迎的趋势。现在，无论怎样加紧再版，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以德国的雷克拉姆文库为模版、便于携带的岩波文库，成了赶赴战场的士兵们
的最好伴侣。

⋯⋯⋯

最近，在我国的出版界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每月都在出版研究中国的书籍。今天，一部分
被欧化的中国人故意无视自身的传统文化，丧失了他们对世界古典的热爱和尊敬；而教化程度低的中
国大众，还停留在对其祖先那些值得自豪的事业完全无知的状态下。今天，我们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深
爱着古典文化，理解其价值，并努力保存。我们可以自毫地说，我们更热心地从事着将其与西洋近代
文化融合的这一伟大课题。

2、《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独居野尾湖 

        在靠近越后边界的信州的野尾湖中，有个小岛叫弁天岛（因其形状，也称琵琶岛）。时年暑假，
从七月十三日到八月二十日，岩波独自一人在这个岛上生活了约四十天。
在岛上的住所，据岩波讲是在与主殿一体的右侧房间，是原天台宗僧人、名叫云井的神官住过的地方
。这是由于他希望远离世人、家人，独自一人将苦闷的心投入自然的怀抱。

粮食是由一个他称为牧童的少年（石田才吉）偶尔运来的。如果有事，他就游到对岸——听说一八八
九年之前还有桥——去村子里办。为此，他把浴衣寄存在岛对岸的、名叫风景馆的旅馆。夜里、在月
光下，他游到对岸，登上小船，划着船在湖中四处转。然后，再把小船系在对岸游回来。朋友来时，
有天夜里，二人游到对岸，惊动了牧童家，然后头上顶着芋头游回来。“风雨交加的夜晚，躺在神殿
的木板间，凝神静气地听着大自然的愤怒。突然，防雨门的缝隙亮了一下，进来一个黑影。我吃惊地
坐起来一看，竟是浑身湿透的母亲。她不顾一切地请求船夫开船，顶着暴风雨来了。”
可能是母亲担心岩波荒废学业、自杀，便亲自赶来。“看到母亲，我便被母亲的爱所打动，被迫决定
离开我深爱的小岛。⋯⋯离开小岛时，我伏地号哭。”

最近（一九五六年末），在库房里发现了岩波在岛上写的备忘录《惝恍录》（附记为一九〇三年夏、
暑期）。读后，我对岩波当时的心境有了详细的了解。其中，也有与岩波的记忆不符、需要订正的地
方。它是我们了解岩波其人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岩波日后的性格、本质已在那时充分地体现出
来了。
关于岩波上岛的动机，第一是因为他放弃了学年考试，升级无望，没有颜面与被闲言碎语的近邻、亲
戚包围的母亲见面；其次是因为失恋。
首先，母亲上岛是在岩波上岛的第十天、即七月二十三日。他的文章容易让人误解为他为了母亲立刻
离开小岛。而且，当时的情况也被他诗化，比如说，将早晨写为半夜等。他离开小岛是一个月后，而
母亲的到来则是早晨。由于母亲的到来，他决定继续一度要放弃的学校生活。据他所说，总之，决心
继续读一高，同时摒弃一直诱惑他的自杀念头。 

“我的理性提示我生是何等的无意义，我的感性告诉我死是何等的安慰，但是，只要我唯一的母亲尚
存命于天地间，我就断不可、断不可自绝生命。” 接着，他还写道：“即使知道万物之不可解，亦不
可学藤村君，从如花之绝命中获得安慰；即使在摆脱人生忧苦的道路上失败，亦不能追随维特。啊！ 
一旦下定决心，本应欢喜的我，却立刻陷入莫大的悲伤中。啊！泪流满面的一夜。这是得到了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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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茂雄传》

日子，是失去死之自由的日子，是在人生的荒野上不知走向何方的我，仅得一活路的曰子，难忘的明
治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3、《岩波茂雄传》的笔记-#书价#

        旧书按标价出售旧书店与旧衣店一样，其性质最恶劣之处便是讨价还价，将价钱杀到要价一半以
下的也是很常见。 
岩波将“严格执行标签价格”、“如标签价高，敬请提醒”两份告示，吧嗒吧嗒地贴满在店里每根柱
子上。当时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书店还将“言无二价”及英语“one price shop”的标签贴在
书上，以贯彻到底。（页86）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可以接触很多进进出出的人，因此，
坐在柜台里看此等客人询问的样子、买书的样子也非常有趣。有的人风采堂堂，乍一看像绅士，可对
只赚一钱的杂志竟要求降三钱，遭到拒绝后更拂袖而去；还有穿着短外褂、让人看了想把书白送给他
的壮工，却毫不犹豫地按标价付款。
除扒手外，客人大都会讨价还价，但讲价的方法多种多样：即使说明按标价销售，也有可怜人为降一
、二钱而纠缠十多二十分钟；《少年汉文丛书》从以前的三十五钱涨到三十七钱后，也有细心的人为
了降那二钱，两天内来三、四次，结果还是以定价三十七钱买走。也有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的绅士，
二、三钱的教科书也让书店专门给他送去，还训斥送书的小孩儿为什么不打折。当时，讲价最甚的是
中国人，这可能也和国民性有关，但据岩波观察，也可能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旧书店尤其缺乏诚信。
其中，还有人有着可怕的习惯惰性，无论多便宜的书，都认为不打折就买是种耻辱。（页88）
废除新书折扣（及原因）后来，岩波开始出版事业后，又废除了新书按定价九折或八折出售的商业习
惯，断然按标价销售，这都基于他上述的简单、诚实主义：如果能打折，那定价时就打折岂不更好，
这最终也使天下仿效。（页89）

⋯基于一种信念，即对人来说，无伪的生活或许是不可能的，可对无伪、真实的生活的欲求，是俨然
潜存于我们意识里的事实，是盘横在我们心中至深至高的诉求。（页85）
花絮八月五四迎来了书店开业，岩波年方三十二岁。在百人町商量店名时，夫人说不喜欢只知商号而
不知店主是谁，岩波也赞成，所以直接将姓作为店名。（页82）正如岩波在告白中说的那样，开书店
源于他非常朴素的心愿，即作为一名自由、独立的市民，独立经营生活，至于后来立志为日本文化做
贡献等等，并不是当初所预期的。他在“回顾三十年感谢晚宴”上也说“我开始做生意，是源于一种
极为消极的情绪，即隐身市井，谋求一个家，过一种责任轻、内心没有痛苦、称心如意的生活。开始
时，并没有为日本文化多少做些贡献，或为振兴学术稍尽绵力等等的抱负。自青年时代便为之苦恼的
人生问题，归根结底是生死的问题，即便到这个年纪，我仍没有可以与人言的信念。但是，只要不否
定生命，那么，没有他人的照顾就一天也生活不下去。因此我想，应尽量不麻烦别人，即使是身边的
小义务，也应尽力忠实地履行。无论是做零售业还是出版业，我唯留心不忘此事。这种生活态度带来
了今天的成果。”这是他的谦逊，但也是他毫不虚伪的告白。（页83）他一个人采购时，价格有时比
新书还贵；但买得便宜时，他会真心地说“真对不起卖主，买得太便宜了”，没有为买到便宜货高兴
的样子。
开业伊始，由于货品不足，店里的书架出现很多空缺，岩波便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自己的书偷偷
地摆到书架的最高处，尽量不被客人买走。每当客人去拿这些书时，他都提心吊胆。经济学家福田德
三还曾为不卖这样的书而愤慨。（页87）上日本中学时发生的事。暑假回家后，岩波和亲戚三人在乘
鞍山麓的白骨温泉住了四五日。途中进了一家有位老爷子的饭馆吃午饭，岩波问有什么好吃的吗？回
说有大麻哈鱼，岩波就说尽管拿来。结果吃饱后一结帐，钱不够！当时，岩波手里拿住一本很难的书
，他一个劲儿地解释那本书的好处，并说要把书留下，可老爷子不答应。（页28）

4、《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第137页

        岩波语录之二：

如果说小店有任何抱负，那就是无论书籍还是杂志，都不要有一本是为投合时世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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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第111页

        契词夫戏曲全集
========
契诃夫

6、《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第115页

        岩波语录之一：

不是出版对方请求出版的书，而是只出版自己请求对方出版的书。

7、《岩波茂雄传》的笔记-第108页

        当时，新书的发行商批发给经销商的批发价格，一般文件的书籍打八五折到八折；但仅在初版发
售时，特称为“入银”，还要再打五分的折扣批发给经销商。经销商从中收取三分到五分的手续费后
批发给零售商，零售商从自己二成左右的佣金中，打若干折出售，一般是九折。岩波的意见是：如果
零售商要打九折卖给读者，那一开始就将打九折后的价格作为定价就好，不应决定定价后再以更低的
价格出售。因此，他要求在自家出版物的版权页上写明按标价销售，对于不执行的地方就终止交易。
一九一七年，由于这一主张违反以往的习惯，出现了反对的意见。开始时，学生即使到出版商的岩波
书店来买书，书店也不打折销售，但如果在别处买到打折的书，就视而不见，稍作妥协。结果，岩波
一直坚持该主张，这一主张也渐渐得到认可，但该主张最终被采纳作为书商联会的规定，新书开始按
标价销售，则是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开始。
a）
现在的图书市场似乎有些颠倒了，商品不由卖方按成本定价，而是经销商（通常是电商）以其巨大的
销售量逼迫出版社出让利润空间，甚至到了出版社难以承受的地步。”制作图书是一个精良的产业，
图书需要编辑，需要出版。一些人要点评书的好坏。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支持整个产业链，系统就会崩
溃。“（语出Curt Matthews，Independent Publishers Group CEO）。粮贱伤农的最差结果就是田地荒芜
。而且以最浅薄的角度看，书籍长期以折扣的形象示人，难保没有人对其中承载的知识和思想产生轻
慢之心。

b）
我非常惊讶岩波书店以一家之力改变打折售书的行规。不仅仅是出版的新书，书店在创立时主营旧书
，岩波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以标价售书绝不议价。以店主本人的性格来说，施行这样的政策不奇怪，
但当时无论是销售还是出版，岩波书店都处于创业阶段，他如何能影响到整个行业，这里没有细谈。

8、《岩波茂雄传》的笔记-#对待误译与抄袭#

        关根秀雄翻译的《伯吕纳吉埃尔法兰西文学史绪论》出现了问题，由于林达夫激烈地指出其中的
误译，在和译者协商后，决定毁掉七百部，重新翻译的译作被收入《岩波文库》。
虽然这和更换缺页书籍一样，可显示岩波作为出版商的良心，但同时，要完全没有误译几乎是不可能
的，而且必须考虑到一些解释会因人而异，因此，这样的处理就多少显得有些简单化了。同时，这样
的处置可能也给岩波出版的译作招来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说得那么严厉，结果又怎样？（页113）岩
波得知，友松元谛在《东洋思潮讲座》第九次发行中执笔的《印度社会经济思想》是剽窃大岛长三郎
未发表的草稿，便立即将其废弃。由于没有适当的替代笔者，便用麦克斯·韦伯的著作《宗教社会学
》第二卷中介绍印度社会制度的部分来补充。有个叫比丘庄太郎的人对此进行指责，岩波还进行了彻
底的申辩。毋庸置疑，作为学者，剽窃是致命的，岩波对此等虚伪所取的态度着实是洁癖的、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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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了岩波的性格。学问与虚伪不能两立，我完全赞同岩波的态度。（页144）岩波在《岩波文
库》发刊之际写给读书人的文章，是由三木清执笔、岩波自己修改的。文中写道：“近期，业界流行
大量生产、预订出版。暂且不论其广告宣传的狂态，那些号称流传后世的全集，其编撰准备做到万无
一失了吗？对千古典籍的翻译策划，不缺乏虔敬的态度吗？而且，不允许分售，束缚读者，迫使读者
购买数十册，如此做法就是其宣扬的学艺解放吗？

岩波认为古典的普及程度，能直接显示出一国的文化水平，因此，即使经济价值高，但缺乏实质价值
的书，也不能编入书库；有时著者出于谦虚，说这种拙作就收入文库吧，岩波反认为是荒谬的说法；
即使作为单行本同意发行，也会拒绝编入到文库中。岩波说，他就是这样尊重、爱护文库，并严加甄
选的（遗作《岩波文库论》）。（页118-119）

Page 10



《岩波茂雄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