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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眞男集 第1巻》

内容概要

2．26事件の勃発した1936年から大政翼賛会が発足した40年，時局が総力戦にむけて大きく旋回する
時代の初期作品を収める．実質的なデビュー作ともいえる緑会懸賞論文「政治学における国家の概
念」，『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の第1論文となる「近世儒教の発展における徂徠学の特質並にその
国学との関連」な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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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眞男集 第1巻》

精彩短评

1、反复看“第一论文”，有点蛋痛。。。
2、年轻时候的著作挺有意思的，也挺无聊的，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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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眞男集 第1巻》

精彩书评

1、以往阅读丸山真男大概都是从《丸山真男集》（16卷）里面挑论文读，现在改变策略，按照集的顺
序阅读，这样可以更好的把握其思想的轨迹和变化征兆。现在阅读完的第一卷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
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读过中文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比如他从助手申请助理教授的资格论文《
近世儒学发展过程中徂徕学的特质以及与国学的关联》（近世儒学の発展における徂徠学の特質並び
にその国学との関連），十分晦涩的思想史论文，当时读的时候大概能知大意，现在准遵循着解说大
概能够明白丸山写作该论文的意图了，姑且算是温习一遍。 第一卷的内容应该是『丸山眞男集』中最
杂乱的文集，既有严肃的学术论文，也有调侃式的学术评论，当然更有短小精悍的书评以及介绍，这
或许正是初出茅庐的学术新星原生态的写照。阅读过后，我大概的体会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丸山
在大学期间表现出来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是大学生的他参加“绿会”悬赏论文投稿，这就是奠
定其政治学（理论和思想）研究基调的《政治学中国家的概念》（政治学における国家の概念），同
时还在校内杂志上投稿，对东大法学部三教授进行批判（并非我们所理解意义上的批判，而是某种评
论），做大学问的人就得有这种大的气度、眼光以及视野，纵观丸山真男早期的著作，无一不是从大
处着眼的宏观论文，但不至于我们今天那种空洞泛泛的论文，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收集和解读的基
础上。第二，学术研究还是要耐得住寂寞。丸山真男大学毕业有幸留在东大法学部做助手，这一时期
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学会杂志》的编撰工作，同时还要大量阅读西方新近著作，并把其概要翻
译成日文并刊载在《国家学会杂志》上，1030-1940年代《国家学会杂志》上的“新刊短评”政治学门
的著作基本上是丸山真男所评，这也是十分枯燥和耗费时间精力的事情，对于当今想评职称的年轻研
究人员而言，明显是在浪费青春。第三，转行很重要。倒不是说丸山真男在学术生涯上实现了多么巨
大的转行，他本研究西方政治学，主要关切点在德意志国家学，但是要留在东大法学部，西方政治学
讲座并不确认，是故南原繁让丸山改研究德川幕府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基于儒学和国学之类的比较
研究等，这就要求丸山要对汉文等对其来说完全新鲜陌生的领域进行涉猎。幸运的是，丸山在这一点
上成功了，并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界所瞻仰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巨匠。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丸
山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以及国家学思想的熟知反而为其研究德川幕府时期政治思想提供了巨大帮助，在
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就有不少灵感来自于曼海姆、施密特等德意志国家学说。总的来说，
第一卷的可读性并不在文字内容本身，而是透过文字内容对当时丸山真男的学术思想以及所处的政治
社会环境进行还原，在这一点上，第一卷最后的解说（植手通有）显得尤其重要。我的专业并不是政
治思想史，但是如果不对日本近现代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无论是做中日关系、日本政治外交等都显
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同时，知道的史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真实有所了解，因为史实并不一定等同于真
实，所以才有对思想史了解的必要，正像柯林武德一直主张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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