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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知远：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纳斯达克的一代》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下流”的日本》、《竹久梦二的世界》、《
前卫之痒》、《中日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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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01到06,越来越看不下去了
2、全书的作者队伍极其强大，涵盖了中国、美国和日本最优秀的汉学家和日本研究学者，尽管名为
日本专题，但落脚点仍然在中日关系和日本对中国所能提供的经验借鉴上。除了封面专题外，其他辅
助栏目也堪称精彩，关于《大唐李白》的访谈和《到芬兰车站》的书评最值得称道。
3、拖了好久，终于勉强翻完了。
4、终于出来了，不容易的说！
5、待返校收~
6、现在的中日关系，真得“感谢”媒体的避重就轻和见风使舵，以至于很多人都停留在民族主义的
想象中，而事实的真相，远不会像书里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7、读过好多遍
8、没看到特别深刻的文章
9、更好地理解...
10、不够尽兴
11、已购。这本真是能挖掘许多边角料做素材呢。比如竹内实那篇。而采访约翰道尔的那篇中，其从
美国人的角度看中日矛盾，的确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视角，关于靖国神社，细思易滑向历史虚无的路上
。这本另外安利了我好几本书，包括张大春的《大唐李白》
12、时隔一年，来之不易的第六期。希望之后也一切顺利
13、不知怎么去描述这本书。倘若提及日本研究，里面的文章又不成体系不成样子，倘若算是日本扫
描，也不甚可读不太可观。一本辜负了包装和期望的散装拼凑的册子。
14、至少我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书中所提及竹内实的观点非常认同，无论是历史还是当前
现实，都充分说明中日两国缺的不是“友好”，而是“理解”。试问没有"理解"，哪来真正的"和解"？
15、比较学术，所以每一篇文章都比较专注于某一个很细微的领域;有一些与日本不相关的文章不知道
为何也被收录进来。
16、日本中国学及西方日本学，亚洲学的介绍。从亚洲的视角去研究历史，放下恩怨，利害，民族主
义。去理解历史，而非利用历史。
17、说实话，有点失望，和第一辑的编辑水平差太远，有太多充数的文章了。
18、葛兆光 辻康吾 约翰·道尔 拉纳·米特 入江昭 家近亮子 
19、中日一衣帶水而充滿誤解，本不該如此。雖仍未去過日本，有一些第三國的觀察卻是好的。儘管
學術，甚至有些文章與其無關，也不是很懂。但作爲一個留日學生，要多點觀察，多些溝通，以利理
解。
20、15书78。日本是一个应该了解和理解的国家，嘴上怎么愤青都可以，实际上从产品到文化，中国
受日本影响还少么？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
21、看不下去呢
22、出了！
23、有关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海外的日本研究，特别关注20世纪时政方面的影响。总体较浅显易懂。可
惜没有美国日本学干将Craig等人文章。到后面家近亮子、张大春两篇，注水感强。看家近的分析，觉
得人很天真。“随笔”部分，现代德国的犹太人处于德国人敏感对待的尴尬境地，以及当代日本人由
于自身特质，普遍保守，趋向稳定，一般人产生宅的一代，近代以来实际未能改变自身，在社会、时
代变化下恐怕难以为继。文笔思绪绵密，引人深思。最末两篇书评，一篇讲威尔逊《到芬兰车站》，
对历史写作的分析很睿智。该书由苏联上推马克思、黑格尔，它们都赋予意义、目的，讲演进变化，
这一见解很有趣。第二篇实际是为内藤湖南《支那论》2013年文艺春秋出版社复刻版写的导读后记，
感觉文章一团浆糊，翻译也太随原文，导致刻板难读。有时间还是直接看原书吧。
24、对于日本，必须要了解。
25、围绕理解日本编辑的一期杂志，学者多元，视角不错。作为了解日本研究研究状况的一个入门书
还是值当的。
26、一直对日本这个邻邦很感兴趣。这辑的文章偏难懂，读完过后依然形成不了日本学的框架，编辑
排文章的次序需要调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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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水准可以，考证文章做得有意思
28、对日本的另一种洞见。
29、想看讲日本的文章，结果却是讲日本研究的。。。例如日本某某汉学家何时出生有过何种经历这
种事，谁在乎呢。。
30、关于日本的专题，但有些选题不太有意思。可能是个人偏好，不太对中日关系的研究感兴趣，更
想看对日本政治社会文化的研究，所以这里面有几篇几乎是跳着看的
31、东方历史评论的专题总是与时政状态敏感词打擦边球的状态，文中所讲之日本汉学家多为中国问
题研究专家，话题火药味较重，本书最后一篇写《到芬兰车站》的书评倒是蛮赞的！
32、时隔一年，非常好看的一辑。日本学者关于中日关系论述的几篇文章可读性都很强，显示了日本
学术界非右翼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更加普遍的日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
于日本的认识都过于片面了。
33、该辑非专题的几篇文章写得很好。了解日本，一本杂志肯定是不够的，希望能继续阅读关于日本
的书籍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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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日是最相伴的一对国家，这一辑里请来了研究中日关系的大牛来发表意见。中方的意见我们听
得不少了，能够安静地客观地听听日方的研究者是怎么看待两国关系和两国历史的非常有必要。之前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中日战争的受害者和战胜方，这次看到日方提出才有感觉，原来日方很多人只认
为自己输给了美国，而没有认为自己被中国打败。中日的文化本有渊源，但在演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
一些变化，平时看字可以知道大概，在外交场合反倒因为这个原因而容易引发问题，这就是迷惑和麻
烦的解释问题。还有一印象深刻的是无关这次中日主题的，在德犹太人的心理感受。这种双方复杂的
情感让人能够理解，心理也很纠结，却难以用语言表达。可以经得起时间沉淀的杂志书，相信过几年
再翻会有不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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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24页

        所以，日本的生活世界和中国的生活世界很不一样，中国的生活世界往往被上层精英的思想渗透
进去，变成常识，变成规则，甚至变成风俗，所以它的同一性很强，而日本则不同。

2、《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109页

        划线部分

3、《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228页

        作者对历史写作的分析很有意思。

4、《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139页

        尼克松决定把钓鱼岛列岛加入《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是在协定签署十天前，反映出台湾蒋经国“
总统”强硬的反对立场和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

5、《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143页

        蒋“总统”向日方寻求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支持，首相以“宪法禁止军事介入”为由，拒绝了其要
求。

6、《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74页

        说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我曾经写过芥川龙之介。芥川是养子，使用的是母亲家的姓。父亲叫新原
敏三，这个叫新原的姓，是应该读作“しんばら”还是“にいはら”，我非常困惑。

西洋的书一般都附带索引，但日本的书则不尽然。如果有索引的话，只要知道是在サ行还是在ナ行，
就可以明白。因此，我试着查阅了东京的电话簿，看“しんばら”和“にいはら”哪一个使用得更多
，但结果都差不多。接下来东京大学的图书卡，都是用罗马字整理出来的。发现“にいはら”稍多一
点，但还是没弄明白。
无比困惑地走在神田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芥川龙之介的父亲》的书，欣喜雀跃地买下来，回家
马上全部读完。但是，新原的读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正在困惑至极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冈升平的
书，标有注音假名，找到了“しんばら”的读法，于是总算是了解了一桩事。

我将那时候的辛苦，写到名为《语言生活》的杂志上，杂志出来的第三天，接到了芥川比吕志打来的
电话，说“读音是にいはら”。
——来自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吐槽

7、《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20页

        最后妥协到什么程度？最后达成的方案，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基本脉络来写亚洲史：承认亚洲文化
是从西向东一步步过来的，但是也同意文部省的说法，文化越往东就越进步，从西亚过来，然后到中
国，最后到了日本就成为最最精华的文化，然后日本所要做的，就是使文化一步步又向西，让日本优
秀文化覆盖整个亚洲日本人不仅擅长yy，而且还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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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233页

        共产党宣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
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9、《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152页

        正是以美军基地为代表的美国力量在日本的存在才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

10、《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7页

        二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两种潮流：一是主要占领国美国所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思潮，另一种是试图
描绘新的世界图景的社会主义思潮。

11、《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14页

        德国的兰克史学一方面强调客观、中立、史料和考据，另一方面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
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12、《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5页

        理应把《脱亚论》本身与后来日本走过的侵略性的“脱亚论潮流”区分开来

13、《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的笔记-第27页

        日本学界关于“满蒙回藏鲜”的研究热情，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
是一种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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