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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

内容概要

《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介绍了现实中的政治，虽然不是可计划、可协调的，但也不富有
戏剧性。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对于日常政治生活中
发生的事件，他们又都会采取相当灵活的方式来应对。《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描述
了1871～1936年这65年中围绕立宪制或者民主制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三极对立，试图将在计划
性协调与戏剧性转换之间所出现的中长期对立与妥协的过程，当作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构想政治
体制时出现的对立与妥协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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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坂野润治，1937年生，日本国籍。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历任千叶大学副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副
教授，1986年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该书于1997年荣获吉野作造奖。
崔世广，男，1956年6月生于河北枣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曾任日本松下政经塾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皇学馆大学、上智大学等客座研究员
。现兼任中国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客座所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论。主要著作有《近代启蒙思想
与近代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主编)等，译著有《从经济看公私问
题》、《何为日本人》(合译)等，另发表论文百余篇。
王俊英，女，1965年出生，山西保德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日语及日本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日本学刊》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著有《日本人的
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一八七一～一九三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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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描述了1871~1936年这65年中围绕立宪制或者民主制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三级对立。
2、稳健派是值得抽出的一部分人群，灵活性是这些思想家和政客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相比于激
进和保守，某种中和或许才更有意义。阅读需要基于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定了解，需要补充，
本书需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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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作者坂野润治生于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历任千叶大学副教授
、茶之水女子大学副教授，1986年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该书于1997年荣获吉野造作奖。 
本书分析从1871废藩置县年至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65年的政治史，以立宪政体的构想为主轴
，从保守、稳健、革新的三派的对立中把握站前日本政治史的发展脉络。笔者之所以从这三派入手进
行分析，是因为笔者认为，现实当中的政治史，既不像以政策对立为主轴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可计
划可协调的东西，也不像以运动为主轴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东西。各种政治势力及其
代言人，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独特的政治形象。但另一方面，对于日常政治生活当中发生的
事情，他们又都会采取相当灵活的姿态来对应。笔者试图将在计划性协调与戏剧性转换之间所出现的
中长期对立与短期妥协的过程，当作各种政治势力及其理论家们的政治体制构想的对立与妥协过程来
加以描述。 本人认为对于研究日本政治史的中国学者或者学生来说，最大的难点是理解日本人或者政
治家所经常“采取相当灵活的姿态”，正如作者所言，不能将这些行为简单地视为转向或是背叛。所
以作者通过仔细研读当时的一手史料致力于分析政治家们发生的“戏剧性转换”。如果读者能够在作
者细致深入的分析中，了解到明治初期政治家的表象与内心，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将是最大的收获。
如果读者将这种通过细致地研读文本而发现日本人的“灵活的姿态”的研究手法用于今后的研究，相
信中国的日本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本书的翻译由社科院日本所的崔世广老师与传媒大学王俊英老
师共同完成，崔世广老师统稿。译稿质量非常高，体例也非常规范，是一篇难得的好译稿。该日文书
使用了大量的明治初期的文献，文献的语言风格介于古代日语与现代日语之间，可以说日文原著有一
定的难度，但是两位老师不仅准确地把握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在转换成中文时，也使用了介于古代汉
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语言风格。可以看出二位老师的日文、中文文字功底相当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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