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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内容概要

此为为钟叔河、袁大川主编“人人袖珍文库”之一，包括戴季陶著《日本论》（190页）和蒋百里的《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45页）。书前有钟叔河专为该书写的《编者前言》；序中提示读者
认真阅读胡汉民所作序，不可以人废言；并指出所附蒋百里之《日本人》，“作者也是名人，文章的
深度却未免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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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精彩短评

1、大家写的，游刃有余。赞
2、据说“比日本人还了解日本人”，有些话是相当犀利了。以这种风格批评中国，怕是很能警醒吧
。
3、与孙中山相知的桂太郎，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
4、当初看的太快了，改天再看一遍~~~
5、“人人袖珍文库”之一，绝对经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6、终不过时
7、比较浓缩，但是都是精华，对于没什么日本历史知识的读起来有时候会不懂，还得去查。
8、日本论总结了中山先生和戴先生在日本的经历和思想，不是菊与刀的数据分析，不是介绍浮在表
面的现象。它剖析出了日本人的习性，以及产生的缘由，乃至他们发展方向。
9、我读的那套是紫色还是蓝色封面来着
10、和《武士道》《菊与刀》相比差的很多。
文笔上像是评论。
11、读过，对二战起因应该有想法～
12、角度多样但不够深入，从宗教、历史、社会结构诸多角度对比中日，以日为师。总体上值得一读
，但是啊，总理说的话不能全信啊⋯⋯
13、囿于民国初年的视角
14、1996.8 葛饰北斋绘

15、很有民国时期那种意识，具体的说不上来，但是就是有种感觉，挺好的，准备再读一遍。
16、比菊与刀难读，但也许更好
17、中国对日本人民族性分析得最透彻的三大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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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精彩书评

1、从文中的序就可以看，作者已经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但是有两种心态在其文中还是无法掩饰
的，一是怕被骂，虽然我印象中成书时间离日本侵华还有一段日子，但在当时如果写一些肯定甚至称
赞日本优点的内容绝对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还有第二点就是国人的自大，虽然当时的中国政局混
乱不堪，但对日本的优越感还是很强的，作者尽管对日本的崛起有所预感，还是惯性的用居高临下的
姿态来评判日本，所以文内不是很客观的表述比比皆是，伴随着这种优越感想着与以后发生的事（日
本侵华）和现在的事（日本最起码不比中国落后），让人很不舒服，作者尽管已经比较客观了，甚至
比现在的好些中国人还要客观，最起码他还能去“发现”日本的长处。总之这本书比起《菊花与刀》
来言差的太多，内容、态度都不是一个档次，要知道当年《菊花与刀》成书时还是日本与美国战争时
段，要是中国在这种状态下写敌手，估计全文均为贬低对手，甚至漫骂了，不堪比较。
2、知道戴季陶，我是从历史课本上的西山分共会议。印象中，就是一个大反派。但我对大反派们一
般都是好奇大于厌恶，所谓“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戴老的这本小书，写了日本的神权文化、
一点维新的历史，日本的政体，以及几位比较出名的政治人物，最有价值的当然是老戴对这几位日本
名人解读。作为党国的一份子，对于反共人物的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反共”。书中虽没有
太多的涉及，但是寥寥几句还是一针见血的。“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
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不用说了。”戴评价当时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意志，
本质上与那些受帝国主义控制军阀没有什么区别。此书成于1928年，想想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共党
内当时的内部斗争也是围绕这个致命点而展开，其直接结果就是几年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老戴以
一句话概括之，“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实在是精辟，也不枉为国民党的理论家了。另一
段精辟的部分就是在桂太郎了。它任首相期间，进行了日俄战争。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完
全是日本被逼不得已，替清政府打的。俄国扩张在即，若日本不率先行动，清政府与朝鲜哪能抵挡的
住汉得沙俄的进攻。到那时，日本的局面就汲汲可危了，所以日本的必须主动争取。此战，在一定程
度上也的确可以理解为倾一国之力的性命之战。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可见一般，他们也真正的做到了“
操则存，舍则亡”。此战，日本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也打破了有色人种不能战胜白人的神话。桂太
郎的另一论点便是携中国，共抗欧洲英法美等列强，实现有色人种的解放。“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
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
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桂太郎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百年之后，大陆
真正的发展了，而日本正是做了相反的事情。得美欧的绝对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中国。但此时之日本
，却沦为了美欧的马前卒。与当年日俄战争之“操则存”的先见之明相比，“舍则亡”的成分恐怕是
多了些。
3、书中对日本社会历史的主要方面，像原始信仰，皇权崇拜, 占统治地位的神道，武士和町人的性格
，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的演变，不断进步的原因，社会风气和家庭成员关系，都有确切的说明。我尤
其佩服的是，作者对每一个特性，都指出其正反两面后果。这全面看问题的态度,是许多日本研究书籍
缺乏的。有句话说，如果一本书，在读过后没有额头上被猛击一掌的感觉，就不值得读。我愿向所有
想了解日本的人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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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章节试读

1、《日本论》的笔记-第77页

        第二节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的国体
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

第3节 皇权神授思想及其时代化

日本人的神权思想

第11节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时代的契合，民众的启蒙

第十四节 板垣退助
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
可以创出新的国家。

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
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

第十六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
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
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

 
第17节 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州的俄国，一定向
高丽进取，朝鲜的两个国家哪里抵挡的住俄国的一击。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的
了。

第十八节 桂太郎
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至于日本，以一个东
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
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
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
。

//想当年的日本民族，也算的上是璀璨夺目了。

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
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
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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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
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
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第二十节 秋山真之
秋半仙

第二十一节 昨天的田中中将
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
不用说了。

“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

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

慕英国，甲午海战后慕日本，欧战之后，慕欧州，十月革命之后，慕俄国。失去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国
青年，真是可叹可伤啊！

第二十五节 信仰的真实性

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

第26节
有信仰的民族，好美的民族
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这恐怕是的确的批评罢

第三十节 尚武、平和与两性生活

中国的男女制度比较极端，充满着压迫与被压迫。日本社会绝不如此。妻子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
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
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伊藤梅子）

2、《日本论》的笔记-第80页

        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
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
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3、《日本论》的笔记-第1页

        1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时代，节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
」，结束是「人事无常」。直译:「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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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注一 雾锻炼了英国人体格之强健与眼光之正确。 注二 黄河长江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气度。 —— 日
本人
2假如从表面上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
，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但是日本人以为除
此以外他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的精神」所谓「大和魂」这个东西。 —— 日本人
3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
界，这种容易导人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剎那间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
禅宗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的悲观的色彩。 —— 日本人
4被袭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的巧妙。几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闻
蝶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的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
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作「沐猴而冠」，后者叫做「老狐狸
」。 —— 日本人
5事后看来好像容易，其实当时不断的内争——内政整理与对外发展，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
治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如同一条大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坚定
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在历史的事实上，日本人所谓皇室中心，只有这个时期是正确的
。 —— 日本人
6整个的民族动摇了 在历史上看来无论那一个民族那一个时代，从没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
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
）一方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支渔船，遇到了飓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
洲 —— 日本人
7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
持他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列宾都是他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
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 日本人
8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
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
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 —— 日本人
9 2.日本政治家的不幸 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这是开国以来不
断的事实，维新动乱时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后，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而自杀于战
场。（这是先后许多勤王志士被杀者不少，）而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又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 ——
日本人

10试问这巨大的消费税，是从谁征收来的。日本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这些农民大多数天
天在困苦之中，农村负债已达不能偿还之巨额。许多日本人归怨于他国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实真正
要解决日本的农村问题，若就对外发展来想，只有到美国去是种种方面都适合的 —— 日本人
11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
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
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 日本人
12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
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他忘
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功夫才能完成。 —— 日本人
13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
很有兴奋的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
，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
首领 —— 日本人
14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
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得。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
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送我行，而且郑重的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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