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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内容概要

作者数十年地形与气象相关领域工作的思考结晶，是从地形、气象、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历
史作出的全新解释，或是深入说明，或是推翻成说，或是揭开悬而未决的谜底，同时也准备接受来自
历史学家的挑战。
德川家康如何建都江户，德川幕府的复仇史，江户的建设史，日本的近代化变革史，京 都、奈良、大
阪、福冈的城市特色，在书中都可以找到前所未有的分析和结论。
【媒体推荐】
作者用权威的档案将我们的历史常识成功地颠覆了，很有趣，很好玩。
——日本畅销书作家 养老孟司
日本的土地基本上是人为而成的，所以日本的历史可以在土地中发现。
——日本著名博物学家、作家 荒俣宏
看地图，中国和日本的形状引人遐想。大江向东流，对于中华思想别有意义。日本地形对于日本历史
、日本文明呢？
日本锁终归要日本人自己开，地形也是一把钥匙，开锁更有趣。可能史学家不会用这把钥匙，但到底
开没开开呢？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李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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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作者简介

竹村公太郎，1970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部土木工学科。同年进入建设省工作，主要从事水库、河流
工程事业的指导工作，历任近畿地方建设局局长、河川局局长。2002年辞去国土交通省职务，现任河
川水岸研究所代表理事及日本水研讨事务局局长。作为一名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的活跃评论家，他从地
形、气象、基础建设的角度考察日本与世界文明的变革，引起广泛关注。著有《土地的文明》《幸运
的文明》（PHP研究所）、《透视本质的力量——环境、食物、能源》（与养老孟司合著，PHP新书
）、《通过地形破解日本史之谜》（PHP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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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关原之战胜利后家康为何立即返回江户
与强大敌人的另一场战斗
第二章
信长为何要烧毁比睿山延历寺
地形所透露的真实原因
第三章
源赖朝为何在镰仓设立幕府
日本历史上最小的都城
第四章
蒙军最终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湿地挽救了日本
第五章
半蔵门真的是后门吗
德川幕府百年复仇（I）
第六章
赤穗浪士的复仇为什么能成功
德川幕府百年复仇（II）
第七章 为什么德川幕府要毁掉吉良家
德川幕府百年复仇（III）
第八章
四十七浪士为何被埋葬于泉岳寺
德川幕府的百年复仇（IV）
第九章
为什么德川家康进入江户之后要开凿小名木川
控制关东的策略与高速公
第十章 怎样确保江户百万人口的饮用水
被遗忘的水库——溜池
第十一章 吉原官营妓院为何搬迁
江户水利工程故事
第十二章 谁是真正的最后一任“征夷大将军”
最后的“狩猎者”
第十三章 江户“无血开城”为何能够实现
船只形成的日本人的一体感
第十四章 京都为何会成为都城
都市繁荣的绝对条件
第十五章 孕育了日本文明的奈良为何衰落
交流之轴与都市的繁荣
第十六章 大阪为何缺少绿色空间
统治者的城市与庶民的城市
第十七章 脆弱的土地福冈为何能成为大都市
漂流民的最终归属地
第十八章 两次迁都为何发生
迁都不可避免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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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精彩短评

1、通过地理的角度读历史，一个全新的视角，历史只看结果，原因，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
2、作者从气象与地形的独特角度颠覆了一些传统历史的认知。虽说不缺推理和分析的过程，但还是
缺乏严谨专业的逻辑，猜想的部分挺多的。不过读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3、看看
4、需要一定的日本历史背景，有些论断值得商榷，但总体上有启发。
5、好书！
6、神棍日本历史，7分
7、从地形、气候的角度阐释日本历史文化，角度还不错，设计得很有日本味~~
8、一本有趣的小书，可以一看；到忠臣藏作者称之为日本人归属意识的源泉，其实是不够深入的，
或者是作者故意点到为止吧（因为我明显感受到了作者的情绪）。以我之见，日人思维和性格（缺陷
），与其治史不严大有关系；当然作者思维能不同于普通日人，很不错了；当然，作者无数次强调，
世界最大的城市江户，这实在是太日本，甚至是棒子了；
9、水，非常水
10、跟文化谜底合并一下就好了⋯⋯一模一样的毛病，不过错误更多，因为用地理因素去强行解释了
很多一时的人为的政治事件。赖朝去镰仓建幕府是因为他对御家人必须实地掌握紧密相连，真以为他
不愿在京都待着？作为都城大阪明显比京都位置好太多，光用位置也解释不了江户的发展。另外说江
户当时是世界最大，这个确实没吹牛⋯⋯
11、日本史
12、站在地理角度扫描历史
13、日本百家讲坛。。。
14、这书类似于新知文库的《气候创造历史》，甚至可以改名叫《地理创造历史》，作者脑洞大开，
片面强调地形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和决定性。
15、简单的读了一下，写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16、一部让人脑洞大开，豁然开朗的书，很好的环保主义的角度，适合决定历史，但有时难免阐释过
度。以此作为参照，再来回顾中国历史与文明，亦不难得出同样的结果。总之，看看亦无妨。
17、作者开脑洞的书，基本上书中每个小章节都是历史研究热点问题，但说的并不详细，缺乏专业性
，倒是很适合当做娱乐小说来看。
18、感觉不是很靠谱，偶尔脑洞还太大
19、作者的专长是水利，所以与水利有关的内容都还算有点可读性，剩下那些就不予置评了。本书的
翻译问题挺多，JR就JR嘛，日本铁道是什么鬼，亚伯就亚伯，阿贝尔到底是哪个啊？还有吉良上野介
为毛写着写着变上野助，上野助是什么官职？比翻译更糟糕的就是校对了，责编已死，鉴定完毕。
20、本书比文明先出，两本书有不少相似观点和分析。当遇到历史的细节分析时，非日本的读者没有
那么熟悉，尽管有丰富的图表还是会有隔膜，毕竟这是面对日本读者的书。德川家康在江户施行的一
系列水利工程，跨越几代人体现了他是伟大的国土规划者；织田信长杀光延历寺僧兵也是全面去除了
地理上的隐患和一个兵种；源赖朝退守镰仓是要避开大城市糟糕的卫生状况，也与他长年被流放的历
史密切相关；蒙军的失利还是无法在沼泽和森林里生存和作战；半藏门其实是皇宫的正门；赤穗浪士
其实是被德川幕府庇护在那里埋伏的；德川幕府先利用后对付吉良家族，花了百年时间可谓处心积虑
；高轮大门的移位使得泉岳寺成为来往客人必到之所，这个分析很妙；现在的风景河道原来是运兵运
河；官营妓院迁到坝上是要游人踩实大堤改善治安；京都和奈良迁都与交流中心；福冈是日本入口。
21、《日本文明的谜底》一书的姊妹篇，从地理、气象与基础设施的专业角度，对日本历史上的诸多
重大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部分观点值得商榷。适合希望了解日本历史，同时又崇尚浅阅读和碎片
化阅读的读者。
22、写着挺好，读起来也不难，可以了解一些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23、“从古至今，经济的本质是攻击。”
24、脑洞还是很大，看完感觉没啥意思。
25、《日本历史的谜底》与《日本文明的谜底》，由日本PHP出版社2013年出版，在日本销售量达30
万册，实属热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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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作者竹村公太郎从人们熟悉的地形和气象入手，在一个个故事中，探索日本的历史和文明是怎样因地
而成、因水而变的，从而解析了日本的历史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日本历史与文明之谜。

26、安全 粮食 能源 交流轴
政权与绿地
肝炎 垃圾漂流
27、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28、角度很新颖，脑洞很大⋯⋯作者很善于抓细节啊～看一幅插画就开始猜蒙古帝国为什么不东渡⋯
讲道理我是服气的
29、有趣，改变了很多看法。第51页倒数第六行“江湖”-“江户”。
30、作者的专业和水利地理有关，从其专业出发，补充了许多在以往日本历史相关书籍中未曾提及过
的细节，视角新颖，有理有据。虽然作者行文时有冗余，但瑕不掩瑜。总归来说是本十分有趣的书。
顺便：有一处把羽柴写成柴羽啦。
31、写得挺散的，角度很有趣。【第3页就把“羽柴秀胜”错成了“柴羽秀胜”。
32、推动历史的除了海面上的波浪，还有波浪地下的暗涌，地理作为一个因素也在这个暗涌中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虽然逻辑未必完全准确，但作者还是可以比你引领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33、凑活吧。话题切入点很棒。叙述过程中重复太多，废话不少。主观性太强。对日本历史了解不多
的情况下阅读有困难。值得一读，短期的读读。
34、这个作者这么写下去可以给旅途带来多少谈资啊。不过说得都还挺有道理的。日本人也会信口胡
说的有时候。
35、语言轻松～～阅读地脉、地志、地望关系的绝佳著作！！！
36、两天时间读完了，还是很有意思的，作为地理学出身，以前虽然就知道历史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
，但没想到单是民科就能有这么强的水平。书里面大部分篇幅讲的是江户幕府时期，主要是德川家康
在当时的江户采取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来解决江户渔村成为首都的这个既定问题。要说最有意思的还是
关于半藏门是否是皇居后门的说法，然后引出脍炙人口的忠臣蔵，最后根据河流流向和滩涂布局的观
察推论得出德川家与吉良家的曲折纠葛，一步步推理好像本格侦探小说；还有一个就是提出的交流轴
，京都因为交流轴成为了历史名城，奈良因为交流轴变得被遗忘，而福冈作为日本与世界的交流轴，
从一个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大城市；最后就是书的结尾从国度两次搬迁上升到人与
环境和谐相处这个大主题，进而大胆地推论尚未弄清的邪马台国国都在博多的伊都国
37、魅力在于基于自然发展的多图表分析，缺陷在于这一套只适用于日本这个极度依赖资源的岛国。
算是得了便宜吆喝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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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谜底》

精彩书评

1、竹村先生从事了几十年的基础建设工作，每天在日本的山川河流中行走的他发现：观察地形，可
以看见崭新的历史，这是驱使他写作的动力。“地形与气象是确定不变的事实，如何解释，是每个人
的自由。只要以确定不变的事实为依据，解释就会向着客观性的方向靠拢。”本着这个想法，他开始
了从地形入手揭开日本史之谜的工作，最终形成了这套趣味盎然的小书。他推翻了许多历史的成说，
同时也在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先来看几个你也许想不到的结论吧1.日本人的节约意识从何而来？在
日本人的日常会话中，经常会说出“真可惜”，日本人的爱惜东西和节约意识是世界闻名的。渗透日
本人身心的“真可惜”观念是日本现代节能社会的思想基础。构筑节能社会并不是因为日本人道德高
尚，也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有智慧，这种品性是日本列岛的地形作用的产物。世界上
的民族可大体分为两大类：因狩猎、游牧而迁徙的民族和因农耕而定居的民族。迁徙民族只携带最小
限度的物品，轻装上路、快速移动。征服到新的土地，仅掠夺必要的物品。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迅速移动，在最快的时间内征服新的土地。因此，不适用的物品将被丢弃。被丢弃的东西犹如被沙漠
覆盖那样，会很快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欧亚大陆和阿拉伯半岛迁徙移动的民族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
，在位于欧亚大陆最东面的海上列岛产生了日本文明。日本列岛中部有许多脊梁山脉，有无数的河流
出发从脊梁山脉奔向日本海或太平洋，在出海口处形成较小的湿地。日本列岛上的土地被海峡、山峦
、河流切割成许多分散的小块土地。大约3000 年前，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开始在这里耕种水稻。耕
种水稻的劳动异常辛苦甚至严酷。融雪时，要从河流中引水，翻起硬硬的土地，插秧、控制好水、除
草、防洪、割稻等。冬天也不闲着，要制作耕种的工具并做好来年春天的耕种准备。在这些被分割成
小块的土地上， 没有来自外部的资源。因此，人们将土地上的所有东西变成有用的资源，东西无论它
呈现出怎样的状态，都是对人有用的。日本人对物品十分爱惜，从身边的衣物中可以看出来。和服是
用植物的棉花编织而成的漂亮衣物。穿了十几年变旧的和服可以再利用为被子的布料。若干年后被子
的布料可以作成褥垫。甚至再过若干年后，褥垫的布料可以作成木屐带或抹布。木屐带、抹布用坏后
，变成烂布，就烧成木灰回归土地，再次成为棉花的养分。布不断地变更其形态，发挥不同的作用。
轮回转生的宗教思想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思想，而是跟日本人现实生活中的物品呈现的形
态变化相结合的思想。2.关原之战胜利后，家康为何立即返回江户？1600 年，德川家康在争夺天下的
关原之战中获胜。三年后的，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立即返回江户，在江户开创了幕府。江户开
府的事实已广为人知，无人对此提出疑问。然而，在江户开府一事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谜团
。虽然德川家康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在此时并未完全统一天下。丰臣家族的领袖秀赖，以及
护佑他的淀君还在大阪城中号令天下，日本各地还有诸多虎视眈眈企图夺取天下的大名领主。然而，
德川家康此时为何不把政权设立于京都或者名古屋等可以实际控制天下的要地？为什么要翻越险峻的
箱根岭，回到离京都500 公里远的偏远乡村江户呢？历史学家们从人文、社会等视角来研究江户开府
，而作者则从地理地形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得出了与现在的成说不同的全新故事。1590年，家康
受秀吉之命转封至江户，当时的江户是一片环境极其恶劣的处女地。但家康发现了隐藏的宝藏，就是
后来广阔、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暖的“关东平原”。在将关东湿地变为关东平原之前，家康进行
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他之所以急切地赶回江户，就是要立即开展与自然的战斗，对利根川进行改道，
把湿地变成良田。明治以来的近代日本从江户时代继承了关东平原这一遗产。以关东平原为舞台，日
本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同时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个帝国，逃脱了沦为欧美列国殖民地的命运，
一直走到今天。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国土规划者就是德川家康。3.江户“无血开城”和“大政奉还”为
何能够实现？1853 年，美国人佩里提督率领的黑船出现于江户近海的浦贺湾，历史由此进入了剧烈变
化的时代。欧美列强先后把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逐渐缩小了对日本的包围圈。
日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就在这时，德川幕府采取了“大政奉还” 行动， 避免了日本的分裂
。260 余年来统治日本的绝对权力德川幕府瞬间瓦解，出现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全新政治体制。日本社
会的这一不流血的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世界历史上也难找出不经过流血而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的事例。人们常常通过讲述幕末的英雄故事来回顾这一历史事件。这些英雄里有四处奔走的坂本龙马
、性格豪放的西乡隆盛、气度过人的胜海舟，他们从西洋列强试图分裂日本国内进而实行殖民统治的
危机中拯救了日本。幕末的英雄们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的舞台需要一个物质基础的支撑。没有这个物
质基础，英雄们就无法演出那些生动的剧幕。这两件耀眼事件的背后，是什么原因产生了日本人的一
体感？对这一点还无人提及。正因为有了日本人的一体感，也就是日本人的归属意识，“大政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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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胜海舟与西乡隆盛会谈”才得以成功。作者从歌川广重的绘画作品中得到启示，深入挖掘，得到
结论：形成日本人归属意识的基础条件，就是运送物品与信息的船只。船只，将分散在各地的日本人
连结起来，使他们拥有了共同的物质文明，这是“无血开城”和“大政奉还”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5.京都为何会成为千年古都？京都成为千年古都的原因也可以从地理与地形的视角出发获得答案。
日本列岛南北狭长，幅员从北纬45 度的亚寒带起至北纬25 度的亚热带止，南北距离约3000 公里。在这
个狭长的列岛中央由北向南纵列着脊梁似的山脉，太平洋一侧与日本海一侧被分割开来。京都位于日
本列岛的中心位置，并很容易将日本海一侧与太平洋一侧联系起来。1853年以前的日本，在2000余年
的历史中，船与日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京都，拥有最适于船运的有利条件，与其他地方保持着频
繁的交流，是日本文明的中心，是日本列岛交流的原点，位于“交流轴”上的城市必定繁荣。因此，
京都成了日本的前年古都。作者还用“交流轴”的理论，解释了奈良的衰落。当然，任何一种视角都
有局限性，历史、文化现象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多视角的分析更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探讨。作者
从地形、气象、基本建设的角度分析历史、文化的视角，也独具价值。
2、正好要写相关的文章，正好看到这本书。一直很喜欢日本历史文化，这本看似闲读小品，内容还
算丰富。作者做过建设局局长，也是日本的河川水岸研究专家，这样的学术背景来研究历史，颇有点
交叉学科的意思。文章不时会以出国访问时的见闻开头，展开问题叙述。每个小标题都起得很有意思
，各标题之间篇幅不长，连在一起却能说明具体的问题。日本人对事业是当作爱好来做的，或者说有
很强的职业精神。
3、以前看过几部日本电影之后就觉得这个民族的文化很奇葩，有时觉得他很人性，有时又觉得他很
没有人性。一种文化何以奇葩到这种程度确实是一个挺吸引人的谜团。之前看过《菊与刀》，那本书
毕竟还是太理论，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形成这种文化的原因。这两本书正好给我
解开了这个谜团。很赞同作者的角度。自然环境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切文化的根源必定要去
地形上去寻找。读这本书，就像跟着作者一点一点的去探秘，层层剥开谜团，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
还有不得不说的是，两本小书的装帧设计真是没得说，优雅精致有品位，图片精致清晰，品质不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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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历史的谜底》的笔记-第43页

        看了一篇蒙古人为什么会失败，醉了，根据一幅儿童读物的插图就能这么吹⋯⋯

2、《日本历史的谜底》的笔记-第42页

        家康从赖朝那里学会了把权威与权力分离开来。家康在远离京都的江户建立了武士政权，这实际
上是学习了赖朝建都镰仓的做法。

使拥有传统权威的朝廷不能行使权力，使拥有权力者的武士政权无法颠覆作为权威象征的朝廷。这一
“权威与权力分离”的体制是由家康建立的。

140年前的幕府末期，日本从封建社会急剧转变为国民国家。未经流血的革命而完成这一转变的秘密就
存在于“权威与权力分离”中。

这一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赖朝那里。固守于既安全又清洁的镰仓市内的湘南青年赖朝，凭借他的个
人资质，开创了世界上并无先例的“权威与权力分离“这一日本独有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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