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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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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井上清 (Kiyoshi Inoue)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高知县。１９３６年东京帝国大
学文学院国史系毕业。二战期间，他参与了文部省的维新史料和帝国学士院的帝室制度史的编纂工作
。战后成为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等组成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要领导成员。１９５０年，他加入刚刚
成立不久的日本学术会议。１９５４年，井上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副教授，１９６１任教
授。１９７７年退休。他主要研究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明治史权威。井上著作颇丰，主要有《日
本妇女史》、《日本的近代史》、《日本的历史》、《天皇·天皇制的历史》、《部落的历史和解放
理论》、《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井上因患肺炎医治无效在日本京都市去世，享年８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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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井上清藏书的第一系列，怀念的高中生活
2、读的第一本日本史，还是弥补了对于近代日本发展那一段时间的空白。
下一本我要看当代写的日本史了！
3、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
4、还可以吧...
5、研一
6、给大家提个醒，读之前先google下作者井上清的背景。这不是单纯的日本史，倒像是中国大陆的中
学政治教材
7、什么时候谁进行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批判......
8、讲座派圣经。专注自黑六十年
9、作者采用的阶级斗争观点，全书更多的是批判性。但实在很难读，生硬、无味。
10、个人感觉最为客观的一本，看了好几天才看完。年代久远，没找到原书，只找到PDF版的。
11、主要想看的是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历史，然而作者的左翼倾向给人感觉偏见略浓厚，虽然篇幅大
半给了近现代史，但是作者记录了很多日本大变革时代平民起义反抗的历史，这部分信息量有点大，
而政治斗争记录的也多却也实在够简略，没有基础的人读起来会很难理清头绪
12、不知道是否算的上严谨的日本史，虽有板有眼，调理也较清晰，尤其是对近代开始的历史叙述，
值得一看。只是应该不是京都学派的学者，相关材料基本无引述。
13、日本人写的日本史。
14、井上清，日本第二好的大学（不是早稻田！）--京都大学教授，对中国友好到不像日本人。早在
几十年前就写了一本讲钓鱼岛的书，用几百页的篇幅得出结论：钓鱼岛是中国的。
15、简洁明了立场鲜明我会说
16、有人说井上清"不惜把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贬损到无比反动的地位"，但从这书来看，我只看到他
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深深的爱。
17、这次真的读不下去了！那些词语不是一般的生僻！
18、VeryCD就找到这一本⋯⋯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日本历史，翻译的日本味非常重
19、大字本，眉目清晰。
20、（上部完毕）给4星是因为毕竟用来入门，还是学到不少东西。把之前南开版的日本史骨架丰满了
一点。但是编排尤其像高中历史教材，难道说左派的东西读起来就应该这么寡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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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无意中在图书馆翻到的书，黄黄的扉页貌似很有年头的样子，刚好是最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于是心平气和的用一整天去读。不敢对涉猎不深的日本史妄自评论，不过以读过的日本史学来说这
算是不错的一本，印象很深的是幕府在铲灭基督教的章节中对于屠城的描写，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
惨遭杀戮，寥寥片语，“这就是武士道！”触目惊心。
2、客观的评价了一个民族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的整块历史。且不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研究，还从人民
生活、商业经济、文化各方面研究历史发展，使读者可以看见一个立体的日本成长过程。作者观察角
度十分奇特，对战争、统治阶级的斗争割据大多一笔带过而着重观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被压迫剥削的
生活，强调人民与土地的关系，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且以此为基础强调，人民，才是推动时代发展进
步的主流。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明明是二维
的纸张，却能讲述出四维的故事。这些厚厚的密密的黑体就构筑出了日本。准确的来说不止日本，是
世界。通读本书，文字略显晦涩，特别是阐述土地与人民或统治阶级的关系，从公地公民制到庄园制
再到之后加入了幕府的“地头”之类的官职后武家与公家共同管理土地剥削人民的混乱中透着秩序的
时代时考验了读者的思维逻辑。但从宗教与政治的联系来看这个民族时，出乎意料，一个日本学者可
以如此客观明确地评价自己的民族：这是一个自信到愚昧又顽强的民族，说愚昧，他们可以在刚从原
始时代脱离出来，尚且连耕种都才刚刚学会，而当时中国已经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直至最热血的
三国的情况下建立古代天皇制度，号称“东天皇”，意为中国以东，日出之地，掌管天界的皇帝。只
为与中国的皇帝平起平坐甚至在名义上掌管皇帝，我想，也许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也是啼笑皆非吧。说
顽强，他们的人民能够在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抵抗着幕府与外国列强的血腥镇压推翻了幕府，建立了
统一的新日本，且将外国列强赶出了国门，而这一切，仅仅用了三十多年......而中国，用了将近一百
年......他们的自信与疯狂不光体现在以上，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被外国列强领土与经济侵入的情况下
还能在1847年作出入侵台湾的行为和之后明治维新之前的1855年国家还处于危难之中时，在狱中的吉
田松阴可以在《狱是帐》中提出“务与俄美媾和，切勿因我毁媾和而失信于夷狄。唯应严章程，厚信
义，在此期间修养生息，割取易于得手的朝鲜、“满洲（中国东北）”、中国，在交易上失于俄美者
，可在土地上以朝满偿之”这样的思想，且在完成全国统一后国内外态势稍显缓和走向复苏后就开始
挑衅朝鲜，想将朝鲜从中国附属国变为自己的附属国且积极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物资保障。可见这个
民族不光自信，而且善忍有野心。其实从日本历史的角度再结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清朝与日本
江户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都进行了闭关锁国，都受到了列强入侵，都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可为何
结果却是中国积贫积弱了将近一百年，而日本却短短二十多年就驱除了列强而且反而去侵略其他国家
呢？通过这部历史，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民族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天皇，日本有其他国家都
没有的特点与优势，这个优势也是天皇，不同中国皇帝，也不同与教皇国王之类，这是一个做到了同
时掌控宗教与政治的统治者，虽在平安摄政时代与幕府时代特别是江户时代没落过但从未在历史上消
失过，之后的统治者都开辟幕府自称将军却不能推翻天皇——强大的本土宗教与对将军统治至关重要
的尊卑有序思想让历史保留了天皇，也正因为有一个天皇“现人神”，让这个民族产生了沙文主义，
但也让社会动荡时有一个寄托目标，维新可以顺利进行。日本推翻了幕府还有一个天皇，这也是日本
可以顺利改革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推翻了皇帝就缺乏一个名义上公认的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服谁，导
致社会一直处于内战与动荡中，发展滞后。为何中国皇帝不能成为天皇？究其原因我想，其一，历代
皇帝有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文化，谁都可以当天子，特别是元朝与清朝为少数民族政权，且明代朱
元璋以农民身份当上皇帝，淡化了皇帝在民族思想的崇高性，也从未听说过哪朝哪代本土道教誉为国
教且统治者自诩为某某神明的，最多也就自称天子，统治者的宗教权威微乎其微。而日本从古至今一
直在强调天皇的一脉相承与统治者的血统纯正，所以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可以凭借清和天皇的后裔身
份作为幕府统治者，而安土桃山时代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但由于卑微的血统就只能尊天皇复辟关白
摄政时代，另外，强制宣传武士道尊天皇之类的思想，且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强制的义务教育从小孩
开始就灌输武士道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了，甚至连日语中的“爱国”也写作“怀念天皇”。其二，独特
的天皇出现应该也与中国文化的引入有关，前面提到过，日本还处于原始社会时，中国已经处于了普
及了青铜与铁器的三国时代，航海技术的发展，文化开始了交融，日本接受了当时中国先进的文化，
文化出现了多重性，因此直到现在也无法明确分开日本的石器时代与青铜、铁器时代——它们很长一
段时间几乎同时存在，制度也一样，一个还处于母系氏族，祭祀是最崇高的职业的社会遇上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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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天皇的产生也不足为奇了。除了政治，日本的文化的发展本书也有详细描述，日本的文化
从最开始大多模仿中国，但之后又推陈出新有了自己风格特色，首先，文字，平安时代以前也还使用
汉字但到平安时代后期参考了中国的草书与楷书的偏旁再结合“万叶假名”发展成为了平假名与片假
名广泛流传。其次，茶道，公元九世纪初，僧人最澄从中国将茶籽带回日本，但并未普及，直到十二
世纪末僧人荣西将茶叶带回国，茶叶才在日本风靡起来，最初叫做侘茶，即是以茶话会存在于劳动人
民间或是以赌斗为噱头存在于贵族间，经过之后日本自己的发展才成为了如今的茶道，更出现了千利
休这样卓越的茶道天才。再者，绘画，平安时代文化的爆发式发展让日本出现了大和绘，这种绘画最
初是为了装饰纸做的门窗，之后慢慢演变为绘卷这种艺术，《信贵山缘起绘卷》三卷《飞仓卷》、《
延喜加持卷》、《尼公卷》与《源氏绘卷》就被称为“绘卷双璧”流传后世，之后的土佐派与狩野派
更是将日本绘画发扬光大，甚至之后的莳绘出口到了中国等地。之后，诗歌和小说，最初日本也崇拜
中国的诗歌，但再美的中国诗终究无法真正引起日本人的共鸣，平假名片假名的出现促进了日本诗歌
的出现，从最初的和歌到连歌和后来的俳句，也涌现了井原西鹤这样的优秀诗人，小说更不用说，从
最开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再到近代的蓬勃发展，川端康城、三岛由纪夫、太宰治、芥川龙之介、
大江健太郎...简直数不胜数，在近代文学史上简直可以说是占了半壁江山，更不用说今天的村上春树
了，师从中国，但却比中国好了太多。有田瓷与濑户物、戏曲三线、“大判”“小判”“一分判”等
货币产生......太多太多，总的来说，这本书涵盖了日本的各方各面，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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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历史》的笔记-第101页

        

2、《日本历史》的笔记-第113页

        有这样的事⋯⋯

3、《日本历史》的笔记-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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