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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

内容概要

福泽谕吉（1835---1901）作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创办者，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一万日元之上的人物在
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本书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的关系。福泽谕吉是“官民调
和”的主张者，他认为政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诉诸镇压和强迫，人民也不应该只想着攻击
、打倒政府，因此他呼吁的是双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是在现实当中福泽谕吉的学说、事业乃至个
人行动都曾受到过来自日本政府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因此在战前日本有着诸多负面评价，直到战后的
日本被迫接受来自美国的民主改造之后，福泽谕吉才获得了平反，成为当下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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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幸在庆应义塾认识了译者，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拜读了这本书。刚来庆应时庆应的日本学生告诉
我在庆应他们不叫老师“先生”而是“君”。因为在庆应只有一个先生，那就是福泽谕吉。虽然后被
译者告知这是谣言，但也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地位。有一个教授在评价福泽谕吉的时候说：一个伟大
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因此日本最大额度
的一万日元上不是伟大政治人物，而是一个书生福泽谕吉。作为一个日语学习者，常常觉得国内日语
书籍过少，因此觉得把日语书介绍到国内也是件可贵之事。知识的价值在于分享，感谢译者。
2、中文翻译是塾里的老师，真人很帅！
3、福泽谕吉倡导思想自由和独立，主张让人民掌握地方治权并参与公共事务，这在皇权统治下的近
代日本也不啻是敢为天下先的壮举。至于其主张的侵略中国论，本书作者认为并非出自福泽本人之手
，但并未展开阐释，待查。
4、护花使者
5、写的比较浅，主要观点就是大正、昭和版《福泽谕吉全集》所收的鼓吹侵略的文字乃是他的门生
窜入，福泽谕吉本人其实是反天皇体系的自由主义者，感觉多少牵强了些。
6、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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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相较而言,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在中国的名气不算太大, 尤其是历史上毕业于庆应大学的中国校友总
体而言乏善可陈。 稍微可以举出的近代人物只有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和文艺理论 家胡风。但稍微熟
悉日本情况的人想必都知道庆应大学的创立 者福泽谕吉(1835 年 1 月 10 日 ~1901 年 2 月 3 日),他是日本 
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在被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纸 币上,可谓是日本的“国脸”。对中国而
言,福泽谕吉有着十分复杂的“面相”,一方面 他被理解为日本的启蒙学者、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的“
民权家”; 但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个积极主张侵略亚洲近邻的鼓吹者的 “国权家”。随着中日关系
的恶化,他作为侵略的“国权家” 的面相在中国越来越被强调。本书的作者小川原正道先生跳出了以
上两个主流的研究方 向,而是聚焦于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一直以来相对 被忽视了的课题。
本书虽然巧妙地回避了以上争议最大的问题, 但在中国论及福泽谕吉时我们还是避不开上述问题,因此
我想 在读者开卷之前简单补充介绍一下日本学界近来围绕福泽谕吉 评价的新的争论。 其实中国学界
对福泽谕吉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学界 对于福泽谕吉讨论的延伸。在日本学界近来由安川寿之辅
和平 山洋之间进行了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安川·平山之 争”,争论的核心便是围绕对福泽
谕吉的评价问题,这也是福 泽谕吉影响力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回响。 安川先生主张福泽谕吉才是日本在
近代不断侵略亚洲并最 终踏入毁灭性的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由于安川先生的观点 和译作已经被
相对广泛地被介绍到国内,在此不再累述。客观 而言,安川寿之辅的主张和结论并非全新,在日本战败后
便有 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战败后不久的日本便有类似于“安 川·平山之争”的争论。当时政
治学者丸山真男认为福泽是尊 重精神个体独立以及社会多元化的市民自由主义者。但远山茂 树和服
部之总等左翼学者针锋相对,认为福泽是天皇制的赞美 着是主张侵略中韩两国的侵略鼓吹者。只是相
较以往学者相对 重视方法论而忽视史料考据的研究方式,安川先生进行了更为 详细的基于文献分析的
实证研究。 相较而言对于国内平山洋的结论介绍的内容较少。简而言 之,平山洋的方法并未局限于更
缜密的实证研究,而是提出了 更新的“史料批判”方法。他对被认为是研究福泽谕吉的第一 手史料的
二十一卷的《福泽谕吉全集》,尤其是其中九卷是表 达了露骨侵略思想的大多没有作者署名“时事新
报评论集”的 真实性表达了质疑。 平山洋认为,露骨地表达侵略思想的《时事新报》的社论 大多并非
出自福泽谕吉本人之手,而多处于其门生们尤其是石 河干明的笔下。作为大正版《福泽谕吉全集》的
编辑者,石河 干明将很多出自自己手下的作品“假借”福泽的名义塞入了全集。 尤其是在大正版《福
泽谕吉全集》出版时,和福泽本人有过交 往的友人、门生大多都已去世,因此石河干明的“篡改”便死 
无对证。而最近的昭和版的《福泽谕吉全集》的编辑者富田正 文是石河干明的学生,他也是对石河干
明的“篡改”不加以批判, 才造成了现在人们对福泽谕吉“侵略者”的印象。 他认为福泽谕吉确实表
达了对中韩两国的批判,但这种批 判并非基于感性的蔑视而是根据一定的基准的批判。而这基准 就是
福泽在 1866 年的著作《西洋事情》中提出的“文明政治的 六个条件”,即尊重个人的自由;信教的自由;
科学技术的振 兴;推广教育;有利于实业的政治和充实国民的福祉。因此平 山洋认为福泽对于亚洲近邻
的蔑视并非是“无条件”、无来由 的情绪性批判,因此随着中韩两国自身的改变,若他们往文明 政治靠
拢的话福泽无疑是表示欢迎的。尤其是非常珍贵的能反 映晚年福泽对中国看法的两篇社论“中国人可
亲”和“关于中 国的改革”(在附录中附上两篇社论的翻译,以供读者自己品 评、研究)充分表达他了对
中国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对中国当 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百日维新”表达了乐观其成的态度。 由于
福泽在同时期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因此平山认为 这两篇社论无疑出自福泽本人之手。但是由
于福泽在此后不久 由于脑溢血病重(1898 年 9 月 26 日)虽然此后从病中痊愈但是 福泽因后遗症脑部受
损并失语,因此失去了创作的能力,没能 更进一步地展开自己的论述完成自我的“修正”。总之,平山 洋
认为福泽并非“亚洲侵略者”,而是“亚洲独立”的主张者。 他通过将自由主义的福泽谕吉和他主张
侵略主义的学生的切割 描绘出了内外都彻底贯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福泽谕吉形象。 两者之间以
及两种观点围绕福泽谕吉评价的争论相信无论 在日本还是中国都会继续进行下去,在此仅简要介绍其
大略供 读者自己评判。 回到本书,本书日文的标题为『福沢諭吉「官」との闘い』, 其中“官”意指的
是和“人民”相对的政府之意,而“闘い” 指的是斗争之意,因此中文将书名意译为《福泽谕吉对抗日
本 政府》。由于全书不仅涉及了福泽和明治政府之间复杂的斗争、 利用关系,还涉及了大量福泽身后
的故事。例如大正、昭和时 期日本政府希望再次“利用”福泽,对其追赠勋位结果被其门 生拒绝的轶
事,也涉及了福泽的著作在日本战时如何受到审查 和抵制的故事,还有就是福泽在战后如何被 GHQ 盟军
政府再度 “利用”的故事。严格来说虽然 GHQ 是美国人的政府,但是在 战后初期承担了日本政府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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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此将日文标题中的“官” 定位为“日本政府”。 前面提到本书通过这样的安排巧妙地避开了对
福泽评价中 争议最大的各类问题,而更多地聚焦于福泽谕吉相对正面的一 面。但是小川原先生也曾在
其他地方间接提及此问题,他认为 福泽谕吉终身身为在野的知识分子,因此有着不同于现实中政 治家的
一面;相比于现实中推动侵略政策的政治家,他不应该 承担与政治家同等的责任。此外在明治中后期日
本的言论界, 福泽几乎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失去了引领舆论的能力, 即使那些鼓吹侵略的文章确实
出自其手,大概影响力也十分有 限,那么将他等同于战犯是否妥当呢? 丸山真男曾经提及在中国对于福泽
谕吉研究的“意译”比“直 译”更为重要。在此就简要谈及一下本书翻译的动机。在中国 一直以来
有着“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的传统,如唐太宗 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甚至在明太祖时
期还禁止了 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不仕”的权利,可见在中国身为在野知识 分子之很难。因此希望这样
一部描绘在“学而优则仕”和“官 本位”的传统同样深厚的日本,一位在野知识分子凭借着“独 立自
尊”的精神和掌握国家机器的政府之间展开艰难斗争的作 品,能在中国得到最大的“意译”而超出纯
粹学者式的志趣范围。 (如丸山先生所言) 就译者个人而言,福泽的学说和观点即使抛开那些主张侵 略
的内容,对于身为中国人的译者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可言(或 许是因为笔者才疏学浅,缺乏丸山先生所言的
“意译”的能力), 反倒是福泽的生平事迹更能吸引译者。尤其是每当触及福泽一 生坚持的独立创业、
在野精神时总能被他那份坚忍不拔的毅力 和信念所感动。庆应大学三田校区建立于一个小山坡上,若
要 进入校园需要沿着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不知这是否是校园 的创立者福泽先生在提醒着后辈的人
们自己独立创业的艰难以 及在世间实现个人自立以及追求学问之道的路途艰难呢? 小川原正道先生是
笔者在庆应大学学习期间的恩师,在此 希望此译作能作为对恩师教导的回报以及自己在日本学习的最 
好纪念。我也希望在此对一直以来支持我学习、生活的恩师、 父母、亲朋好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以及疏漏,文中翻译错误在所难免, 希望能得到读者们的谅解与指正。 尤一
唯2016 年 3 月 4 日 译于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 
2、本书为小川原正道著：《福泽谕吉对抗日本政府》（日文书名为：『福沢諭吉「官」との闘い』
，文艺春秋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中文译本。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者
和记者，在今天的日本仍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他的头像被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一万日元之上。在
日本学界，石河干明、丸山真男、富田正文、松泽弘阳、小泉信三、安西敏三等学者对福泽谕吉的思
维结构、生平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如果就研究的全面程度而言，福泽谕吉可以说在所有日本思想家
之中鹤立鸡群。在本书付梓之际请允许我赘言几句本书的写作动机。本书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在
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的福泽谕吉和“官”（政府）的关系。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是“官民调和”的主
张者。他认为政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诉诸镇压和强迫；而人民也不应该只想着攻击、打倒
政府，因此他呼吁的是双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而在政治体制上，通过选出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由
议会中的多数派组成政府，再通过若干年份后的选举实现政权交替。他希望通过此举将“民意”反映
在政府身上，因此呼吁引进议会内阁制。但是，在现实之中福泽谕吉看到的尽是官民之间的冲突：一
方面官员一昧压制人民的言论、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人民一昧想打倒、消灭官员。议会内阁制也未能
制度化因此出现了阻绝官民的“超然内阁”。作为“官民调和”论者的福泽谕吉也被政府误认为他站
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受到来自政府一方的种种攻击。在明治十四年政变时，福泽谕吉被政府怀疑与大
隈重信联手意图打破萨长藩阀统治，他的门生也多失去了在官场的位置。其中最忌惮福泽谕吉的是井
上毅，他认为交询社私拟宪法案的背后的黑手便是福泽谕吉本人，此外他还认为福泽谕吉创设的社交
俱乐部“交询社”意欲笼络全国多数国民，以便结成政党。而且福泽谕吉在《帝室论》一书中力陈政
治和皇室分离之说，而井上毅强烈反对这种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两者以福泽谕吉一手创办的庆应义
塾为战场展开了拉锯战，政府在征兵宽限一事上区别于官立学校、严苛对待作为私立学校的庆应义塾
，福泽谕吉为了收复失地也不得不四处奔走。福泽谕吉和他的门生、庆应义塾、交询社、《时事新报
》都成为政府的监视对象，警察也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1887年福泽谕吉甚至险些因政府出台的保安
条例而被驱逐出东京。福泽谕吉一向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叙位、叙勋、受爵之事，一生坚持以在野
身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虽然在福泽谕吉在世时没能实现“官民调和”，他宣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
义、个人主义等理念也在总体战体制时代被日本政府列为违禁之物。但是在战后，民主主义、自由主
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又被美国占领军重新拾起，由于日本政府本身的更新换代，因此对福泽谕吉的评
价也为之一变，他作为民主主义论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而得到官方的弘扬，此后他更是登上
了一万日元的纸币。但此事并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决定的，而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来为他定性的，这么
一来福泽谕吉仿佛成为了一直站在政府一便的代表，这对于一直主张官民调和论者的福泽谕吉而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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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说是一件巨大的讽刺。在坂野润治的《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一书中，有对福泽谕吉的官民调和
论的敏锐分析。由于此书的中文译本已经出版，故在此简单提及，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丸山真男
在中国出版的《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读者不要受日本对
福泽的先入之见或流行观念束缚，应亲自根据福泽的论著去理解福泽为自由和独立所作的思想苦战。
如果我的研究能对作出上述努力的读者提供某些启发，我将感到非常荣幸。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在思
考此书的译序时，和丸山先生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思想上的艰苦战斗——福泽
谕吉的著作中一直涌动着这种斗争的精神，本书的副标题也意指这种斗争精神。福泽谕吉到底胸怀什
么样的想法和政府对峙，和政府接触，并受到政府什么样的对待呢？丸山著作的译者区建英女士曾记
述自己与丸山先生相遇，并为丸山先生的批判精神、严密的论证和创造性的思考所感动最后决意将此
书的翻译的经历。笔者也希望通过这样批判性的实证分析来考察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丸
山先生译作的篇幅较长，不知道在中国是否起到了福泽谕吉研究入门书籍的作用。中国翻译的有关日
本学界对于福泽谕吉研究的著作在此后依然层出不穷，尤其我听说近来安川寿之辅的著作大受译者的
欢迎，并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的好评。安川先生的福泽谕吉研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学术上的争论
，这种争论持续至今，但是似乎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反对安川先生观点的译作问世。就此来看，可以说
中国学界目前处于偏听一方的观点的状况，我对这种现象多少感到有些疑惑。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加入
上述的争论，而是希望能为福泽谕吉研究提供更加客观、多元的视角。此外本书由笔者的学生，来自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的尤一唯同学翻译。我在此衷心对尤同学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2015年10月4日小川原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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