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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内容概要

此著基本上是以研究日本思想史为主的，题目设定为“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视座：
首先是把日本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东亚的框架，既要打破战后日本学界的“西欧中心主义”，同时克
服随着经济高速成长出现的“日本中心主义”，注目于曾被上述两种倾向忽视的、与日本关系最密切
而且交流历史最长的东亚。第二是采用与王权相关的手法谈思想，作者认为“思想”不仅是思想家所
构筑的理论体系，作为思想的元素，人们的感情、感觉和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东亚诸国不同的
王权体制对思想有重要影响，不能无视了这些历史脉络而单纯地看思想文本。《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尝试。
此著是由渡边浩数年来撰写的论文编辑而成，因他的这些论文的价值被东京大学出版会发现，便被编
为一本论著出版。出版以后，对日本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渡边浩本人的声
望也迅速达到了日本学界的顶峰，今日依然如此。
本书为日本学者渡边浩研究东亚中世到近世思想史的专著，分析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由“古代”
走向“近代”的思想历程，作者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史方面的专家，该书以日本思想史和社会史为
主要视界，对比中韩两国政治思想发展脉络，重点分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内部政治、社会和思想
的互动，以及近代其与西洋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变化。作者论据翔实，论点鲜明，对很多东亚思想和
政治史问题都提出了极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译者翻译风格平实，能够较好传达原文之意，同时具有可读性。
该书出版将会为我国东亚政治史、思想史和中日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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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作者简介

渡边浩(Watanabe Hiroshi)，男，1946年生于横滨。
日本的政治学者，主要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和亚洲政治思想史。
原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继承了丸山真男开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曾兼任东京大学法学部长，东
京大学副校长。2010年东京大学退官，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任法政大学教授。也是东京大学出
版会的理事长。

Page 3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书籍目录

译凡例
前言
序 关于日本史的若干用语
Ⅰ 政治体制的思想
1 “御威光”与象征——德川政治体制的一个侧面
2 制度·体制·政治思想
Ⅱ 东亚诸社会与思想
3 关于儒学史异同的一种解释——“朱子学”以后的中国与日本
4 儒者·读书人·两班——儒学的“教养人”的存在型态
5 东亚儒学有关事项对照表——19世纪前半
Ⅲ 日本儒学与国学的心性
6 “泰平”与“皇国”
7 对“理”表示厌恶的美感与暴力
Ⅳ 西洋的“近代”与东亚
8 西洋的“近代”与儒学
9 “进步”与“中华”——日本的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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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精彩短评

1、作为他者的日本，第一篇重新解读江户时代的日本，破除“幕府”、“天皇”、“藩”等后起概
念的迷思，冲击最大。
2、十数年前的文章，今日阅之仍受启发。翻译流畅。十分期待欧老师的另一翻译著作，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
3、思想深邃，可读性很强
4、少有的有淋漓尽致感觉的书，虽然“所收入的论文写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历史知识的发
掘而论，已不能算作最新的研究。然而这本书中所体现的深邃的思考、精巧的构思与畅达的写作，不
仅为读者带来知性挑战的愉悦，为研究者带来方法论上的反思，也同样是为继承与超越丸山真男先生
提供了一种回答。”
5、符号帝国之中，符号背后是空无，符号就是意义。
6、感觉走的是后现代的研究路子，书比较耐读。毕竟是丸山流的二代目，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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