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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国志·日本(第2版)》内容简介：日本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既有两千年的友好
交往史，也有近代以来日本侵略和掠夺我国、给我国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当今，日本凭借雄厚的经
济实力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向着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和增强军事实力的方向迈进。为将中日关系在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前提下向前推进，加深对我们的东方邻国日本的了解，《列国志·日本(
第2版)》给读者提供了对日本的全面系统、客观公正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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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1869～1872年，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封建
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称
为“士族”，废除“秽多”、“非人”等贱称，与过去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准许武士从事工商
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等。1873年颁布《征兵令》，规定年满20岁男性均有服兵役义务。另外
，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土族的俸禄，在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由政府一次性发给
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为解决领取公债较少的一般士族生活困难问题，政府
优先录用士族充任官吏、教师、军人、警察等公职，鼓励士族向地广人稀的北海道移民，在内地各府
县低价出售土地给土族等。尽管如此，遗留问题较多，成为后来士族叛乱的重要原因。第三，改革土
地制度，实施新地税。1871年10月，明治政府废除过去对农作物栽培品种的限制。1872年3月，政府允
许土地进行买卖，同年10月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主要内
容为按照地价的30A，征收货币地税，征收对象为土地所有者，其他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1／3。尽
管允许土地买卖等政策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地税仍占收获量的1／3，因而对农民仍是一项
沉重的负担。第四，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明治政府一方面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销工商
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设立邮政通信机构，为新型经济的出
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政府投资输入先进设备，建立“模范工厂”
，其中包括铁路、矿山、造船、机械、水泥、玻璃、纺织、制丝等领域，共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工厂企
业，同时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后来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也鉴于民间资本已逐渐成熟，政
府在1880年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有关系的特权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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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国志·日本(第2版)》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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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部分比较详细，可能跟作者专业方向有关，比预计的厚，给力！
2、内容挺详细的，就是版本有些老旧了～不过对于全方位了解过去的日本很有帮助
3、非常不错，内容很详细
4、刚刚开始阅读，关于日本的各个方面都有介绍，但学术性较强。
5、日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国家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对于日本的文
字记载大大早于日本本国，以至于日本人都要从中国的《后汉书》等史籍中探寻其祖先的样态。到了
现代，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述在中国已堪称汗牛充栋。那么，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现在是否已经
足够清楚了呢?非也。笔者置身于日本研究界已30余年，但至今仍不敢说“看透”日本，对日本的认识
更是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譬如，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笔者儿时就常听老人们讲述日本人是秦始
皇派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率领的五百童男童女留下的后裔，上大学后才知道至少在徐福一行
之外还曾有其他移民存在，开始从事日本研究之后才知道日本已于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发掘出了远
古原始人的化石——这说明日本列岛上也是有“移民”之外的“原住民”的。再如，笔者少年时代也
曾认为日本是个“蕞尔小国”，后来才知道日本是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居世界第二位的“超级经济大国
”。那么，从地理和人口数量上看日本究竟是个小国还是大国呢？近年通过查找统计数据才知道
：2008年，在世界200余个国家中，日本的国土面积确实不算大，居世界第61位，却比许多人心目中的
西方大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要大；人口居第10位，更是比德、法、英、意、加等其西方伙伴
多出了许多。再如，日本存在着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它既在国际收支上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又在国内财政收支上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国债余额在世界上高居榜首；它既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辉煌，又有世纪之交陷入“失去十年”之萧条的落魄；既有西方议会民主制
下罕见的一党连续长期执政几十年的“超常稳定”，又有内阁首相如走马灯般地频繁更替的“异常动
荡”。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各自都有什么原因和背景，相互之间都有哪些内在的联系和影响呢？对这
些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回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相互影响极大的邻国，因此，对日本的了解
和研究对于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经济全球化、地域一体化的时代大潮更
要求我们要对日本有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这是因为，从政府的层面来说，没有对一个国家的深入研
究，就不可能有针对它的科学决策；从社会民众的角度来看，没有对日本社情民俗的深刻了解，也很
难与我们的这个“永远的邻居”长期和谐相处。

6、对了解日本很有帮助！
7、很详细，对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8、书店和网上有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有很多关于日本的历史地理，或者是旅游观光方面的内容。
不过这本最好。不仅全面，而且是全新的第二版，比第一版增添了许多东西。是迄今最厚的一本列国
志。
9、列国志这一系列丛书增进对各国风土人情的了解。编写的也详细正确
10、买了这套书中的两本，感觉很一般，太笼统
11、总算把日本政治制度看懂了我会乱说麽....天知道我上学期政原期末考写了些什么...
12、算不算官方资料，口吻相当中立
13、写得倒也全面，这么厚的书 图少得可怜，满目的字，耐着性子才终于看完。。
14、内容很丰富，按历史文化发展等类别进行阐述，性价比蛮高的~~\(≧▽≦)/~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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