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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日本通史》

内容概要

对于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日本，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是如何发展
的？其发展是沿着何种道路进行的？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对此兴趣颇深，而本书则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一
解答，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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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日本通史》

作者简介

依田熹家，日本历史学家。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史学科日本史专业
毕业。1961年修完早大商学研究科经济史专业硕士课程。1992年以论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获中
国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以后，历任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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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日本通史》

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第一编 原始时代、古代  第一章 日本的黎明  第二章 国家的形成与大陆文明  第三章 古代国家
与文化的发展  第四章 摄关政治与国风文化第二编 中世  第五章 武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 南北朝
的动乱与武家社会的发展第三编 近世  第七章 封建社会的发展  第八章 封建社会的动摇第四编 近代、
现代  第九章 近代国家的建立  第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  第十一章 战后的日本  第十二章 动荡的
世界附录一：日本历史年表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附录三：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附录四：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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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日本通史》

精彩短评

1、用来入门很不错
2、从此妈妈再也不要担心我看不懂大河剧了【←泥垢。。。
3、作者的立场哪里去了？被阉割掉了？
4、适合非日本史专业的人看
5、只看过战国部分。。。。太简明了点。。。
6、友邻都是刷书狂魔压力好大⋯⋯
7、做比较史学论文，快疯了
8、没认真读~~得非常心静
9、这本讲的最好
10、日本历史入门图书
11、客观全面辩证的日本史
12、看了之后真是长了不少知识。上学时的世界史是一带而过，虽然这也是本简史，不过却涵盖了日
本历史各时期的人文、生活等状况的介绍。
13、行程单上要去的很多景点都出现在了历史书中
14、愤青要好好钻研日本史
15、点到为止，历史唯物主义的。
16、近代部分不想读了⋯⋯
17、还是挺清楚的吧，大纲式各领域都有简要提到。古代史给的篇幅也就一半多点，近现代描写多也
喜欢大量给图表数据说明，让人感觉近现代史就是半个经济史啊⋯经济苦手真苦恼
18、高二时买的第一本日史著作，当时白河法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因为此书为论文整理集,因此编排上没有那么严格，不适宜作为入门读物，只适合历史研究。且为
日本人所作，不太符合中国人读历史的习惯。建议对日本历史不了解的选择其他读物，已经熟悉日本
史的，则可选择此书作为研究之用。
20、说好的一天就能读完的科普书硬是读了三个月。。。。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和文笔，但是线索很清
晰，事件，经济，文化，像你学过的每一本高中历史课本。。但是读完了好开心！值得注意的是结尾
，居然一句“日本的经济陷入了低迷”就结束了，看来在日本人心中，从90年代开始就再无历史，只
有低迷的经济了。
21、可供了解日本历史的入门，作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史观，以阶级斗争分析日本历史。古代史和近代
史稍显简略。
22、像是国内学者写的，不过感觉日本历史不怎么有趣。。。
23、看日本人用唯物主义史观以及各种阶级斗争理论痛诉帝国主义列强真是槽点不断...
24、依田老先生是日本的老前辈了，然而观点难免失乎新锐而论断居然流于义气，窃以为不足。
25、各种表格年表很有用
26、狗屎，还不如我们自己用的中国史的课本，近代的内容不算的话。
27、确实挺简明 一天就可以读完了 话说从马列唯物这个视角看日本史确实很怪异 一边是对外扩张 一
边是内部拔高左翼的工人运动  不过附录的年表大好 很有助于理思路
28、有点无聊。不过历史脉络还是清楚的。
29、但略显乏味了，作者的文采显然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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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日本通史》

章节试读

1、《简明日本通史》的笔记-第234页

        《脱亚论》 1885朝鲜和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亚洲的恶友”，日本比中国和朝鲜更先进之处就在于
“摆脱了亚洲的固陋，转向了西方的文明”，主张“我国不要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共兴亚洲，而应
当脱离这一队伍，与西方的文明共进退；对于中国和朝鲜，也应该像西方人对待中国和朝鲜那样来对
付”。

2、《简明日本通史》的笔记-第28页

        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等人所乘的第一船遭遇风暴，漂流到遥远的越南，一行中的170多
人被杀害，幸存的只有10多人。

⋯⋯不过，仲麻吕幸存了下来，两年后的天宝十四年六月，与同时幸存的藤原清河一起回到了长安⋯
⋯他被任命为镇南都护，并兼安南节度使。
阿倍仲麻吕不仅没有死，回去还做到了安南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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