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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

内容概要

幕末维新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这段期间不仅出现了许多光芒四射、魅力十足的英雄
豪杰，更因为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蕴藏着日本成为亚洲强国的解答。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
宛如脱胎换骨般转趋富强，同时也成为中国维新变法的范本。本书清晰而完整地叙述了明治维新的震
撼历程。
详细信息：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值清朝之同治中兴，然明治维新之成功和同治中兴之失败，实乃近现代
世界历史之头等大事，影响中日两国之命运。明治维新之绝大成功，最根本原因是武士道精神之激励
；同治中兴之惨痛失败，最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精神之衰落和丧失。
保卫国家之使命，绝不是单纯等待到战场上去冲锋厮杀，它首先体现为国民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顽
强奋斗，以使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才能从根本意义上保证国家不受外来列强之欺凌和掠夺。
纵观人类历史，缺乏伟大民族精神而国家兴旺发达者，未之有也。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是千秋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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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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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的契机第五章 赴长崎学荷兰文第六章 进适塾学荷兰文第七章 惊闻长兄噩耗第八章 回到魂牵梦萦的
香格里拉第九章 为学问而学问第二篇 从兰学到英学第十章 赴江户执教第十一章 到横滨饱受冲击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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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血气兽心的想法第十七章 攘夷气焰日盛第十八章 战祸临头有惊无险第十九章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第二十章 返乡物色人才第二十一章 第二次赴美国第二十二章 对幕府绝望第二十三章 守信诺付款第二
十四章 不在乎谁获得政权第二十五章 庆应义塾的诞生第二十六章 拒绝新政府任命第三篇 启蒙！启蒙
！启蒙！第二十七章 《劝学》初编第二十八章 《劝学》 第二编第二十九章 《劝学》 第三编第三十章 
报纸的言论像娼妓第三十一章 痛斥大男人主义第三十二章 力倡怀疑精神第三十三章 《劝学》的影响
力第三十四章 《文明论之概略》第三十五章 创办《时事新报》第四篇 迈向“脱亚论”第三十六章 思
想逐渐质变第三十七章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第三十八章 “脱亚论”的前兆第三十九章 看到二十年前的
自己第四十章 甲申政变的幕后导演第四十一章 主张“脱亚论”第四十二章 为女性争权利第四十三章 
援助北里柴三郎第四十四章 长沼村的大恩人第四十五章 一代巨人与世长辞福泽谕吉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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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明治维新　　第一篇 开国与攘夷　　第一章 黑船惊醒太平梦　　经过l853年佩里舰队来
航的冲击之后，幕府才发觉原来日本的国防是那么脆弱，眼睁睁看着外国舰队耀武扬威，最后只得忍
气吞声地签下开国条约。　　黑船来航　　对清朝第9任皇帝咸丰来说，1853年可真是个胆战心惊的一
年。这年2月，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南京，杀了城内2万多名满族旗兵后，又挥兵北上，逼临天津，大
有直捣北京城，将咸丰拉下皇帝宝座之势。　　巧的是，对彼岸日本的统治者来说，1853年也是个胆
战心惊的一年。与清朝不同的是，清朝的威胁来自内忧，日本的威胁则是来自外患——美国。　　这
年的7月8日下午5点，江户湾（东京湾）湾口突然出现了4艘来自美国的巨大军舰——450吨的“萨斯奎
那”号、1692吨的“密西西比”号、989吨的“普利茅斯”号以及882吨的“萨拉托加”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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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希望我们能辩证的看待小日本的优点和缺点
2、很深刻的一本书，写的很好
3、这本书实在写得不乍地啊！！！
4、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时势，亦即那个国家人民当时拥有的习气和智德状态，才是推动历史
影响文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少数贤君的出现。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不是操之于少数一二人之手，而
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统治者只是起到不妨碍的作用。统治者能不妨碍文明进步就已经尽到职责了，
不可能直接去加快文明的进步，那是民间的事。这接近“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但他更强调人民精
神状态的根本性作用。
5、从深层次挖掘日本崛起的原因。
6、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平衡的奥
7、福泽谕吉传很精彩，但是明治维新部分有点乱
8、中国人写的 有血性
9、不错的书，丰富的数据史料
10、看了一半，时间原因还了！
11、救国人，必须文武并行
12、甲午之后留学日本的先贤也只是学了点日本的皮毛。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历程，要么是因循守旧，
要么是全盘否定，最后使得中华民族成了无根之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彻底把中华民族的没在道
德伦理全部铲除，而又没有明治维新般的效果！
13、不能当成是历史书，还是有演义的成分在⋯⋯不过，好在易读！
14、:K313.41/6613
15、卓越的福泽谕吉，开放并包的国家才有活力、尊严
16、惊心动魄派系复杂的一个时代，对比着看不免会叹息...
17、一个中国人来写的话很偏颇，很多情节的解释是和之前看的日剧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也不同。可
能这就是差异吧！
18、少见的中国人写明治维新不死抱条条款款，还颇为有趣，处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可惜还是浅了
。
19、了解是一个过程，了解日本也是这样
20、流水账
21、反思自己 怒其不争 另外 中国教科书才是篡改历史最严重的吧
22、谨以此纪念2006年11月30日北京邮电大学的那场讲座。
23、不得不说，这是滥竽充数之作。。。对整个维新过程背后的原因语焉不详，这不是一本好的史书
应该忽略的
24、作者观点
赞同：中国落后日本，远在甲午之前；
异议：落后根源在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存在，或者异化了。
25、日本近代史可以为鉴
26、一不小心买了本并不清楚的盗版书，但依然不影响对这段磅礴历史的理解
27、前半部关于明治维新的部分读完，叙事清晰有调理，对维新前后事件的梳理是同类书中最好的。
读时既感叹维新精英的热血和锐意，又唏嘘我大中国命运不济，中国着实是太可惜了。后半福泽谕吉
的传记读罢，感慨他被印在万元札上是当之无愧。福泽谕吉的时代前瞻性和对世界的洞悉是超乎想象
的，明明是19世纪的人，却有着21世纪的先进观念。可同时终其一生他都未能跳出对西方文明的盲目
信仰，在东西文明评判之间，就太有时代局限性。
28、平实生动，可一气读完，可以视为了解日本”明治维新“这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从另外一个角度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维新能在日本成功，而同样在中国为什么失败了。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的24
年后击败大清朝。45年后击败俄罗斯，让世界都震惊。
29、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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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啟蒙家講明六社諸人，卻沒講西村的日本道德論、加藤欲立古典講習科，太過片面，然不失簡
明軟性讀物。
31、我们年青人应该站在更高的格局，谋求更高的平台，不可局限了 看人家年纪轻轻，为复兴努力
32、还可以
33、参考资料 为什么感觉评论都不是很正面...觉得很客观也很全面，故事性没有其他的浓但正不需要
这个
34、日本的士，是武士，不是中国的读书人。
35、书中明显缺乏专著应有的深度，不过维新志士所掀起的“倒幕”运动以及后来的明治维新，都堪
称波澜壮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36、了解了为什么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
37、比较中日同一时期的情势，本书得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中华民族精神的沦丧是中国维新失败
的根本原因。而日本变法之所以成功，乃是其民族精神依然雄健勃发。沧海桑田，如今我们的民族精
神又在哪里？2008.8
38、深有感触
39、入门级别的明治维新读物。特别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为什么日本能，而中国不能。
40、正确看待历史，此段成功的过渡相比同时期清朝仍然闭关锁国而造成今日的差异之大是应该的
41、此版很好，有点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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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福泽谕吉的传记。深感我国文化的贫困。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透彻，这种了解很多时候不
是出于友好，是出于兴趣，出于猛兽对猎物的兴趣。我对日本很感兴趣，可是在各个图书馆里头，能
找到的关于日本的书籍寥寥无几，不会超过一个书架，不会超过一百本书。看日本就像雾里看花。考
虑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实在不应该。福泽谕吉
是日本的启蒙者，最早精通西学的日本人。现在日本的中国人有百万之众，去日本留过学的也不少。
可是难得有人写书介绍日本，难得有人写博客介绍日本。估计同胞在日本生存艰难，只忙着谋生了。
可是我还是想问一句：在日本的华侨，你们难道不想祖国赶超日本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经历的写
出来印象里面有一本《我认识的日本鬼子》，是一个去日本打工送外卖的中国人，利用工作之便，记
录侵华日军老兵。现在多了一本吕理州的《明治维新》（附福泽谕吉传）最多的还是推荐《菊与刀
》----美国人写的，还有一本民国时期孙中山助手写的《日本论》文化者，在于消化吸收他人之所长
。这一点中国人远不如日本人。一度我相当自满，认为重要的外国著作已经有了中国译本。后来逐渐
发现还有许多没有介绍进来，比如《法国的大革命》。刘瑜，写了一些好书。还有那个写了《一岁就
上常青藤》的薛涌还不错。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上，写《潜规则》的吴思还不错。除此之外是文化的普
遍贫困。中国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还有文化上的贫困。有人肯定不服气：中国五千年
文明古国，文化上怎么会贫困。这样的论调让我想起那些吹嘘祖上曾经阔过的败家子。这样的人不妨
扪心自问，别管别人文化上如何，你自己在文化上是否贫困。问问自己，我在文化上是贫困的。英语
学了半吊子，不能轻松阅读英文报纸。却依赖于他人的翻译。现在的翻译者，往往匠气太浓，就书论
书，不能融会贯通。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在众多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时代，事实的真相是文化仍然
匮乏，缺乏创造力。充斥网络，报纸，杂志的是粗制滥造的信息垃圾。让人长叹！当自我启蒙！
2、前半本讲明治维新，后半本就讲福泽谕吉了。内容比较丰富，但是思路不是很有条理。没有太多
的作者自己的见解，几乎都是对历史的陈述。后半部分福泽谕吉传中对福泽谕吉的讲述还是很生动的
，不过，总体感觉将福泽谕吉和明治维新结合在一本书中有点牵强，书的大名是明治维新，其实内容
一大半是讲福泽谕吉。
3、看完这部书，大致了解了日本幕末和维新时代的进程。一个词评价之，顺势而为。比较感佩的是
福泽谕吉的独立平等精神，可惜的是胡适先生没能在中国完成类似福泽谕吉的作用。比较感慨的是德
川庆喜的政治人生，一桥派的失败，德川家茂的胜利，彻底葬送了江户幕府。德川庆喜1866年接任最
后一代将军，其之后不过是被潮流所裹挟罢了。不过其能在1868年战败于鸟羽伏见之后，回到江户就
选择归顺明治政府，某很赞赏。
4、随手翻了几页，发现问题两处，且皆为硬伤。彩页第四页，校对是否没做好——“宝町幕府”，
是为“室町幕府”。文二十页，完备参觐交代乃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该制度之起因也缘由如岛津等大
名在关原之战后为取悦一代将军家康而起，非所谓本书所言之“家康安排云云”。△ 明治维新热随着
近来日本诸多电视剧的影响一直颇受国内历史爱好者、日本文化迷、甚至追星族们的追捧。但作为一
本颇有“普及启蒙”目的的书籍，在观点和行文上应该更严谨些。开篇的观点将“同治中兴、李鸿章
、盛宣怀及乾嘉学派”等一概一同批判，便显得较不科学——开篇序中比对日本与中国之近代史，似
乎日本的“明治维新”因其成功而光辉，中国“洋务运动”则为鸡肋。著史文是否应保有辩证法之观
，非黑即白乃孩童之幼稚思维。且本书行文浅显，显是为普及大众所著，便不该有太多误导之观，免
遗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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