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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前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
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研
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
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
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多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传统方法
，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
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
实，这种削足适履式地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
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
成一个学科，人们的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
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
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
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日本学》虽然
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人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
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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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内容概要

《日本学(第15辑)》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
，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
学(第15辑)》。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
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第15辑)》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
。比较多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
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第15辑)》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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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书籍目录

中日家训特征之比较续论日本的隐居制度与家长权的传承元禄货币改铸刍议唐罗倭济战争与日本外交
方针的转换安史之乱与渤海研读古代史籍与字义考证考试与任用——明治政府留学政策研究明治政府
地税制度改革的策略措施评析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日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吉田茂对英政策的资
料考察日本母亲大会：历程、特点与意义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日本防卫体制改革评
析二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观的演进新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展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台
湾因素学无止境：观世荣夫与中田康雄对话录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记述的近世韩日关系日本历史教科
书记述的特征和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日军“慰安妇”叙述的变化日本歪曲历史行为之真相及其政
治目的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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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创造了家训这一包含着丰富的齐家教子思想的文化载体
。以家训治家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东邻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积极借鉴和模仿
的内容之一。然而，日本的家训在很多方面明显有别于中国的家训，体现了日本家族结构与社会结构
的特征。笔者在本刊上一辑曾从中日家训比较研究的角度谈到日本家训在注重实用功能、训诫对象的
超血缘性及在近代社会以后进一步发展三个基本特征。在此，续论日本家训的存在范围、编撰风格和
发挥的作用三个方面的特征。一、各个阶层普遍存在通观中国历代的传世家训，尽管各个时代有不同
的特点，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即这些家训几乎都是官僚仕宦家训，不少作者是正史中立传的人
物，而几乎不见普通农民或商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家训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治家、教子形式，是
以文化修养为基础的。而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的存在是以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为条件的。
民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物质生活贫乏，以衣食温饱为最大满足，不敢奢望精神上的更高追求，大多
数是文盲。所以，普通百姓是说不出、更写不了什么家训的。这样的家庭即使有家训，也只能是耳提
面命，口口相传。对儿女的教育，不过是言教加身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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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后记

本辑奉献给各位读者的作品，计有论文20篇、对话录1篇。这些论文，出自中、日、韩、朝四个国家的
研究者，尤其是新生代之手。所辑论文不乏对日本学的广泛学理探讨、重要问题的涉猎和历史真相的
还原，展现了我国第三代、第四代日本学研究群体的学术风采，也体现了国外学者的治学风格。对话
录则以相对轻松的格调，普及了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艺能知识。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中国日本学
研究，经历了四代人的薪火传递。20世纪40～50年代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第一代学者，留下了他们的巨
大业绩和治学风范，完成了奠基的使命，先后离世并为后学永久怀念。60年代得先师真传的第二代学
者，擅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日本，并在80～90年代初期以丰硕的成果，将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推
出国门，赢得国际学术界承认。令人钦佩的是，目前他们虽已离退休，但依然笔耕不止，再创新业绩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和新世纪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在新中国最理想的成才环境中茁壮
成长，接过薪火，继续前行。他们年富力强，实现了高学历化、国际化和多元化，已经成为我国日本
学研究的主力军，将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推向新阶段。作为本辑的一个特点，在刊载的学术论文中，
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和新生代的成果居多，反映了日本学研究新阶段的到来及其持续不断的发展势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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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编辑推荐

《日本学(第15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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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精彩短评

1、要不要这么坑爹 竟然还有人撕下来几页  搞的我一个论文没看了  作为一本论文集合的书 讲的实在
太杂了 不适合入门 另外就是论文的水平参差不齐 上限不高下限倒是低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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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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