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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前言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
新问题。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
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
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
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
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
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
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
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
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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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内容概要

《日本武士名誉观》将围绕武士身份与名誉的关系、武士实现名誉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影响武士名誉观
念的各种思想等问题，对武士名誉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变化过程进行分析，试图以此进一步了解和
把握武士和武士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此书如能对读者了解日本武士和武士思想有
所裨益，不胜荣幸。
日本武士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军，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拥有将近800
年的统治历史。在日本的中世和近世时代，武士一直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理想身份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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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作者简介

王炜，原籍山东临清，1971年2月生人，哲学博士。曾留学东京大学法学部大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大学
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出版译作《十二岁青春物语》系列（全套5册）、《重新学
习》、《积极人生》等合计80万字；发表学术论文《试论日本武士名誉观与死》、《中日东海石油之
争》等，参与中国社科院院级重大课题《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等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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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关于武士、名誉　二　研究现状　三　研究方法及结构设计第一部分　武士的传统名誉观
念形成　第一章  武士身份形成之初的本质特征  　第一节  初期武士身份基本特征  　第二节  集团内部
社会关系　第二章  实力是中世武士实现名誉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勇猛之心　　第二节　实用武
艺　　第三节　智谋　第三章  中世武士名誉的自我评价和外在评价标准　  第一节  以武士“家”名为
标准的自我评价　  第二节　来自武士集团主从关系的外在评价　第四章　武士名誉评价体系中的统
治阶层意志  　第一节　对武士身份的管理　　第二节　“道理”的出现　　第三节　武士法律　第
五章　名誉与死　　第一节　武士的生死观　　第二节  名誉是武士选择生死的坐标　　第三节　主
从关系与死第二部分  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发展的成熟阶段　第一章　武士阶级内部关系及自我定位
新特点  　第一节  武士阶级内部关系新特点  　第二节  战国武士的自我定位与名誉观念　第二章  战国
武士内发性自我名誉评价  　第一节  “分限”  　第二节“主君”对理想形象的自我设定  　第三节  注
重个人技艺及修养  　第四节　战国武士对名誉与利益的选择　第三章  武士外在性名誉评价的加强和
分化  　第一节  “世问体”与“外闻”  　第二节  战国武士的主从关系  　第三节“为上者”的名誉标
准　第四章　统治阶层强化统治的手段  　第一节　借用中国儒学概念  　第二节　强化幕府“公”的
权威　　⋯⋯　第五章　武士的精神世界第三部分　近世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变化　第一章　德川时
代社会环境的变化　第二章　幕藩体制武士个人名誉观念构成的变化　第三章　幕藩体制对武士传统
名誉观念的重新定义　第四章　德川武士的名誉评价标准　第五章　儒学式武士行为规范的形成　第
六章　奉公人的死与名誉评价结语部分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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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章节摘录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集团是一个有着独特性格的群体。从诞生（形成）之日开始，到明治初年消失，
①武士作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阶级，经历了镰仓、室町和江户时代将近800年的统治历史，因此在日本
中世和近世，一直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理想而存在。对于日本武士的认识，首先应该明确它是一种具
有鲜明历史性的社会身份。把握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在各个历史阶段
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用高度概括的定义方法虽然可以从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角色等四个方面对
武士的身份特性有所把握，但其中一些特征，如经济、社会角色等方面，都随时代变化而发生了相应
的改变，因此，需要用发展的视角对该身份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本书希望对武士身份在日本各个历
史时期内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进行探讨，其中重点对武士的名誉观等伦理观
念的产生、发展以及与其他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等进行分析和归纳，试图以此进一步了解和把握武士
的伦理思想发展及其在各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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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后记

早在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日本的《藁隐》及相关研究，当时想将来如有可能，一定尝试写
一点关于日本武士的东西。因为在日本武士的道德意识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同时存在，其中有太
多问题值得去深入探讨。今天，将自己对日本武士思想的一点探索付诸文字。但羞愧于个人才疏学浅
， 文中难免粗糙与疏漏一愿以此篇文字为起点，拜请各位师长教诲。感谢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
本研究所高增杰教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感谢东京大学法学部渡边浩教授
。衷心感谢所有给予我批评、帮助和指导的老师们。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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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编辑推荐

《日本武士名誉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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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名誉观》

精彩短评

1、先是从图书馆借来看的，后来就买了一本。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引据清楚，内容新颖，从新的角
度对日本武士的思想进行了剖析。
2、绕来绕去，不透
3、本书跟随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平安时代，承平、天庆之乱一直写到德川时代，将日本武
士的名誉观随时代演变而变化的脉络理的非常清楚，同时亦使我辈对日本文化发展的主线看得更加清
晰。书中对于使用过的史料还提供有大量的日本原文，非常珍贵。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尤其是喜欢
做学术研究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4、作为学术日本书籍不算出彩，分析极度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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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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