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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
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
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介绍
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
与“ 以和为贵”的精神一样，“ 武士道”精神对于探究日本的价值与伦理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罗伯特 N 贝拉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说:“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
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
的大部分。
”而武士道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样，“ 至于说到严格意
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
”中译本是根据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中，由矢内原忠雄所译的日译本1972年第14版转泽的，
在翻译时并参考了东京丁未出版社1905年出版的笫10版增订版的英文原著。
日译者知内原忠雄是新渡户稻造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
日译本略去的作者为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而就一些日本风俗习惯所作的脚注，中译本都恢复了，又添加
了一些我们认为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的译注。
凡中译者所加注释，均加“——译者。
字样；作者原注加“——作者”字样，未加标注的均为日译者的注释。
对日译本原来按日本假名顺序所作人名索引，都改按汉语拼音顺序重新排列，以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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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士道》一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
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
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介绍
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
的确，我们在读到他所系统介绍的武士道的种种方。
面时，颇有入木三分之感。
同时，由于作者是为了向国外作介绍而写的，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进行比较，所
以就更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
正因为如此，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
据作者自序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自己亲自读了此书，还以此书分赠其友人。
光是本书的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之间就重版了10次，本书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的日
本研究书目中占有重要位置。
目前在我国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讨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之时，相信把这本
颇享盛名的著作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或许不无意义。
自然，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
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
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士道>>

书籍目录

日译者序第一版序增订第十版序绪言（格里菲斯）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
源第三章 义第四章 勇－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五章 仁－恻隐之心第六章 礼第七章 诚第八章 名
誉第九章 忠义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第十一章 克已第十二章 自杀及复仇的制度第十三章 刀－武士
之魂第十四章 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熏陶第十六章 武士道还活着吗？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将来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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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仁——恻隐之心爱、宽容、爱情、同情、怜悯，古来就被当作最高的美德，即被认为是人的
精神属性中最高尚的东西。
它在两重意义上被认为是德中之王。
即作为占据伴随高尚精神的多种属性的王位，是王者；再者，作为特别适合于王者之道的美德而是王
者。
说什么慈悲比起王冠来更适合于王者；慈悲超过用王笏进行的统治，这用言词来表达，需要莎士比亚
，但内心感受并不需要他，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国民都知道的。
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都反复说过，为人君的最高必要条件就在于仁。
孔子说：“君子慎德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利者末也。
”[《大学》]又说：“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之有也。
”孟子祖述此话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又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孔、孟同样地把这个为王者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下定义为：“仁者人也。
”[《中庸》]封建制的政治是很容易堕落为黩武主义的，能在其统治下从最坏类型的专制中挽救我们
的东西，便是仁。
，在被统治者把“生命和肢体”全都奉献出来的时候，剩下的只有统治者自己的意志了，其自然的结
果就是极权主义的发展。
它经常被称为“东方的专制”，就好像西方的历史上未曾有过一个专制者似的！
我决不支持任何一类的专制政治。
但是，把专制政治和封建制等同看待是谬误的。
法律学家们以腓特烈大帝所说：“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评之为迎来了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是
正确的。
不可思议的是，正在同一时期，位于日本东北偏僻地方米泽的上杉鹰山也作了恰恰一样的声明——[“
君乃国家人民所立，而非为君而立国家人民]——表明封建制并非暴虐压迫。
封建君主并不认为他对臣下负有相互的义务，但对自己的祖先和上苍却有高度的责任感。
他是民之父，民是上天委托他保护的子民。
中国的古典《诗经》中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还有，孔子在《大学》中教导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这样，民众舆论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义同极权主义就融合起来了。
正是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坚信与通常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不同的父权政治。
它也就是同关心稍微疏远的叔父政治（即山姆大叔政治！
）相对而言的生父政洽。
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只是勉勉强强服从，反之，在后者的情况下
，则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在隶服中也是满心怀着高度自由的精神的服从。
”古代的谚语说，英国国王“是恶鬼之王，为什么呢，因为其臣下一再对君主进行叛逆和篡位”，法
国国王“是驴子之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课征没完没了的租赋捐税”，“而给予西班牙王为人王的称
号，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乐于服从他。
”这些说法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
好了，就说这些！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目中，德行和绝对权力听起来或许是不可调和的词语。
他欧溯国家的社会基础作了明确的对比，认为大陆各国的社会是在共同利害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反之
，英国社会的特点在于高度发展的独立人格。
这位俄国政治家说，欧洲大陆各国，特别是斯拉夫族的各国国民之中，个人的人格依存于某种社会的
联盟，归根结底依存于国家，这一点就日本人说来尤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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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国民对于君主权力的自由行使，不但不像欧洲那样感到重压，而且人民以对待生身父亲的
感情来考虑，一般得到了缓和。
俾斯麦说：“极权政治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的义务感，精力充沛和内心谦逊。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允许我再引用一段文字的话，我要举出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的一段演说。
他说：“王位是上帝的恩赐，并且伴随着对上帝的沉重的义务和巨大的责任。
这是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为国王免除掉的。
”仁是像母亲一样的温和的德行。
如果认为耿直的道义和严厉的正义特地属于男性的话，那么，慈爱却具有女性的温柔和说服力。
我们被告诫不要沉湎于不加区别的溺爱之中，应该加上正义和道义作为调料。
伊达政宗①一语道破的格言：“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是人们经常引用的。
幸运的是，慈爱是美，并非稀有。
“最刚毅的人是最温柔的人，仁爱的人是勇敢的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所谓“武士之情”这句话，立即会打动我国国民的高尚情操。
并不是武士的仁爱与他人的仁爱在种类上有什么区别。
不过，就武士而育，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地考虑到了正义的仁爱，而且并不仅仅是某种心
理状态，而是在其背后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仁爱。
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那样，我们可以称武士的爱为有效的爱。
因为它包含着加给对手以利益或损害的实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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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在我国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讨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之时，相信把《武
士道》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或许不无意义。
自然，由于《武士道》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
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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