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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
日本学研究的发展。
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
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
适的原作，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介绍过来，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
统。
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
、方针出发，进行了选编。
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种著作：即1．属于社会学一般理论的。
2．关于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的。
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的。
　　本来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的领域又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
著述不胜枚举。
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
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
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此次该套研究专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和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
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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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首先，分家大量出现虽然涉及整个时期，但18世纪上半叶最多，其后的时期分别在10~IPAT。
今井村在18世纪中期由于灾害等的影响，村落凋敝，18世纪末逐渐恢复(长谷川等，1991，258-259页)
，所以P212的动向也许是意料之外的。
应该说18世纪下P268半叶或19世纪上半叶分家增多也许是肯定的，但表的数字还是反映了事实。
因为，表中18世纪上半叶的划分阶段和18世纪下半叶或19世纪下半叶相比，多出20年左右，考虑到划
分阶段的长短，18世纪下半叶分家不会极端减少。
当然，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从18世纪下半叶分家没有特别增加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从18世纪下半叶到幕末，村落整体发展的沉滞在步步加重，所以即使从洪水引发的凋敝中恢复，也不
可能超过18世纪上半叶大量的积极分家。
第二，新分家以均分继承的现象出现得也少了。
18世纪下半叶本家分家的土地收入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下的例子非常多，产生了和中期分家出现的存在
方式不同的状况。
也许本家本位的分家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已出现，而且新分家的土地收入在本家的二分之一以下，应该
说这是产生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层中。
近世后期两户人家进行着地主化(同上，259—260页)，从这些家产生的四户分家都在此例之中。
而这些新分家有10石左右的土地收入。
即维持在一般农民阶层以上的水平，所以，绝不是作为经济上必须依靠本家的存在而分家的。
这种分家或财产分割的倾向整体上具有和上瓦林村相同的性质。
    在这种整体动向的基础上考察同族单位，可以概括如下。
而且，关于每家的系谱关系，主要是根据宗门人别改账和五人组账。
还存在着若干系谱关系不明、属于哪个同族不明的家，但这些大体上都从考察对象中剔除了。
此外，括号内的号码是为了和其他图表对照而表示的家号码。
    首先，近世时期作为名主家的A同族的动向如图7—2a所示。
其特征在于A1系本家的四郎兵卫家(A1)大量地创造出分家。
明P269和时期四郎兵卫的弟弟弥左卫门分家(A1·3)，从天明到享和时期，四郎兵卫的儿子们相继分家
。
特别是在后一过程中，长子清藏(A1)、次子弥五右卫门(A1·4)，还有相当于四郎兵卫隐居分家的三子
元右卫门(A1·5，图表中以四郎兵卫的名字出现)等各家甚至以连本家分家关系都不明确的形态分家。
也许是这一影响，直至今天三家的家徽还不同。
但是，通过采访等方法，可以认为开始时P270清藏家是本家，但其后弥五右卫门家实际上起着本家的
作用。
至此，一直世袭本家的名主职位到文化初年的是清藏家，其后，由弥五右卫门继承。
从天明九年(1789)到文化五年(1808)期间，可以从四郎兵卫(清藏)家的土地收入急剧减少推断(即使有向
弥五右卫门家或隐居分家分割的部分，但其减少也是过于激烈的)，清藏家没有继承本家的能力而倾家
荡产，为此，将户主转移到次子弥五右卫门家。
这种本家分家地位的逆转在当地似乎不少。
因为根据采访，今井村曾经存在着“取代庄屋(即本家)”的婉转说法。
分家因经济上的优势而改变地位，并以此为自豪。
当然，分家不会因此作为新的本家而统制同族。
    四郎兵卫家(A1)后期出现许多分家是因为这个家庭在经济上的繁荣。
这个家在中期前的分家忠右卫门家(A1·1)或长左卫门家(A1.2)，或者A2系的五左卫门家(A2)中期以后
土地收入减少，几乎没有出现分家，这个四郎兵卫家在元禄十七年(1704)的土地收人是25石左右，但
在分家出现前的明和时期甚至超过了90石。
在大约50年期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急速增长，原因不明，但大概和名主的役收入也有关系。
此外，到了幕末时期，成为实质上的本家的弥五右卫门家(A1．4)也和同族内的家一样，成为3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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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同族成了小百姓的聚合(但只有长左卫门家随着幕末的到来，经济上卷土重来，也出现了分
家)。
    如下图7—2b所示，B同族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本家阶层在近世后期灭绝了。
B1系的本家半右卫门家(B1)到文化时期户绝，B2系的本家长三郎家(B2)到明和时期已经户绝。
不仅如此，在B2系中，由分割继承而在中期出现的八右卫门家(B2·1)、半十郎P271家(B2·2)也在长
三郎家户绝前后户绝。
在中期形成的这个同族的框架在近世后期完全解体。
其中，成为发展新的同族结合契机的是B1系中非亲属的“抱”的身份阶层。
权六(B1·2)、权七(B1．2·1)、平助(Bl·3)均属此例。
只要是“抱”的身份，那么原则上就不是独立的家(即不是本来的分家)，但是这些人可以认为在这个
身份之外也是作为B同族的一个分家住在村落里。
此外，这些“抱”不是近世初期非亲属的依附农民的残余部分，而是在中期以后作为完全新的依附身
份而卷人家的人。
所以，也和中期村落社会的构成原理相对应。
如第四章所论，虽然，今井村“本百姓”、“抱”的身份制在中世以后没有牢固地维持下去，但依附
身份阶层本身在中期以后在村落中也有一定数量。
但是，这些非亲属的“抱”也许是因为被置于经济上不稳定的状态，后期半数消失了，残存的权
七P272(Bl·2·1)、平助家也在幕末因各种情况离开了同族。
     对此，B2系中虽然亲属分家成为系谱关系发展的原动力，但其发展没有那么显著。
半十郎家的分家宇平次家(B2·2·1)是靠着均分继承而又产生新的分家，即平左卫门家(B2·2·1·1)
，其后，从平左卫门家又分出来一户亲属分家。
在近世末的B同族中出现的以上结果和中期的结构大相径庭。
中期同族的存在方式不是“尾大”式的扩大。
在上瓦林村的分析中也曾提及，近世后期的社会变动严酷得不允许同族顺利发展。
当然，在这一严酷的条件中，像半右卫门家的亲属分家的市右卫门家(B1．1)那样，在幕末成长为土地
收入17石的富裕之家也是有的。
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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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日本近世村落社会的家-同族从理论到现状做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研究。
其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理论和课题，家，同族。
每个章节之后都有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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