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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青年学者谭建川以博士论文《日本传统启蒙教材——往来物研究》获得了南开大学的博士学
位。
此后，作者认真而严谨地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与补充。
从博士论文选题开始到付梓出版，体现了作者对日本教育发展独特的审视角度及思考。
教育的近代化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
1871年，新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在对欧美进行考察后，深感本国教育的落后及培养人才的重要。
因此，明治政府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借以改造本国的封建文化，建设资
本主义精神文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着手建立大学、中学、小学的近代学校体系。
1872年9月，明治政府颁布了第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改革文件——《学制》，要求国民本着“四
民平等”的精神，不论身份阶级如何，所有的人都应就学受教育，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
人”。
这样，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兴办近代教育起，只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于1907年
起开始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时，中、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近代教育。
中国堪称教育大国，传统教育制度形成于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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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对日本近代之前广为民间使用的传统启蒙教材 的发
展过程、特性、功用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历史性考察，并进
一步对中日两国启蒙教材进行了比较，从启蒙教材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之前中日两国在教育方面的异同
点。
    日本传统启蒙教材自平安时代出现至明治时代初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其内
容和形式都明显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和具体内容，体现了当时普通日本人所接受的教育，
以及他们通过教育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是了解日本社会变迁以及日
本文化传承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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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建川，重庆云阳人。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8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3年6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2006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社会文化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5年9月至2006年9月赴日留学，于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政策研究科获硕士学位。
现执教于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任外国语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西南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研
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史、比较教育学。
先后在《比较教育研究》、《思想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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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贝原益轩主张对儿童开展性格培养和道德教育，但并非束缚儿童天性，而是尊重孩子心灵深处
纯洁的天性。
比如，他充分认识到游戏对儿童发展具有极大作用，“喜好游戏为自然之情，不应压制”，“小儿之
时，放纸鸢射弹弓、玩陀螺打手毯，端午节立人偶，女子怀抱玩具之类，仅为幼小之时儿童所好之戏
，年龄渐长之后，自然荒废，并无害于心术”。
这种观点与中世禁止儿童一切游戏、将其禁锢于文字学习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教育内容的实用性江户时代社会稳定，商品经济发达，町人文化逐渐走向繁荣。
平民阶层对教育需求增加，促进了教育向平民发展。
贝原益轩十分注重知识对平民的重要性，在教育内容上更倾向于追求能够实际使用的知识。
贝原益轩一方面提出“学问为本，艺能为末”，“立人道，兴国家，归于平治，使兆民同乐，上勤于
德而为下之楷模，建校立师而教士民人伦之道，使士知礼节而与庶民同近善远恶，是为教”，体现出
他迎合统治者对道德教化要求的一面；同时，他也注意到新兴町人阶层的需求，在教育内容方面，主
张学习实用之学，“六艺之中，书算之事，不论贵贱、四民，都应习得”，以培养具有实际运用能力
的实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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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今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从全国上百万儿童同时参加读经活动，到戏曲艺术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都引发民间以及学界的热烈
讨论，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状态的关注。
不过，由于长期以来轻视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势仍然存在，很多人一说起传统文化，脑海里出现
的就是如算命打卦之类妨碍现代化的封建糟粕。
另外，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阐释更多的是倾向于物质而不是精神，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
幌子，表面看是弘扬了传统文化，实际上只是追求经济利益。
这些都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社会的传承与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课题。
我的大学本科专业是日语，硕士专业是比较教育学，在南开的博士专业是日本社会文化史。
虽然看起来三者并未有太大的联系，但都与日本有关，仅仅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我很早就对日本人是如何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
当然，由于我并无能力将日本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研究透彻，因此就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到明治维新之前
的传统启蒙教材上。
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在智慧初萌之际所接受的教育会对其一生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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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文化传承的历史透视:明治前启蒙教材研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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