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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是日本的祖师，日本是我们的老师。
不是自大，不是妄自菲薄，是真正的客观描述。
日本的近代史其实是连续的，即使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明治维新的积累也一直延续至今。
比如，当年日本军旗没有插到的地方，在今天却被日本商品占领，而其背后的企业多是一百多年前就
创立的，它们至今仍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
一直以来，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忽略了这个国家成长路径背后的精彩，直到我遇见《麻辣日本史》
。
如果说《明朝那些事儿》让读者觉得历史原本很精彩，那么同样精彩的《麻辣日本史》会让读者感受
到其用，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与中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相差了100年，但在过程和效果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激荡的改革开放有30年，而明治维新的历程大约也是30年。
《麻辣日本史》在探讨明治维新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中，把王阳明的“心学”放在很高的位置，如果说
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老师，那么中国就是日本的祖师。
梁启超曾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心学”的核心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用邓公的话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可是中国人时间久了常常要数典忘祖，无论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都曾试图与中国传统文化分道
扬镳，却漠视了日本正是在有效继承东方文化的基础上，移植西方文明才获取成功的。
后世的人喜欢归纳演绎故做高深的文章，于是日本和它的那段历史就始终保持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
。
不过还好，我们有了这本《麻辣日本史》，它“有真性情、有朝日啤酒和生鸡蛋”。
在入世的嬉笑怒骂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当年的日本如何颠簸激荡；在现代的幽默情怀里，我们又活生
生目睹了这个岛国如何崛起。
嬉笑怒骂、嬉皮笑脸，各种幽默、智慧信手拈来，却又有收获、有激情。
陈伟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大约是2008年10月。
当时他还是《东方企业家》杂志的记者。
在言谈之中，我发现眼前这位年轻记者跟以往接触的记者大不一样，对日本企业很了解，对日本的历
史文化、经济政治有着深刻的见地。
固然，日企的工作经历、日语专业的背景，能让他更接近日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对文字的
驾轻就熟以及80后特有的幽默态度才成就了这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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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讲故事的书，又是一部简明易懂的断代史。
作者用调侃风趣的笔触，勾画出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界人士的群像，为我们展现
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图卷。
　　本书立体地再现了从幕末到日俄战争间的近40年的日本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是如何
从闭关锁国走向文明开化，如何从贫穷弱小走向繁荣富强，又是如何从满怀激情的国家复兴之路转向
罪恶的侵略扩张。
一本津津有味的小书可以为你打开日本近代史的沉重大门，让我们从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认识这位
一衣带水的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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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伟，阴错阳差地在外交学院学习了日语，结果对日本历史、文化、商业产生了近乎狂热的迷恋。
在高杉晋作的刀锋里，在村上春树凄美的文字中，分明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性情与精神。

　　或许是因为对文字的长时间修炼，媒体为其打开了一扇通向理想的窗口。
在为《东方企业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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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读者推荐一推荐二引子 第1章 漫长的分裂 　佩里断定，这个国家的人想法奇特甚至变态，他更加相
信，这个国家肯定像他的邻居中国一样好欺负。
第2章 开国创举 　四个藩的藩主美坏了，不仅端上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还能照旧说了算，哪有这样的
好事？
 第3章 进取精神席卷日本 　很多武士都有公费旅游的机会，但他们不能坐VIP舱，不能住豪华旅店，
桑拿按摩更是想都没想过。
第4章 为民权而战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日本军士们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一种极端忠诚的影子开
始笼罩军队。
第5章 立宪猛男群像 　虽然没有新东方在考试上给予强大的支持，但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海外
。
第6章 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 　涩泽荣一虽然不是公务员了，可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他之后的生涯
才是真正的辉煌半生。
第7章 后宪法时代的来临 　就在谈笑间，天皇地位大定，也让日本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
之路。
第8章 日清战争 　等到清军使者满意地离开之后，他们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离开？
想得美！
好戏才刚刚开始！
第9章 就这样崛起 　金牌上面有一行小字。
众人凑过头来，只见这块金牌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
最后一瞥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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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漫长的分裂 从黑暗时代到城堡时代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款名叫《帝国时代》的游戏
受到各个宿舍痴迷般的追捧，翘课、不写作业、放弃和姑娘约会也在所不惜，只为了在这个战场中厮
杀不停。
我们不妨用《帝国时代》划分时代的方式来重新梳理日本的历史。
游戏《帝国时代》将人类的古代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黑暗时代、封建时代、城堡时代。
日本黑暗时代的起点至今没有定论，基于这个起点的故事倒是很多。
比如，有人说是秦朝大将徐福率500童男童女远赴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后来定居于此，也有民间戏言，
说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人，武大喝下潘金莲的毒药之后并没有死，反而练得了绝世神功，因为看破红
尘一怒之下带着几个小弟奔赴海外修炼，最后碰巧比哥伦布早四五百年发现了新大陆，并且过上了与
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第一种说法没有力证，第二种说法更是荒诞。
实际上，从史书上看来，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3世纪，日本已经有少量的农业，打鱼狩猎是他们主
要的生活来源，日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这非常类似于《帝国时代》里黑暗时代的景象，有人杀猪、有人宰羊、有人耕田。
日本人将这个时期称为弥生时代与绳纹时代。
绳纹时代之后的200年里，日本原始部落间开始互相争斗不休，到公元后5世纪，实现了统一。
在这个时期，大量中国和朝鲜人移民至此，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人终于学会了种植成块的田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向当时的中国纳贡，并且将稻米引入了自己的祖国，从此，日本有了自己
种的粮食，他们终于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
这几百年，日本被称做弥生·古坟时代。
接下来，日本就进入了封建时代。
大唐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席卷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这个民族在其2000多年的历史中有过数次伟大的改革，但其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商鞅、王安石、周杰伦、陶那样具有原创精神的人，他们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向其
他国家学习、效法之后的产物，他们习惯将别人的想法、行动巧妙的更改，最终成为日本化的文明。
在我们的这部断代史中将出现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身份向邻国或者遥远的国度学习
、成长，经过几次强烈的变革，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而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也是这本书中最有
吸引力的地方。
写到这里，第一位学生就要闪亮登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于公元592年被推古天皇立为太子，辅佐朝政。
推古是日本古代非常有名的女政治家，为了顾全大局，她毅然决然地扶植起颇有政治能力的外甥而没
有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这也成为日本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因为本书的重点是描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发展路径，所以圣德并非浓墨重彩描述的人物，在这里只
是简要记述一下他的功绩。
在圣德太子及他后人的努力下，日本基本上确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确认了依法治国、佛教
为国家宗教的制度。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794年，奈良时代终结。
794年，对中国来说也是个不安分的年代，唐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日本也陷入了混战时代。
从794年一直到1603年，日本进入“城堡时代”。
庄园力量的强大促使武士阶层崛起，这些起初为了维护庄园安全而招募的保安们力量越来越大，最强
大的一些武士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名，大名与大名之间又不断混战，而天皇也就成了摆设。
有很多人喜欢拿日本这一段历史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相提并论。
的确，大名之间的争夺历史在日本被称为战国时期（1467～1573年）。
只可惜日本国土过于狭窄，每一个大名根本称不上一个小国家，无非是这个镇的镇长把那个村的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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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灭了。
再加上，日本的征兵制有严格限制。
一般农民是不能当兵的，武士也都是世袭制，属于半贵族，所以能拿着武器打仗的人也不多。
比如，那位赫赫有名的织田信长的成名之战是与骏河国大名今川义元的对决。
今川义元率大军而来，人数是25 000人；而织田信长的精兵则有5 000人之多。
到1603年，德川家康在杀妻、杀儿以及和无数村长死斗之后，终于统一了日本，创建了德川幕府，史
称江户时代。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很多能人志士也期待着维新救国，最后都无疾而终。
实际上，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别。
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结构表面上和中国比较类似。
国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士为武士阶层，掌握着兵权；农就是农民；工指的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
在商之下还有两个备受歧视的阶层，一个叫做秽多，也就是很脏的意思；还有一个叫做非人，干脆就
不是人了。
在这里要特别描述一下日本农民的生活。
日本农民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虽然从当时的法令来看，农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土地，但史料上记载农民迁徙的案例并不少。
一种迁徙是因为难以忍受苛捐杂税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还有一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奔赴水
草丰美的地方。
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们会借着去神社里祭祀的名义游山玩水。
而一个村落只要按时按量缴纳赋税，还是有一定自治权的。
村里的村官通常负责征税，他们本身也是农民。
当政府派遣检察官下来检查税收情况时，村官就邀请检察官大吃大喝，酒肉温泉洗浴一条龙之后，检
察官流着泪向上级汇报说，这个地方太穷了，饭都吃不上，自然税收大减了。
后来政府为了稳定税收就实行了“定免法”，根据过去三年或五年的平均收入来决定税收。
江户史学家田中圭一说，江户时代的农民是一群极不安分而且非常独立的群体，只要税收政策少不合
理就敢起义闹事和幕府对抗。
如果四个农民凑在一起不堪税负就敢扯起大旗上书“FARMER FOUR（F4）”而与幕府血拼。
农民虽然气性大，动不动就起义，但跟中国农民比起来，他们绝不是大字不识的乌合之众。
对比中日两国维新的背景你会发现，教育程度，似乎决定了成败。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这也为日本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百日维新之时，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
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而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已经广泛普及，并且形式多种多样。
譬如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研究，平时还向民间小孩子们传授
识字学习。
跟中国类似的是，当时的公立学校也是把儒家学说当做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有特色的是，日本的儒家
教育家们把修正中国的古典思想体系当做最重要的功课来做研究。
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学说讲求三从四德，这个大家都知道，女子要忠贞不贰。
而日本在这方面就开放很多，后人都说，日本人有“色”的传统。
日本经典文学作品中，男欢女爱的描写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在那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枕草子》当中就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古旧的木屋、纸拉门，烛光
闪烁，身穿和服的武士、发髻高簪，对着他的情人‘哼’了一声，那女人头颈低垂到完全看不到脸，
迅速爬了过来，武士矜持地坐下，然后⋯⋯”对比一下中国，虽然说咱们国家是泱泱大国，但毕竟自
古含蓄，一部《金瓶梅》如今翻阅还随处可见此处删掉多少多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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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有关教育的话题。
除了儒学之外，日本在与外国发生了关系之后，很多学问所也开始讲授荷兰语、西方技术等济世之学
。
在日本地方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起初藩校是为了培养武士，让这些保安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具备
文化素质，避免“业主”的挑剔。
到了江户末期，很多蕃校也开始增设了军事、外语等学科，正因为如此，武士阶层逐步成为了一个有
文化、有技术、有力量、有理想的“四有新人”，他们蓄势待发，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除了学问所和藩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与寺子屋。
民间学塾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开的学校，传播儒学、国学，后来重点教授外语和技术。
学生也不仅仅限于武士们。
到了江户末期，很多渴望报效祖国、改变国家境况的有志青年们纷纷加入到民间学塾来。
像后来的倒幕英雄高杉晋作，日本最著名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著名改革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都毕
业于民间学塾。
所谓的寺子屋则是进行儿童教育的民间学校。
因为日本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滋润的，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热心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从城市到乡村，寺
子屋随处可见。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非常发达。
因为各地的大名经常要到江户向领导汇报工作而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江户和领国之间，这给所经之地的
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这个道理很简单，哪个领导到达一个地方不得吃吃喝喝、没准还要顺便游山玩水、买点土特产。
后来，幕府更是开通了五大商路和几条海路，这些通道沿途的商人们就承接了给过往的官员、客人提
供马匹、人手帮助的项目。
随着米市、手工业的发展，富商和高利贷者成为了令日本人艳羡的职业，就如同我们今天崇拜巴菲特
一样。
而日本传统的商业城市大阪也成为汇集商人、高利贷的繁华城市，这个城市还形成了大米的期货市场
，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
几百年后，曾经被视为美国投资天堂的华尔街一夜之间变得冷清凄凉，而大阪这个有些古老的商业城
市依然坚强的运转着，发端于这个城市的众多财团、企业依然支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它们在未来会
迸发出更强劲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有谁会想到，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前，这一切都已经注定。
农业、商业、教育、运输，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发展着，能人、志士、武士们也都蓄势待发，到了19
世纪中叶，他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精神密码，打开之后，一个美轮
美奂，充满激情的世界依次展开，而他们则用奋斗、阴谋和杀戮震惊了世界。
接下来，我们就会掌握这个密码，看到这个新世界。
天皇，唯一的依靠15岁的睦仁生活是很困苦的。
他常常一顿饭只吃一个饭团子加一杯煎茶。
他居住的京都宫殿里也非常冷清，加上睦仁从小性格懦弱，宫里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少言寡语的少年。
他的父亲孝明天皇比他好不到哪去。
因为，在日本有两个“朝廷”，一个是居住在京都的孝明天皇，一个是掌握着国家真正权力的幕府将
军。
也许你会认为，即使被软禁在京都，天皇的小日子应该也过得不错，不愁吃穿吧。
那你就错了。
天皇一直过着撑不死、饿不着的日子，粗茶淡饭而已。
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像中国皇帝（包括傀儡们）一顿饭好几百道菜
、满汉全席，他们想都不敢想。
况且，除了天皇的女人和几个女官以外，宫里能伺候他的人少之又少。
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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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天皇都不知道宦官为何物！
这是个有意思的插曲。
在日本的宫殿里是没有宦官的。
有的史学家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岛国，基本上没有畜牧业，所以没有掌握阉割的技术，故而没有宦官
这个奇特的阶层。
的确，阉割绝对是门技术活。
在中国，从事帮助普通人成为太监的工作是一项很热门的职业—技术含量高、薪水高，而且永远不会
失业。
就算是金融危机了，皇上也要有半男不女来伺候不是。
而好的阉割师傅必须下手快、迅速止血，保证不会感染等等。
据说当年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因为实在太贫困没钱请专业技师阉割，只好自助，结果流血不止，晕倒在
大街上，幸亏一个老中医好心拯救其于血泊之中。
天皇没有太监照顾，而权倾天下的幕府将军更是不拿正眼看他。
睦仁和他的父亲一样，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比冷宫还要寒冷的宫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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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过二十九‘古来稀’，奔三之前把自己该写的写了，该做的做了，该哭的哭一场，该大笑时笑一
次吧。
”哥们儿手握着肥瘦均匀的羊肉串，一边往嘴里塞毛豆，一边含混不清地对我谆谆教诲。
之后，安下心写作的欲望，伴随着烧烤架上腾腾升起的浓烟越发强烈。
遂开始提笔，告诉自己，走上这段与文字和历史有关的征途吧。
虽然也纠结过，为了写满一本书的文字，错过了冬天里最后一抹夕阳，错过了初春街头姑娘们的新短
裙，错过了盛夏胡同里一缕缕的槐花香。
但回头看去，电脑屏幕上爬满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目光里充斥着奋斗、杀戮、刀剑、彪悍、软弱，
中间夹杂着罗永浩、郭德纲、小沈阳、周杰伦的只言片语。
没想到，就这样有时激动、有时散漫地写完了一个故事的横断面，完成了一次文字的旅行。
还算是字正腔圆、精神饱满吧，至少我记录了历史表层下的杀人越货、怪力乱神、刀枪剑戟，虽然自
己也常常被重叠的历史弄得晕头转向，但我明白那些人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想喝什么酒，想杀什么
人。
偶像是一本本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盼着自己也能写得如此春秋曼妙，夕阳、弓箭、杯酒都挥洒
自如，却一不小心荒废了心事。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麻辣日本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世的人喜欢归纳演绎故作高深的文章，于是日本和它的那段历史就始终保持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
。
不过还好，我们有了这本《麻辣日本史》，它“有真性情、有朝日啤酒和生鸡蛋”。
在入世的嬉笑怒骂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当年的日本如何颠簸激荡；在现代的幽默情怀里，我们又活生
生目睹了这个岛国如何崛起。
 　　——白益民，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我从陈伟的文字中学到了
很多东西，对于祖国的历史，有了新的发现。
不知他究竟阅读了多少本书，才能对异国的历史积累这么丰厚的知识和理解。
他对日本历史的兴趣、热爱和激情，以及进取、求知和向心的态度，我是感觉到了的。
我很有信心地向诸位读者推荐这本书。
 　　——加藤嘉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生 著有《以谁为师》轻松幽默的笔触，把一段值得
中华民族铭记、借鉴、反思的历史娓娓道来，轻飘飘的写法背后，传承了大国民的沉重感。
　　——肖宾，《京华时报》经济新闻部主任 著有《地产江湖》和《千年财经》日本这两字一看就清
汤寡水，怎么可能麻辣呢？
但我被辣到啦！
陈伟是个顽皮的历史学家和庄重的说唱歌手。
 　　——困困，《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麻辣日本史>>

编辑推荐

《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他是顽皮的历史学家与庄重的说唱歌手你可以不懂历史，但你不可以不看
邻国崛起的精神密码中国必须了解的历史真相比《明朝那此事儿》更好看，比《德川家康》更值得阅
读！
你可以不懂历史但你不可以不看。
我希望用这样一种笔调来记录这一切有战争、有人物、有真性情、有朝日啤酒和生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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