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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中文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不仅是英文原著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或可称之为“修订
中译版”。
1993-1995年间，我曾三次访问中国，累计历时一年多，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我写作时未能直接
引用的原始资料，这可以在“修订中文版”中引用。
这些资料对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应是案头常备的。
译者李仲贤先生非常细致，为了翻译准确，乐于让我阅读他的译稿，加以增删校改，包括对英文原著
的修订，这就是我认为本书可称为“修订中译版”的原因，而这也完善了原著。
李先生是退休人士，按退休前的职业，如果称他为学者或翻译工作者，他会感到不自在的。
但他像学者般热爱历史和学问，也像专业教师或翻译工作者般热爱语言文字。
这是我在1996年9月和他在广州第一次会面时，以及在近来我们的通信中得到确证的。
每当我想到李仲贤时，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学者和翻译工作者。
由他翻译我的书，我是感到非常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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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
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
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
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
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
植”的对比研究。
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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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达（Douglas R.Reynolds）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现代史、日本现代史专家。
精通中文和日文，经常出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各种学术会议。
其研究重点是现代中日关系，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曰文化交往，成果卓著。
本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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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著名的百日维新发生于1898年6月2日到9月21日，由于是最高层合法地确认对日本新的评价，不
应等闲视之。
对日本一向极感兴趣的激进改革者们，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直接参加了。
由于光绪皇帝决心支持，1895年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高潮。
在103天内，颁发上谕一百多道，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等方面进行改革。
9月初，光绪命谭嗣同等四人任军机章京，协助处理改革事宜。
这引起了朝廷顽固分子的恐惧，空穴来风的阴谋、火上加油的谣言都加在康有为身上。
其实，他在这整个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
无论康、梁、谭及黄遵宪个人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如何，由于不断地把日本作为范例加以宣传；结果
是使许多改革都受明治原型的启发。
得意洋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大胆的尝试。
在9月中旬，改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三度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以非官方身份到中国观
察改革情况。
和他同船到天津的辻武雄（1868-1931），是发行《教育时论》的公司的副社长，后来又担任重要的顾
问、教习及长期对中国戏剧性事件的评论员，专门收集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
返日后，他向日本读者报道称：“清国维新方针，不但大体根据我国，特别是教育一切都仿效我国制
度，并派帝国大学（京师大学堂）视察员赴日，派遣留学生赴日，招聘日本的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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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分感谢袁伟时教授的信任和具体帮助，使我能在退休后的老朽之年，仍能做点自己喜欢、也自以为
有益的事，他的信任其实是极具冒险精神的。
感谢作者任达教授反复细心校改译稿，甚而增删原著。
感谢袁征教授多次为我借阅参考资料；小友黄颖红同学为我就一些拼音日文翻译问题向广州外语学院
的教授们请教，他们并不认识我，却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尽量为我解答。
袁教授告诉我，在本书排印前，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又重新校改了译稿。
因此，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做的。
总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近代史，窃以为不了解近代史，便无从深刻了解今天的态势。
但数十年匆匆而过，竟未能对近代史增多一点确切的认识，未能摆脱一些因循的见解，也未能解开众
多迷惑的疑团。
从任达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读到前所未见的史料，也触发我思索一些从未想过
的问题，于是不揣自陋，斗胆应承了这书的翻译工作。
书中的若干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也曾就此与作者讨论以至争辩。
但翻译的责任只是尽可能让读者如实地读到作者说的一切，如何评价，读者自会衡量。
选择这本书的读者，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之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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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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