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1236954

10位ISBN编号：750123695X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王振锁,徐万胜

页数：4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前言

一、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如果从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7年）并到达印度（达·伽马
，1498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首次1492年）算起，人类跨入近代社会已经500余年，但中国和日本
被拖入近代的历史还都不到两个世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
段划分，“近代”（Modem times）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把“近代化”（Fhe
modernization）视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然而，当1917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翻开了“现代史”
的第一页，这是以往的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准历史分期法。
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有为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和性质呢？
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来说，这的确是个无法绕过的理论难题，因为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客观世界里，社会主义转过头来“补课”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并继续发
展，“市场经济”不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20世纪以来处于并行和对立状态的两大社会制度
，正呈现交叉、互补、趋同发展的状态。
我们理解的现代（The present age），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与“当代”的含义基本相同的
概念。
而我们理解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起点、范畴、内容、性质等所有层面上既有大量与“近代
化”重合的内容，又不受“资本主义化”思维范式的约束。
现代化是一个近代以来人类摈弃封建生产方式和思想传统、追求更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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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内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政治史的框架、内容和结构重新进行了梳理，力求做到条理
清晰、内容全面、取舍得当、论述客观。
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可读性。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分为战前和战后两大时期。
从广义上讲，政治史的涵盖面很广，《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则主要以日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变化
、变革及其历史的沿革为主线，阐述日本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的幕藩体制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现代民主
制国家的。
　　中国迄今尚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日本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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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由于幕府采取锁国政策，这些捕鲸船不能进入日本的港口以获得燃料、水、食品等补给
，并且，在气象条件恶劣的北太平洋地区不断发生船舶遇难事件，这时也无法向日本求助。
当时，幕府对于在日本近海失事的船只，没收船只和货物，将船员监禁并在长崎搭乘荷兰船或中国船
送出海外。
对此，各国都强烈要求日本开国。
尽管各国船只频繁往来日本近海，但幕府仍不顾各国的强烈开国要求，并于1825年发布“外国船只击
退令”，采取了强硬态度。
但是，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土地并开放广州、上海等五港口，这对日本朝野上
下产生严重冲击。
于是，在对欧美各国的军事力量持有警戒心和恐惧感的同时，幕府被迫于1842年废除了“外国船只击
退令”，准许给外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品等，同时加强了海岸线的警备体制。
在日本“内忧外患”、幕政软弱无力的背景下，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开始独自进
行藩政改革以便应对危机。
幕末的西南诸藩虽各自进行藩政改革，但其中仍有着一些共通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以重建濒临重大危机的藩财政为目的，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救济对策。
例如，长州藩在1830年代已陷入财政困境，该藩一面增设税种、扩大收入，一面加强对造酒、当铺、
米店等行业的统制，实行营业执照制，至1846年该藩的负债额已清理过半；同样，萨摩藩虽也负有巨
额债务，但1835年采取了计划在250年内逐年偿还藩债的强硬措施，并大力发展农业、开发地方产品。
另外，萨摩藩还基于其对琉球的“领有权”，以琉球为中介从事走私贸易。
第二，为迅速应对外部危机，在进行军制改革的同时引进现代武器，与之相配合充实军事教育与训练
。
例如，长州藩于1855年设立“西学所”，研究西方军制，探索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等，
以供海防之用；萨摩藩于1851年设冶铁所制造机械，1855年建成综合性近代兵工厂“集成馆”，
从1856年起学习英国海军建设水兵队。
第三，将负责藩政的人事安排从以身份为主变革为以实力为主，一批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开始受到重用。
例如，长州藩在“安政（1854-1860年）改革”期间破格起用下级武士参与藩政，该藩中先后出现了吉
田松阴及其门生高衫晋作、久坂玄瑞等倒幕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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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之一种。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序论所述。
显然，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分为战前和战后两大时期，前后两大时期的时间段也相差无几，所以本书共
设十章，前五章为战前部分，后五章为战后部分。
从广义上讲，政治史的涵盖面很广，以40余万字的篇幅将这100多年日本政治的风云变幻梳理清楚、交
待明白，确实不容易，所以必须有所取舍。
本书主要以日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变化、变革以及内阁的沿革为主线，阐述日本是怎样从一个封
建的幕藩体制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现代民主制国家的。
中国迄今尚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日本政治史。
日本人写的日本政治史，其中两部翻译成中文，一部是信夫清三郎的《日本政治史》（共四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内容是从幕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没有涉及战后；另一部是升味
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共四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四卷中前三卷是战前，后一卷是战后。
显然，由于出版时间较早，两部书都是重战前、略或轻战后。
另外，两部著作的共同点是，全书共四卷，洋洋数百万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都出于名家之手，
是比较典型的学术著作，有可资参考的学术价值。
但不足之处是内容庞杂，学术性太强，文字欠精炼，不太适合中国读者阅读。
本书在参考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国内外有关日本政治史著作的基础上，对日本政治史的框架、内容和
结构重新进行了梳理，力求做到条理清晰、内容全面、取舍得当、论述客观。
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可读性。
本书的撰写由王振锁、徐万胜共同完成，王振锁承担序论，第四、五、六、七、八章，附录；徐万胜
承担第一、二、三、九、十章。
由于作者水平、资料来源和时间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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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的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
体性、系统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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