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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
本书写于1872-1876年，是作者启蒙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分为17篇，分别论述了学问的主旨、学者的本
分、国民的职责、平等权利、文明开化、品德修养及个人自主和国家独立等问题。
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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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
家，基本上可以说是日本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
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
功臣”、“日本的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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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既然是社会中的一员，就必须尽到与他人交流的义务。
人世间的学问，如工业学、政治学、法学，都是为了扩展人类社会的交际而设立的，如果没有交际，
这些学问也都没有丝毫用处。
政府之所以制定法律，是为了防备坏人，保护好人，当然也是为了社会交际的畅行；学者之所以要著
书立说，是为了教育后辈，引导或激励后辈的智慧，同样也是为了保证社会交际的畅行。
古时候的中国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治理天下就好像分肉，一定要公平”；“比起清除庭园里的杂
草，不如扫除天下（的杂草）”。
这些话的意义也都是为了推进人类社会的进化。
不管是谁，哪怕只是地位卑微的人，本意上也都愿意为社会作贡献，这是人之常情。
有的人虽然没有亲自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记录，但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子孙后代的成才留下了自己的功德
。
人只要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就算是尽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义务。
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人，那么我们当今的世人也感受不到文明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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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福泽谕吉的《劝学书》号召日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赶上先进国家。
该书对文明的进步充满信心，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李洪峰（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福泽谕吉可以说是引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思想主将，是
积极接受和大力宣传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者。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和富强都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
首先要实现富强。
梁启超、严复接受了并弘扬了福泽谕吉的理论，使得富强在迫切性上压倒了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经历了几次政权更替，但富强梦始终没有改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福泽谕吉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之一是阐发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国
家理性”，从这种角度看，日本现代史上的那些排外或扩张主义均可视为缺乏或者背叛这一“国家理
性”的结果。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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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劝学书》：一万元日币的头像不是明治天皇，不是伊藤博文，而是福泽谕吉；明治维新第一功臣不
是西乡隆盛，不是大久保利通，而是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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