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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皇、武士及和服，是传统日本给我们的最直观的印象。
这个国土面积是英国1．5倍的国家，曾一度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执亚洲之牛耳。
    100多年前，清朝驻日公使馆的黄遵宪就将日本和中国并列．作为东方足以自立有为的国家。
他提出：“故夫君主之国，有传之数世者焉。
有传之数十世者焉。
如商之历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
若夫传世百二十，历岁二千余，一姓相承，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其惟日本乎？
”    由于中日两国一海之隔，地理位置接近，经常称两国为“一衣带水”、“一苇之隔”的邻邦。
从文字、地缘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把日本作为中华文化圈之内的一个国家。
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亦将日本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即出现于100年到400年之间的一个独特的、中国文
明后代的文明。
现代日本，一反过去持续学习中国大陆文化的特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等各个方面，
都深刻左右过我们，它的影响更是至今未衰。
日本，是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邻国。
    在19世纪以来的东亚国家近代化浪潮中，日本一跃走到了东亚各国的前列。
伴随着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帝国开始崛起。
国力日益强盛的同时，日本也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一度打出“脱亚人欧”的口号，但历史最终还是将日本留在了亚
洲。
带领日本摆脱殖民危机、耀武东洋的，正是日本的天皇。
竹内好曾说过，日本“一草一木里存在着天皇制”，因为曾经的“万世一系”的宣传，天皇与皇室更
让人倍感神秘。
    为什么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保留了包括皇室的诸多传统．而我们中国却在持续的动荡中走向现代
？
日本王朝的流转与皇室的绵延不绝．让我们在思考中日两国历史时不禁浮想联翩。
    当今的君主制国家中，日本天皇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日本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古代的天皇，多来自传说，其事迹也大多无考。
考古学可以确认的是第lO代崇神天皇，而可以据为信史的记载，则要从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时开始。
14世纪，日本皇室一度分裂为南北朝，但不久即重新统一。
从此大和民族统一日本，“万世一系”虽言语夸张，但日本从未亡国失君也是历史事实。
按照年代计算，日本皇室有l’700多年的历史了。
    一般将天皇制看做二三个阶段，即古代天皇制（593—1868年）、近代天皇制（1868一1945年）和现
代天皇制（战后）。
从日本历史中可以看到，天皇制度的存在从传说到“王”、确立律令制的中央集权统治、皇室与武家
对峙、倒幕成功“神圣不可侵犯”、“人格宣言”后的天皇制这五个大的阶段。
在形成并长期延续其统治的过程中，天皇及其皇室在引进当时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上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开创日本国本身的文化中多次引领时代之风。
“天皇”这一称呼就是在7世纪从唐王朝引进使用的。
在日本最早的政治文献记录《日本书纪》、《古事记》中关于日本的很多记载中可以看出，天皇及皇
室与日本国家密不可分。
而战后天皇在即位大典、神器继承、新尝祭等大型仪式中不仅吸引着众多国民的眼球，在国家重大事
件上，天皇及皇室也已经成为代表日本传统的国民的文化情结。
虽然现代统治者的地位多由宪法或法律加以确认，然而日本天皇与皇室的存在却包含更多的历史因素
，甚至在包含战国时代的室町幕府时期，无论如何强大的大名政权都无法取代天皇的统一的象征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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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天皇在偏居一隅的艰难中代代相传。
    “万世一系”是日本自近代以来所宣传的皇室特色。
自古以来，这一“家国永传”的特色就很让人惊叹。
如《宋史》就记载宋太宗召见来华僧人奇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
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
因叹息谓宰相日：‘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
此盖古之道也。
”’实际上，有文字记载（包括传说）的天皇也只是125代。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天皇的“代”，虽然出自一“家”，但是却并非都是父子相传。
古代更多的是兄弟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7世纪时，不仅存在着天武天皇、天智天皇两个世系的皇位争夺，到了14世纪，更产生了南北朝的严重
分裂。
同时，日本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重祚”．也就是第二次登基成为天皇的史实。
如齐明天皇和皇极天皇就是一人．孝谦天皇和称德天皇也是重祚。
另外，第39代天皇弘文天皇本是天智天皇长子大友皇子（648—673年），又称伊贺皇子。
他博学有才，但因与其叔父大海人皇子争夺皇位，在壬申之乱中战败自杀。
明治三年（1870年），明治天皇追谥其为弘文天皇。
另一个追谥的天皇是早良亲王（750—785年），早良亲王本为太子，后被废，在流放淡路途中绝食愤
死，800年被追赠为“崇道天皇”。
    中国的女皇武则天曾留下很多丰功伟业。
日本也有女天皇，而且数量有“十代八位”：推古、皇极（齐明）、持统、元明、元正、孝谦（称德
）、明正、后樱町。
    现在的日本皇室包括天皇及其直系家属（皇族），皇族又分为内廷和在外的宫家两部分。
内廷目前的成员有5位：明仁天皇、美智子皇后、德仁皇太子、雅子皇太子妃、敬宫爱子内亲王。
据《皇室典范》规定，现在的皇室成员除天皇、皇后外，还包括皇子、皇弟以及他们的妃子和子女。
宫家的皇族成员目前有五个宫家：秋绦宫5位、常陆宫2位、三笠宫2位、贞仁亲王4位、桂宫l位、高圆
宫4位，共有18位成员。
皇室成员都有名无姓。
皇室的名字是由“宫号一名一亲王衔”组成。
天皇的女儿长大出嫁后，可以改姓夫家的姓。
    在古代日本，姓是用来表示职位或者功绩的，由天皇赐给大臣使用。
为了表示自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世的神（即“现人神”），当然也没有姓氏的必要了。
天皇家族的人，只有名。
当然，传统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从不使用姓氏也并非绝对，如天武天皇就自称姓赢，推古
女天皇自称姓额田部。
这个特殊的皇室一族，在近代不受日本户籍法律的管辖，也没有选举权。
    自古皇家规矩多。
皇室成员取名也有“一定之规”。
现在的天皇、皇族的名字中，男子名字里都有“仁”字，女子名字中都带“子”字，男女尊称里都有
“宫”字。
这是自858年清和天皇即位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
现在天皇和皇太子的名字分别是“继宫明仁”和“浩宫德仁”。
天皇的名字选自《明治天皇诏书》和中国的《易经》；皇太子的名字则选自中国的《中庸》。
皇族女子起名时参考《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皇族男子起名时则引用中国古典著作。
从这里可以一窥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影响之深远。
    建国、建制、民主化，在这三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日本皇室经历了神裔、贵族制和世俗化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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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所记载的历史往往以“王侯将相”的历史特色而备受诟病，但早期日本的历史，正是由皇室及其
相关的活动记录所构成的。
如同江马修的著作《山民》中的竹泽宽三郎一样，过去爱好古典的日本人，往往会熟读《古事记》和
《日本书纪》，并因此将天皇尊崇为神。
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无与伦比、负有特殊神圣使命的特殊民族。
江户幕府末期的“尊皇倒幕”思潮，即由此发端。
    到了明治时期（1867—1925年），天皇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化。
明治初期，日本历史甚至演变成为包括《皇朝史略》和《日本外史》的“皇学”。
天皇与皇室的存在同日本泛滥的民族主义胶合在一起，鼓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意识，从而引发了
东亚及东南亚的战争灾难。
战后，“太上皇”麦克阿瑟君临日本的同时，也承认天皇对日本稳定的重要作用。
虽然后来的新宪法对天皇及皇室的存在做了明确的规定。
但在日本也一直存在对天皇、皇室存否及其存在价值的争论。
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战后日本宽松的政治现实，同时也给天皇及其皇室在新时代的存续提供了参考
和推动力。
    天皇及其皇室的存在，在不远的将来仍将是日本的一个社会现实。
了解现存的日本天皇及其皇室的溯源及其流变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的窗口。
关于皇室的记载虽然可以作为日本历史的部分构成，但不是历史全部。
历史是“一个果园，园子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结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
即使是以皇室为对象的本书，也只是有关天皇和皇室的部分记载，它能提供的只是了解日本的一个小
小透镜。
希望通过本书，能推动并深化您对日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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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皇室：百代家国》选择欧洲和亚洲具有典型性的几个皇室家族作为主要故事，以历史文献
资料为素材，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挖掘、整理，以家族历史为主要剧情，以皇族重要人物为主角
，由历史学家担当编剧和导演，来表演几出皇族历史剧。
主旨是在全面、有重点地揭示不同国度、不同政体的皇室人物和家族历史的同时，完整、生动地叙述
和展现相关的历史、政治、宗教、军事、制度、官闱、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历史事件的全貌。
创作动机即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解读，探索并展示皇室家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和变
革中所起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
此外，作为主要面向中国读者的读物，与此前相关题材的作品相比，本丛书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内容适
当增加了一些分量，当今中国百姓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也有选择地增加了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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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山名方面有斯波义廉、自山义就、一色义直、六角高赖等，大本营在幕府以西的山名
持丰邸，称西军。
5月26日，两军开始大战。
最初东军稍强。
8月，大内政弘率军2万东上京都，支援西军，10月激战于相国寺，未决胜负。
此后京都地区的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战乱逐渐波及地方。
战争中，东军控制将军足利义政、后土御门天皇和后花园上皇，西军则控制义视和南朝的后龟山天皇
之重孙，双方均以自己为正统，称对方为贼军。
应仁之乱中，京都大半化为焦土，相国寺等古建筑与许多艺术珍品遭破坏，人民备尝离乱之苦。
战乱后，幕府将军、守护大名和庄园领主贵族的力量更加衰弱，日本历史进入新兴的战国大名互相混
战的战国时代。
后土御门天皇即位后即处在“应仁之乱”之时，各地寺庙和公卿的宅邸纷纷被战火涤荡一空，朝廷的
财源自然也成了问题。
为了避乱，天皇不得不到足利义政在室町的宅邸中过了10年的避难生活。
避难中，甚至有天皇与足利义政的正室日野富子私通的传言，这个传言使得日野富子与足立义政的关
系转至冷淡。
1500年，后土御门天皇驾崩，后柏原天皇（1500-1526年在位）于小御所践祚。
此时日本国内诸侯纷争，战火不断，幕府财政穷困不堪，后土御门天皇的葬礼只拿出了区区百贯文钱
，无钱安葬致使天皇的尸体腐烂生蛆，最后不得不依靠各个寺院和商人出资赞助才勉强人葬。
然而，接下来新天皇即位典礼仪式的举行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起初幕府打算在可控制的领地内征收特别税款来筹措典礼所需费用，但是却发生了若狭守护武田元信
、元度父子被国人土豪攻杀的事件，课税的计划因此无法继续。
1502年，管领细川政元放言：“即位大礼仪式毫无益处，徒费钱孥。
”五年后政元被养子澄之暗杀，畿内政局混乱至极，天皇的即位大典也就无人过问了。
直到22年后，朝廷依靠中止各种仪式来节约费用，再加上室町幕府和本愿寺的捐献，才补上了即位的
典礼。
后柏原天皇与父亲后土御门天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天皇将贫穷归咎于自己的罪业，于是寄托希望于阿弥陀佛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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