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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日本人对武士道精神的诠释名作。
该书是外国读者和日本问题研究者深入了解日本，认识日本民族精神，探讨日本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
的必读经典，它还能揭开日本何以成为军国主义及经济强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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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新渡户稻造 译者：周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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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作为伦理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正如日本的象征——樱花，它也是日本本土开出的一朵花
。
它不是保存在我们历史标本馆中的古老美德的干枯标本，而仍然是我们力与美的鲜活载体。
即使它显现不出可触摸的形态，却仍能散发出道德气息，而我们也确实依然处于它的有效法力之下。
当初产生燕滋养它成长的社会形态早已消失，这就如同那些遥远的星辰，即使不存在了，我们却依旧
能感觉到它向我们投射来的光芒。
武士道产生于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消失后，它依然存活，并且以它的光辉继续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
。
在武十道被人遗弃的母体制度的停尸架旁，伯克曾致以著名的动人挽歌。
能用伯克使用的语言（即英语——译者）来讲述武士道，我感到高兴。
　　可悲的是，缺乏有关远东的信息。
这表现在即便是博学者如乔治·米勒博士，也曾毫不犹豫地断言，骑士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制度，
无论在古老国度或者现代东方，都从未存在过。
不过，这种偏见是可以得到我们谅解的。
因为，毕竟是在这位好心博士的著作第三版面世后，偑里准将才叩开了我们闭关主义的大门。
再过十多年，在我们的封建制度处在生死存亡时，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提醒读者研究封
建制度的社会及政治机制的优势，那时，只有日本还保留有这种制度。
与此类似，我想告诉学习历史及伦理学的西方学生：要研究武士道精神，还得关注当今的日本。
对比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并撰写成历史论文，这是件很具诱惑力的事情，但不是本书的
目的。
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是：第一，我们的骑士精神的起源与渊源；第二，它的特质与教义；第三，它
在民众中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延续性与永久性。
以上几点中，第一点是简略的，否则我会将读者带进日本历史的曲折小巷中；第二点将用较多篇幅，
因为国际伦理学与比较行为学专业的学生很可能对我们的思考、行为方式感兴趣；其余两点将作为结
论处理。
我尝试把“武士道”这个日语词译作英语Chiyalry（即“骑士精神”——译者），以更具表现力。
Bu—shi—do字面作“武士之道”解，就是从武的贵族在军事生涯及日常生活中理应遵从之道。
简言之，就是“武士准则”，武士阶层“贵族理当行为高尚”。
给出这个词的含义，我再使用它的原词，使用原词的可取之处还有：像这种封闭式、独特，产生一种
特殊思维及行为方式，又这样富有地域性的定义，必然有其独特的外部特征。
一些词语具有民族性，能体现出鲜明的种族性，使得最好的翻译也不能展示也它们全部的特质，甚至
会被扣上不恰当、不合适的帽子。
谁能通过翻译即能完善地表达德语中“Gemnth”的含意？
英语中gentleman和法语中gentilhomme是文字上紧密相连的两个词，可谁会感觉不到二者之间仍有区别
呢？
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
它不是成文的典章，多是一些口耳相传的箴言，或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
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却对实际行动颇具约束力，就像书写在武士们心灵中的一部法典。
它不是源于某一个人的头脑创造，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华；也不是源于某一个人的生平，无论这个人
多么显赫。
它在数十年、数百年中，武士精神发展中有机形成的。
它在伦理历史上的地位，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历史上的地位相像。
当然，它终究是难以与《大宪章》或《人身保护法》相比较的。
十七世纪早期的确颁行了《军事法》，当中包含十三条简短法令，对婚姻、城堡、联盟等做出规制，
对道德仅仅有所简单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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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对武士道给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说：“这里就是源头。
”由于武士道精神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在时间上，它的起源或可被认为是封建时代。
但是封建时代本身是错综复杂的，武士道也同样具有错综复杂的性质。
可以说，在英国，封建政治制度始于“诺曼底征服”，我们可许也可以说，在日本，封建制的崛起与
十二世纪后期源赖朝的统治大致雷同。
当然，正如在我们可以发现英国远在威廉时期就有封建制萌芽，我们也会发现日本的封建制萌芽要早
于我刚才提到的源赖朝。
再者，和欧洲一样，日本封建制正式建立之时，专职的武士阶级随之崭露头角。
这些人被称为武士，就像古英语中的骑士，字面意思是卫兵或侍卫——件质类似于恺撒讲述的阿魁塔
尼亚的死士，或者接近于塔西佗所说的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抑或再往后作个类比，就像人们从书
上读到的欧洲中世纪的士兵。
日文中也普遍采用汉字“武家”或“武士”来表示。
他们是一个特权阶级，主要来自以打杀为业的一群下层人。
在长期频繁的战争中，这一阶级不断有最具男子气概、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当然对这个阶层人员的
筛选也一直未停，孱弱者被淘汰，就像爱默生所说的，只剩“一群拥有男性气概的、具有野性力量、
粗鲁的人”得以存续下来，进而组成武士家族与阶层。
当他们获得巨大的荣誉和特权，也相应地承担重大的责任。
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就像医生以职业道德
限制同行之间的竞争，又像律师违反了职业规范就要被质询，武士们也必须有能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进
行最后审判的一种衡量标准、一种标准手段。
搏斗要公平！
在这种野蛮、天真的原始意识中，孕育着丰富的道德理想。
它难道不是所有文武之德的根本吗？
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经成人，不屑于此！
）英国小孩汤姆·布朗天真的愿望，“身后留下既不欺负小孩也不畏惧成人的名声”。
然而，谁不会知道这愿望就是规模宏大的道德建筑赖以崛起的基石？
我这么说并非言过其辞，最温和、最爱好和平的宗教也支持这个愿望。
英国之所以伟大，多是因为建立在汤姆这个愿望的基础上，而我们不用多久就会发现，武士道屹立的
基石也不小——无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战争的实质就像贵格派教徒已证实的那样，它是野
蛮的、不正当的；我们还能够和莱辛一样认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
”“卑鄙”、“怯懦”对健全、单纯的人格而言是最耻辱的绰号。
儿童伴随这些观念开始人生，武士也是如此。
不过，随着生活的扩展，关系变得多样，早先的信念从更高的权威、更理性的渊源那里寻求认可，从
而获得自我确认、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
假如只单独实行军事体制而没有更高的道德支持，那么武士的理想离武士道会有多么遥远！
在欧洲，基督教被用以解释骑士制度的合理，并为骑士制度注入了精神性元素。
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大灵魂。
”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处渊源，待下文细叙。
　 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　 我先从佛教说起。
佛教赋予人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一切安然顺从，在危险与灾难面前坚忍克己，轻
生向死。
有一位杰出的剑道教师看到学生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绝技时，说：“我对你的教导到此为止，往后能帮
你的只有禅宗教义了。
”“禅”的日文含义：“表示人类努力摆脱语言，借助冥想而达到的思想境地。
”它的方式就是冥想。
在我看来，它的主旨就是确信有一种构成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且，如果可能，还要确信有一种绝
对的“本身”存在，并使自己与这种绝对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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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定义，表明它超出了一个教派的教义。
无论是谁，达到对绝对的理解，就使得自身超越世俗事务，悟到“一番新天地”。
佛教未能赋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刚给予了充分补充。
对君主如此忠诚，对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教过这些，而神道教义却为武
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
神道教没有“原罪”教义。
相反，它相信人类灵魂有与生俱来的善及神性的纯洁，并把它敬视为宣示神谕的圣殿密室。
人们会注意到，神社毫无可供礼拜的器物。
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处，仅是内殿悬挂着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
这个物件的出现很容易解释：它代表人心：当人心完全平静清澄时即显出神的形象。
因此，当你站在神社前朝拜，你看到发光的镜子表面映出自己的形象，这朝拜的行为等同于古希腊德
尔斐训谕——“认识你自己”。
不过，希腊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并不意味着对于人
的肉身的认识；这种知识是道德类的，是我们道德本质的内省。
蒙森在对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时说，前者礼拜时仰望上天，因为他的祈祷是沉思；而后者则蒙住头，因
为他的祈祷是凝视。
我们的内省从根本上与罗马宗教观念相同，相比个人道德，更多是对个人的民族意识的重视。
对自然的崇拜使国家观念深入我们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一个世系一个世系地追溯，最后使皇室成
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
于我们而言，国家不单单是挖掘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和土壤——它是众神即我们先祖之灵的神圣居
所。
于我们而言，天皇不单单是法治国家的最高警察，或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还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
表，身上融合了上天的权力和仁慈。
如果布特密先生所言英国皇室“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还是国家统一的创始人和象征”正确的话，我相
信对日本皇室而言，这番话可以得到双倍以至三倍的肯定。
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爱国主义及忠诚。
阿瑟·梅·奈普所说千真万确，“希伯来文学里，我们常常难以分清作者是在表述上帝还是国家，是
在表述天堂还是耶路撒冷，是在表述弥赛亚还是这个民族本身。
”类似的困惑可以在我们国家对信仰的术语中注意到。
我说困惑，那是因为由于语言含混不清，逻辑性强的人们会如此认为；而作为民族本能和种族情感的
一种框架，神道从不伪装成系统的哲学或一种合理的神学。
这种宗教——或许，称之为这种宗教所表现的种族情感更加正确——给武士道彻底灌注了忠君爱国主
义。
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动力；因为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
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截简单的行为准则。
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
他所阐释的主仆（君臣）、父 子、夫妇、长幼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其实只是证实了在他的论著从
中国传人之前，我们民族已经本能地认可。
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平静、宽厚、处世智慧，非常适用于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
孔子贵族式的、保守的格调非常适合这些武士政治家的要求。
孔子之后，孟子对武士道施加了权威性影响。
他的既强有力又富民主色彩的理论吸引了那些有同情心的人。
孟子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是有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长时期受禁。
虽然如此，这位大师的言论还是在武士们心中扎下了根。
孔孟的论著成为青年的主要教科书、老者讨论的至高权威。
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
有句谚语讥讽一个只懂孔子理论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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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个文学的博学之士称作书虫。
另一位则把学识比作散发着臭味的蔬菜，在适合食用之前必须一遍一遍地煮。
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
其实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当知识被吸收进学习者的头脑并在他性格里显现出来，才是真正的知识。
一个知识方面的专家被看做是一台机器。
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
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认为宇宙变化过程是没有道德因素的。
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
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是被看做只会背出诗歌警句的便利机器，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
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
王阳明毫不厌烦地重复着，要“知行合一”。
在这个话题上，请允许我暂时偏离主题，因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这位先贤教诲的影响。
西方读者很容易在王阳明的著作里辨认出多处与《新约》有相似之处。
要是允许各自运用专门用语，像这段“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它所
表达的思想几乎可以在王阳明著作的任何一页中找到。
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天地万物之主，寓于人心乃为智；故智有生机，光芒长在。
”又说，“本体之灵光纯洁，不因人意而变。
油然生发心智，揭示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所降光明也。
”这些话语听上去和艾萨克·潘宁顿或其他哲学神秘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何其相似！
我认为，神道教以简洁教义所表达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接受阳明学说尤其开放。
他将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挥到极端先验主义，认为良知不仅具有感知善恶的能力，还具有感知心
理事实与物理现象的特性的能力。
在唯心主义方面，如果他没有走得更远，也和伯克利及费希特一样，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
即使他的理论体系有唯我论而产生的一切逻辑错误，它仍具有一切坚定信仰所具备的作用，而且它在
发展独立性格及沉静态度的方面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如此看来，无论何种渊源，武士道从中吸取并融人自身的基本原则都少而简。
尽管它们少而简，可即便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动荡危险的时期，它们也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之道。
我们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纯朴，他们从一束在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径中捡拾而来的谷穗，由平凡、
断碎的教导组成，并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因时代要求激发，从这些谷穗中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类
型独特的男子汉气概。
敏锐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这样总结他对十六世纪日本的印象：“十六世纪中期以后，
政府、社会、寺庙。
日本的一切都是混乱的。
由于内战，人们的行为又回复到野蛮人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公正的化身——这些形成了能与十
六世纪那些意大利人相比的日本男子。
泰纳赞美那些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身上具有‘强大的独创力、一旦下定决心就不顾一切去实践承受的巨
大能力。
’与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粗鲁方式’使人成为一种超级动物，‘完全是好斗的，完全是
反抗的。
’这就是为什么十六世纪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质——禀性与精神上的极大多样性。
在印度乃至中国，男子的差异看起来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还有性格原创力的不
同。
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的标志，也是发达文明的标志。
如果我们使用尼采的话语来表达，也许可以说，谈及亚洲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谈及
日本人时——却如同谈及欧洲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山峰。
”至于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所说的人们普遍存在的一般性格特点，就让我来向大家讲述吧。
我将从“正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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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士道》(双语)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农学家、国际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的代表作。
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日本武士道的真相，希望澄清外界对于日本武士道的误解。
该书是一部日本人自己对武士道精神进行全面诠释的学术著作，尽管作者在书中竭力美化武士道精神
，但是从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虚伪、偏执、残忍的实质。
新渡户稻造的该著作完成于1899年，最初是作者为使外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而用英文所作的。
该书一经面市，不仅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风靡一时，更成为日本精神文化的经典之作。
该书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武士道的起源、特质及其影响和未来，为日本国民性和军国主义找到了思想源
头。
虽然作者对于武士道的一些行为和做法找了各种解释和理由试图说服读者，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其中很多说词是极为牵强和难以令人信服的。
武十道，可以视为日本民族美德的干枯标本，它受日本人推崇，但本质又如此虚伪、偏执、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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