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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日本通史》系《世界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书。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日本通史》讲述了日本列岛和日本人的形成以及“日本”的由来，剖析了日本独
特的“摄关政治”的形成、构成日本二元政治的“武家政权”的建立，叙述了从织田信长“天下布武
”到德川将军“元和偃武”的日本统一，描述了传承至尽的神道教、物语、和歌、俳句、浮世绘、猿
乐、屏障画等独特的日本文化，展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风云激荡的现代化进程，论述了中日战争的爆
发和逐步扩大以至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爆发，陈述了“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分析了日本战后政治
“55年体制”的解体，追踪了日本战后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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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玮为复旦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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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推古天皇逝后讨论皇位继承问题的众臣会议上，大臣意见相左，尤以推戴田村皇
子的苏我虾夷和力推山背大兄王的摩理势为最，尽管摩理势亦属苏我氏一族，为境部臣。
如上所述，就血缘而言，山背大王和苏我氏更近，苏我虾夷所以拥戴田村皇子且与之成犬马之仲，盖
因为田村皇子虽然是敏达天皇之后非苏我氏香火的延续，但在推古朝末年娶了苏我马子的女儿法提郎
媛的女儿为妻，生下了深得苏我氏宠爱的古人大兄皇子。
苏我虾夷以推古天皇“遗诏”为据，坚称推古天皇让田村皇子担当“治理天下之大任”，摩理势当然
不予认可，因此不了了之。
嗣后，苏我虾夷暗中将重臣逐一招致宅邸进行策动，但重臣并未全部顺从其意。
闻知此事，山背大兄王询问虾夷所欲何为。
苏我虾夷称，群臣认为让田村皇子继位是“遗诏”本意，非苏我虾夷个人意见。
对此，山背大兄王言辞驳斥。
由于山背大兄王对皇位志在必得，苏我虾夷遂决定孤注一掷。
他首先试图说动山背大兄王派的急先锋境部摩理势倒戈，但摩理势不为所动，于是苏我虾夷举兵讨伐
灭了摩理势，并令畏惮的众臣顺服。
田村皇子因此得以即位，号舒明天皇。
一幕争夺皇位的活剧因此谢幕。
虽然权力争夺的活剧在日本历史上绝非首演，但是在这幕活剧中增添了一些新的“台词”，即推古的
遗言。
虽然遗言本身并没有明确指定由谁继承皇位，但围绕遗言展开的争斗，则使先王的旨意自此成为决定
继位者是否“正统”的重要依据。
 629年舒明天皇即位后，于翌年定宝皇女为皇后，皇后“夫唱妇随”成为皇极女皇，并再祚成为齐明
天皇。
齐明天皇的长子葛城皇子（通称中大兄皇子）就是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以后的天智天皇，而天智天
皇的弟弟是天武天皇。
如以后所述，在7世纪后半叶，这两位天皇在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的过程中。
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伟业。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政局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618年，李渊（唐高祖）建立了唐王朝。
但由于王朝初建，无暇外顾。
621年，百济、新罗开始对唐遣使朝贡，624年，唐朝廷遣使对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进行了册封。
“之后，三国年次朝贡，重新形成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0）623年，即推古三十一年，作为遣隋使被派赴大陆的惠曰等经新罗回国，奏请朝廷早曰召回在唐留
学生；尽快和唐朝建立国交。
推古朝时他的这一奏请未被采纳。
但是舒明天皇登基后，即于舒明二年（630年）派遣原遣隋使犬上君三田耜（御田锹）和惠日，作为第
一批遣唐使出使唐朝。
在朝鲜半岛三国向唐朝遣使朝贡十年后，与唐朝通交。
唐朝也于两年后派遣高表仁为使节，取道新罗到达日本。
原先隋朝派遣的学问僧僧曼等随同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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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日本通史》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变迁，史实丰富翔实
，叙述生动有致，见解新意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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