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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潜心研究成果，最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中国文明读本。
　　作为一本献给大学生的课程性读物，《日本文明史》着重于日本文化史的变迁，其中也包括政治
和经济史的变迁。
在80多幅图片的映衬下，作者完整描述了日本主要朝代的变迁。
本书也论述了近代以来直至新世纪日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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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拉德·希诺考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研究员、教授，纽约城市大学荣誉教授。
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巴黎从事中国和日本方面的研究。
他发表过大量关于宋代思想史的报告和论文，还与罗伯特·海莫思主编过《世界的秩序：分析中国宋
朝国家与社会的方法》。
曾在纽约大学讲授日本和中国文明史。
作为一位教科书作者，他还出版过《中国和日本文明简史》、《中国文明史》和《日本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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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日本文明的起源和奠基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各章之中，我们将要探讨那些后来成长为
日本的“种子”、那些孕育这些“种子”的土壤，以及刺激它们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复杂多样文明
的各种力量。
我们故事的核心部分，就是日本如何在一个多样性的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自己这个文明中心。
在日本，中心性的概念是在浓厚外部影响的环境下形成的。
在本书开篇部分，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些相互影响的模式以及这类实践、成就和制度。
而这些方面自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尽管它们还为日本历史在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对翩翩起舞的埴轮。
高度：左边这件高22.3英寸：右边这件高25.2英寸。
古坟时代晚期，埼玉县、大里郡、江南畸遗址出土，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像这类被称为“埴轮”的塑像，是日本地区很多用来埋葬死者的坟丘周围的装饰品——而所谓的古坟
时代，也就是得名于这些坟丘。
这些埴轮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虽然那时的生活根本不是一味的载歌载舞！
　　第一章　日本群岛的史前史　　日本群岛在本土出现文献记载之前，就已经有居民在此生活了成
百上千年了，这一时期日本地区还出现了很多十分兴盛的文化。
而这些方面也渐渐地为后来被称为“日本”的这一国家和文明奠定了基础。
在本章的一开始，我们先概述一下日本地区的地理状况，因为这一点影响了日本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随后，我们将再依次分别讨论日本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弥生时代文化和古坟
时代的日本状况。
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日本都处于史前时期，因而我们的研究必须依赖于考古资料，间或依据外国文
献的零星记载来对其加以完善。
从“日本”这一概念上来说，这一时期也可以被称为是“史前时期”，因为这时“日本”一词，不论
是在词汇上还是在概念上都还没有出现。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日本”出现前的日本。
　　地理状况　　如果我们可以说地理状况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舞台的话，那么，这个舞台并不是
一个单纯以季节交替为转移的，且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舞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受到自然和人类
力量的影响和塑造、进而不断变化的舞台。
我们现在所说的名为“日本”的这一现代国家。
是由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以及其他诸多小岛屿所组成的。
日本疆域的最北端起自北海道，地理位置为北纬450（和蒙特利特地区纬度大体相同）；南至琉球群岛
（或到冲绳岛），地理位置为北纬240（和巴哈马群岛的纬度相同），南北绵延的长度达到了1.5千英
里（见图1.1）。
日本国土的总面积为14.6万平方英里，这比大不列颠的领土面积要大得多，也要比意大利的面积稍微
大些，但比加利福尼亚的面积则要小些。
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很小，但那只是和一些大国（如中国、美国或俄罗斯）相比，才会显得如此。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来讲，被称为“日本”的这一现代政治单位，是由一系列绵延很长的岛屿所
构成的。
这些岛屿被三块海域将其同亚洲大陆的东端隔离开来——这几个海域分别是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东
海。
日本的这一链状岛屿群。
是太平洋西北边缘地带的大岛屿群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这一大岛屿群，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菲律宾群岛。
生活在这些群岛上的居民们都是靠海吃海，各种交通运输也是主要依靠海运，同时各个岛屿相互之间
以及它们和亚洲大陆之间，都是由海峡和各种可以渡越的海域联系起来，并深受亚洲大陆地区的各个
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心的文化所影响，而所有这些，形成了这些群岛上的种种文化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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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南方和北方的邻近岛屿一样，日本群岛的状况也是由地质构造、气候和海洋力量等各种强大力量
的合力所造成的。
它位于至少四个地质板块（太平洋板块、北美大陆板块、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接部位，因
此在历史上，它历经了大量的理上的沧桑巨变。
即便是在今天，据说每年也会有多达1000次的地震和地面颤动，同时日本境内还有超过40座的活火山
。
由于地质上的这些地震活动，从而使得群岛上三分之二的面积都是被山地所覆盖，而且这些山地在地
质上都非常的年轻（这些山脉的形成时间一般距今都只有500万年之久，这和形成时间距今已经达几千
万年之久的美国落基山脉或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等，或是更古老的如形成时间距今已达五亿年的北美
洲阿巴拉契亚山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都显得非常的陡峭崎岖。
这些陡峭的山脉形成了各种湍急的溪流、严重的水土侵蚀以及随之发生的滑坡和泥石流现象，因而既
不利于种植农作物，也不适宜于广泛的定居。
由于这些山脉十分陡峭，难以翻越，因而也阻碍了岛内的运输和交通。
这些状况有利于保护地方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但这也造成了日本对水上运输的广泛依赖，特别是那些联结邻近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海岸线一带。
就更是如此。
　　而从这些陡峭的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沉淀物。
以及无数次火山爆发所留下来的肥沃的火山灰。
共同形成了一些沿海的平原，这些平原地区的面积尽管只占日本群岛总面积的13％，但是那里的土壤
却都极为肥沃。
日本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险峻陡峭的山脉和它们所环绕的各个与外隔绝的肥沃平原之
间的强烈对比。
日本群岛上的四个最重要的平原从西向东，大体呈线状分布。
筑紫平原位于北九州地区，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上的先进文化中心相隔不远，这里是日本早期社会
和技术发展的中心地区；而在日本最主要的本州岛上，在内海东北端的大阪湾附近，则有另一个重要
的平原——畿内平原，畿内平原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故都奈良和京都的所在地；再往东边的是位于伊势
湾北端的浓尾平原；而最后是最大的一个平原——关东平原，关东平原位于本州岛东部，环绕着现在
的东京地区。
这一肥沃平原的轴心地带，在日本具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即便到了今天，它们也是
日本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城市化的地区。
　　日本群岛的高山峻岭和沿海的平原地带。
加上它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位置。
使得它形成了自身与众不同的气候特点。
在冬季时，来自亚洲大陆的盛行风在经过日本海时，带上了大量的湿气，结果在到达日本本土之后，
就在日本东北部地区形成了大量的降雪；而位于太平洋一边的领土，冬天的风则非常干燥，同时降水
量也很少。
在夏季时，温湿的空气从南方吹来，这样就使得日本南部和中部的气温要高于这一纬度正常的气温。
从初夏开始，从琉球群岛到本州北部这一地区就进入了雨季。
总体上讲，在温带地区，日本群岛具有最大程度的降水量。
气候上的巨大差别长期来影响着日本居民的生活模式，因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相比，日本海沿岸地区
就显得非常不适宜于密集型农业的发展。
　　洋流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
对日本靠太平洋沿岸地区温度上升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黑潮”，或者被称为是“日本海流”，这是一
个来自于菲律宾地区的暖流，这一海流沿着太平洋沿岸流动，在流经琉球群岛之后，再影响到日本列
岛地区。
相反，“亲潮”则是将位于北海道附近的千岛群岛地区的寒流席卷南下，然后在本州东北地区分流，
沿本州东西两侧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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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潮”中富含有各种浮游生物以及其他各种海水中的养分。
　　这些暖流和寒流在日本海附近的交汇，使得海水中的各种食物变得更加丰富，而这些食物又进而
为H本群岛周围很多可以食用的鱼类、甲壳类水生动物和海藻提供了维系生存的条件。
　　日本领土中，除了琉球群岛位于亚热带地区以外。
其他部分都位于温带地区。
但是由于其领土南北跨度很大，同时地形多变，加上气候多样，因而使得日本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动植
物种类。
由于日本曾经在很长时期里与亚洲大陆间有狭窄的陆地相连。
因而这些动植物物种中的大部分在东亚其他地区也可以发现。
由于雨量充沛，生物生长的季节为时很长，同时气候温暖，因而这一地区非常适宜于各种植物的生长
，同时还出现了大片茂密的森林，很多这些树木还长出各种可供使用的坚果，而这些树木本身也可以
用来制作各种用途的木材或纤维。
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如猛犸象等）都由于气候的变迁和人类的捕杀而灭绝了，但是诸如猴子、野猪
、熊、鹿以及很多其他种类的动物却都生存了下来。
同样生存下来的还有很多水鸟和陆地上的鸟类，这些鸟类都是以蛙类、其他两栖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昆
虫为食的。
在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些种类多样的动植物都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同时还可以
“对人类的掠夺作出很多反应。
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日本群岛能够在连续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岛上高度密集人口的生存来说，
这种生物多样性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日石器时代文化　　到最后一个冰川时期的末期（距今约为1.2万年左右）为止，日本群岛和亚
洲大陆之间不时有狭窄的陆地（“陆桥”）相连，这些陆地在北边位于库页岛沿边地区，而在西南方
向则是位于朝鲜半岛一带。
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早期的人类和动植物就是沿着这几条路线进入日本列岛的。
然而，在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至少在70万年以前已经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同时，对于日本列岛上人类
出现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争议的证据的年代约距今3.5万年。
　　尽管人类到达日本列岛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距今3.5万年，但是无论如何，直到距今三万年左右（即
通常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早期居民中的一些部落才开始遍布日本群岛地区。
一般认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可能是通过南部的“陆桥”而进入日本群岛的。
他们是一些开拓者，使用各种石片工具和其他种类的工具，来采集植物和从事渔猎活动——而这些工
具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遗址中所发现的工具非常相似。
到最后一个冰川时期末的时候，有证据显示，日本群岛上的文化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因而考
古学家们公认，应该将此后的时期与以前区分开来，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　　绳纹时代既是日本历史中最早也是最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它延续了约
一万年之久。
而这一时代和先前的旧石器文化之间，也不是截然断裂的，相反，这一时期是以几种新特点的逐步形
成而渐渐出现的。
这其中包括：使用弓箭和设置陷阱，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捕获更多的猎物；更加广泛地采集食料；更多
地依赖海产食物；对农业进行有限的开发：形成规模更大的聚居群落；以及制造和使用陶器制品。
实际上，“绳纹时代”正是以这一时期一种非常典型的陶器——“绳纹”陶——来命名的。
“绳纹”的字面意思就是“绳状的纹饰”。
这是指在很多陶器的坯胎潮湿未于的时候，用具有绳结的绳索拍印在陶坯上，从而所形成的一种颇具
特色的陶器。
和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不同，这一时期被称为是“新石器时代”——尽管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中的新石
器文化相比，日本对农业的依赖不是那么广泛。
　　以“绳纹文化”这样一种单一的名称，来命名位于不同环境下的约一万年左右的人类生活，当然
不能掩盖这一时期日本文化的地区差异和年代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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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并不是意味着铁板一块！
我们最好应该将“绳纹文化”视为是一种“范围广阔、结合松散的文化复合体”。
而新型技术和外来民族群体进入日本，加上日本居民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回应，似乎促进了这一文化
复合体的发展。
　　在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结束后（约距今1.2万千年前），气温的回升使得洋面上升，从而使得日本列
岛和亚洲大陆之间隔离开来，结果，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点，是位于九州岛的一处。
它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距离约为120英里。
这样，一方面日本既可以受到亚洲大陆各种发展进步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种隔绝又使得
日本可以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
在日本列岛境内，植被在冰川时代末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本州西南部、四国和九州地区，阔叶的常绿植物在树木种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在本州东北地区
和北海道南部地区，各种阔叶的落叶树木则非常的常见。
而后者（落叶树木）的种类非常的繁多，诸如山毛榉和橡树，这些树木可以结出可供食用的坚果和橡
子。
而这些又为绳纹时代的居民提供了各种食物，他们将这些食物采集起来，再加以储藏、搬运乃至食用
，同时也可以用这些食物来喂养他们所猎取到的各种动物。
　　在日本的东北方，由于“亲潮”的南下，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特别是大马哈鱼），这也为日
本居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日本海和太平洋沿岸的诸多定居点，人们都依赖大量的海洋贝类生物为生，这使得这些地区留下了
各种独具特色的“贝丘”（这是由人们食用贝类后留下的贝壳和其他各种废品堆积而成），而这些遗
迹现在则成为考古学家们重要的考古信息来源。
其他值得特别一提的食物来源包括鹿类、山药一类的块茎和其他野生植物以及各种淡水鱼类。
由于人们依赖落叶植物的果实和充足的海洋食物为生。
因而这一时期日本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本州岛的中部和北部。
但是日本绳纹时代遗址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在北起北海道、南至琉球群岛的广大范围内都有发现。
　　这些遗址中除了发现有古代居民食用各种食物的证据外，还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居民已经使用了各
种新技术。
在这些遗址中，人们发现有用于捕猎的带有石质尖头的长矛和箭镞，以及用于捕捉动物的陷坑。
同时，人们还发现有饲养家狗的证据（这些家狗可能是被用来进行狩猎活动的）。
人们还发现各种捕鱼工具，这其中包括渔网、石质和骨质的渔钩、渔叉以及拦鱼栅等。
同时遗址中还发现有可以被用来捕鱼和运输的独木舟。
　　绳纹时代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木质和石质工具。
其中包括各种铲子和斧头——这些铲子可以用来挖取植物根茎以及掘制陷坑；而斧头则可以用来砍伐
树木。
从而为栽培各种可供食用的植物开辟田地，同时人们还可以用斧头将树木砍削为木材。
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这一地区出现了更加直接的栽培方式，但是在这一时期，农业从来也没有成
为日本主要的生计来源，因为人们通过采集植物和狩猎活动，就已经从周围富足的环境中获得了足够
的食物。
人们还发现有用于碾磨坚果和种子的研钵和碾槌、用于保存食物的干燥垫以及用于储藏食物用的地窖
和地上建筑。
但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器物，还是那种非常著名的陶器——“绳纹陶”。
　　绳纹陶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陶器。
最近发现的早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至公元前1.45万年前后，这就将绳纹时代的起始年代大大地提前了
！
在亚洲大陆遗址中所发现的陶器的年代，最早的可以早至公元前15000年左右，但是世界上最早的硬陶
容器可能是出现在日本列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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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绳纹容器看起来像是被用于贮存和烧煮食物之用，但是还有一些非常精致的陶片，则很可能具有
祭祀礼仪的功能（见图1.2）。
另外一些陶器制品很明显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意义，其中包括一些眼睛凸出的塑像，这些塑像的四
肢中常常有一个已经折断。
而据考古学家的推测。
这些行为可能是一种生殖仪礼（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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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文明史》(第2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潜心研究成果，最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
中国文明读本。
作为一本献给大学生的课程性读物，本书着重于日本文化史的变迁，其中也包括政治和经济史的变迁
。
80多幅图片的映衬下，作者完整描述了日本主要朝代的变迁。
本书也论述了近代以来直至新世纪日本的发展。
　　　　　　——米夫林出版公司编辑推荐　　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帮助学生了解日本文明史的
教程，她图文并茂，思想通达，脉络清晰，我将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后，受到他们的广为好评。
　　　　　　——龚启圣（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作为一位亚洲史的教授，我发现这本教程
作为无数学生了解8本文明的学习工具是无价的。
她利用描述性和分析性方法完整呈现了日本从古代直至当今的变迁过程，每一部分简明描述了各个朝
代的历史趋势。
　　　　　　——R?巴南（北卡罗莱那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是一本我在上亚洲史课时的首选读本
。
　　　　　　——G?莱昂拉多（旧金山州立大学人文学教授）　　我认为本书对于中国和日本文明研
究均有帮助，她应该被许多老师作为学生的教科书。
　　　　　　——R?索托（夏威夷大学教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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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