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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地吸收欧洲的文物制度，一时间，全国上下、街头巷陌，
到处洋溢着一种舶来文化的气氛。
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伦理逻辑也渗透到了近代日本人的心灵之中。
经过了短短二三十年的努力，在亚洲诸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大潮面前，唯有日本，实现
了&ldquo;富国强兵&rdquo;，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
这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强以后，自然会思考一些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自己是凭借了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富强起来的？
今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它的前进道路是什么？
然后还有，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它应该担负的使命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日本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实现了&ldquo;富国强兵&rdquo;，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登上了自封
的&ldquo;东方世界的指导者&rdquo;的宝座以后，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它所应该担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自身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逻辑之上来认识自己富强起来的原动力
、摸索自己民族的前进道路、探求自己民族应该担负的使命的呢？
这就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若省去一切细节不谈，历史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富强起来的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侵略之
路。
这条侵略之路，可以说是一条在&ldquo;解放亚洲&rdquo;这一使命的幌子下的侵略道路。
由于地缘关系，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渗透、武装侵略的首要目标，当然就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
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以&ldquo;日韩合邦&rdquo;的形式，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朝鲜，接下来，展现在日
本面前的就是中国大陆了。
日本，与中国这一巨大的文明之间，有着割也割不断的血络。
面对迎面扑来的中国这一大课题，在近代的日本，从政治家、革命家、知识人直至商人、浪人，他们
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自身的知识良心、耳目嗅觉，形成各自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本书所称的
中国认识或中国观。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国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其主要类型有哪些？
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在这些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中，其主体--人的思想、行动的轨迹是如何的？
这种种的中国认识中，其缺陷、误区又在哪里？
这也是野村先生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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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
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要想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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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北一辉　　正当内村指责英国之伪善，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ldquo;诺亚之洪水&rdquo;，鼓吹
日本的使命时，另外一位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则从完全相反的侧面接近这一课题，为寻找我国
今后的前进道路作了尝试。
被说成是日本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的北一辉，也正好在这一时期，与内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喻
成&ldquo;诺亚之洪水&rdquo;、寻求&ldquo;和平之福音&rdquo;的同时，鼓吹的是穆罕默德的&ldquo;
剑之福音&rdquo;（《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序言）。
当然，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北一辉来说，在武力扩张中制定l3本今后的前进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似
乎是极其当然的事。
但是，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北一辉所设定的路线，固然与大隈式的路线不同，也与其他的日本式的法
西斯主义路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在北一辉的世界里，面对日本的&ldquo;生存逻
辑&rdquo;。
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没有披上&ldquo;伦理&rdquo;的面纱。
换句话来说，北一辉与内村相反，是从&ldquo;生存逻辑&rdquo;之中寻找&ldquo;生存伦理&rdquo;的。
正因为这样，作为第三者，他揭露出潜藏在13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伪善和虚伪，尝试着用他自己的
方法来超越这种伪善与虚伪。
当然，北一辉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严重错误，在今天．谁都能清楚地看得出来。
并且，正像已经指出来的那样，在北一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思维上的跳跃。
但是，北一辉试图树立的使命观中，很明确地显示了一个理论，这一理论是每一个想在近代日本的政
治状况中彻底探求使命观这一课题的人都难以避免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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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
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ldquo;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rdquo;，要相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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