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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
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
一般说来，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
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
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所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事。
　　现代的西洋文明，是从罗马灭亡到现在大约一千多年之间形成起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悠
久的了。
日本自从建国以来，已经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我国的固有文明，虽然也自发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
与西洋文明相比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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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明论概论》是一部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它站在日本如何摆脱亡国灭种命运、如何走上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
作者认为文明一词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在这些凶素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
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
据此他把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
他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
的束缚，努力学习两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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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
他出身汉学世家，受儒家思想熏陶，后来出访欧洲，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转而轻视东方文化，积
极宣扬学习西方文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885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
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
他的思想和教育活动，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
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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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
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
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
恶的间题。
这样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
日本谚语有所谓“腹重于背”和“舍小济大”之说。
这就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时，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宁使背部受伤，也要保护腹部的安全；又如对
待动物，仙鹤比泥鳅既大且贵，因而不妨用泥瞅喂鹤。
例如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食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目前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
而使其陷于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来比较，当然日本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
废藩正如为保全腹而牺牲背，剥夺诸侯藩臣的俸禄犹如杀鳅养鹤。
研究事物，必须去其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标准。
这样，就能逐渐克服议论的纷纭，而树立起正确标准。
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以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之理
，无不以此为依据。
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
假使在探讨运动的道理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还会根据船的运动建立一套
有关船的理论定律，根据车的运动又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这样只能增加理论的纷纭而得不到
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谈不到正确。
　　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
例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害，敌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来者的障碍。
所以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立场，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
是为敌，还是为我？
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基本立场。
从古至今，议论纷纭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共同标准，到了最后又要强求枝叶一致
而造成的。
譬如神佛之说，就常常不一致。
他们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
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
汉学家和皇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基本的分歧在于：汉学家赞成汤武放
伐，而皇学家则主张万世一系；汉学家所感到为难的也只在于这一问题上。
对于事物，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不会趋于一致，正如在武备上一
味争论弓矢刀枪的优劣一样。
因此，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
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
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
（如果只听双方片面的辩解：神官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僧侣也会说，法
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
这样，议论就会纠缠不清。
这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侣的职分所致。
其实论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主，这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
证明，已无需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了。
）　　再看议论的标准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张的末端细节有时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来，往往在中
途发现分歧，而结论也就互不相同。
所以，在人们论及事物的利害时，开始听起来，认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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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一步追问其所以认为利或是害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后结论也
就不能取得一致。
例如，顽固分子总是憎恶西洋人，而在学者之中稍有见识的，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也并不满意，其
憎恶洋人的心情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二致。
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是一谈到憎恶的理由时便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西洋人
是异种，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恶；后者则见识较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
在互相接触时可能发生的那种恶劣情况，而愤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洋人对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
两者憎恶的心情虽同而憎恶的原因各异，所以在对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
攘夷论者和“开国论者”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故即在于此。
人们对一切事物，甚至于游嬉宴乐，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爱好却各自不同。
所以，不应从表面上观察一时的行为，而遽然判断这个人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各走极端，从议论一开始双方就发生显著的分歧而不
能互相接近。
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
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
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
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考虑到遥远的未来，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
只是一味反对而已。
革新论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作敌人，毫无道理地排斥旧说，因而形成敌对之势，意见无法趋于
一致。
这就是由于双方各走极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调和的局面。
举一个浅近的比喻来说，有好酒和不好酒的两个人，好酒的讨厌年糕，不好酒的讨厌酒。
他们各谈年糕和酒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
不好酒的驳斥好酒的说：“如果说年糕有害，那么是否能够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习惯，在元旦那天吃
茶泡饭，停止年糕铺的营业，禁止全国播种嚅米呢？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好酒的也反驳说：“如果说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封闭全国的酒馆，严惩那些酗酒的人
，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时以水杯代酒呢？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这样各执一端势必彼此冲突而不能接近，终于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大害。
古今各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这种纠纷如果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笔争舌战，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
如果是不学无术的文盲不能舌战笔争的话，就要诉诸筋膂之力，很可能企图进行暗杀。
　　再看社会上彼此争论辩驳时，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显露双方的真实面目。
所谓缺点，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里的坏的或不利的一面。
譬如，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顽，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轻薄。
正直和聪明虽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愚顽和轻薄这种坏的方面。
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多半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轻薄儿；市民骂农民为蠢货。
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恰如各闭上一只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只找对方的缺点。
如果能使他们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长处，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短处的话，就能长短相
抵，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或者发现对方的长处完全掩盖了短处，那么，不仅可以消除争论，且可彼此友好，互相获益。
社会上的学者也是如此。
例如现在日本议论界有保守和改革两派。
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
守旧者有陷于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弊病。
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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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世上的人，有喝酒而不醉的，有吃年糕而不伤胃的，可见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伤胃的原因。
醉酒或伤胃与否，只在于是否能够节制。
既然如此，保守派就不必憎恶改革派，改革派也不必藐视保守派了。
假设这里有四个人：甲稳重，乙顽固，丙精明，丁轻率；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互相敌对彼此看
不起；但甲遇丙，就一定会意气相投而相亲。
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融洽，双方就能显露出真实面目，从而就能逐渐消除敌对情绪。
在以前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住在江户藩邸的和住在诸侯采邑的，两者之间在言论上，常发生分歧
，属于同藩的家臣俨然如同仇敌，这也是未能显露出人的真实面目的一例。
这些缺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种接触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或学术研究，甚至可以通过游艺宴饮，也可以通过公务、诉讼、斗殴、战
争等方式，凡是便于人与人的互相接触或者有把心里所想的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机会，都能使双方
的感情融洽，这就是所谓睁开双眼看到对方的长处。
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
触。
　　一切关于事物的议论都是反映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见识高的，议论也就高；见识肤浅，议论也就肤浅。
见识肤浅的人，还未能达到议论的出发点就想驳斥对方的主张，就会产生两种主张背道而驰的现象。
譬如，在讨论同外国交往的利害时，甲主张开国，乙也主张开国，骤然看来甲乙的主张似乎一致，但
随着甲的理论逐渐深入发挥，乙就逐渐感到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便发生争执。
因为像乙这种人即所谓社会上的普遍人，只能提出普遍的论调，其见解亦极肤浅，不能明了议论的根
本出发点，遽然听到高深的言论，反而迷失了方向。
社会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这好比胃病患者摄取营养品不能消化，反而加重了疾病。
乍看起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其实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就不可能引导后进
者达到高深的境地。
如果怕胃弱而废营养，结果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
由于这种认识的错误，古今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
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
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
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
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
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像永远停滞不
前似的。
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
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
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
这未免太没有头脑了。
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
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世人不是也曾把它看作是邪说而驳斥过吗？
伽利略提出地动说时，不是也被称为异端而获罪了吗？
异说的争论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社会上一般群众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
观点，到了如今这样的文明时代，即使小学生也没有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了。
不但不奇怪，假如有人怀疑这些定律，就要被当作愚人而为人所不齿。
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仅在十年以前，三百诸侯曾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着生
杀予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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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转瞬之间便宣告土崩瓦解变成了目前的局面。
到了今天，社会上当然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假如在十年以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废藩
置县，藩府该怎样对待他呢？
不消说，他将立刻遭到迫害。
所以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现代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成今日的常谈。
那末，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
学者无需顾虑舆论的喧嚷和被指斥为异端邪说，尽可鼓起勇气畅所欲言。
或许别人的主张与自己的意见有所不合，但是应仔细研究其论点，可采纳的就采纳，不可采纳的暂且
放在一边，以待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一天，这就是议论标准统一的一天。
切不可企图把别人的主张硬拉到自己的主张范围以内而划一社会上的议论。
　　根据上述情形，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
论述利害得失比较容易，而辨别轻重是非却很困难。
不应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论断天下事的是非，也不应因眼前的利害而贻误长远的大计。
必须博闻古今的学说，广泛了解世界大事，平心静气地认清真理，排除万难，突破舆论的束缚，站在
超然的地位回顾过去，放大眼光展望将来。
我当然不想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愿意向国
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
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
问题只在“进退”二字。
如果国人有前进的愿望，那么我的议论也许就有可取之处，至于讨论实际如何进行的方法，则非本书
的目的，这一点唯有留待大家研究。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
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
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
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
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
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
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
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
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
（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
）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
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
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
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
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
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
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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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明论概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日本进行明治维新的思想武器，其中隐含着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印在日元钞票上的思想家只有了解福泽谕吉，才能理解：日本为什么会文明强大，同时又残暴好战日
本人为什么对中华文明既熟悉又厌恶。
　　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的思想领袖。
他熟读儒家经典，光《左传》就读了十一遍-但是却鄙视儒家文化。
　　他要求日本“脱亚入欧，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锕同样的“野蛮”之地他
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
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中国是“恶友”。
　　他的思想引导日本走向现代强国，他的肖像被印在最大面额的日元上流通至今，他是日本现代思
想之父，同时，他的思想中隐含着日本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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