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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没有按照编年记体裁而是夹叙夹议地一直叙述到了日俄战争时期。
        《普茨茅斯条约》是日本跻身于大国之列的标志。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日本进步的这个里程碑的标记恰好是结束本文的一个方便之点。
在我搁笔的这个地方，正是日本既兴奋于胜利而对于前途的困难尚存戒心，既怯于过去三强国干涉之
类的屈辱而又初次意识到自居于大国地位的那个际会。
这同一个国家在仅不过半个世纪之前还苦于对封建内耗的派系斗争，物质财富甚为缺乏，并且受着西
方列强炮舰的威胁，甚至于攻打。
这种急遽的变化为日本赢得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的由衷的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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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明治维新的背景　　第一节　封建制度的衰颓　　成为明治维新及嗣后年代之特征的最显著
现象之一，就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速度。
这种速率虽为当代的新闻记者和旅行家所注意，但并未给予任何说明。
这个问题不是被置诸不可知之数而不加过问，就是被引据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敏于学习其师傅传授的
一个榜样——这既是对日本人不公平而对西方人又未免过誉的一种见解。
　　日本之所以比较容易地打破了封建经济的枷锁，至少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下述两个过程偶然相结合
的结果：（一）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二）西方列强的压力。
既然这种速度的时间因素已经在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重要的便是要
研讨一下明治维新所处的环境，以探明何以内部的衰颓和外部的压力合而缩短了那段阵痛期——在中
国的场合下则是令人不胜其苦之长的一段期间。
　　德川封建制开始于17世纪初期，那时德川家康已经在日本的大部分领域内确立了他的家族的霸权
并在本州、九州和四国这三大岛上发挥起间接的支配作用。
德川家康（1542-1616年）是建立了一系列将军政府或世袭军事独裁职位的最后一个幕府，这个最大的
封建家族一面凭它来行使政治权力，一面又以适当的恭顺委婉的说辞将天皇和宫廷委之于京都的僧庵
生活的幽禁之中。
幕府是源赖朝的朝廷（1147-1199年）所建立的一个个别权力机关。
朝政为苏我氏、藤原氏或平氏之类的一些权门所把持的情形，在日本的历史上虽然屡见不鲜，但是幕
府却意味着将天皇及其宫廷的实权剥夺殆尽的一个公然分立的政府。
所以维新无疑是废止以天皇为主权者和以将军为统治者的二元制，而恢复天皇既是主权者又是统治者
的早期制度。
　　这种后期的封建制代表历史上拟将社会凝固在严格阶级身份制的形态中的最有意识的企图之一。
每一个社会阶级及其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各有其本身的条规，举凡衣着、仪节及行为等细枝末节无不订
定在内，各须严格遵守，违者严惩不贷。
即令用封建标准来衡量也是非常严酷的刑法，对武士和对庶民是有差别的，德川政府以一切所能想到
的方法来加深差别，加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相对优势或劣势。
德川统治者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政策方面对其本身的封建人生观的关心，和他对本国商业阶级的需要
及利益的关心相比，都显得极为敏感。
一面为了防范欧洲人或通过贸易或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阴谋而攫取政治上的支配权的一切危险，一面
由于他们本身的那种贸易与农业的相对价值的重农主义说的逻辑推论，德川当局在1624年将西班牙人
驱逐出境，在1638年又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
在1640年以后，一切外国人和外国贸易都被逐出日本，唯在出岛（长畸）上保留了一个小小的贸易根
据地，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在严格的监视下居留在那里，并许以有限的贸易权。
1637年，幕府禁止一切日本人出境，违反这项法律的，一俟回国即处以死刑。
为厉行锁国政策，每艘船的容量限制不得超过五百石（每一石约等于五个美国制的蒲式耳）。
德川政府就这样试图封锁日本而防止外国思想的气息来搅扰封建气氛。
　　在身份制的金字塔的顶端是德川家和尾张、纪伊及水户那三个支系，它直辖的领域约占国土的四
分之一，江户（政府所在地）、堺（大阪）、京都（皇宫所在地）和长崎等大商业中心都包括在范围
以内。
它的主要财源是贡米，在二干八九百万石的总产量中占八百万石之多。
矿山的开采和各种专卖权的颁给也是一个有利的收入来源。
日本其余四分之三的土地则由大名或封建领主加以分据。
凡自始和家康站在一方并为德川世袭家臣的谱代大名共一百七十六家，他们都受到家康的照顾，幕府
的一切高官显职都委由他们担任。
在决定性的关原之战而后方才归顺的那些大名，包括长州的毛利、萨摩的岛津、仙台的伊达和加贺的
前田等最富足的领主在内，共八十六家，统称之为外样大名或“外”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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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藩不得分担幕府中的任何责任，而另一面则准其对于藩政行使半自治权。
　　幕府或将军府以一种巧妙的制衡制度来保全它自己：一面在外藩（外样大名）之中配置世袭家臣
（谱代大名），一面则实行第三世将军家光在1634年所集其大成的参观交代制度或人质制度，依照这
个制度，凡大名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地和江户交互居住，当他们回到封地去的时候，须将他们的妻子和
家属留在京城作为人质。
藩与藩之间的一切交往都是犯忌的，旅行则以严格的护照制度加以限制。
侦查制度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逸闻和俚谚一直留传至今，这是它加诸人民意识上的深刻烙印的生
动证明。
大名家族间的联姻，首先须由幕府批准；城壕非得幕府的许可才能修筑；如须修缮，则改建的建筑计
划须送呈江户。
大名禁止和京都的宫廷发生直接接触；甚至天皇也是在严密的（虽然是恭而敬之）监视之下，他的活
动和各种仪节都由幕府所订的规章严加限制。
种种财政负担都加在大名身上，使其库藏经常空虚；幕府也可以命由某一大名承担一个庞大的工事，
从而将他的财政消耗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于在封建制度之下，“金钱触发战争”这句格言也是照
样适用的。
幕府以一切手段来削弱和分化大名，但却有充分的理由对于萨摩的岛津氏、长州的毛利氏和肥前的锅
岛氏等西南强藩心怀戒惧，他们在关原之战以后，抗不归顺家康固嫌力有未足，但幕府若欲冒险对他
们的半自主地位加以正面攻击，则其势力尚嫌太大。
　　在这些外藩之中最可怕的是南九州的萨摩藩。
距离幕府的权力中心既远，四面又为对德川抱同样敌意的诸藩所环绕，复拥有封建日本的最大财源之
一和以乡党心强、战斗力大闻名的士兵，这个藩是毫不讳言对德川的怨愤的。
在使用和制造现代武器上，萨摩是一个先驱者，而且它不顾对外贸易的禁令，以琉球群岛为根据地，
维持和中国的通商关系。
既因对外贸易而致富，又几乎为海所环绕，萨摩藩向往南方海上输入的文明实有胜过遥远的江户。
由于贸易资金的累积，由于以军事用途为主的西方工业的初步输入，并由于对幕府的憎恶，这个藩之
所以在长州、肥前和土佐等其他三个西南藩的支持下而成为进攻德川政治霸权的先锋，在历史上绝不
是偶然的。
　　居于将军和大名之下的是武士，武士以所领的禄米为代价而效忠于他们的领主。
在分权封建制的初期，大多数武士是耕作者，战时追随领主，平时则在各自的田地上耕作。
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到了城
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
武士和农民的分化经丰臣秀吉予以加强，他所进行的1587年的刀狩，减少了农民暴动的危险，但也加
深了农民和佩刀武士之间的阶级差别。
这时完全脱离了生产机能的武士，以随时奉领主之命进行战斗为代价而领取禄米。
但是德川幕府建立以后的长期和平，消磨了武士的尚武精神，使他们的存在成为赘瘤，所以他们实际
上变成了寄生阶级。
靠武士支持的幕府却竭力称扬武士道并予武士以高于其他一切阶级的优待，但是当他们的特殊地位越
来越明显，而他们的禄米又为穷困的大名所裁减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动摇的精神削弱了他们的效忠而
使他们变成为浪人（因其既无所效忠，又无固定职业，故有是称）。
许多浪人居住在城市里，学习西方语文和科学，这样就将日本开放为世界智慧的先驱，而同时很多浪
人对于步步尾随他们的幕府都心怀憎恨，因而成为维新的最热诚的斗士。
　　财政收入依靠农民、防卫保护依靠武士的幕府，对于町人阶级或商人阶级则极其轻视，把他们置
于社会的最底阶层。
他们被看做是不惜以任何方法赚钱的一个非生产的狡猾阶级。
当局以无数的限制加以拘束：他们的服装式样、鞋的穿着、伞具等之类的事物以及其他干百种细枝末
节都由法律加以规定。
政府甚至不许商人用一个和大名相似的名字，也不许商人住在武士住家的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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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一个封建贵族比德川的道德家和立法者对赢利和赢利者更加厌恶了。
德川的行政法典中甚至有著名的格杀勿论权的明文规定，即武士杀死庶民而不论罪的特权。
尽管日本商人阶级受到重重的社会束缚，他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却使奢侈取缔令和奢侈害人的道德
论都形同虚设了。
虽然官方把他们置于社会的最低层，而商人阶级在货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或米谷经济的一个封建
社会里，却逐渐取得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个过程因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已经成为势所必趋了，反过来它又促进了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
商业中心和城市的发展。
随着参觐交代制度而来的交通的迅速发达，大大助长了商品的流通。
城市和运输业的发展是市场扩大的先声，随着市场的发展，工业和商业的专业化自然应运而生。
在德川时代，生产者和贩卖者是严格划分的，由于幕府有颁布限制各社会集团活动的法规的趋势，商
人便组成了少数的大规模独占批发机构（问屋），它们备有严格的组织章程并享有一些特权，为求取
得特权，须缴纳给幕府一笔特许税，所谓运上（即“谢礼”）和事实上为强制借款的诸如冥加金和御
用金之类的临时税。
商人阶级勃兴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大名和武士阶级对商人依赖的日益加深。
因上述的经济发展而更加都市化的这些以米为收入的封建阶级，感觉到不能不把他们的米变换成货币
。
为此，武士特别是将军的家臣——旗本同米经纪人阶级（札差）发生了商业关系，同时大名则往往在
大阪和江户建立大仓库，而交由财政代理人（藏元）去管理。
这个商业资本阶级的经济抬头在社会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许多当代人氏记录下如何富有的商人被收为武士家的养子，以及如何穷困的武士乐意借婚姻或收养关
系而厕身于商家的情形。
封建阶级之融合于若干比较有势力的商家，是日本社会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现象，下节当详加叙述。
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下述一点便足够了，即有这样一个名义上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和放债人阶级，
竟然从封建制度的罗网里漏网出来，甚至在许多藩的藩政里占据了要津。
虽然如此，德川的对外贸易禁令，连同因封建的偏见而拟订的种种细枝末节的限制，足以羁延日本商
人阶级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积累方面，在这一点上它远落后于17及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大贸易公司
。
町人的经济活动不能不蚕食封建制度的基础，从而引起了幕府的露骨仇视，这种情绪，举例来说，从
没收著名的淀屋=三郎卫门之类的豪奢米商的财产上表露无遗。
虽然商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和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不会有意识地去进行推翻那个
制度的斗争，但是专制的德川政权所设的种种限制却使大部分商人不能予以支持。
当维新之际，一个新政府的出现已经有了可能，而且许给他们以经济范畴内的较大自由的时候，这个
商人阶级便以慷慨的捐助去竭诚支持反旧政权的斗争了。
但是，如下文所述，他们却安于在斗争之中扮演一个配角而已。
　　作为这个封建领主、武士和商人的社会支柱的是农民。
小规模的农业既是各藩的也是幕府的经济基础。
因此，封建统治者着力于奖励农业的增产。
在消极方面，这种努力表现为禁止农民离开本村：早在1643年，幕府就禁止土地的卖绝，这表示出它
有制止消灭小独立生产者的意向。
禁止分地的法律是基于同样的戒惧心的——非面积一町步以上，产量至少达十石的田产不得分割。
在积极方面，奖励农业生产是采取告诫、改良农业技术和加强行政控制等方法的，总之，经济和政治
压力兼施并用。
“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步”那句尽人皆知的话，表示出德川农业政策的特
性。
生产物的分配历来是按“四成归王、六成归民”（四公六民）的比率的，但是领主以高达五五甚至七
三的比例进行分配的情形也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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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主对于货币的需要增加，他对于农民的诛求也益行苛刻，甚至往往要求一部分贡赋以现金缴纳
。
对于以其大部分生产物纳作租税的农民来说，丰年租税愈重，凶年则不免于饥饿。
此外，由于货币经济侵入农村，农民不再能够单靠物物交换来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了。
对于像日本的这样一种集约的农业制度来说，农民必须按照除农民之外的全国所有各阶层的生活水平
普遍提高的情形下不断高涨的价格去购买肥料和农具。
在许多场合下，农民不得不以土地为担保而舍命去向高利贷者进行借贷。
所以，高利贷者的绝好机会并不是靠了农民的富裕，而是靠了“亚细亚式的”悲剧，一旦不能履行高
利贷者的条件，农民就会被迫放弃名义上仍旧为其领主所有的土地的永佃权；但是这时高利贷者在法
律上变成为负责缴纳贡赋的“耕作者”了，于是他又来加重农民的负担，以便一份净利落到他自己手
里。
这样货币经济侵入农村使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并使小佃户的增加有了可能。
土地买卖虽在禁止之列，然而土地的转让或抵押却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因而在统治者（封建领主）和被统治者（农民）的单纯关系之间，另一种因素（高利贷者）插足进来
了。
成为日本农村中常见的人物并且迄今仍在社会史上扮演一重要角色的高利贷者，往往是已经兼并了大
批地产的旧家中的一个富有农民，但是大多数高利贷者却是兼营农业和商业的村民。
所以在照例苛重的封建负担之外，农民这时又背上了新地主——高利贷者阶级的强取豪夺，这个阶级
的实力日益强大，一直到它的势力成为土地改革的辅助因素的维新时为止。
我们姑且浏览一下德川著名的行政官，老中松平定信（1758-1829年）所列举的农民的负担（这里将他
的报告作了相当的删节）：“对农民的苛征约占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
其他的捐税是不胜枚举的——诸如场圃税、家屋税、窗户税、按年龄课征的幼女税、布税、酒税、榛
树税、菽税、麻税⋯⋯如果农民在他的茅舍内增建一间房屋，税亦随之而至⋯⋯常税是米一石和帛一
缣，但实际上由于贿赂和勒索，几乎不止三倍。
收获时，官吏巡回视察，并且住宿在民家。
倘使招待欠周，则不是增加税额就是强征这一家的劳役。
税往往预征若干年，其他种种形式的勒索和诛求是笔难尽述的。
”　　徭役，一如赋税，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最为苛扰的也许莫过于助乡制度，即为驿递或邮务而征
发人马的一种制度。
凡不能供应定额人马的村庄，即责以极高的劳役代金。
这只是农民水深火热生活的一方面而已，他们的生活条件，丰年已苦不堪言，凶岁则更是牲畜不如。
那么就无怪即令保守的农民也被逼去反抗进一步的剥削了。
这种抵抗形成消极和积极的两种形式。
所谓消极的形式，就是指溺婴或堕胎的习惯而言的，这种习惯流行之广致使德川立法者行政上的精明
或儒教的伦理丧失威望不少。
另一种消极抵抗的方法就是农民向城市中逃亡，特别是在饥馑的年月中，当局试图加以制止，但无济
于事。
积极的反抗自然是指叛变而言——这是低于生存水平的生活条件迫使农民去作孤注一掷的最后手段。
随着农村危机的慢性化，这类叛变也就更加频繁、更加激烈了，往往有几处地方的农民一齐参加进去
。
在幕末时期，已经成为风土病的这些叛变，可说已将封建制度的力量削弱到了使倒幕的政治运动大有
必操左券之势的程度。
　　独立农业生产者的没落和货币经济的勃兴使幕府和诸藩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并终于将它们逼入
破产之境。
这同一过程也使得封建家臣集团贫穷化了，他们往往抛弃了他们的领主，而变成为如上文所述的浪人
、暴徒、土匪和冒险家，或变成指望为他们重建祖国的意愿从国外得到一些启发的忠实的倒幕爱国者
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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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虽然贫困然而骄傲的家臣们的怒吼帮助扩大了反对严格阶级身份制的不平之鸣，并且表示出他们
不论对于大名还是将军这类领主的忠心已经崩溃到了何等程度。
由于下级家臣同藩政或幕府当局的这种摩擦的尖锐化，最终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这些家臣从世袭的臣仆地位降到了仅仅领取禄米的雇用人员的地位，而且禄米又所余无几，甚至往往
连禄米都根本取消，竟落到完全无以为生的地步，这样他们转而反对既挫折了其名利心又危及他们社
会安全的严格的幕藩制度，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经济不安定的腐蚀作用破坏了封建的主从关系，并使得从一向被尊重的地位中排斥出去的那些武士们
自然要去寻求值得他们献身和牺牲的更高、更普遍的象征了。
这个下级家臣的团体在倒幕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并且在维新之际，其中最坚定的领袖人物辈出，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在幕府失败以前就起而反对褊狭的愚民政策和政治压制，并努力唤起日本的国
民自觉了。
这些下级武士和浪人，在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刺激而和从尊王转为攘夷的那种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
最为大声疾呼，不遗余力。
虽然尊王的口号是对于幕府的不信任感给予最有意识的表达，攘夷却成为战略上最有效的口号，因为
它既可提供给公然造反的倒幕运动以合法的外衣，同时又可激起事端，而陷幕府于对外纠纷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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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维新史》中的资料对于研究明治初期历史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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