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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是日本知名的日本史学者。
他的多种有关日本历史的著作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陆续被介绍到中国。
据称，他本人还曾来中国（西安）友好访问，并与中国学术界进行过学术交流。
他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论述广为中国学术界和读者所称颂。
《日本历史》（岩波新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1版是1963年9月25日，第34版是1981年4月20日）
问世的。
此书刊行后在日本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刊行量超过100万“部”（套）（据井上清教授1983年2
月26日给译者来信中称），这在当时日本刊行的书籍中是不多见的。
不但在日本国内，甚至还被译成德文介绍到西方德文通行地区。
译者与井上清教授素昧平生，只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当时中国对外文书籍翻译尚无定制的情况下
，曾应北京三联书店之邀曾译过他的著作《日本历史——“国史”批判》。
当译者在工作之余获悉上述《日本历史》刊行后，为开阔视野也颇想一读。
但因译者孤陋寡闻、眼拙为甚未见国内书店陈列此书。
为此，译者曾不揣冒昧地自荐井上清教授表达了这一意愿。
出乎意料之外，井上清教授却盛情不吝地回赠给译者一套该书。
译者读过该书后感触是多方面的。
首先，译者在读有关日本历史书籍过程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历史书籍以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受旧日本历史书籍影响深重的日本某些有关日本历史的论述而言，最突出的感觉是上述《
日本历史》一书是拨开了这些论述的阴霾，还了日本历史的本来面目。
该书不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各部分的论述赋予作者的印象都是如此。
据译者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历史书籍，特别是教科书一类，从头到尾都是强化渲染与灌输
唯心的“皇国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作为一种思潮，“皇国史观”的日本历史论述却仍然时隐时
显。
迄今，屡屡见诸媒体的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应遵循何种基本观念编写的斗争事例不断出现。
但井上清先生的《日本历史》却坚定地将被歪曲的历史拨乱反正，还了日本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为把被歪曲的日本历史还以它本来的面目，其姿态就必须是战斗的与批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批准的唯一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国史》出笼。
对该书的斗争与批判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1947年1月）刊行后又几经修订于1953年8月在日本刊行、1957年又被介绍到中
国的上述《日本历史——“国史”批判》就是一个战斗与批判的回合。
批判日本历史的“皇国史观”，由于它形成的时间与空间背景，毕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读者来说，进一步了解与认识日本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对认识今日日本有益
，从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言。
对深入地理解与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质也是有益的。
基于这种想法，译者感觉到将坚持唯物史观的《日本历史》介绍与推荐给中国读者一读，无论从开阔
视野角度而言还是从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的过去、现在而言，都是有益的。
译者愚见，井上清教授的上述《日本历史》的论述将会给中国读者在这一方面给予很大助力。
译者译此书的初衷与愿望就是如此。
由于译者对日本历史的无知与蒙昧，在译书过程中虽曾获得友人与编辑部门人士的协助与指导，但为
水平所限，不足与错误之处势难避免，敬希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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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井上清，曾因其坚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而被国人所
知。

《日本历史》，就是作者以战斗和批判的姿态，坚持“良知”下写的一本完整的日本通史，还被歪曲
的日本历史以本来面目。
《日本历史》按照社会发展的时间进程，从日本原始社会一直写到1960年，重点叙述了日本天皇制的
完成以及走向军事帝国主义的进程，于其中，可以隐约看到中国、朝鲜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的影子，有
友好往来，有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更有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侵略。

对中国读者来说，无论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都需要
对一衣带水的日本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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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本人，生于日本四国岛高知县，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系，日本著名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日本
京都大学教授、名誉教授。
治学与著述中，井上清都主张“人民的历史学”，反对国家主义史观，用“人民的历史学”批判日本
官方编定的历史教科书。
为此，他对日本曾经的军国主义罪行以及后来不正视甚至歪曲日本近、现代史与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
为都给予痛斥，被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
著有《日本军国主义》、《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战后日本历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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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例
序
日本史时代划分一览表
前言：日本历史的发展与时代划分
1．原始日本——人类的共性与日本的个性
2．大王国家与部民——奴隶制与国家形成的特征
3．大化革新——从虚拟的氏族制到法制齐备之国
4．古代天皇制——仿中国唐朝与“现人神”
5．庄园与农民——律令体制的崩溃与武士的形成
6．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从国家主义到贵族主义
7．武家的“草创天下”——六波罗政权与镰仓幕府
8．封建社会初期的特征——农奴制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形成
9．镰仓幕府的灭亡——在乡武士与农民显示力量；蒙古来犯
10．古代遗制的清算——“忽”的发展与室町幕府的矛盾，
11．“上□下”与战国时代的战乱——“土-揆”与“国-揆”和战国大名
12．自由城市的萌芽——产业、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
13．国民的活力与文化——文化的群众化和日本与西方文明的交往
14．秩序与权威的改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一全国
15．士农工商、秽多、非人——严密的封建统治网
16．锁国与封建制——被窒息的国民活力
17．农民与町人力量的增长——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
18．平民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创新
19．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激化——享保与天明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20．促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发展——革命与改革的预言、近代的前提
21．对外开放——封建制度危机与民族危机
22．推翻幕府——摆脱危机
23．明治维新(一)——革命与反革命
24．明治维新(二)——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25．自由民权的斗争——民主革命与东亚团结的联系
26．自由民权运动的挫折——起义、统一战线、失败
27．完成天皇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及其矛盾
28．初期国会与政党——从民权到国权
29．修订条约与中日甲午战争——从被压迫国到压迫国
30．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资本家、地主、群众
31．走向帝国主义之路一日俄战争与吞并朝鲜
32．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外形势——帝国主义日本政治的基本结构
33．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日本
34．民本主义、米骚动、原内阁——向波拿巴主义靠拢
35．日本帝国主义危机——四大矛盾之展开
36．侵略中国——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一)
37．太平洋战争——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二)
3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世界——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结束语：日本历史的总结与展望
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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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迄今所知的最早在列岛社会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陶器上有绳子痕印或与此类似的花
纹而称其为绳文式陶器文化。
本书将其简称为绳文文化，并称该时代为绳文时代。
绳文文化延续数千年，直到公元前3一前2世纪，其遗迹与遗物，从北海道到冲绳本岛遍及日本各地。
通过漫长的岁月，人们虽未能从渔猎采集经济解脱出来，也没有发明金属器具，但由于不懈的社会劳
动，也逐步地提高了生产力与文化。
绳文时代，根据陶器外型与花纹的变化，以出土情况，大致可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五
个时期。
在早期，由于人们已经有了弓箭，可知已经进行了比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的狩猎。
到前期之末，人们已经懂得乘独木舟出海捕鱼了。
住处是从地面下挖6-7平方米的方形或圆形穴，中间立一柱，四周葺以草木为房盖，即竖穴。
早期的居住集团规模很小，在同一地点定居的时间短。
但进入前期后，竖穴都相当多地排列在近海的高地上，成为小部落，现今还可见使用较久的炉灶遗迹
。
可知在一地定居的时间也长了。
到了中期，部落也在远离海岸的腹地发展起来。
如长野县八岳山麓就发现过很多中期居住遗址。
这一时期，在相当广泛的地区都进行了物物交换。
最有名的例证就是以长野县和田崖附近出产的黑耀石为原料制成的石镞。
该石镞不仅遍布关东①与信浓、越前、越后各地，还东及今之福岛县，西及今之爱知县、福井县，甚
至跨海到了佐渡岛。
从后期到晚期，人们从高地向平原附近活动。
部落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居住遗址和贝冢中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等劳动工具，种类既多，数量也增加了。
这正说明劳动生产得到发展而且是多样化了。
东日本与西日本在文化形态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别。
绳文文化在陶器的形状与花纹上，东日本与西日本虽原来就承认有某些差别，但直到后期，也无质的
差别，各地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
可是到了晚期，东日本仍按原来的方向继续发展，钓具等骨器变得非常精致，陶器的装饰，如青森县
龟冈出土的典型的龟冈陶器就极为复杂了。
相反，在西日本，从绳文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变化却很小，陶器甚至比以前更质朴。
但出现了具有新性质的强有力的劳动工具，如似乎是用于挖土的大型打制石斧等。
估计这是西日本的人们在探索新的生产方法和走向农业的道路。
绳文文化虽已发展到这一步，但始终未能进行农耕与畜牧。
绳文时代人们所豢养的唯一家畜是狗。
狗这种动物在世界各地都是人类最早的朋友和助手。
从绳文文化中期以后的遗迹中，曾出土过可能是用来粉碎谷物的石臼和上述的大型打制石斧。
于是，有的说法就推断当时已经开始了诸如种植稗和芋头等的原始农业。
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肯定。
即使如此，估计也不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方法，人们依然主要还是靠渔猎采集经济。
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能劳动的人都劳动，就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社会生活。
因此，也就没有产生自己不劳动而剥削他人劳动的富者与受他们剥削的贫者之别的条件。
绳文时代任何时期的居住遗址都是同样粗糙，并无大小优劣之分。
人死后都葬于共同的墓地，既无较他者美观的个人坟墓，也无较其他死者附有不同的随葬品。
这就意味着在该社会里并无贫富贱贵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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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里，狩猎、捕鱼、建造住处等主要的生产大概无法靠单独个人，只能靠社会全体的共同劳
动。
而且，弓箭、船只与网等主要劳动工具无疑也是为整个社会所公有。
因为，如果这些属于个人私有，那么，拥有生产工具的富者与不拥有这些工具而只能从事劳动的贫者
之间会有差别的。
但并无显示这种贫富之差的任何证据。
集体生产劳动与生产工具公有，换言之，即这种原始公社制集体很可能就是以母系血缘联结的人们的
母系氏族公社。
虽然还没有能直接证明这一点的文物，但从当时生产力与部落的规模以及后世的母权制的事实，是可
以做这样推断的。
而且，从中期与后期的绳文陶器中表现人的陶偶即陶俑也多为女性形象。
陶俑多半与万物有灵，即与相信能左右人类命运的“万物有灵论”有关。
其所以表现为女性形象，也可能是认为女性生儿即是生命的本源，在这一点上感到女性有神奇的力量
，也可能是意味着对母祖的崇拜。
日本人种与日本语雏形的形成根据下述两点，可以说绳文时代就是日本历史的开端，即第一，在这个
时代，可以认为日本人种的雏形已经形成。
人类学者一般的说法是，继绳文文化之后，自朝鲜传来了崭新的高级文化（即下文谈到的弥生式陶器
文化）并很快地就居于支配地位。
这时.新的人种有若干虽然也渡海而来，但他们既未灭亡绳文时代人，也未与其混血并消灭其人种特征
。
相反，新的人种倒是被绳文时代人所同化。
假定如此，那么，就不能不说绳文时代的人们就是迄至今日的日本人种的雏形。
那么，究竟是绳文时代人与旧石器时代人在人种上一脉相承，还是旧石器时代人由于某种原因而消逝
，随后，处于绳文文化的人种来到并成为日本列岛的主人，或是旧石器时代人与新来的人种共存、混
血成了新的人种呢？
在这方面，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都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但是，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有着连续性的考古资料却日益被发掘出来。
当然，文化的连续不一定就意味着人种的一脉相承。
然而，如果能肯定这两种文化的连续性，则创造这种连续发展起来的文化的人种，也就有很大可能是
同一的。
即使旧石器时代人与绳文时代人基本上是同一人种，或者就是彼此不同的人种，绳文时代人在与大陆
隔断数千年期间，都不能不在日本列岛上过着几乎是孤立的生活。
因此，在这期间，他们就适应了日本列岛的各种自然条件，产生了人种与文化方面的独具的特征。
虽然我们不能断定他们的远祖究竟是居住在大陆还是东南亚，但可以认为，绳文时代人在与之不同的
自然条件与文化条件下生活了几千年到一万年的过程中，演变成了与其远祖不同的人种，成为日本人
的雏形。
第二，日语的核心可以认为是形成于绳文时代。
根据语言年代学的推断，现今日本本州等地的语言与冲绳的语言源出于同一祖语，从公元前后才分离
并各自独特发展起来的。
假定如此，那么，构成两语共同核心的日本祖语，一定在绳文时代就已存在了。
日本祖语究属何种语系，虽有种种学说，但尚无定论。
在日本周围各民族语中，能找出与日本语有亲族关系的最有条件的只有朝鲜语。
假定日朝两语是亲族，那么，以语言年代学来推断两语与其共同的祖语分离的时期，据说，至少在距
今3500年到5000年以前，亦即在绳文时代中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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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先生著作甚多，中译本也较多，其中也有本书译者过去的译
著。
1983年本书译者获井上清教授赐函，并惠赠《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81-1982年“岩波新书（青版）
”上、中、下3册）。
得悉，该著在1963-1966年初版出版发行后截至1982年各册均再版24-34版不等。
而且，各册发行量皆逾百万。
此外，该著德文版当时也已出版。
为此，在征得原著者意见后，本书译者即根据日文原版着手译书。
尔来，几经波折，迟至90年代中期，本书出版事宜始见端倪，并终得以面呈读者。
为出版方便，本书将原著上、中、下3册按合同规定，极个别章节调整后合为1册。
另，日文原版每册扉页与每章之前附有1-3页不等的有关的历史文物影印插图等。
出于技术原因，并经原著者同意，本书将这些照片与插图等删去。
在译书过程中，本书译者汇同闫纪青、孙卫敏、王润芝共事，并由本书译者审定全书译稿。
最后，复经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马君雷先生校阅，陕西人民出版社
吴秉辉先生、曹秀君女士、周远女士对本书出版惠予支持与协助。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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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

编辑推荐

《日本历史》：日本历史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的变动，表面上万象升平，
而底流在激荡。
因而，在国民之间对日本历史面貌在看法上有着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对立。
在老一代与新一代、统治阶级与觉醒了的群众之间，对历史面貌的观点也各有不同。
我自然是站在新一代与觉醒了的群众所持有的新的对历史面貌的看法这一边。
——井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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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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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