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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相互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
交流史上所罕见的。
大概早在姬周之世，中日之间已有交往。
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水稻和农耕技术从中国长江流域及华中地区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北九州，这新的
文化之光促进日本人摆脱了数千年渔猎和采集生活。
此后中国铁制器具传人日本，更使日本由石器时代一跃进入铁器时代。
到秦汉时代，特别是自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郡之后，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同
时有大批汉人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重要承担者。
到隋唐时期，日本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大力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文物器具，如饥似渴地学
习中国的儒学、佛教、文学艺术、民间习俗等各种思想文化，终于促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变
革——公元645—646年的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的结果，日本呈现出“全面唐化”的社会景观，推动了日本社会的飞跃性文明进步，并且自
此以后，日本人虔诚以中国为师的理念，一直延续到日本的近世。
自古以来，中国、日本还有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或称东亚文
化圈，或称中国文化圈、汉文化圈，或称儒家文化圈，或称大乘佛教文化圈（越南有所不同）。
虽然表述方式有多种，但都说明这个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关系至为密切，并且有显著的共同性，区别
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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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通过对天皇观的历时性考察，对近代天皇观建构过程中所遇到的民间的抵抗等问题进行了考析，
阐明了近代转型期日本人的精神动态，提出了所谓近代天皇观是在幕末前后伪造出来的“传统”的结
论。
作者认为，幕末的内忧外患危机意识是近代天皇观形成的重要契机，“近代天皇制是在内外危机加重
的情况下用来对应秩序崩溃的重建秩序的原理”，天皇观以及其权威性“属于广大民众的幻想过程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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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丸良夫，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曾先后任教于一桥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校。
主要著作有《日本的近代化和民众思想》、《日本民族主义的前夜》和《作为“方法”的思想史》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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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研究课题与方法  1．天皇之权威  2．连续论与断续论  3．本书的课题第二章  近世社会与朝廷
、天皇  1．统一权力与朝廷·天皇  2．儒者的朝廷观  3．祭祀论及其观念的转向第三章  民俗与秩序的
对抗  1．作为社会边缘的民俗  2．围绕祭祀仪式的对抗  3．异端的宇宙论第四章  危机意识的结构  1．
本居宣长  2．平田笃胤与草莽国学  3．水户学第五章  作为政治领袖的天皇  1．尊王攘夷运动的天皇观 
2．决断主体与马基雅维里主义  3．政治战略与民心第六章  权威与文明的象征  1．维新变革的正统性
原理  2．神道国教主义的展开  3．“信教自由”与国家第七章  与近代天皇观的对抗  1．明治初年的民
众运动和天皇  2．“夷人”与“耶稣教”  3．有关民俗的对抗和重构第八章  近代天皇制的接受基础  1
．地方秩序和权威中枢  2．“民权=国权”的国家主义  3．天皇崇拜的渗透度第九章  评论与展望  1．
关于国民国家的构成原理  2．正统与异端  3．关于天皇制的宇宙论  4．关于现代天皇制引用参考研究
文献一览后记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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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宰春台曾说：“凡天地间所有事物，除人之所为外，均神之所为也。
所谓人之所为，亦即尽人事，然事成与否，则全赖天之助也。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世界里充满了人力所不及的神威，正因为如此他引用《左传》中所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包括天地、山川在内，整个世界充满着神灵，上自天子，各种身份的人都祭祀与自己身份相应的神灵
，即所谓“正祀”。
因此，天子和诸侯也应斋戒沐浴，出任祭主祭神，在重要的祭祀时还应“天子国君则祭主”。
虽然祭祀的内容可能“宛如儿戏”，但这正是“鬼神所不可测之处”，只要祭祀得当，就一定会有所
感应，消灾招福。
另一方面，这种祭祀和排斥淫祀是对应的，“从上皆以严禁民间淫祀为善政。
近世有水户义公（光圀）停止国内之淫祀，捣毁多处祠堂。
可谓是深知治道之英雄”。
1729年（享保十四年）成书的《经济录》，就是这样由一百多年前的这些做法预测到了明治维新时的
祭政合一、废佛毁释和神道国教主义。
中井竹山（1730—1804）的《草茅危言》是为宽政改革提出的建议，因此虽然幕府的存在是不言自明
的前提，但是其重要内容是主张通过推进朝廷改革来去除佛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迷信。
竹山首先将朝廷衰微的原因归结于“多半因崇神佞佛等惑事而起”，认为朝廷“以此神佛荒诞之说，
祸害百姓之举不胜枚举”，应以礼仪制度取而代之。
即他主张恢复已被“省易忽略”的即位典礼；时常进行巡幸，争取让平民也养成崇敬天皇的习俗；取
消天皇退位称院的惯例，采取一世一元制，年号使用谥号；废除充斥着吉凶日、方位迷信的民间历法
，只使用官方的“静洁历”；禁止皇子、公主出家为僧，以增加皇族人数；确立天皇、皇族的婚姻制
度等。
站在朱子学合理主义立场的竹山，虽然在鬼神的存在问题上与徂徕、春台观点对立，但在认为民间蔓
延的宗教性信仰具有反秩序的潜在性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不仅继承了徂徕和春台的问题意识，而且有
进一步的发展。
上面所述的关于朝廷改革的构想，也是为了对抗民间荒诞的宗教性信仰，他曾说，“因王室衰微，遂
使巫祝之家愈盛，各类淫祠充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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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富山县东砺波郡高濑村森清——这是町村合并以前的名称，我就出生在这个种植单季水稻的村庄里，
家里是中农。
现在这一带新修了公路，还建了很多新房子，以前的景观已经被破坏了不少，但是，遍布水田的砺波
平原上环绕着防风林，其间点缀着户户农家，这种典型的散村风景现在依然清晰可见。
我童年时的记忆有很多是有关故乡风土人情的，现选取其中的一部分记录在此，权作本书的后记吧。
我在户籍上是三子，但由于我出生后不久二哥就因白喉病夭折了，因此实际上我是作为两兄弟中的老
二长大的。
村里人之间的相互称呼，要根据阶层、性别、家里的情况等等来定，区别很是复杂，但一般称呼长子
为“小安”，次子为“小奥”。
我家的屋号是“安清屋”，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村里人都叫我“安清屋的小奥”。
我们村在我出生以前就有28户农家，这些农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屋号，现在我们村还是这28户农家，这
就意味着这60多年我们村的户数没有任何变化。
村里的长子们到了可以上学的年龄，就开始在祭祀氏族神的时候，扮演舞狮子中的小狮子，等再大一
点就加人青年组。
但是次子以下则既演不了小狮子也加入不了青年组，尽管行政村里有青年团的组织，但在我小的时候
，传统的青年组比青年团的影响力大多了，活动也特别多。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这主要是因为长子要继承家业，而次子以下的男孩和女孩们将来都是要离开村
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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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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