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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
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
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
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
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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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国民国家的创造　　1.被发明的历史　　历书的发明　　在德川后期研究西洋学问的学
者中，特别是1858年(安政五年)开国以后自1860年开始的、6次遣往欧美的使节们，统统接触过形成于
西欧各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然而，或许没人能像久米邦武那样刻骨铭心。
　　在明治维新以后的l871年(明治四年)1 1月至l873年9月，久米邦武作为正式在册的记录员，加人了
以岩仓具视为特!叁权大使的使节团，访问了美国和欧洲。
使节团的目的童在对等的条件下，修改德川幕府与西洋诸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而详细r解先进国家
的文明状况。
　　当然修改条约的愿望未能实现。
然而使节团为日本带来的影响却是无可估量的。
久米邦武主编的《美欧回览实记》(1878年)中的一节，便鲜明传达了久米业已深刻掌握的、先进国家
尊重历史、传统的态度。
介绍之前，有必要说说题外话。
　　1872年(明治五年)1 1月中旬，岩仓使节团一行由伦敦转道巴黎，迎来了l2月3日的一天。
这一天乃是明治六年(1873年)1月1日。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日本政府将之前的太阴历(旧历)改换为太阳历(新历)。
此乃西历。
日期也随之发生了变动。
这就是所谓的历书西欧化。
　　同时以日本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为基准，将此时确定为纪元元年，将始于此日的一年
称为“纪元2533年”，比西历要早660年。
这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姿态，日本有日本的历史，它比欧洲更加古老。
　　这正是“传统的发明”或“历史的发明”。
这里的支撑点，是幕府末期至维新期的神化国体论，即“日本神国(神州)”的理念。
此时亦将每年1月29日，确定为国民的节日。
翌年，又将这个日子确定为“纪元节”。
同时也在这一年，将节日日期改为2月11日。
此等事例不一而足。
而在神话的世界里寻求根据，从根本上就是荒唐的。
因此发生了如下状况。
　　其后将中日战争方酣的l940年(昭和十五年)颂为“纪元26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否定了战时甚嚣尘上的建国神话以及相关于此的民族主义，废止了纪元节。
然而1967年竟又恢复了“建国纪念日”。
围绕这个纪念日，亦可看lti日本民族主义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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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涉及受人忽视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和资料。
在为人熟知的著述中，展现新的读解方式。
通过本书的种种论述，读者心中的日本近现代形象或将发生一些变化，或将产生一种感想——“咦，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过去的看法，或有不够全面之处”、“原来如此，总算解决了一些模糊不清
的问题”。
 本书期待展现的正是观察日本文化的全新角度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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