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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社会的历史（修订版）》讲述的既不是“日本国”的历史，也不是“日本人”的历史，而
是日本列岛上人类社会的历史。
上溯远古文明明确列岛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从其出发点开始追问其大约1300年间持续不断、
至今仍影响着“日本国”的实际作用，以更为根本的依据批判明治以来的政府所选择的道路即“大日
本帝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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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网野善彦，日本著名史学家，在日本学界被誉为网野的中世社会史学或网野史学，影响相当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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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派往各地的总领和大宰依照“改新之诏”，在分割、统合各地大首领——国造的统治区域
的同时，推进新型行政组织的设置。
3月，中大兄宣布将自己统治下的部民和屯仓（即人民和土地）充归国有，向众首领发布禁止建造古
坟的“薄葬令”。
8月，新政府提出全面废止部民制的新方针，将包括大王在内的各首领所统治的部民变为“国家之民
”，并将众首领定位为新国家机构的官僚。
 实际上，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虽然方坟和圆坟那样的首领古坟整个7世纪都在建造，但小古坟群在7
世纪中期就销声匿迹了。
古坟时代逐渐走向终结，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证实。
新政府的方针虽然并未能直线式地顺利落实，但确实逐渐渗透到了各地。
 虽说如此，自古以来的首领对土地和人民的独自统治依然延续着，地方行政制度的改编也有赖国造推
进，国家的方针并未能轻易贯彻。
但是，中大兄他们意欲强制推行既定方针，647年，制定了旨在将众首领作为大王的官员进行排序的冠
位十三阶，规定了朝参仪式，要求被授予冠位的有位者清晨聚集到“朝庭”，参拜大王、办理公务。
然而，当年年底，中大兄的宫殿起火。
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中大兄的政治遭到反对，众首领对改革的抵触可谓根深蒂固。
 649年，冠位由十三阶增加至十九阶，国博士开始调整官职体系，评制（后来的郡制）也在这时真正
付诸施行。
然而，这一年，左大臣阿倍内麻吕刚去世，便发生了右大臣自杀事件——突然被指涉嫌谋反的苏我仓
山田石川麻吕在山田寺自杀，政府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对立凸显出来。
653年，中大兄他们派出遣唐使，以求恢复与唐朝的关系。
这一年僧人曼死去后，孝德大王与中大兄之间的对立也公开化了，中大兄与其妹即孝德的大后间人王
女把孝德留在难波，带着所有官员转移至飞鸟。
连妻子也叛离自己，翌年即645年，孝德大王便在难波孤独地死去。
 东亚的古代小帝国 如此一来，大化政变后登场之人似乎都已销声匿迹，而中大兄的独裁体制却形成
了。
而且，唐朝的正式进攻在即，高句丽和百济的使者向畿内政权寻求援助。
作为应对，畿内这一年派出了高向玄理及其他遣唐使（不过玄理客死于唐），而中大兄则重新将自己
的住所移至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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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日本书系:日本社会的历史(修订版)》是阅读日本书系丛书之一，由日本网野善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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