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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娄贵书教授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学术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
者见面了。
对本书的出版，我作为娄教授的学界挚友，表示真诚的热烈祝贺。
贵书嘱我作序已历数年，苦思长久，读读，想想，写写，停停，却总不得要领。
已开印在即，情急之下，姑以四句话内有八个可字，即“四句八可”（绝无仿李冶“八至”诗之意）
记之，以表我心。
    第一句是，“可喜可贺出版”。
《日本武士兴亡史》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
可喜，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体现了我国日本史学术界对日本历史的
研究有了新的深入和拓展，也标志着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又有了新的提升，怎能不令人欣喜。
    本书三编，共十六章，前有引论，后有余论，40余万字。
第一编阐述了日本武士兴起的历史足迹：其起源、产生、演变的历程和作为一个阶级衰亡的过程。
第二编从对武家政权——三个幕府的军事统治，以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历史再现，深刻说明了
日本武士政权产生、演变的原因、特点及其作用、影响。
第三编集中对武士道作了鞭辟人里的论述。
不仅对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影响作了归纳、概括，而且具体阐述、分析了武士道的名称、起源、
类别、德目及理想价值。
在引论中准确概述了中外学术界对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史，说明了这一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
论意义。
在余论中则围绕武士、武士道与日本社会的关系，阐述了武士与大和民族、幕府与资产阶级政权、武
士道与日本文化这三个重要两极的关系及其互动。
    概括这些编、章可以看出，本书重点研究了日本武士的历史足迹、武士的军事统治和武士的战争精
神，的确是我国对武士及武士道问题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
从而在我国武士、武士道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奠基、开拓作用，具有弥补国内学术界该项研究空缺的学
术意义。
    对日本武士、武家政权产生、兴起、发展演变及走向衰落、灭亡这一长达八九百年兴亡史的具体研
究，我国学界虽较为关注，但多为论文，且往往局限于德川幕府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日本历史
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多，但或纠结于琐碎细节，或史观不正确，存在不少缺欠
和不足。
本书对中外学术界的这一空缺和不足的弥补，确实可喜！
特别是对武士道的阐述，使我们认识到其对日本社会的巨大、深刻的影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
理论意义。
日本武士、武士道，特别是武士道是日本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武士虽在明治维新后作为一
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武士道文化和武士精神却有了更大的扩散、普及和提升。
随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升级，武士道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
至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成分。
    正如万峰先生所指出的：日本武士道从中世纪产生后，“一直发展、演变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中世纪的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战后“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
要素的诸德目”的武士道。
“武士道至今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单纯的武士道各德目亦无不
具有正反两面的东西”，“要善于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糟粕”（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
》，《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本书明确的历史记述，充分、完满地阐释了万先生的思想，自然提升了本书的现实、理论价值。
本书能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又怎能不令我欣喜。
    可贺，则指本书是由贵书教授主持，杨绍先、朱健华教授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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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准备、计划到2007年申报获得批准立项，再经过研究、撰稿修改，于2010年定稿、结项，又经过贵
书的精心修改、加工，现在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和领导的大力支持，终于正式出版，确实
是一件值得祝福庆贺之喜事。
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及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热烈祝贺和深深的谢意，祝贺他们慧眼识珠
，向社会推出了一部好书；谢谢他们为推进我国日本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做
了一件公德之事！
更要发自内心的向贵书教授表示热诚的祝贺！
    第二句是，“可圈可点华章”。
《日本武士兴亡史》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随处可见。
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本书的框架结构很有新意。
本书是一部专门著作，但又不完全是叙述性的史书。
而是以武士纵向发展的历史顺序为主线，与以武士专题研究横向结合的阐述方式架构成的华章。
以实求名，如书名改为“日本武士兴亡研究”可能会更为准确。
二是本书有新的视角。
作者既注意了普遍性，又从对特殊性角度的具体考察人手，着重深人探索日本尚武、尚武精神的由来
和发展。
着眼于阐述武士、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及其流毒的关连；着重阐述了当代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
化遗产的两重性。
三是新意多多，随处可见。
如本书对武家政治的阐述，大不同于专论武士的著作（日本的不少著作就是如此），而是有开阔的视
野和深入的分析，关注其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本书对武士、武士道在日本国内外、
集团内外奉行不同的双重标准及其显示出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矛盾性的分析论证，更是大别于日本
的不少相关著作，确实应该圈点；本书对武士、武士道是日本双刃剑文化的叙述、论证和分析，十分
精彩，等等。
四是本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方法为主，也广泛运用了经济学、
文化学、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句是，“可思可品意境”。
《日本武士兴亡史》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有不少深邃的思想。
对日本历史，我从1962年开始学习、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不敢说我读懂了日本。
阅读这本书，其许多观点和认识，引导我思考，甚至使我陷入久久的沉思。
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和特点的阐述，作者对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武士已灭亡、战后也已摧毁了有形
的武士道，但对武士道的流毒，特别是其融入日本民族传统中的因素，决不可轻视、忽视的思路、观
点，当我悟出其真髓时，不由得令我拍案叫好！
又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及武家政权的阐述，发人思考。
其中的意蕴、深义，值得慢慢地、好好地思考、品味，方能释解其意。
如果我们联想到马克思说的一段经典论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
⋯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
”再能将日本武士与中世纪时西欧的骑士加以比较，联想当今地处东方的诸多国家中，唯有日本是“
西方七国”成员⋯⋯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地、好好地思考思考、品味品味。
    第四句是，“可敬可佩精神”。
《日本武士兴亡史》的作者娄贵书教授，课题组成员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都在贵州师范大学从
事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也都是我的同仁和好朋友。
我与杨教授从结识至今已近30年，特别是1999年时，我作为《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委，推荐他的大作
《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在当年第4期上发表后，更有了深入的思想、学术交往，友谊延至今日愈
加深厚。
而与娄贵书教授，从认识、相知到深交也已十多年，在他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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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在《日本军国主义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
月出版）一书中撰写第二章“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绍先教授能在中国较早地发表关于武士道问题的学术论文，并与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至
今仍为学界认可、赞同的观点，令我佩服；贵书教授在2002年5月出版了其研究武士与武士道的第一部
学术专著《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将贵州师
范大学在研究日本武士、武士道获得了新成果这一喜讯传递至中国日本史学界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
究界。
学术界许多同仁都为之欣喜振奋，亦令我十分敬重、佩服。
本书是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研究条件下，不畏艰难、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新成果。
为收集资料，他们不畏酷暑严冬，多次往返于贵阳、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地区。
他们潜心钻研，熟读深思，辛勤笔耕，付出双倍于北京的同仁们的辛劳和时间，用“滴水穿石，非一
日之功”言之，亦不为过。
正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治学精神，才写就了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
“淘尽泥沙始见金”，功夫的确不负有心人。
今天，贵书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专著，历经11年锲而不舍的刻苦研究、上下求索，出版发行了
。
本书的出版，的确令我敬佩，自然会说些肯定的话，贵书却总是十分谦虚。
当我将序言初稿发他后，他一再要我删去许许多多积极、评价本书的话，也真让我为难，不得不删了
一些，最后，我不再听他的了。
对他一向的低调和自谦，我也常告诉他：不必过谦、客气。
我赞成“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的古训。
在对日本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上，你就是能人、尊者！
这确实是发自我内心的真话，也是我心怀敬佩之意想说的真话。
    作为同仁与朋友，愿在写毕“四句八可”之后，坦率地表示，《日本武士兴亡史》也还存在一些不
够完善的地方，如在理论分析方面还不够透彻；在资料运用方面，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也不够丰富
，等等。
诚恳地期望贵书能继续努力，使自己对武士、武士道的研究日臻完善，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作为同仁与朋友，更愿意在由衷祝贺这部新著出版，以及向广大读者倾心推荐这部著作时，提出自
己诚挚的希望：希望贵书教授能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日本武士、武士道的研究，并殷切期待贵书教授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汤重南    2013年3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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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贵书，男，1954年生，贵州省桐梓县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武
士、武家政治、武士道和军国主义问题研究。
    已出版著作：《“日本”刀刃上的文化一--—武士与武士道》(独著)、《日本军国主义论》(参著)。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有：《幕藩体制——商品经济的温床》、《身份等级制与多元价值观》
、《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
本学者》、《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武士道为虎作伥》、《日本精神
溯源》、《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战争与武士》、《武士道源流考述》、《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
道)——日本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辩护词》、《神道、禅宗、儒道与武士道》、《武士道的伦理道、战
争精神和统治思想》、《日本幕府时代的军国政治》等。
    正在从事的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武士道与日本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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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第一章  社会纷争武力化与武士的产生    一 土地纷争与武士    二 政治纷
争与武士    三 军制瓦解与武士    四 征服虾夷的战争与武士第二章  平安时代的武士    ——私兵性质的武
装力量    一 武士的来源    二 平安初期的武士    三 平安中期的武士    四 平安末期的武士    五 平安武士私
兵私权性质的内部关系    六 平安武士习武演武的生活    七 平安武士的战争样式第三章  镰仓时代的武
士    ——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一 镰仓武士公私双重属性的政治等级    二 镰仓武士公私双重法权的内
部关系    三 镰仓武士征战杀伐的生活第四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    ——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一 
室町和织丰武士的实力等级     二 室町和织丰武士实力至上的内部关系     三 室町和织丰武士作战备战
的生活 第五章  江户时代的武士    ——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     一 江户武士的法制化等级      二 江户武士
法制化的内部关系     三 江户武士执政者的生活     四 江户武士的衰落 第六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
武士    ——日本现代化的主角     一 武家政权的终结者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缔造者     二 掌控政界的武士     
三 把持军界的武士     四 引领经济界的武士     五 主导文化界的武士      第二编  武士的军事统治    ——以
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第一章  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      一 公武二元政治格局与幕府的政权
组织      二 镰仓幕府的军事统治      三 镰仓幕府的经济制度     四 镰仓幕府的法律制度 第二章  室町和织
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     一 武家一元化统治的确立与幕府的政权组织    二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军事统
治    三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经济制度    四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法律制度     五 织丰政权 第三章  江户时代法
制化的军事统治    一 江户幕府的法制化统治系统    二 江户幕府的军事统治    三 江户幕府的经济制度    
四 江户幕府的法律制度    第三编  武士道    ——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第一章  武士道
概述    一 武士道的名称    二 武士道的定义    三 武士道的德目      四 武士道的类别    五 武士道的起源    
六 武士道的分期    七 武士道与日本精神    八 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第二章  平安武士道    ——私兵私权
的伦理道德    一 武士的登场与武士道的产生     二 平安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三 平安武士道的“世俗化”
 第三章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    ——从私兵私权的伦理道德到武士治国的统治思想    一 武家统治
与武士道的发展     二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三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的“世俗化
”   第四章  江户武士道    ——“为政者之道”和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      一 从“战斗者之道”向“为政
者之道”的演变     二 江户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三 江户武士道的“世俗化”  第五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
初期的武士道    ——“天皇的武士道”和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一 资产阶级武士政权与“天皇的武士
道”      二 从封建主义武士道向资本主义武士道的嬗变    三 “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  第
六章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    ——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    一 神道——武命长久、战
争胜利的武神崇拜    二 禅道——勇于拼命、死中求活的战争心理    三 儒道——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
统治哲学第七章  武士道的理想价值    ——“忠诚”的伦理道德和“武勇”的战斗精神    一 忠诚——效
忠主君的精神    二 义——恪守职责的监督者    三 武勇——立身存命之本    四 礼——牢记身份、不忘职
责    五 诚信——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    六 名誉——舍身求名的武士精神    七 俭朴——防止武士爱财惜
命    八 勤学——尚武精神与书本知识相结合    九 复仇和切腹——武士精神的外在表现余论  武士、武
家统治和武士精神与日本社会    一 武士与大和民族    二 武士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    三 武士道与日本文
化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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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平安武士私兵私权性质的内部关系    武士和武士团出现后，武家社会内部也逐渐形成了相互交织、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如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等
等。
由于平安武士完全是私人的武装力量，武士团是武士的战斗集团，因此，一方面这些关系都是私人性
的，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另一方面这些关系又具有浓厚的军事性。
“在主人和从者之间，从者有为主人献身的勤务，特别是军事勤务的忠诚关系。
”“家督和一族之辈（分家的家长）的关系原则上是军事统率关系。
”“主从关系以军事统率关系为中心”，“握有最高军事统率权者为一门家督，其下是一族之辈。
再下是家子、郎从”。
构成武士团的两大原理主一从关系和家族关系，就贯穿着私人性和军事性。
    （一）私权的主从关系    “主从关系”即武士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武家社会内部居
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又是“构成武士团的最重要的要素”。
“主从关系的原理是与武士及武士团的成立一起培育出来的。
”武士从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主从关系之中。
    主从关系以利益为纽带。
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首先始于物质报偿。
“平安武士的关系，基于土地的、经济的关系之上，即基于生活的关系。
”所谓主从关系，其实就是主君与从者之间“恩惠”与“效忠”的交换关系。
主人给予从者土地，并为从者提供保护；从者效忠和服从主家，平时为主家尽各种义务，战时应主君
之召从事战斗。
当然，若是主君不能满足从者的利益需要，不能保证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者便会抛弃主君。
反之，若是从者对主君不忠，不能履行应尽的义务，主君则会对其进行惩处，如收回“恩地”，甚至
将其从武士团中清除出去。
    主从关系通过施恩与报恩的利益关系，将主君与从者牢牢地捆在一起，并将武士的武力组织构建成
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均与武士团密
不可分。
个人的荣誉、权力、地位和财富，统统以武士团的兴旺发达为前提，上自主君，下至一般从者，大家
共同谋求武士团的兴旺发达。
从者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和以主君为统帅的武士团身上。
    主从关系世代相承，武士社会有所谓“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习俗。
“1091年，源义家和其弟源义纲的从者藤原实清与清原则清争夺河内国所领，分别向义家和义纲求援
，实清、则清之争演变为义家与义纲兄弟之战。
”义家、义纲为了保护从者的利益，不惜牺牲骨肉之情，表明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武士团——利
益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统一高于骨肉之情。
    平安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意义重大，军事性武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武士道，就是直接从主从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而来。
“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而产生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
为武士道而产生的”。
幕府时代，武士政权继承和强化主⋯⋯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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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课题，项目批准号：07xSS003）“日本武士兴亡史”立项，2010年通过
鉴定专家评审。
此后，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了数遍修改和查缺补漏。
还需指出的是，贵州师范大学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为本课题的完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本课题在完成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赵稼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椿年教授和汤重南教授、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辽宁大学徐德源教授等前辈学者的鼓励、鞭策和帮助，他们或审读初稿并
提出指导性意见，或提供研究资料。
八旬高龄的徐德源教授逐字逐句审阅了全稿，就本书第一编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对明治维新后武士身份的转变提出了宝贵意见，还惠赠了两册武士的资
料。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本课题聘请的五位鉴定专家（虽然我到现在仍不知道他
们的姓名），他们尖锐而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教授梅荣政先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田文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
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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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娄贵书专著的《日本武士兴亡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武士兴亡史”的最终成果，也是笔者
长期研究日本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阶段性总结。
这部著作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武士为主线，通过日本文献资料，阐明武士的历史全貌，揭示
武士的存在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命运、社会制度、发展路径、民族文化、理想价值和日本民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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