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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现代社会之转型为问题关注点，提出“神体儒用”这一传统的精神结构是日本社会从传统
向现代过渡的重要精神资源，然而它在现代人文价值和普世情怀上的明显缺陷，又提醒人类：保持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应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的精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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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世纪前，日本家族流行的基本是母权制，在婚姻上采取招婿入赘方式。
成年男子结婚后到女家入户，家族一般以母系为核心，包括女儿、女婿和外孙子女，不包括儿子、儿
媳及其子女。
4世纪以后，母权制衰落，父权制开始形成。
由于母权制残余影响深远，加之父权制家庭出现较晚，这就大大冲淡了同祖同姓的父系沿传的绝对意
义和血缘观念。
在12世纪即庄园分封制出现之前，日本统治阶层女皇执政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意味着父权血缘的观念
不仅在民间，即使在上层社会也不是绝对性的。
血缘关系及其观念相对淡化，是日本家族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缘观念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父系宗族制度是在人类的其他关系尚未出现或不发展时形成，并自然完
整地沿传到文明社会的。
而日本的父权制出现较晚，此时人类的其他关系不仅已出现，有些还很成熟。
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像中国那样的只有血缘关系的时代，因此在它形成时，不仅受血缘关系的影响，而
且也受其他人类关系，如社团关系、阶层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若一个家庭没有血亲继承人，即男性后裔，则意味着家族的灭亡。
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更重视“家”这一实体的存在和延续。
为了保证“家”的繁荣和延续，他们在家族无男性后代，或者本家子弟不具备继承家业能力和家传技
艺时，很可能会打破血缘的束缚，把完全无血缘关系，然而却具有继承家业能力的人吸收到“家”里
来。
从非血缘关系的弟子、家臣或奴仆中挑选合适的人继承家业的“养子制度”在日本较为普遍；奴仆忠
诚于主人胜过忠于自己的家庭。
这些现象说明，日本人在考虑家族延续和人际关系问题上，把血缘关系放在较次要的地位，家族深受
地缘关系、社会关系和业缘关系的影响。
虽然母权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大和政权毕竟是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只能依据历史
提供的原材料来搭建社会。
于是氏姓制和部民制便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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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是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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