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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运用简洁易懂、幽默而有趣的文字，搭配清晰的图解，运用一目了然的
地图、事件和人物关联图，让您轻松读懂日本史。
本书在讲解日本历史的同时，也描写了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奇闻异事，并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起因
与经过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追溯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同时，向你展示不同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
揭开你心中的疑惑：卑弥呼以巫女之身，如何能成为邪马台国女王？
撒长同盟如何成为幕府兵败的主力？
弹丸之国是如何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崛起？
⋯⋯这一系列问题在本书中都会给予你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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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秉霖，自由撰稿人。
出生于1978年，因为偶然的日本之行，受到日本文化的强烈吸引，此后，多年专注于对日本历史文化
领域的研究，精通日本的发展史，善于运用独到的眼光解读历史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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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这才是日本史
一、中国人眼中的倭国：日本的诞生
1.东瀛来风：日本民族的起源
.卑弥呼女王：日本最早女性统治者
3.古坟时代：大规模修建王陵
4.倭国五王：与中国政治交流
二、从女帝时代到平源之争：律令国家的形成
1.圣德太子：起起伏伏的一生
.飞鸟文化：佛教文化的兴起
3.大化革新：日本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4.壬申之乱：日本古代最大规模的内乱
5.律令国家的形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6.长屋王败落：藤原氏大翻身
7.混沌的政局：野心作祟
8.建都平安：开启平安时代
9.藤原良房掌握政权：摄关政治的开始
10.政治斗争的中的牺牲品：菅原道真
11.摄关政治衰落：日本开始进入武士时代
三、武家天下开始：镰仓幕府到足利幕府
1.完美的平清盛：迈上政治舞台
.源赖朝：从流放中崛起
3.平家灭亡：源赖朝统一日本玫瑰金
4.神奇传说：众说纷纭
5.执权政治的开始：幕府取代皇室
6.元军大败：“神风”作怪玫瑰金
7.镰仓幕府灭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
8.幕府初期：南北朝对立
9.足利义满：缔造全盛的时代
四、谁与争锋：战国时代的血泪史
1.争夺天下：战国大名的兴起
.天下布武：信长统一尾张
3.火烧延历寺：信长的暴行
4.信长之死：室町幕府灭亡
5.丰臣秀吉：中国大撤退
6.全国统一：秀吉平定四国
7.聚乐第落成：丰臣政权的最高峰
8.政权争夺：关原一战决生死
五、德川家族风云录：江户时代
1.德川幕府成立：家康实现伟业
.势力的扩张：幕府的外交与内政
3.大坂之战：家康统一天下
4.建立幕藩体制：稳固幕府统治
5.纲吉之治：引起社会的不安
6.吉良义央之死：欺人太甚的下场
7.权力之争：尔虞我诈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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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沼意次：权力私有化的代表
9.协调通商：外来的威胁
10.庶民起义：饥荒引发的战乱
11.闭关锁国：幕府未看清趋势
1.封建制度：不同阶级的体现
六、幕府末年：飘摇的政权
1.黑船来航：政局日渐混乱
.缔结通商条约：无奈的选
3.井伊直弼的独裁：开启“安政大狱”大幕
4.草莽志士：维新原动力
5.樱田门外之变：暗杀井伊直弼
6.政治联姻：和宫下嫁
7.骚乱频发：政局动荡不安
8.蛤御门之变：长州藩败北
9.第一次征长：战前和解
10.萨长同盟：一切尘埃落定
11.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
七、走向近代国家：明治维新
1.大政奉还：幕府统治的结束
.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一个高潮
3.讨幕气焰高涨：庆喜恭顺朝廷
4.废藩置县：标志封建制度的崩溃
5.岩仓使节团：与列强进行交涉
6.明治六年的政变：围绕征韩而起
7.西南战争：武士时代的结束
8.大日本帝国宪法：具有划时代意义
9.战火不断：纷争四起
10.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遭到镇压
11.伊藤博文：命丧中国
1.精神至上：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八、法西斯的幽灵：激荡的日本
1.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米荒
.关东大地震：天灾与人祸并存
3.失控的关东军：疯狂的残杀与镇压
4.经济大恐慌：日本社会动荡不安
5.二·二六事件：日本政治走向军事独裁
6.中日战争：七七事变成为导火线
7.日美交涉破裂：两军开战
8.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
九、小国家大经济：战后的恢复与发展
1.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独占和扶植
.皇权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3.《日本国宪法》颁布：天皇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
4.吉田茂：战后最成功的首相
5.韩战：日本战后自卫队飞速发展
6.《旧金山和约》：对军国主义的大赦
7.犬猿之仲：吉田茂与鸠山一郎的势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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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发安保斗争
9.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高度经济成长
10.田中角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11.昭和时代结束：泡沫经济破灭
1.日本化：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13.阪神大地震：一场噩梦的降临
14.奥姆真理教：日本富有代表性的邪教
15.首相频换：政治局面日渐混乱
16.日本史上最大级别地震：放下心结为日本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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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吉田茂：战后最成功的首相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巨人吉田茂生于武士之家，他的前半生为外交家，
以亲英美且干涉中国内政而闻名。
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巨人之一。
他凭借着自己的坚毅和智慧，从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吉田以六十八岁高龄首次组阁，到昭和
二十九年(1954)十二月，吉田茂五次组阁，任期长达八年之久。
吉田茂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战后国际环境，始终站在高度的现实主义视角，运用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
、国际矛盾。
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谨小慎微地协调与盟国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
据说，麦克阿瑟的为人甚是孤傲，在日本有“太上皇”的称号，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六年多的时间里，
前后一共才见过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十多个日本人。
其中，与吉田茂的合作最为密切。
吉田茂可以随时登门，不用预约。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吉田茂与麦克阿瑟的这种合作关系及其推崇，曾对两人在日本重建中做出的巨大
贡献作了高度评价：“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
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茂则是执行者。
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日本战后和平崛起的秘诀吉田茂任职后，根据道奇路线调整经济，建立警察预备队；推行镇压民主
进步势力的政策，配合朝鲜战争，制定《破坏活动防止法》，坚决反共，释放在押的法西斯军人、政
客和战犯嫌疑分子，不惜借占领军之手镇压；在旧金山会议上谋求美国主导的所谓“单独和解”；在
日本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与美国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可以说，战后日本得
以“和平崛起”的最大秘诀所在就是这种轻军备﹑重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姿态”的“吉田路
线”及其长久贯彻。
由此一来，吉田茂的存在几乎成了美国军事占领的象征，也被反美的民族主义势力当成了靶子。
一些被美军整肃过的政客（如鸠山一郎、重光葵等），将吉田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后来，吉田茂的下野与之有着直接原因。
昭和二十九年（1954）十二月七日，吉田内阁宣布总辞职，吉田时代落下帷幕。
昭和四十二年（1967）十月二十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享年八十九岁。
几天后，日本政府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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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内容轻松易懂，整体版式清新而又活泼，一点都没有沉闷的感觉。
简单中又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可以从多角度去了解日本！
——中国日本史协会 忠行图表部分处理得很是微妙，给人以一目了然的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起到辅助
阅读与理解的功效。
——日本史论坛 明向东方这是一本简单、轻松的日本史著作，讲述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一读！
——新浪网 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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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最简单、最易懂的图解方式，为你全面解读孤悬岛国的前世今生，让你一手掌握日本的过去与
现在！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日本：  　　一个让人或爱或恨、可敬不可畏的国家，如何从封建社会步入现代
化，最终走火入魔，变身侵略帝国，用鲜血和生命向世界宣告自己存在的绝命呐喊！
　　一个善于模仿、勇于创造的民族，如何在二战后的废墟中升起奋起的决心，在不经意间涅槃重生
，以时代强者之风跃上历史舞台！
一个文雅与野性共存、政权频频更替的国度，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能否再次力挽狂澜，重新崛起
，今后又会何去何从?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不一样的日本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