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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推进面向中国国内的文化与教育活动、充实与日本相关的教材、促进这
些教材得到有效利用而于本年度与财团法人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共同实施的《日本学术名著翻译·出版
事业》中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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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源了圆 译者：郭连友源了圆，著名日本思想史学权威，曾担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现
为日本学士院院士。
1920年出生于熊本县，194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
曾担任日本女子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教授，还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
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主要个人著作：《义理与人情》（中央公论社，1969年。
已有中文版）《实学与虚学》（富山县教育委员会，1971年）、《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中央公论
社，1972年）、《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5年）、《日本的禅语录·铁眼》（讲谈社
，1979年）、《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研究》（创文社，1980年）、《文化与人的形成》（第一法规
，1982年。
已有中文版：《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实学思想的系谱》（讲谈社学术文库，1986年
）、《江户的如儒学——《大学》受容的历史》（思文阁出版，1988年）《型》（创文社，1989年）
、《佐久间象山》（PHP研究所，1990年）、《日本人的心》（国际基督教的大学）、《莲如》（讲
谈社，1993年）、《一语词典——义理》（三省堂，1 996年）、《精读·佛教的语言——莲如》（大
法轮阁，1999年）等。
主要编着作品：《日本人关于生与死的思想——日本人精神史入门》（有斐阁选书，1977年）、《日
中实学史研究》（思文阁出版，1991年）、《国家与宗教——日本思想史论集》（思文阁出版，1992
年）、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3卷《思想》（大修馆书店，1995年）、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4卷《宗
教》（大修馆书店，1996年）、《横井小楠大全》（新人物往来社，1998年）、《古典大系——日本
的指导理念》（全20卷，第一法规出版、1983～1984年）、《山片蟠桃·海保青陵》（日本的名著23
，中央公论社，1971年）、《江户后期比较文化研究》（鹈鹕社，1990年）、《型与日本文化》（创
文社，1992年）、《先哲丛谈》（平凡社，东洋文库，199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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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重新探讨德川时代  1.“被推迟了的近代”  2.德川时代中潜在的近代性  3.研究日本近代化的一个
视角第一章 朱子学及其接受  1.德川时代的政治与宗教  2.接受儒教  3.何谓朱子学？
  4.接受朱子学  5.朱子学派的人们第二章 阳明学及其接受  1.王阳明其人及其思想  2.对阳明学的接受第
三章 古学思想的形成及展开  1.古学运动的内在动力  2.富有人类爱的仁斋学  3.徂徕学及其在政治上的
发现第四章 武士的道德  1.武士性格的变化.  2.山鹿素行与士道的建立  3.《叶隐》武士道  4.士道与忠诚
心的问题  5.武士道与日本人的道德信念  6.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  7.武士道与近代化第五章 町人与重商
思想  1.德川时代町人的性格  2.江户的町人和大阪的町人  3.町人与“家”的意识  4.肯定商业的思想和
宗教意识  5.石田梅岩与心学运动第六章 十八世纪的开明思想  1.第一次启蒙时代——十八世纪  2.三个
开明思想家——仲基、梅园、蟠桃    （1）富永仲基与传统思想的相对化    （2）三浦梅园与条理的哲
学    （3）山片蟠桃与否定灵魂不灭第七章 经世思想与民众思想  1.徂徕以后的经世观  2.经济合理主义
者海保青陵  3.重商主义者本多利明  4.安藤昌益与乌托邦思想  5.民众的思想    （1）二宫尊德思想中的
天道与人道  ⋯⋯第八章 国学运动的人们 第九章 幕末志士的悲愿 终章 从幕末到明治 作者后记 译者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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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早察觉到是什么原因导致武士阶级在经济上贫困——这一点不久便成为剥夺武士权力的基础——的
人是富有洞察力的荻生徂徕。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武士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领地，亲自成为一个生产者，并过上自
给自足的生活，摆脱商业资本的羁绊。
由于这在当时是一个太过大胆的建议，为政者们终究没有勇气原封不动地予以采纳。
享保、宽政、天保三大改革的实施者们所能想到的顶多就是通过施行勤俭节约来减少来自商业资本的
压力。
而现实中，为顺应商业资本的发展，幕府实行了针对武士的社会经济政策，以致强烈主张这条路线的
海保青陵也通过买卖关系来解释武士的主从关系，认为如不祛除武士的存在是超越商业行为的偏见，
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通过海保青陵的想法就能了解德川时代的商业发展已经到了如果不允许其发展武士社会就难以存
续的地步。
有了这种思想，明治维新也就指日可待了。
与上述政治和经济开始走向近代一道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对近代化所做的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它与接受和鼓励儒学之间的关联上来分析。
德川时代的儒学，作为奠定身份制度的一种伦理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还有一个毫不逊色于此的重要作
用，那就是它作为世俗社会的伦理对日本人的认识层面发挥了启蒙作用。
受到过儒家合理主义思想洗礼的日本人不再相信迷信和中世的世界观。
同时在漫长的战乱社会中被迫成为文盲的日本人，通过学习儒学认识了文字，理解了来自于中国的高
度的知识文化，并开始享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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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久以来，一直想以便携本的形式写一部德川思想史，如今这一想法终于实现了。
要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我最初是从研究明治思想史开始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我发现要想了解明治思想就必须追溯到德川时代，但当我开始研究德川思想史时，我感到自己几乎完
全是在摸索着行事。
当然，津田左右吉的《表现在文学中的国民思想研究》第三卷、第四卷、和过哲郎的《日本伦理思想
史》下卷、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等先学们的出色论着早已问世，此外还有不少在此不
能一一列举的优秀个案研究成果。
但是，这些著作和成果很难让人描绘出一个德川时代的整体图景。
对于刚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我来说，从思想这一观点来说，德川时代是一个与西欧近代相距十分遥
远、虽有明确的轮廓但却无法看清的时代。
这似乎与我们所接受的西式教育有关。
同时，这似乎也与我青年时代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
对于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我来说，一说到日本精神，总是会联想起国家主
义以及严格死板的道德说教，坦率地说，对于日本思想，尤其是近世思想，我原本压根儿就没有想要
学习和研究的念头。
然而，同时这也与日本思想家的表达形式有关。
散漫、没有逻辑、缺乏明确概念的表达形式，在初学阶段，实在让人难以找到头绪。
当时我做梦都没想到德川思想中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宝库。
但是，一旦开始研究，我便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
我在懵懂之中带着某种预测做出了一种过早的判断。
原来即使在锁国、封建制度等严酷的系统中，也依然存在着人们出色的思想活动。
包括我本人在内，日本人对于近世思想太过无知了。
于是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部相对周到全面地描述德川思想小史的书，这部书同时也会展望德川
时代与明治以后的近代日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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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川思想小史》：日本思想文化丛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平财团共同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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