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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及其它相关论著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
范式的精神领袖。
　　本书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近代化是由西方引起、日本的近
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
同时，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日本学术界，丸山真男的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
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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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1950年至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
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
大学名誉教授。
　　其重要的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初版）；《现代政治思想
与行动》（上下册，未来社，1956年一1957年。
1964年增补版）；《日本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现代日本的革新思想》（河出书房新社
，1966年上）；《战中与战后之间——从1937年到1957年》（三铃书房，1976年）；《从后卫的位置出
发》（未来社，1982年）；《读〈文明论概略〉》（上、中、下，岩波书店，1986年）；《忠诚与叛
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筑摩书房，1992年）；还有一本首次以中文出版的《日本近代的思
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编选并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初版题为《福泽谕吉与日本的近代化》，学林出版社出版，1992年）；《丸山真男集》（16卷，另有
别卷1，岩波书店，1995年—1997年）；《丸山真男座谈》（九册，岩波书店，1998年— ）；《丸山真
男讲义录》（七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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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 孙 歌英文版作者序第一章 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
国学的关系第一节 前言——日本近世儒学的产生中国历史的停滞性与儒学—日本儒学—日本近世儒学
产生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探讨日本近世儒学发展的意义第二节 朱子学的思维方式及其解体朱子学
的结构—朱子学的思维特性—德川初期思想界中这一特性的表现—朱子学思维方法的全盛期—宽文至
享保时期思潮的急速推移—朱子学思维方法的解体过程（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具原益轩）第三节 徂
徕学的特质两个事例—徂徕学的政治性—方法论—天的概念—道的本质—道的内容—道的根据—徂徕
学中公私的分化—元禄、享保时期的社会形势—政治组织改革论第四节 徂徕学同国学特别是宜长学的
联系徂徕学的普及及其反叛—萱园学派的分化—徂徕学之后儒学的衰落—国学同徂作徕的否定性联系
—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共同性—正面联系的种种表现—联系总结及国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第五节 结束
语注 释第二章 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第一节 本章的课题
第二节 朱子学与自然秩序思想第三书 徂徕学的转换自然秩序逻辑的破坏工作—其政治实践志向第四
节 从“自然”到“制作”推移的历史意义制作逻辑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的绝对化问题第五节 昌益和
宣长对“制作”逻辑的继承“制作”逻辑的政治归宿—安藤昌益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本
居宣长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第六节 幕末的发展与停滞近世后半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及其思想
界一种种制度变革论—“制作”立场的理论局限—维新后两种制度观的对立注 释第三章 “早期”民
族主义的形成第一节 前言——民族及民族主义第二书 德川封建体制之下的民族意识第三节 早期民族
主义的诸形态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皇攘夷论—它们的历史局限注 释初版后记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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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丸山真男把论述的重点集中于荻生徂徕。
这显然是由于近世日本朱子学在其分解过程中，由荻生徂徕促成了其向近代形态的根本性转变。
丸山真男特别注意到荻生徂徕把朱子学的道德性转化为政治性，并从中区分出了个人道德和国家政治
的不同分野，这就是他对于“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连续性思维的分解。
而且，丸山真男特别指出，这种分解在近世日本儒学中是一个不断的持续性过程，山鹿素行、伊藤仁
斋等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相关的作用；换言之，丸山真男并没有因为强调荻生徂徕这样的独特儒学家
在儒教分解过程中的作用而把日本儒学向近代形态的转型归结为少数思想家思想的结果。
同样，在丸山真男的　　研究中，徂徕学所完成的不仅是朱子学的内部分解，还以否定性的关联使得
儒学与国学发生了内在的联系，这种论述把日本政治思想史视为一个不断分解不断关联的内在有机形
成过程，丸山真男试图从中引出的命题，无疑是日本近世儒学在这样的分解过程中形成的与西方近代
政治结构及社会思想相类的整体性思维特质。
顺理成章，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中，丸山真男又讨论了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从“自然”向“制作”
的思维推移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试图在日本思想资源内部寻找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精神的努力
；在此基础上，丸山真男还讨论了在通常被认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之前就已然形成的日本近世国民
主义的诸种形态，　由此，《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轮廓也就十分明确了：它致力于寻找日本思
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近代化是由西方引进、日本的近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
物的通说。
同时，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日本学术界，丸山真男的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
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也正在这里。
当他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由内部产生的近代思维时，他衡量“近代”的标准仍然来自西方
。
换言之，丸山的“近代观”是欧洲式的。
比如，他强调近代精神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合理主义”，并由此而论证以“非合理主义”而对抗朱子
学“穷理”的徂徕学与国学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哲学史中的邓斯·司各
脱等弗兰西斯教团哲学家和奥卡姆等唯名论者相对于全盛时期烦琐哲学的位置；而他所论述的从徂徕
学到国学所完成的从“自然”到“制作”的转换，显然脱胎于西欧哲学史中对于近代主体性的认识。
但是，丸山真男在使用这些价值观念衡量日本“内发”的近代思维的时候，他论述的重点却在于指出
日本近代思维与欧洲近代思维的不同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对把日本的儒教思想视为封建意识
形态，而把兰学和与其相关的自然科学思想视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做法，因而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
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反抗封建权力的形态呈现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通过自我分解的方式
演进而来的。
荻生徂徕、本居宣长，各自八个同的方式完成的，不是对于封建政治的摧毁，而是对于它的内在性改
造，丸山真男认为，恰恰是这种改造，才是日本思想近代化的核心。
换言之，日本思想的近代化，不是通过诸如　　兰学者们的努力引进外来思想实现的，而是通过朱子
学的解体和来自儒学者自身的对于儒教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
　　于是，丸山就面对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在事实上把理念性的“近代”绝对化了，同时，他
也不能不因而落进了“日本特殊论”的圈套。
这就是说，丸山的课题只能在对比他的西　　方近代理念检讨日本的非近代性的层面上展开，并且在
事实上使日本与西方对立起来。
　　这部著作以及与它相关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诸论文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
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
我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丸山学说中上述显而易见的缺点，而是：当年轻的丸山真男刚刚开始他的日本政
治思想史学者生涯的时候，他为何要以此种方式讨论日本的近代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使用欧洲的
近代观念讨论日本的近代思想，同时又强调日本近代思想的特殊性?而这样一种方式又何以能在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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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但是，为徂徕学与宣长学的非合理主义赋予现代的特性，不能忽
视第二个侧面：即它又是从朱子学的特殊性格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由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具有强烈的道学性，所以这一合理主义的解体，就会唤起诸文化价
值的独立。
这一具体情况已反复指出了，在此无重复的必要。
概而言之，因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而完全为伦理所束缚的政治、历史、文学等领域，一旦纷纷切断其
锁链，就要争取文化上的市民权。
政治、历史和文学已分别摆脱了单是修身齐家的延长、教训的一面“镜子”和劝善惩恶的手段等这种
旧有的地位。
取而代之，第一“安民”、第二“实证”、第三“幽情”等这些固有的价值标准，就拔地而起。
这种文化价值的自律性，作为“分化的意识”，正是现代意识最具象征性的表现。
　　最后，也许有人会对我们的观点提出根本性的疑问：即在儒学思想的自行解体过程中探寻现代意
识，究竟具有什么现代价值呢?这种现代性的思维现在不正是“危机”四伏吗?如果追溯一下现代精神
的一切混乱和无序，其根源不就在此处吗?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回答说：恰如其言。
但是，问题在于，现代性思维的困境依靠向前现代性思维的复归就能够摆脱吗?就像市民已不再是农奴
那样，经过内部分化的意识已不能再来接受前现代那种素朴的连续性思维方式。
当然，自觉到自律性的各文化价值亦不能完全离开其他而孤立存在。
例如，就是艺术，在深层根柢上也与伦理相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在直接被主张的时候，艺术就不再是艺术。
历史也决不只是对过去事实进行叙述。
但是，历史在成为一些道学的奴婢时，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很难说是本来的历史。
只有在黑格尔所说的实用的历史叙述pragmatisch　　geschichtsschreibung)被彻底超越之后，真正的历史
叙述才会开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快乐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回荡啊!但是，不能忘记，
政治性东西的　　复杂性，在徂徕的时代，已无力再进行这种单纯的连续性思维。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所留下的问题，就是承认排除了一切规范制约的历史事实自身的独立意义，同时
又如何使它不丧失其实证性而与价值联系起来，并最终在仍保持着对政治固有法则自觉的同时，又如
何形成同伦理的新的结合。
现在，我想用文德尔班(W．Windelband)比较希腊哲学与德国哲学论文中结尾的一段话，来结束本章
笨拙的论述。
“希腊哲学当它以认识站在万有之上的时候，它的思维是那样的直接和单纯，是那样的朴素美丽，又
是那样的整齐和谐。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感到可悲。
我们不能选择，只能理解。
也就是说，这种纯朴无邪已经丧失。
我们有必要清楚地懂得，对希腊人所拥有的人类美好幻想，我们要代之以反省来保存它。
总之，希望同一棵树在同一时间开花结果是一件愚蠢的事。
”　　所谓民族，就是那种欲成为民族的东西。
单是隶属于某一国家共同体、并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尚不足以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
族”。
这里所存在的充其量不过是人民乃至国家所属成员，而不是“民族”(nation)。
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属成员就必须积极地要求这种共同属性，或者作为一种愿望至少要被意识到
。
换言之，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定民族，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特性，并多少
具有要求守护一体性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说这里有“民族”的存在。
本来，这种一体意识存在于种种微妙的差别之中。
虽然以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共同性作为基础，对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具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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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但仍然有缺乏政治上民族意识的情形(其典型如19世纪初期的德国和意大利)。
但是，一旦这种文化民族针对外部来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那么，它很快就会把自身的存在提升到
政治上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
这样一来，民族意识只要它是自觉性的，早晚它就要凝聚成政治上的一体意识。
所谓近代的民族国家，无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意识。
如果把以这种民族意识为背景而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称之为广义上的民族主
义(nationalism；principle ofnatlonalitv)，那么，民族主义恰恰就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而存立所不可
缺少的精神推动力量。
而且，因各民族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
与此相应，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各有独自的形态。
福斯勒说：“唯一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二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相异的民族主
义的复数。
”民族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必然是个性化的。
在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态中，也最明显地刻印着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特质。
　　现在我们明白，上述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族”以及作为主张自我的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
产物。
在国民意识到自身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并加以要求之前，通常先有一个单是作为自然也可以说是植物
存在而延续其生存的时代。
本来，即使在这时，人类对因代代定居在一定土地上而对其土地乃至风俗自然所怀有的眷恋，很早就
一定有了。
但是，这种本能的乡土爱，即使是培养民族意识的源泉，它也不能很快成为创造政治性民族的力量。
因为，所谓乡土爱，说到底就是环境爱。
环境爱是对自己之外事物的习惯性依存。
与此不同，向民族国家靠拢无论如何就一定要表现为一种决断性的行为。
不但如此，由于环境爱从自己的中心呈波纹状扩展，其密度与距离成反比，所以，多少带有抽象性的
国家这一环境，同更直接的村落乃至家族的环境相比，其亲近性自然一定是淡薄的因此，在某种情况
下，乡土爱慢说是培养民族意识，它反而却是一种桎梏。
当此之际，近代的民族主义唯有通过对传统乡土爱的扬弃，才能使自己前进。
另外，包括全体国民的国家秩序即使相应存在，它也未必自然而然地能在民族中发酵出政治上的一体
意识。
在内部秩序结构阻止向民族国家政治聚集的情况下，这种国家秩序不至于从内部掌握国民，国民的大
多数依然继续其自然的非人格性的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就介于国家秩序和国民之间，并首先要求排除妨碍二者直接结合的势力乃至
结构。
不管如何，民族主义要堵住它与民族传承性生存形态的矛盾冲突并来形成自身，这显示了政治上的民
族意识不是一种自然的自发性存在，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
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
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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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英文版作者序　　一　　构成这部书的三章，原来都是作为独立的论文，分别发表在1940年
至1944年之间的《国家学会杂志》上。
因而就是从作为最后一章的论文所发表的时间算起，迄今也整整过了三十年。
在这一岁月中，本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德川时代的儒学和国学的研究，不仅硕果累累，而且有关思
想史的种种方法，作为日本学术界的共同遗产也有了当时所无法比拟的丰富性。
三十余年的岁月，完全可以使任何一种学术领域中的已有研究成果变得陈旧老化。
但是，就这部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德川思想史第一线研究者的厚爱，它没有被忽视
，也没有被作为过去的遗物而束之高阁。
事实上，就是在今天，它作为“现役”的研究书，仍在被使用着。
对于本书所展示的思想方法，或对于本书有关朱子学、租徕学和国学等的解释、语义学考察，即便那
些从正面进行反驳的人们，也异口同声地承认本书对每一位德川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出发
点”。
这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但同时又使作者惶恐不安。
因为，一方面，广义说是对于思想史一般，狭义说是关于本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德川儒学、国学及
其他思潮，作者现在的立场，在不少重要之点上，都与本书已有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距离。
这是　　十分自然的，因为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停顿。
但是，另一方面，在战后出现的对本书的方法及有关对象的解释所表示的异议中，我认为包含有对作
者的误解和不恰当的批评。
对于这种批评，作者就是站在三十年前的立场上，也能以反批评的方式加以回应。
因此，如果作者亲自把本书置于现在的时点上，他就必须向对本书的批评者及青年时代的作者自己这
两方面，同时展开两个战场的正面作战。
从事这种复杂的工作，胜过再写一本书。
作者允许出版社现在原封不动地再版本书的日文原版就是由此之故。
因此，就是在这一英文版的序中，对本书中的同一对象，笔者也不打算提出现在的见解。
笔者只想简单叙述一下撰写本书所收论文之际的时代氛围，这些论文是在过去怎样的学术遗产上被构
筑起来的，以及由于这种学术遗产作者的方法论和角度又是如何受到制约的，等等，以资读者对本书
的理解。
　　二　　要令人信服地传达在所说的“暗谷”时代日本思想研究者所处的精神氛围并不容易。
这不仅对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西欧读者来说是如此，就是对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如
此。
只是列举战前政府审查的严格性，或所说的“国体”避讳，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
因此，为了唤起读者的想像力，哪怕是一部分也好，有关从30的代末到40年代初，笼罩日本知识分子
也包括躲在“象牙塔”中的人的精神氛围，笔者就从撰写本书时恰恰经历过的小小插曲讲起。
　　作为本书第一章的论文，分四次曾先后登载在1940年1月号至4月号的《国家学会杂志》上。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发表的时候，我很快发现了一个严重的误排。
这就是日文版原文第七页中“应神天皇”的“神”字被误排成了“仁”字。
当时，正在东北大学和东京大学两地讲授日本思想史、现已故的村冈典嗣教授，特地来到我的研究室
，非常善意地劝我，应在下一期杂志上订正这一误排。
当时，据村冈教授说，在这样一件事，井上哲次郎博士曾经因为在“应神天皇”上误用了与此完全相
同的字，从而受到了右翼国粹主义者所谓写错天皇的称呼就是严重不敬的激烈攻击。
他还补充说：“井上博士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在此之前曾把其他学者和宗教家（内村鉴三）的学说和
思想说成是反国体，并加以激烈攻击。
但正是这同一个井上，由于他不小心写错了天皇的称呼，也受到所谓不敬的非难，这实在是讽刺。
”总之，在日本帝国，历代的天皇，不管是谁，写错他们的名字，不管是普通印刷上的误排，还是稍
微一点写错，当时都会被视之为一种不能加以文饰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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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其它相关论著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
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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