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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
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
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
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一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目益凸显。
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
参与了这一变迁。
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
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
，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
“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
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
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
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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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的思想》是丸山真男的经典名篇。
它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天皇制、思想的杂居性、传统与现代化、革命⋯⋯等进行
了深入的剖析，并放到整个日本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下来讨论，概括出日本思想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对
我们了解日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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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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现代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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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本的思想》译文凡例中译本《日本的思想》序文（平石直昭）前言  日本思想史的概括性研究为
何贫乏  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  自我认识的意义  所谓“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  开国的意义所在
一  无构造的“传统”（一）——思想继起的方式  无构造的“传统”（二）——思想受容的方式  倒逆
语与反义语的功能转换  意识形态揭露的早熟性登场  作为无构造传统原型的固有信仰  思想评价上的“
进化论”二  作为近代日本机轴的“国体”的创立  “国体”中臣民的无限责任  “国体”对精神内部的
渗透性三  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  明治宪法体制中的最终判定权问题  对作为虚构的制度及其局限性的
自觉认识  近代日本的制度和共同体  合理化的下降和共同体心情的上升  制度化的进展与“人情”的矛
盾四  两种思考方式的对立  实感信仰的问题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理论信仰的产生  理
论的无限责任与无责任结语译后记（刘岳兵）跋（区建英）附录：丸山真男相关论著三篇  一、关于
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  二、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  三、福泽、内村、天心——欧化
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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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度化的进展与“人情”的矛盾另一方面，既然明治以后的近代化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所有
领域引进了源于欧洲的“制度”，并且是在不断“改良”的形式下被推进的，而日本帝国既不能彻底
进行合理的机构化，又不能只依赖于“人情的自然”，就不得不常常为崩溃的感觉而烦恼。
也就是说，一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方面不断发出忧虑和警告，指出制度化破坏“淳风美俗”（
“民法出而忠孝亡”——穗积八束①），另一方面由“下”面不断陈述苦衷，指出官治（其又被等同
于法治）“偏于形式”，脱离“地方实情”。
这种状况正成了玄洋社②、大日本生产党③以来的那些代表日本的“田园侠勇”的国粹团体、或直接
把持农村“实情”的中小地主等反中央、反官僚主义的发酵源”。
其内在的矛盾非常复杂。
第一，“实情”既然植根于共同体的习俗中，其本来就与合理化：抽象化总体不相容，因而无论何种
近代制度，本来就不可能与“实情”相适应。
第二，“制度”往往作为既成品，并且在各部门零散地引进，并在与制度化过程（整体的计划性与个
别的实际调查结合的过程）相脱离的情况下被实施，所以，越来越招致与现实之间的恶性循环。
其“改善”也不过是所谓官员玩弄机构，桌面上的自我运动。
第三，本来，近代的制度和规则是以社会现实的无限多样性为前提，通过对其进行规范和整顿而确立
起来的，因此在那里，规则的整齐划一性是与其对“局限性”的认识相伴随的（参照上面对特洛尔奇
的引用）。
但在近代日本，其机制是由权力和恩情的自身统一来运转的，所以它无限制地渗透于日常生活内部，
带有左右日常生活的倾向，加之其尺度反被“情面”所掣肘而伸缩，以致尺度也无法发挥平衡的作用
。
就这样，模糊而且沉闷地笼罩到个人生活上的那种来自于官僚统治或组织的压力，加上从日本社会底
层升起的家长制精神被“机构合理性”所强化再从天而降，土著心情的实感便把其作为近代的制度总
体、组织总体的必然逻辑来接受⋯。
这样一来，一家一村“水泼不进”的共同体感情或对此的乡愁，在大都市的杂乱状况（无计划性的表
现1）进一步刺激下，以各种各样的旋律奏出了“近代的超克”的通奏低音。
所谓“淳风美俗”就如诊断结核时注射液的阴性反应状态，因此在这里，各个农家超越共同体秩序而
“直接”进入贩卖和购买的流通领域的倾向、地主对土地的脱离、青年及妇女的自主活动、投票行为
的变化等等一系列对农业危机产生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反应无须赘言，大概都市化的普遍影响——由
于无免疫力而表现为更激烈的形态——威胁着其“健康”。
不仅如此，甚至连本来应内在于部落行为方式的消极一面，也被认为是阳性转化的结果。
连东北农村也广泛出现逃避征兵的倾向，在联防区司令官的报告中被说成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
影响”。
（据大正2年12月调查《各联防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之现状》）”这种反抗不一定以中央=官僚对地
方=农村的形式来表现。
在制度中的精神方面，如前所述，只要是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家长式心情相复合，这种反抗，或以企业
的“制度”对“进步”官僚不满的形式也就会不断产生。
明治29年，涩泽荣一①针对工厂法案强硬地表示：“我坚决反对仅仅根据偏执一方的道理来设立完全
模仿欧洲的事物的做法”（在第一次农工商高等会议上的发言），自他提出这种意见以来，从劳动组
合法案到退职金积存法案，资产阶级对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所作的一贯抵抗，无需赘言，也是把劳资
间的“淳风美俗”作为根据的。
这里的摩擦存在于“近代”行政和“近代”企业之间。
⋯部落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自然状态”，在其范围之内，那里也提供了对自上而
下的近代化=官僚化（国家状态）的日本式“抵制”形态的模武。
但是，这种“抵制”形态与从实感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范意识本来毫无关系。
因此，其“反抗”作为规范的形成力量，因而作为秩序的形成力量是不发挥作用的，而只停留于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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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形式来爆发。
所以那往往是舍弃生活的场面，只依据时务性的“慷慨”而不通过组织的媒介，就一举地把自己与终
极价值合而为一。
结果反而使其抵抗，或被消解于体制方面的操作中，或大则在召妓游乐的酒馆、银座酒吧等地方，小
则在乡村的集会中，通过放歌“富士的自雪”来发泄其能量，最后再次封闭于日常的“实感”世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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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这篇《日本的思想》的形成及译稿的来龙去脉，平石直昭教授在序文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作
为本书翻译和出版的发起者，请允许我在这里画蛇添足，就相关情况作一点补充。
2003年度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从这一年的9月份开始，我在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给该所专门史研
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日本思想史专题研究”的课，这门课的名称看上去有些吓人，实际
上主要讲的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些问题。
在第一堂课上，我将丸山真男及其这篇《日本的思想》作了重点介绍，我说，这个学期我所讲的内容
大家也许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地就被忘记了，这不要紧。
但是，在听了这门课之后，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却还不知道丸山真男是谁，说还没有读过他的《日本
的思想》，作为这门课的教师，将会是我的失职。
于是我将《日本的思想》这篇文章分成若干段落，让参加这门课且需要学分的同学各自在学期结束之
前翻译出来，并作为期末成绩的重要参照。
这些同学是二年级的陈越、方琳琳、贾莉，和刚入学的新生陆雅英、施梦嘉、王坤、翟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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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的思想》为学术前沿丛书之一。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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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