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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向认为，阅读经典是提高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面向广大读者的经典导读系列图书，帮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经典
，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前进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显示了改革的艰难。
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
是法治。
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绝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一个有信仰的民族。
必须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必须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
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所谓提高素质。
就是要使我们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属性——这就是“素质”的含义——得到健康生长，成为人性意义
上的优秀的人。
人是凭借精神属性成其为人的。
按照通常的划分，精神属性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亦即理性思维、情感体验、道德实践这三种
精神能力。
人类的这些精神能力在极其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学的基础，而后在相当漫长的文明演
进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种族的遗传即已具备这些精神能力的生物学基础，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禀赋。
然而，它们尚处于种子的状态，唯有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种子才会发芽，潜在的禀赋才能生长为现
实的能力。
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
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
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
。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
重要载体。
把人们引领到经典著作的宝库里，让大家了解、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
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有效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途径了。
具体地说，与精神属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国民素质教育也可分为智育、美育、德育三个方面，而在
这三个方面，经典著作都是极好的教材。
智育的目标是培育自由、独立的头脑。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样。
他们首先是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见束缚，‘勇于开拓前人未至的新领域，敢于挑战众人皆信的
旧学说。
尤其在社科领域，权力、利益、习俗、舆论往往据有巨对的势力，阻挠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而他
们能够不为所动，坚定地听从理性的指引。
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识，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气、智性生活的习惯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
美育的目标是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
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作品诚然是基本的教育资源，但人文和社科经典著作也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陶。
我们会发现，凡大思想家决不是单面人和书果子，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不同，性格各异，但大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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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情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细致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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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泽谕吉是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一位杰出思想家，他的这部著作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日本封建遗毒
之现状、成果和后果，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并很快从知识界走向社会，成为影响日本文明的一
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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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福泽谕吉 臧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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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作者简介“一身二世”的生时福泽谕吉生于日本天保五年12月12日。
天保五年一般算为西历1834年，但福泽出生时的该年年末，已是西历1835年1月10日。
可以说，福泽的生日兼具旧历、新年，这正预示着他所生活的旧封建社会、新资本主义社会交替的时
代。
福泽谕吉出生时，日本正值封建社会晚期。
当时的日本，政治上实行封建等级制度，即中央统治机构——幕府。
由全国最大的武家——德川家族统治，地方分成260多个“藩”（重要武士的领地），各藩又下辖各级
武士，武士之下是农、工、商阶层的普通民众，贱民身份最低。
上述封建等级制度森严，权利不均，且世代不变。
经济上重农抑商，政府极力保护农业发展，禁止农民擅自离开土地。
国家在政策上抑制商业的发展。
思想文化上以儒家朱子学为官学，视其他学问为“异学”，严加禁止。
就在福泽谕吉4岁时（1839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蛮社之狱”，渡边桦山、高野长英这两位著名洋
学者被捕入狱而亡。
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严禁国内对外贸易，仅允许长崎一地与中国、荷兰通商。
在封建专制下，武士阶级日益贫困，西南各藩及下级武士离心力渐强；农民起义频发，仅在福泽谕吉
出生前的1833年便发生56次、出生后的1836年又发生67次。
日本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
福泽谕吉出生时，日本资本主义已初露端倪。
在经济方面，19世纪初期日本开始出现丝织、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的手工工场，工商业开始萌芽
，商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在学术方面，兰学（日本1853年之前称“兰学”。
此后称“洋学”）从18世纪后期开始兴起，至福泽出生后的19世纪中期已蓬勃发展，有识之士广泛学
习医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地理学等西方科学技术。
在对外关系方面，西方殖民者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在福泽18岁（1853年）时，日本在美国“黑船
”的压迫下对外开港通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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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明论概略〉导读》一本将日本引向近代化的力作，一本风靡全球的畅销书。
《文明论概略》这本书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思想潮流，促使日本崛起、强大的书籍，同
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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