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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美国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所著《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的中文译本。
《日本史》原来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The Blackwell History of the Word）丛书中的一种，是
美国的学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
全书共分为三编二十章，先是介绍了日本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然后按时代顺序，介绍了从远古的
渔猎采集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末的历史发展轨迹，分别从环境变化、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行政制
度、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说，还包括各个时期的地图、统计图表、参考文献目
录等资料。
目的是供美国大学生和一般民众了解日本历史的概况。
编者认为，这部丛书，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一种关注各个地区的交互作用、各个地区共同
经历过或先后经历的一些巨大转变的全球视野”（原书R.I.穆尔《丛书编辑前言》，XV页，以下所列
，都是原书的页数，也是本书的边码）。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日本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正走出历史的低谷，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然要走向世界。
要走向世界，首先不能闭关自守。
必须开放自我，把自己展现给世界。
自三十年前我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今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
虽不能说已经非常足够，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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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史》分3编，共20章，计80万字，涵盖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初的日本历史，分为渔猎采集者时
代、散布农耕者时代、强化农业时代和工业化时代4个主要时期。
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康拉德·托特曼追寻着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的不同模式，在人们更为熟悉的政治
、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领域内考查它们的相互影响。
作者特别重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这就从一个新的史学视角——环境史学的视
角，对整个日本历史进行了描绘。
 　　康拉德·托特曼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也在圣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西北大学讲授过日本
史。
他另有10本著作，包括《佩里之前的日本简史》、《近世日本》和《环境视野中工业化之前的朝鲜和
日本》。
《日本史》（第二版）原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丛书中的一种，原书《丛书编辑前言》认为这
部书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一种关注各个地区的交互作用、各个地区共同经历或先后经历的
一些巨大转变的全球视野”。
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认为此书是“最近数十年中英语学术界对日本历史最有感觉、
最富启发的研究著作之一”。
《日本研究》杂志也称赞“托特曼的著作体现着这位作者的博学、开阔视野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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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康拉德·托特曼 (Totman C.) 译者：王毅 解说词：李庆责任者中文题名取自版权页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史>>

书籍目录

中序本序言修订版前言前言致谢　概图引言第一部分　序章　简介　年表　第一章　地质、气候和生
物区系　第二章　从原始时期到农业的出现第二部分　分散的农耕者时代（公元前400年——公元1250
年）　第三章　公元671年前的政治统一　第四章　律令制的建立（672-750年）　第五章　律令制的
适应与衰退（750-1250年）　第六章　古典的高级文化（750-1250年）第三部分　强化农业的时代
（1250-1890年）　第七章　紊乱的世纪（1250-1550年）　第八章　中世的高级文化（1250-1550年）　
第九章　幕藩制的建（1550-1700年）　第十章　成长的年代（1590-1700年）　第十一章　停滞与衰退
（1700-1850年）　第十二章　危机与转向（1800-1890年）第四部分　工业化时代：早期年代（1890年-
现在）　简介　年表　第十三章　早期帝国胜利（1890-1914年）　第十四章　早期帝国社会与文化
（1890-1914年）　第十五章　后期帝国政治与经济（1914-1945年）　第十六章　后期帝国社会与文化
（1914-1945年）　第十七章　漂向灾难（1914-1945年）　第十八章　企业日本：政治与经济
（1945-1990年）　第十九章　社会与环境（1945-1990年）　第二十章　企业日本时期的文化
（1945-1990年）附录索引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史>>

章节摘录

就贵族社会结构而言，那种变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安排，以及家族等级、职位和财富方面的联系，将
贵族家庭连结到一起，这里面既有持续的变化，机会主义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利益集
团，以接近顶层政治人物，但同时又在这些集团中划出明显的层级界线。
那些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此时的政治体系中导致了很多不满，但它们多半是正常的政治纷争，律令
制贵族机制的基本原则并未破坏。
这个过程有助于抑制政治上的争斗，否则这些政治争斗会随着一些大家族——最主要的就是皇室和藤
原家族——分裂为竞争对手而加剧。
贵族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强化了这种稳定性。
这些价值观念肯定着贵族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优越，而在那些最受宠的少数贵族中间，他们又至少是在
表达上维持着一种信仰，这就是因地位和财富的层级而来的等级秩序。
这样的观念得到了关于神灵祖先和因果报应的宗教观念的支持，在这种观念中，律令秩序就成为佛教
宇宙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道”这种整体性的一种表述。
万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理应如此。
那些生而拥有高位的人，是因为他们命该生而如此，那些低下者也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顺从这种命——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那就是这个人的过失（或者是异乎寻常
的礼物），这可能是因果报应，但并非这个体系的问题。
在最高层面上，如同圣武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自然或人的任何灾难都是统治者失德的证明，是因失
德而昏聩或无能的结果。
在较低的层面，这种观念则震慑那些野心家的篡夺王位，有助于维持藤原家族对为数不多的政府顶端
职位的几乎垄断，强化了对平清盛这类僭越者的厌恶。
层级上的这种宗教支撑，通过一些严格的制度安排来维持。
在平安时代早期，那些宗教传奇——主要是神道教-佛教的——对既定秩序的支撑，通过修建众多寺院
和神社而得到了强化，它们首要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佑宫廷贵族和都城。
从那以后就维持下来，政府经常举行复杂的宗教仪式赞美皇室的圣洁和贵族的美德，并通过这些仪式
的壮观，通过它们承诺的保佑，消除生活中的灾难，从而让那些参与者依附于宫廷。
而且，对于许多关键人物来说，与宗教的连结还是个人性的，因为那些担任寺院和神社中主要职位的
人，都是贵族家庭的成员，其中有些人在需要和有机会时还在神职与官职之间轮换担任。
这些因素就使得统治贵族能够较好地团结在一起，避免那些最严重的内部暴力冲突。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有助于排除——至少是几个世纪地延缓了外部竞争者的崛起。
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在有文化有教养的产品消费者与大量没有文化的生产者之间画出了极其清晰
的界线。
这些界线是世袭的，被严格地记载下来，在居住安排和日常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来。
在城里，等级、头衔、地位和职责是众所周知的，阶层和大众之间的界线区分得很清楚。
在绝大多数民众居住的内地，村落首领和地区官员界乎下层民众与上层官员之间。
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安排有助于排除非特权阶层进入政治，特权阶层将非特权阶层作为达到自己目标
的手段。
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农业耕种及其缺乏显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使得统治上层不遭受外来挑战。
额外的可供剥削的财富很少，这样的稳定性就极大地抑制了一种可能性，不会引来野心勃勃的外来者
，成为一种改变的力量。
生产上的这类增长，经济安排的这类变化，会导致现存的统治上层以它们自己的战略来适应，也的确
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在下面将谈论。
结果，就出现了一些中间群体，主要是地方武士、贸易商人、工匠和行乞修道僧侣，它们都很小，很
分散，依赖着各自的保护人，它们基本上汇入了现存的秩序之中。
于是，业已建立的少数统治上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界线，在12世纪之前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在12世
纪之后也只是逐渐地积累起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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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对外事务而言，这些世纪中日本与大陆的联系有惊人的下降。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由于7世纪时大陆恢复了安宁，前往日本的移民数量大大减少。
所以，尽管偶尔也有一些难民逃到日本，以躲避大陆的动乱，但他们的人数不多。
从这以后，移民再也没有对日本发生过重大的数量上的影响。
外交上的紧张也结束了，尤其是天武朝。
8世纪后期朝鲜一满洲地区重新出现的动乱，的确导致日本忙于防御准备，但在奈良重开的关于“镇
压”新罗的谈判，又终于使这件事波澜不惊地过去。
从重心上说，平安早期与大陆的联系变成了文化性和商业性的，日本的使节来到海外，培育有用的外
交联系，带回了知识和物质产品。
与大陆的联系对象主要是唐朝（618-907年）、百济（713-926年）以及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邻近地区。
不过，乘船前往中国是危险的，必须有很强的动机才会去冒这种险。
到了9世纪后期，中国之行就减少了很多，因为摇摇欲坠的唐朝已经失去了它的光彩，平安贵族们相
信从它那里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当唐朝和百济崩溃之后，旅行就变得更具风险，那些极力挣扎的后继政权似乎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篡
位者。
当宋朝在10世纪后期出现时，它显得只是一个新出现的篡位者而已，无法作为一个政权与曾是那般显
赫的唐朝相比。
无论如何是唐朝成为了平安、奈良、天武，甚至是大化的范本——记录了它们在日本历史黎明之后的
出现。
所以，尽管在较低的水平上日本还维持着与大陆的联系，但已经主要是不引人注意的商人和僧侣们的
活动了。
对于遥远的日本西部来说，海盗仍然是个问题，这尤其与邻近大陆地区发生的骚乱和动荡相关。
①不过，这对统治上层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不算大，与以前相比，从10世纪到12世纪，大陆对
日本事务的影响很小了。
后来，随着商业的增长和政治及文化影响又开始撞击，这些趋势从13世纪往后又慢慢出现。
与奈良之前的那些世纪相反，也就是说，在律令制后期，大陆在日本的发展上发挥了作用的人、观念
、物品和设备很少。
这种情况成为一个重要的保持平衡的因素，有助于维持既定秩序。
适应策略每一个社会，那些位于社会顶层者都有充分理由要维持事物的不变，支持那些论证了事物不
变的基本原理。
然而，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所以，那些在位者就必须不断地调整，以站稳脚跟。
在数百年的律令制的后期，城市供给方面的变化，控制农村生产上的变化，军事和宗教力量的特点及
实践方面的变化，这些都引起了统治上层的回应，他们修改规则，设计了新的程序和原理，尽自己的
努力来确保事态发展仍能够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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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史著当然不是历史，只是史家对历史的叙述和评说，而且必然是选择性的叙述和评说——史家个人的
选择或某种群体性的选择。
读过一些史著，又翻译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我产生了一个感觉：由人来写历史，无论国别史、断代
史或通史，人类及其活动当然是聚焦点和主要内容，没有人类的出现和活动，如今地球还会是一片质
朴苍茫，亘古不变；但是，放在广袤空间和漫长时间中，从根本上讲，这种人类及其活动究竟是自主
还是受制、是动因还是产物？
人如何进入一个漫长的自然一时间过程，这个过程是否引导和制约人类活动？
人类与身处其中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的复杂互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描述，史家似乎已有了一种明显
的视野拓展和基点转变。
传统视野和思考的史著，比如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记言体《尚书》、国别体《国语》、编年体《春秋》
和《左传》、纪传体《史记》和《汉书》及随后的那些断代史，也包括西方名著如希罗多德《波斯战
争史》、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史》、李维《罗马史》、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汤因比《历史
研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作者都在明确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将人类及其活动作为动因，将
历史视为是作为动因的人的扩散效应。
历史长河中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无论采集、渔猎和后来的农业、工业，以及商业、政治、军事、
文化、风俗等等，都是人类一种自主活动，而且往往还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和强调那些偶然性中其实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必然性。
这也受到了一些史学家的批评，认为陷入了僵硬的决定论，没有看到个人、情绪、欲望、冲动和偶然
性的作用。
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马恩分明讲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
不过，生产力变化的基本制约因素似乎没怎么进入他们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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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史(第2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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