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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作者朱忆天)设定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这一研究主线，全
面探讨康有为明治日本认识的内涵、演变及其影响等，书中包括康有为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的背
景；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误读；日本和中国国内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反应等五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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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忆天，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96年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7年10月赴日留学，获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修士学位。
2003年4月起，就读于横滨市立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研究科，主要从事中日近现代思想史、日本近现代
社会发展史方向的研究，2008年3月取得学术博士学位。
回国后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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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另外，乡绅作为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其特权之根本，也是来自科举制度。
废除科举，同时意味着中止他们的特权，这自然迫使他们竭力维持现有的教育体系，并对新政的实施
持强烈的抵触情绪。
戊戌变法之际，尽管光绪帝屡下圣旨，督促改革，但绝大多数地方首脑阳奉阴违，消极怠工，其背后
明显反映着各地乡绅的强烈意向。
科举制度的改革，可谓历史的大趋势，但为了顺利推进这项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改革，更需要在
改革的措施、手段等方面，慎重地进行推敲、研究.如果康有为能够采取先简后难的分段式改革方法，
在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之下逐步变更科举考试的内容，尽可能取得中国知识阶层的广泛理解，避免在
改革之初就与原先的教育制度对决，进而实现新、旧制度之间的平稳交替，那么，变法运动或许会迎
来一个新的局面。
康有为在认识到“列国并列”局面下中国面临的危机，抱着迅速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推进激进的变
革，这种素朴出发点及爱国热情谁也无法否认，但是从实际状况来看，其弊病和后遗症相当大。
改革的进程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社会的氛围等各种各样的要素所左右，单靠一时过激的改
革动作，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变法派这种“急变”、“全变”的改革手段，表面上是以明治维新为参
照系，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虽然断然推进改革，但也充分考虑到整合传统制度文化，其提出的“全国一致”、“和”的
目标，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性格。
而康有为只是从中国的旧体制无法抵御列强侵略这一点出发，便全面否定旧体制存在的全部依据，这
种做法，显然忽略了旧制度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的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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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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