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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一书，已经被公认为近代的古典。
岩波文库致力于编修古今内外的典籍，所精选的百册经典之中，《文明论概略》总是居于上位。
若不提及此书，则无法谈论日本近代，尤其日本的近代化。
若将日本的近代化视为文明化（即西洋文明化），那么《文明论概略》便可以说是近代化的法典。
这本书恐怕正因为被当作近代化的法典，才会被翻译为中文及韩文吧！
我之所以会对此书展开精读，用意并非为其再添一层近代化之法典的色彩。
这个工作已经在丸山真男手上完成（氏著：《读》，东京，岩波新书）。
丸山视《文明论概略》为古典而进行阅读，令他的著述充满关于“近代”之教养主义式的谈话。
我并未将此书当作古典来重读。
那么，我究竟为何、又是如何重读距今约一百四十年前的日本近代黎明期之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呢
？
我着手对此书进行重读的时间是2001年，正当福泽辞世后百年。
我试着把这部书回归它问世的时间点——即1870年代的日本——然后再进行阅读。
1870年那个时代，日本甫经明治维新，开始迈向近代国家的道路。
但是日本对于究竟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还在摸索，也还未确立方向。
十九世纪后期，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性格日益强固，日本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承受列强的压
迫，一方面必须形成独立的国家。
那是一个日本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成功晋升为独立国家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福泽描绘了日本文明化一近代化的蓝图。
他清楚地指出：日本的文明化必须以西洋的近代文明为准则。
福泽写作该文明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明确地将近代日本文明论之国家策略规定为以西洋先进文明为典
范的文明化一近代化。
在这个基础上，他讨论何谓文明，探究文明社会的内容，订立迈向文明化的对策，也描绘出文明化的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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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当代思想家子安宣邦对福泽谕吉的名著《文明论概略》(1875)的再解读。
《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从文明论立场出发为日本设计的近代化蓝图，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化
的走向，后经丸山真男等思想家的阐释，成为介入当代思想生产的经典文本。
本书作者把《文明论概略》放回到日本近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并参照近代日本国家实际走过的历史
轨迹，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其中的思想洞见、偏见和内在矛盾。
本书通过精读福泽谕吉这部为回应十九世纪后期亚洲发生的巨大转换而写作的著作，提出了如何重新
审视历史，应对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处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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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序 为何现在要阅读《文明论概略》 《文明论概略》第一部 一、文明：日本的课题(其一) 　
精读一：《绪言》 　　(一)以“文明”为主题的文明论 　　(二)与异文明的接触及文明化的渴望 　
　(三)“一身二世”的经验与侥幸 二、文明：日本的课题(其二) 　精读二：第一章《确立议论的出发
点》 　　(一)为何“议论”成为议题? 　　(二)以“文明”为本位的议论 　　(三)激进主义文明论的成
立条件 三、日本文明化的基本设计 　精读三：第二章《以西方文明为目标》(一) 　　(一)文明是相对
而成的 　　(二)由文明论划分的世界：文明与野蛮 　　(三)文明化的第一阶段：野蛮状态 　　(四)文
明化的第二阶段：半开化状态 　　(五)文明化的第三阶段：文明状态 　　(六)日本文明化的战略 　
　(七)外在的文明与内在的文明 　　(八)人民精神的文明改革 　　(九)文明社会，“多事”的世界 　
　(十)专制的国家：支那论 　　(十一)日本：权力与权威的二重性 　　(十二)历史的侥幸 四、文明论
对“国体论”的批判 　精读四：第二章《以西方文明为目标》(二) 　　(一)国体论的解构 　　(二)绝
对国体观之解体 　　(三)何谓“国体”的断绝? 　　(四)政治体制变革的可能性 　　(五)血统与“国体
”的连续性 　　(六)必须护持的“国体”是什么? 　　(七)耽溺于旧习中 五、文明的社会与政治体制 
　精读五：第三章《论文明的本质》 　　(一)与文明相对的语汇 　　(二)文明是什么? 　　(三)文明要
求特定的政治体制吗? 　　(四)是针对耽溺思考的批判吗? 　　(五)经验主义批判的原则 　　(六)合众
政治的现状 《文明论概略》第二部 六、一国之所以为文明 　精读六：第四章《论一国人民之智德》(
一) 　　(一)一国之人所呈现的智德 　　(二)以一国为范围来思考的方式 　　(三)一国的发展阶段与一
国的志向 　　(四)由整体而观一国之人心 七、一国之文明化与历史的看法 　精读七：第四章《论一国
人民之智德》(二) 　　(一)关于“形势、时势”两个词汇 　　(二)所谓“史论”之历史言说 　　(三)
对历史而言英雄是什么 　　(四)孔孟不知时势? 　　(五)批判儒教的意义 　　(六)楠公果真时运不济? 
　　(七)时势就在人心 八、文明论的社会动态史——智力与众论 　精读八：第五章《续前章》 　　(
一)何谓众论 　　(二)言论的动态史——以维新史为例 　　(三)智力与专制间之拮抗 　　(四)智力与众
论 　　(五)开口发议论 九、文明的智慧和道德——智德的重构 　精读九：第六章《智德之辩》 　　(
一)智德的重构 　　(二)智·德的区．分与重构 　　(三)道德主义批判 　　(四)日本的当务之急是智慧
　　(五)智失去了德之后盾 十、作为目标的文明社会——智力所当推行的社会 　精读十：第七章《论
应推行智德的时代与场所》 　　(一)文明化的“时”与“地” 　　(二)反文明的·反智的社会 　　(
三)人智发达的光景 　　(四)独立人民与政府——激进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ism) 　　(五)情谊的社会
与规制的社会 《文明论概略》第三部 十一、日本文明的批判——权力偏重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精
读十一：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来》 　　(一)西洋——日本的比较社会论 　　(二)权力偏重的社会 　
　(三)日本文明只有两种元素 　　(四)日本无国民 　　(五)日本之意识形态批判 十二、一国的独立与
文明化——后进国文明化论 　精读十二：第十章《论自国之独立》 　　(一)独立是日本目前的课题 　
　(二)日本当前的文明化 　　(三)休憩中的人民 　　(四)关于国体论·臣民统一论的批判 　　(五)基
督教与先进国家的现实 　　(六)近代国家与战争 　　(七)日本所面对的病症＝所谓“困难之事” 　
　(八)内外权力之不平等 　　(九)国际外交上遭受差别待遇的实况 　　(十)以独立为目的、以文明为
手段 结语 《文明论概略》与我们该重新审思的课题 后记 反思“脱亚入欧”的文明史观 《劝学初篇》
与《文明论概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

章节摘录

脱离后进亚洲诸国的思维，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冒生出来的，而是在文明理论本身找到理论基础而进一
步发展的。
那么，福泽的文明论如何在世界地图上着色呢？
如今在判断世界各国的文明程度时，通常以欧洲诸国及美国为最上等的文明国家；以土耳其、中国、
日本等亚洲诸国为半开化国家；以非洲、澳洲等为野蛮国家。
这样的区分已成为世界通说，不单单只有西方诸国自诩为文明，连被判定为半开化或野蛮的地区，也
服膺这个说法。
这些地区的人民甘愿接受半开化、野蛮等称呼且不以为辱，没有人敢夸耀本国的情况以为胜于西洋诸
国。
（25～26页）当然，这种区分法本来就是按照西方文明国家的立场与思维来划分的——视欧洲国家为
具备最高文明的地域，再把亚洲、非洲及澳洲等国家，个别判定为半开化的、野蛮的地域。
福泽指出，这种划分法竟然是“世界通说”，它不仅在西方国家通用，连半开化或野蛮地域的人民也
无异议接受。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明了事物之理”的知识分子，反而因为“对自己国家的情况了解得更透彻，而
更深刻体会到自己远不如西方，忧之患之，于是或开始学习西方国家，或思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
驱。
这个问题在亚洲，仿佛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之忧。
”（同上，26页）基于西方产生的文明论式来区分的世界文明地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逐渐扩及东亚
地域，日本、中国，都受到这样的观点所制约。
因此，当不属于西方文明的地区要讨论文明论或文明化时，都必须经过一个步骤，就是承认西方的文
明论，并按照他们对世界的区分来理解世界。
这“整个世界的通论”不只在西方地区通用，连非西方地区的人民也无异议地接受这一事实。
然而，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世界的人民为什么会接受这么偏颇又不公平的区分法呢？
对于这个疑问，福泽所提出的答案是，世界的人们亲眼见到这。
‘清楚又明显，且无法否认的证据”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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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同我在本书《绪言》所提到的，我开始精读《文明论概略》的时间是福泽谕吉去世后的第一百年，
即二〇〇一年。
这一年也正是本居宣长（译注；江户肘期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学”思想家、学者）去世后的第二百年
。
他们两人都与近代日本的形成息息相关，也同样值得我们重新阅读与思考。
随着世纪的转换，世界也产生着重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时代。
重新阅读他们的著作！
，也就等同于阅读日本近代的发展过程，为即将来临的新世界预作准备。
在日本近代黎明期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为日本的文明化做了充满逻辑性的设计，我在精读的过程有
如重新思索了一九四五年为止的日本近代之实际过程。
这样的阅读和审思，是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提出规划时，不可或缺的过程。
我在重读《文明论概略》的过程中，其间也陆续在各个市民讲座或研究会及大学课堂上报告我的阅读
结果。
我一直保持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在进行精读《文明论概略》的工作。
我总是告诉市民与学生们，很希望能把自己这份兴致能与他们共享。
我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对《文明论概略》的精读保持。
这么高度的兴致。
最初，我只是把它踉内藤湖南踉柳田国男的著作一样，当作是我的“近代知识考古学”系列工作之一
，单纯地试图进行内容的分析。
但是在精读的过程中，我不再只是分析文本，反而被文本吸引进去了。
仿佛是重新发现了《文明论概略》这个文本一般，感到十分兴奋。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
福泽的文本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之前没有读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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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东亚·思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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