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13位ISBN编号：9787310027521

10位ISBN编号：7310027523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南开大学

作者：刘家鑫

页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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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前言

1998年10月中旬，笔者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给日本国立新■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
系，1999年1月中旬参加答辩，同年2月中旬论文获得通过。
该论文的正题是“关于中国通的中国认识的研究”，副题为“以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为中心”，全文
由六章构成。
现将原学位论文译成中文，又在译文的基础上，做重大修改增删，重新谋篇组合。
现全书共分十章，定名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付梓出版，求教于大方。
首先说明一下本书的基本内容。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怎样看待中国和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问题，出现了几种不
同的思想认识。
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温存稳健派，又有积极侵略扩张派，还有占大多数的中间犹豫派。
日本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结束。
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是两位中间层的“中国通”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1906年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
时期。
笔者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探讨日本近代中国通的思想。
通过他们的言行，分析研究其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的思想内涵，梳理归纳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
适当地评价其精华部分，更严肃地批判其糟粕的成分。
笔者力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批驳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的谬论。
探究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日本中国通的对华观，揭示其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和相互矛盾性，对剖
析现在日本人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细部分析的研究成果为证据，来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侵略
有理论，批判反动文人的自由主义史观。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辱宰割的国耻不能遗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随意篡改。
在2l世纪的今天，以史为鉴，知己知彼，励精图治，锐意自强，方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笔者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说起，指出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前后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力度，强
调了研究中国通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思想意识
。
深入细致地解释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可以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本普通大众对华认识的脉
搏。
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以后，出现了“脱亚论”和“兴亚论”的思想潮流。
这两股思潮，对日本国内形势乃至国际政治走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它还在思想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这其中，中国通是沿着哪一条思想路线发展变化的，其心理是崇敬中国还是蔑视中国，其言论是体制
扶翼还是反战非战，其思想意识是主张善意的中日平等联合、还是图谋独霸中国并占领亚洲，如此等
等，这些内容，都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依据第一手资料，分析论证了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等人物的思想言行。
在以往“善恶两分法”的基础上，着眼于中间层知识分子，既抓住其左右摇摆不定的性格特征，又客
观地阐明其思想实质。
关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中国通的研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不多。
迄今为止，只有立命馆大学■野■二教授写过两篇研究中国通泽村幸夫的论文。
关于后藤朝太郎，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先生曾撰文说：“后藤是典型的中国通，他的中国观是战争时
期日本人对华观的平均值，希望有人系统地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内涵。
”1974年8月，筑波大学三石善吉教授发表过《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一文，介绍分析了后藤其人。
1999年3月，大阪产业大学桂川光正教授发表过论文《后藤朝太郎、中国、鸦片》。
有关长野朗的研究，更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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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野朗后人讲，以前曾经有人来到他们家里，借阅过其父亲的著作。
其资料收集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战后时期，重点关注的是长野朗参加农民运动与他的自治论思想。
但经调查检索，一直未见有人发表相关的论文。
而且，在学术界也从未有人提到过抗战前后的长野朗，忽视了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及其思想成果。
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试图作一点开拓创新性的工作。
 在本书中，笔者力图抓住以下几个重点：第一，考察抗战前后的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看一看
这两人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二，探明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第三，探
讨他们是怎样思考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悬案问题的；第四，区分两者性质的异同，找出其各自的特点
。
在此基础上，搞清日本的中国通在中国认识与中日关系问题上呈现出怎样的思想要素，又具有哪些实
际作用和历史意义。
本研究课题有以下两个难点：其一是，如何将文人型中国通从日本浪人的范畴中区分出来；其二是，
阐明在近代日本的思想史上，中国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近代日本中间层知识分子的研究价值。
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这两个中国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他们的存在正在逐渐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本书只不过是对这两人的思想状况、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所进行的初步分析和解释。
笔者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向学界推出自己微不足道的成果。
笔者翘首以待，希望学界同仁广泛探讨日本的中国通，解析普通大众化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新颖
的研究成果。
最后，就本书的思想观点、学术方法、文章结构和语言运用等，仰望识者不吝赐教、精心斧正。
 著者谨致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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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介绍了日本浪人的历史成因，理清了中国通的来龙去脉，力图将
中国通、尤其是文人型的中国通从日本浪人之中分离出来。
通过对典型的中国通人物思想的研究剖析，客观总结了日本近代中国通的复杂性格与思想特征，近代
日本的中国通长期以来一直被包括在日本浪人的范畴之内。
然而实际上，真正的中国通是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跟祸害中国的日本浪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并给予了中国通知识分子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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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8年10月末，笔者赴日本自费留学。
先是在宫城教育大学研究生院和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来转学到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
，并于1999年3月下旬被授予博士(文学)学位。
在仙台期间，就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受到了导师们严格的训练和指导。
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
新■大学的古厩忠夫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专家。
笔者在新渴期间，很幸运地师从古厩老师。
在其门下三年，继续刻苦钻研，锲而不舍，逐步做出了一些成果，并在校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
篇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
博士毕业后，留在母校当了三年客座研究员。
在这期间，又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
至此，才疏学浅且晚学的笔者，终于能够离开师门独立搞科研了。
日本人做学问是非常严格的，对此情况，笔者最初知之甚少。
最先搞过日本近现代文学方面的课题研究，结果被先行研究所迷惑，停留在罗列各家观点的层次上，
未能得出创新性的见解来。
后也曾尝试研究中日比较文学，但仍感觉很难超出固有的观点，找不到研究的切入点，不能从新的角
度分析论述。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课题研究的问题点难以设定，搞不清重要意义何在。
其次，把既成的研究对象神圣化，把评论家们的观点权威化，这样的思考论述，体现不出自己的分析
论证能力。
再者，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往往陷入一般性论述的俗套。
大都是在研究动机和问题意识阶段就遭遇挫折，半途而废了。
在日本的研究生院里，文科专业的毕业生要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
所谓“研究论文”，是指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设立新的议题。
然后，依据准确可靠的信息和翔实的资料，把问题解释清楚，拿出创新性的观点。
捕捉课题十分重要，研究者本身的性格与人生阅历，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等，也是十分需要的。
研究者不仅要有基础学力，还要有一定的素质和才能。
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的历史人物研究，在某些场合，跟近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
针对研究对象其人与著作，研究者自己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还是要瞄准
其他的哪些目标呢？
确定好立脚点，是十分重要的。
要求从现有的评价原理中脱离出来，机动灵活地学会运用其方法论。
自己固有的动机，问题意识和自己独特的方法，将支撑着分析研究的整个过程。
经过两部硕士论文和一部博士论文的锤炼，已届中年的笔者，这才明白了些许基本道理。
2002年4月，笔者结束了十余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祖籍地天津定居。
在日本期间，第一担保人佐藤亮二、荣子夫妇，第二保担人手岛邦夫博士，均为笔者提供了继续深造
的平台。
在写作本书之前身——博士学位论文阶段，古厩忠夫老师无论在精神上、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
给予了笔者最大的帮助。
两位副导师——内藤俊彦副校长和芳井研一教授，也给予笔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北京大学的徐勇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张笑牧教授，是笔者敬重的师友。
创作论文期间，得此二位教诲，也受益匪浅。
后藤毅一家和长野菜策一家，不惜时间和工本，为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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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学位论文时，使用了以下单位的文献资料：新■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
支部)东洋文库，新渴县立图书馆和福岛县立图书馆。
发表其中一部分论文时，先后得到了国内外以下单位或部门的协助：新■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
研究系，新■史学会，新■大学东亚学会，敬和学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和长春师范学院。
本书在形成专著的过程中，笔者的研究生们，全力协助我翻译原博士论文，做编写辑录等工作。
他们是：2004级的刘峰和李蕊；2005级的陈珍、霍虹、杨海鹰、黄燕、王瑛和白兵；2006级的刘彩霞
、汪麟麟和孙延永；2007级的尉旭航；还有2002级的本科毕业生王亮等。
另外，笔者去国日久，中文表达能力减弱，民间学者张新华先生为本书校阅润色，才得以呈现今日之
景观。
国家教育部，向来对我等留学回国人员寄予厚望。
此次以“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的名义，全额赞助本书的出版。
对于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学术研究的举措，作为一名落叶归根的游子，笔者心中感到无限温暖。
笔者的工作单位天津理工大学，也给予笔者全力支持。
在向教育部申报科研立项时，得到曹作良副校长、科技处杨保和处长和孔庆莲老师的积极支持；研究
生部刘技文主任，也非常关心笔者的科研立项与教学工作；我校的国务院专家徐颖果教授，一直鼓励
鞭策笔者，建议多写几本中文专著；我校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张兵书记和王树春副书记，非常关怀笔者
的研究与生活；外国语学院丁素萍院长、胡备副院长、许建中副院长等，也为本课题立项和专著出版
，无私举荐、积极建议；再有，本书还得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刘笑明教授的协助；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张
彤和张华二位编辑，也十分关照本书的出版。
 2002年春天，笔者回国定居之前，古厩忠夫老师曾经鼓励我将学位论文修改成书、结集出版。
笔者也曾经拜托过古厩老师为本书写“序言”。
我回国后才听说，从那年的入夏时节开始，古厩老师多次住院出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十几年前，古厩老师因患胃癌做过手术，切除了胃部的三分之二。
2003年2月28日中午，古厩老师在新渴的医院里与世长辞，享年62岁。
逝世的直接病因，为膈膜炎并发症。
古厩老师生前，笔者担心老师的身体状况，没有提醒催促他写序言。
无博士导师的“序言”，实为本书的一大缺憾。
更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的出版延迟了好几年的时间，古厩老师最终也没能见到本书的面世。
笔者历来散漫，生性懒惰。
身为弟子，辜负了老师的期待，也常为自己不长进，内心深感不安。
值得庆幸的是，今日本书付梓出版，聊以慰藉先师。
李树本老先生是笔者大学时代的恩师，柴田斡夫教授为日本友人，张新华先生为笔者的书友。
三位师友应笔者之邀，欣然为本书作“序言”，令笔者无上欣慰、不胜感激。
自1997年开始该课题的研究，时至今日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整整过去了十年。
这十年之内，星移斗转，人世沧桑。
笔者不仅经历了丧母亡妹之痛，还与古厩老师和荣子伯母生离死别、阴阳两界。
最近又泣送了不幸英年早逝的堂兄。
这些变故，都让笔者不禁黯然伤神。
好在最近，笔者平生正式教导的首位硕士毕业生刘峰同学，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
学生成才是教师最高兴的事情，我心里感到了最大的慰藉。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我希望继续搞好科研和教学，用以回报国家和社会对我的培养。
多年以来，笔者受到众多亲人、老师、同学、领导、同事、中外友人的关怀和帮助。
值此机会，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刘家鑫笔 2007年6月初旬于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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