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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借鉴，这是我们研究世界近代
化进程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作为近邻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文化渊源的日本的近代化，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参照点。
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悲惨的失败。
其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没有同步进行，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曾经远远超过日本，近代以后却又落后于日本。
正是这个曾经以中国为榜样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上的“分道扬镳”表现在近代，但两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
的差异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后期就已表现出来。
在公元645年大化改新后，日本人为改变本国的落后面貌，竭诚效仿隋唐时期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
创造了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繁荣。
但是，从平安时代起，日本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它原来钟情的中国制度与文化渐渐拉开了距离，
反而越来越接近欧洲社会，虽然与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仍在继续，但实际上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中国
的发展道路。
日本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有着相近的社会结构，这使它比中国能够更顺利地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因此，当两国同样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时候，日本能够较为从容地摆脱危机，直至
最后加入资本主义阵营。
中国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中，处在西方列强的蹂躏践踏之下，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深渊中苦苦挣扎。
今天我们在探讨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时候，深刻认识两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差异比仅仅认识其共同
之处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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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
但资本主义工业化并不是近代化的金部内容，近代化的任务还包括社会的近代化。
人在社会上是否受到尊重，是否能够行使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否拥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也是近代化
的重要指标。
战前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未能与缝济的近代化褥步而行，是日本近代化的突出特征，也是导致近代日本
整个国家走向歧途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是经过战后改革才得以实现的。
  　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近现代日本的发展进程，在分析明治维新后和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基
础上，论述处于社会各个阶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社会意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分别论述了近代以
来的家庭、妇女、入口等社会史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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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有效进行管理的情况下，横须贺造船所开始借助潜在的亲方对生产集团进行管理。
1882年，横须贺造船厂制订了《职工组合内则》，以七到十三人为单位建立“组”，各组设组长、伍
长负责生产管理，组长、伍长从职工中选出，受技术人员的管理。
芝浦制作所也“将十至三十名职工按工种分成一组，每组设一名组长，组长不仅直接管理职工的生产
，而且也管理他们的生活”①。
其他的重工业工厂也相继任命熟练工人中的亲方为生产组长或车间主任来管理基层生产组织。
通过这种形式，企业经营者将亲方统率的生产集团作为正式的组织置于管理体制之内，从而强化了管
理，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是工人培训体制的不完善。
官营的重工业大企业在明治初期曾聘用外国技师和熟练工人培训传统手工业者，此后试图通过建立职
工学校来自己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但因为当时基层技术人员短缺，所以这些职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大多成为技术人员。
如横须贺造船所、长崎造船所都建立了技术培养学校，但招生人数有限。
大部分重工业企业则没有能力建立职工学校来培训工人。
政府虽也设立了实业补习学校和徒弟学校来培养熟练工人，让一些没有建立职工学校的企业选送优秀
的工人入学学习，但这些实业补习学校数量极其有限，而且所教授的知识难以真正应用到实践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不得不过多地依靠亲方来培训非熟练工人，甚至直接沿袭了传统的亲方徒
弟制度。
亲方制度本质上是前近代的雇佣模式，却被运用于近代企业雇佣制度当中，显示出近代雇佣体制的滞
后性。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弊端也日渐明显。
比如，亲方利用对工人的人身控制，随意克扣手下工人的工资，影响到工人的积极性。
再比如，亲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斥其他工人，加深了职工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统一管理
和生产进度。
如《职工事情》所载：“亲方及其徒弟们组成的团体常常压制其他职工。
常有善良的职工因为感到愤愤不平而转到其他厂上班。
拥有众多徒弟的亲方常将好工作分给自己的徒弟，并提高其工资。
”②随着重工业领域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个人的手工熟练逐渐失去垄断意义，亲方已经难
以有效地管理和培训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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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的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体性
、系统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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