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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舞！
舞！
舞！
公元一八六八年，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请罪出降，德川家二百七十年之天下至此而终。
这无疑是日本历史无数关键时刻中的一个时刻。
英国有光荣革命，日本有无血开城，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实在都是了不起的转捩点。
其间有西南战争的曲折，但最终，幕末到明治，维新之变，较小的转换代价让日本社会没有被断流，
更多的基因被保留下来了，妥协比起砍人头颅，这应该更多代表的是文明进化的结果吧。
一个时代内部通常是量变，一个时代转换到一个时代，通常该算是质变。
但是如果我们习惯做的是生物基因式的清洗和消灭，那么我们只能还是又回到前一个量变的循环，重
新累积，这无论如何都是文明进化的一种浪费和解。
非得说这也是一种价值的话，恐怕只能说我们为文明的多样性又多添了一种可能性。
这样的话题氛围，我竟然，无可挽救的，想到了村上春树的那部名为《舞！
舞！
舞！
》的小说。
而且还抑制不住的贴上来一段原文：“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
明白我的话？
跳舞，不停地跳舞。
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要是考虑这个，脚步势必
停下来。
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部消失，永远消失。
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
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如何觉得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
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酥软，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救药。
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
你的确很疲劳，筋疲力竭，惶惶不可终日。
谁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这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
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这段话，于我个人而言，意义丰富。
在我看来，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舞步。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有很多文明消失了，就如上面这段文字所言的那样“ 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
部消失，永远消失。
”于此同时，又有一些文明通过自我革新，换上新的血液，继续发展下去。
若文明本身有一种求生意识的话，那么，“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
一种文明都需要在历史长河的高速公路上保持奔跑。
或者或如村上所言，我们都要“ 不停地跳舞”，而且是“ 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
”，“ 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不停地舞步，不断的重复，这是文明的量变；而历史转捩点的妥协，就是我们坚持大家都一起跳下去
，这里面隐含了某种质变，这种妥协通常意味着更多理性的力量。
也许是换人领舞，终归舞池里的人都没有停下舞步，这样文明的接力或许才是正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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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庆喜，德川幕府时代这最后一位非嫡系的继承者，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一起角力，最终“选择”了
一种更“酷”的方式，去结束一个旧时代。
这个交替的时代过程，我们自然不能将之太过罗曼蒂克化，但终归少了很多黑暗和喋血的篇章，更关
键的是，江户的无血开城，以及其后一系列的作为，都为明治时代的维新奠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基石
。
就像日本人熟知三国的历史一样，我们更多也是熟知“ 维新三杰” 等这样一些新时代的“开创者”
。
历史中铭刻往往都是“开创者”，但我们也要记住像德川庆喜这样的“ 结束者”。
明治维新，就是一种文明的自我革新。
这个文明孤悬一隅，先天条件未见得多好，但百年之间，这个文明在不乏无数曲折以及无数惨重教训
的舞步中，不断令人侧目。
明治维新四字内涵丰富，时空相隔，百年之外，想掌握其中的奥秘挑战极大。
用一个特集的空间，我们能摘取是这段历史的零星片断。
明治维新这个历史时段，往前看是幕末，往后看有日露战争，通过这种上下文的关系，通过一些历史
的细部，知日试图找出一些线索，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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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治维新”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
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

　　·“明治维新”既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毛丹青说的，就像日本人熟知
三国历史一样，我们在熟知“维新三杰”这样一些新时代的“开创者”的同时，也应该记住德川庆喜
这样的“结束者”。
并从明治维新中学习一些经验，吸取一些教训。

　　《知日·明治维新》特集中的内容有：
　　新选组人事典——活跃在幕末乱世的铁血剑客团 ；
　　专访日本现代著名文化人类学者内田树，明治维新与现代的接轨 ；
　　当今中国社会最引争议的社会组织红十字会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样貌；
　　驰骋乱世的勇者——坂本龙马；
　　对马海战中日俄军备大比拼，日本究竟胜于何处？

　　漫画中的明治维新；
　　脚气病竟然也能致命？
维新时期日本如何对付脚气病？

　　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摄影集，将军竟然爱摄影？

　　主笔毛丹青先生撰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东瀛出游记”；
　　踊绘艺术家神田沙织创造的美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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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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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战国时代的认识和论述尤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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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日本文化、喜欢刀锋与文字。

金鱼屋 | ACG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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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方面，认识到开国已成大势所趋，不开国不仅无以抵御列强的侵略，更无法引
进技术，富国强兵；另一方面，认识到幕府的威望已跌至谷底，再继续抛山芋就无法维持其统治，于
是强横的井伊大老就一脚踢开朝廷、藩侯，独断专行地签订了条约，然后还祭起屠刀，大肆杀戮反对
派。
1858年是日本的安政5年，随即英、法、俄、荷四国接踵而来，和幕府签订了一系列《日美修好通商条
约》的翻版，加上之前与美国人签订的，统称《安政五国条约》。
 1860年春，千夫所指的铁血大老井伊直弼在奉公途中遇刺身亡，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开国浪潮挟带着列强的侵略先锋军汹涌而至，各地倒幕运动风起云涌，幕府再也无法独断专行地控制
国内局势了。
被迫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包括殖产兴业和增加军力，老中会议逐渐解体，传统豪门陆续垮台，新的政
府部门陆续产生，大批有眼光、有能力的中层官僚得以上位。
但大船掉头难，幕府迈三步退两步的改革已经彻底无法挽回败亡的命运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登上了大位。
庆喜本身是一位很有限光和能力的将军，然而私心过重、魄力欠缺，他一方面想要顺应开国大潮从而
维持幕府的统治，一方面又想要将幕府中已经分散的权力重新收归自己一人手中。
但他对外无法阻遏已经分润到部分权柄的朝廷和诸藩的猛攻，对内也无法凝聚幕府人心，又惧怕爆发
全面战争。
1868年，全面内战首先在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爆发，前锋刚一遇挫，庆喜将军就仓皇逃回了江户，
随即打着天皇旗号的新政府军杀向江户，庆喜又弃江户而走上野。
德川幕府200余年的宏伟大厦就此轰然倒塌。
 日本有“江户三百藩”的笼统说法，事实上整个江户时期存在过的藩侯共有500多家，同一时期并存
的约在200到300之间。
小藩不过一乡一村，大藩却可能有一两国之地。
扛户幕府占有日本三分之一的土地，称为“天领”，其武力号称“旗本八万骑”固然是夸张。
但轻易调动数万人马倒也不难，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二分之一甚至更多的藩侯联合起来，才可能有实
力与幕府对抗。
 但这只是开国浪潮席卷而来之前的局势，事实上“黑船来航”之前，因为财政状况恶化，幕府连带各
路藩侯，就都陆续展开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幕府船大难调头，诸藩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见成效，但在幕府的刻意打压下，他们的改革也都无法彻
底扭转窘迫的态势。
但等幕府威望、执行力、控制力下降以后，某些大藩就趁机脱颖而出。
 藩侯们一开始的愿望，不过是削弱幕府的独裁权，提升自己的发言权，要求在权力大饼上多分润一口
罢了，但一方面随着幕府的日薄西山，藩侯的离心倾向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幕府死死抓住权力不肯松
手，最终造成了部分强藩的揭竿而起。
维新战争就表面上来看，就是西南强藩对幕府的“下克上”。
 水户藩是位子江户东面的一个大藩，始祖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第十一予德川赖房，可以说是根正苗
红的“亲藩”。
然而有趣的是，赖房第三子德川光圆却编纂了一部《大日本史》，鼓吹“尊王”思想。
也就是说，日本神授的君权应当掌握在京都天皇手中，将军是受天皇委任处理政务，幕府必须尊重朝
廷，而一旦幕府昏玎贵，无法完成天皇赋予的使命，天皇随时可以将权柄收回。
就此产生了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水户学，以及幕末时期喧嚣一时的“尊王攘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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