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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只是一个国号?生存于现今日本国境内的列岛上的人们，其祖祖辈辈都
可以称之为“Et本人”吗?日本果真是一个“均质”的社会吗?日本真可谓一个“孤岛”吗?本书将对世
人、包括日本人自身对“日本”及“日本人”的想象提出挑战。
这是本书的作者——已故日本中世史研究大家的网野善彦通史写作的一次尝试，将向读者展示从地质
时代起日本列岛上的人类社会历史这样一幅宏大的画卷，特别是追溯了天皇制、被歧视民及列岛东西
社会的差异等许多日本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起源、形成和变迁的历史，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古老和曲折，
而其研究方法的精髓——融民俗学与史学为一体，在本书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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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网野善彦(1928—2004)：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后历任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都立北
园高校教谕、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神奈川大学短期大学部教授、神奈川大学经济学部特任教授。
1998年退休。
专业为日本中世史、日本海民史。
成果丰硕，独成体系，在日本学界被誉为网野的中世社会史学或网野史学，影响相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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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原始的列岛与人类社会
　第一节　日本列岛的形成和人类的登场
　第二节　捕捞的开始和狩猎、采集生活的发展
　第三节　绳纹时代的终结和农耕的开始
第二章　众首领的时代
　第一节　弥生文化的形成和众首领的登场
　第二节　首领制的展开和古坟的出现
　第三节　走向统合的近畿和九州
　第四节　近畿的巨大古坟和各地区首领制的发展
第三章　走向国家形成的道路
　第一节　近畿的大王与首领之间的对抗
　第二节　部民制与国造制
　第三节　古坟的蜕变和6世纪的社会
　第四节　东亚的动荡和大和政权的动向
第四章　“日本国”的成立与列岛社会
　第一节　从大化政变到壬申之乱
　第二节　“日本国”的出现——藤原京和大宝律令
　第三节　列岛社会和律令制度
第五章　古代小帝国日本国的矛盾和发展
　第一节　古代日本国的矛盾和8世纪的政治
　第二节　8世纪的列岛社会
　第三节　新王朝的创始和平安京
　第四节　都市贵族世界——弘仁、贞观期的政治和文化
　第五节　9世纪的列岛社会和亚洲
第六章　古代日本国的蜕变与地方势力的胎动
　第一节　宽平、延喜的国制改革
　第二节　东国国家的建立和“海贼”对濑户内海的统治——天庆之乱
　第三节　1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
　第四节　地区社会的活跃和11世纪中叶的国制改革
　第五节　11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和政治
第七章　东国王权的出现与王朝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12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和政治
　第二节　东国的王权——镰仓幕府的建立
　第三节　东国西国战争——东国王权的确立
　第四节　13世纪的社会与文化
第八章　东西主权的并存与纠葛
　第一节　相互合作的东西王权
　第二节　蒙古来袭和13世纪后半期的社会
　第三节　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前半期的社会
　第四节　东国“国家”的崩溃
第九章　动乱的时代与列岛社会的转型
　第一节　由天皇实现的国家统一及其崩溃
　第二节　动乱和四分五裂的王权
　第三节　“日本国王”室町将军和地方诸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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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列岛社会的文明史，民族史的转变——14世纪后半期到15世纪前半期的社会
⋯⋯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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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也有观点认为，列岛东部也有冶铁等技术传人，其渠道不同于列岛西部，是通过日本海从北
方传人的。
这一说法也是成立的，所以有必要注意的是，日本列岛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并不止于以近畿为中心的势
力展开的通交关系。
而且，冶炼、铁器生产和须惠器等新土器的生产及土器制盐等技术，也并小限于近畿，还渗透到了列
岛各地。
被认为当初只限于近畿的曲刃镰（现在的镰刀）及有着U字形锹头的锹，也逐渐推广开了。
干田和旱田的开发也因此得到促进，相对于此前主要在低湿地开垦的湿田也即水田，干田和旱田的生
产性更高。
于是，人们的生活本身，由于通过各种途径从大陆、半岛传人的各式技术，逐渐进入了新的阶段。
列岛内的交易也频繁起来，交通、交易的要冲之地或关节处开始形成原始都市。
不过，不同于直接接触到大陆和半岛文化和技术的首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仍处于住竖穴式住居、穿
朴素的贯头衣的水平。
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在竖穴式住居内搭起了灶。
不过，包括祭祀在内，生活整体仍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随着稻作的推广，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例如，祈祷丰收的春祭、感谢收获的新尝祭等与稻作相关的
仪式也渗透到各地，这些仪式与祖先崇拜相结合，被当作为首领自身的祭祀举行；另外，巨木、巨岩
、山川以及海和太阳等自然物中被认为存在着神，并被加以祭祀，这一自古以来的做法也在各地广泛
地展开。
特别是向海神祈祷渔业丰收和航海安全的祭祀，在各地广泛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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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社会的历史》是阅读日《日本社会的历史》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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