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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史资料和文献为基础，以教育国际化战略演变为背景，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系统理
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分析了教育制度、学校数量、学生规模、课程安排等内容，以此考察公私
二元教育的结构性特征及关系，分析国际化背景下日本公私二元教育传统的形成，同时结合日本当代
留学生市场对此结构的依赖加以分析，说明了在日本输入和输出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这一模式的普遍
意义，并以国立大学法人广岛大学的留学生数据和调查问卷分析为具体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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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每一个氏族首领的氏对内主持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本氏同他氏和朝廷交涉
，甚至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
这也使氏具有了对内聚合、对外排斥的特征，并与日本对内聚合、对外排斥、内外有别的文化传统相
适应。
　　另外，这两者又成为影响大和统一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部民制是与当时日本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主要生产关系，原始公社的残余也以农村公社
的形式长期在其内部保留。
氏姓制则是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建立在部民制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制度，在模仿中国
建立起有组织的官僚统治以前，这种在实质上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统治的政治体制是日本最基本的
统治体制。
与此相关，便是日本社会万神教的存在，各氏族信仰各自的氏族神。
这是日本在引进来自中国的佛教之前宗教信仰的现实状况。
　　总体来看，日本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没有统一的理念，仅建立在军事和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大和政权
要想维持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便必须在本土之外去寻找与此具有类似功能的施政思想和治国方略。
6世纪，势力强大的氏族首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权力大大增强，并最终导致了在是否引进异邦
文化和王位继承问题上的氏族间斗争。
圣德太子改革前期，氏姓、部民制度的弊端已经出现，以物部氏和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相互对立
并严重威胁大和王室的统治权威。
因此，引进异邦文化，同时为大和政权的王位继承寻找合法性依据成为推动圣德太子改革、输人中国
隋唐文化直接的政治和文化诱因。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借助苏我氏的力量，在国内推行了皇室中心主义和佛教，但另一方面更加助
长了苏我氏的力量，并同时形成了其所依靠的佛教对政治的干预；大化革新则是要用中央集权的模式
来清除苏我氏家族在皇室公家政体建设中的影响，确立皇室在国家政权中的实际中心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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