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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严谨、凝练、言简意赅，尽量不加入作者主观的评论，但在客观上却透露出对历史规律的阐释，承载
着一种道义的厚重、历史的责任，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传统的主流风格。
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如此，他们被后世长期推崇，所谓微言
大义，凝重、深刻的“历史”代表。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变得难以平静，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
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
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
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
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
王浩的这本《日本！
日本！
》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
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饥止渴的著作。
中日两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在历史和现实中，将两国戏说成是君臣、师生、冤家、对手、伙伴等关系模式都不为过，都有历史的
基本事实作证、为凭。
作者抛开了这些略显凌乱和冗杂的关系模式，专从中日两国的“较量”视角来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
展开了以唐朝支援新罗之战，元朝东侵日本之战，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明朝帮助朝鲜恢复山河的万
历之战，清朝遏制日本并吞朝鲜的甲午战争为题材、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将中日两国看作是永远的仇家。
战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般都属于较为短暂的“瞬间”，和睦共赢才是为邻之道。
正因为战争的集中性、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我们才更应该从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
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必然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必然要代表正义去赢得战争，这才是我们
研究战争历史的要义。
战争往往集人祸之大成，发端于嗔恨与暴虐，充满了贪婪与邪恶。
但是，正因为有贪婪与邪恶，才能够更加彰显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
因此，在每一次大的战争中，都有史诗般的英雄凌空出世，去匡扶正义，去替天行道，去舍己而利人
。
这说明人性的正义还没有泯灭，饱受苦难蹂躏的人心还存有天良。
作者虽然有时刻意去描述战争中技术上的优劣，多重关系的迷乱，以便使历史情结更加符合于历史的
真实，但是也没有忘记讴歌善良、正义和舍生忘死的英勇，尤其是努力去描绘那些还有缺陷、也并非
完美，但却值得后人膜拜的英雄。
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英雄？
笔者以为，英雄者，不论身形的高矮，技术的优劣，也不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帐幕中的帷幄，更不论
国别、男女亦或老幼，只要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哪怕仅仅是一种闪耀，一种光芒，都可以在这一点
上称之为“英雄”。
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崇尚类似于戚继光、李舜臣那样英勇无畏，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廉洁自律，
忠君爱国，智勇双全，而近乎于完美的英雄！
让历史也赐予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吧！
以英雄的光辉感染我们还有很多肮脏的思想，以英雄的业绩荡涤我们沉迷于自我为核心的灵魂，以英
雄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污浊中清净，在呃逆中善良，在愚痴中增长智慧，在怯懦和卑贱中塑造忠勇，利
国、利民、利他，优先于公义！
这才是我们读史的真谛！
2011年3月26日于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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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和日本的古代交往史，其实就是部“对掐史”。

　　中国自古重陆地轻海洋，而岛国日本则长期借势海洋，窃掠中、朝，到明清时期更甚。
然而，这群髡头跣足、手舞长刀的日本人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实力，在中日交往中屡屡占据主动呢
？
两国之间又有哪些被人们遗漏、误读的历史细节？
本书从徐福东渡的传说开始，向你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日本！

　　不遭遇“神风”，元军一样征服不了日本；
“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嘉靖年间最大的倭寇其实是中国人；甲方战败并非清
政府落后挨打，淮军的枪炮远比日军先进；不仅仅是日本偷袭中国，中国也两次“奇袭日本”的惊天
计划⋯⋯
揭开尘封的故纸堆，这么多年的误解终于可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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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浩，南京人，新锐作家，学者，资深新闻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日关系史、民俗史等领域，写有几
十万字相关论文。
现任江苏某媒体周刊主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日本!>>

书籍目录

序
前言
序章 日本是张弓
　　1、是日本人祖先又怎样
　　2、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3、桃太郎的冒险
第一章 白江口的硝烟——唐日之战篇
　　1、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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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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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那些杀倭寇如草芥的牛人
　　1、刀是好刀，人是凶人
　　2、张公一斧
　　3、僧兵的大铁棍
　五、三个冤死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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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倔书生朱纨
　　2、“天下冤之”的张经
　　3、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上）
　　4、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下）
　六、冒险家的下场——王直之死
　　1、海外逍遥王
　　2、最值钱的人头
　　3、吾何罪！
吾何罪！

　　4、余音，岑港之战
　七、戚家军，一个天才的作品
　　1、戚家最好的财产
　　2、一抛拐猛几侬倒
　　3、招了一群乌合之众
　　4、大画家戚继光（上）
　　5、大画家戚继光（下）
　八、戚继光不孤独
　　1、终结者
　　2、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3、最伟大将军的寂寞
第四章 三千里江山的死斗——万历朝鲜战争篇
　一、史上最大倭寇丰臣秀吉
　　1、吾欲假道贵国，直入于明
　　2、出身微贱的天下人
　　3、大丈夫当用武海外
　二、朝鲜两月亡国
　　1、十五万恶狼闯进羊圈
　　2、小西行长“神兵”天降
　　3、加藤清正和女真人打了一仗
　　4、天皇移驾北京吧
　三、天兵下凡了
　　1、海上怪物李舜臣
　　2、万历皇帝的气性
　　3、予观倭贼如蚁蚊耳
　　4、老江湖登场
　四、白马渡江
　　1、李家多佳木，为首一棵松
　　2、兵临城下
　　3、围攻平壤（上）
　　4、围攻平壤（下）
　五、临风痛哭李如松
　　1、恶战碧蹄馆
　　2、金甲倭的那一刀
　　3、老爷不智不信不仁，而可能用兵乎
　　4、一边和谈，一边屠杀
　六、谁敢横刀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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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个聪明人和一群傻子
　　2、王京告急！

　　3、稷山，勇将的战场
　　4、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七、血色围城
　　1、为了鼻子而战
　　2、饿杀岛山（上）
　　3、饿杀岛山（下）
　　4、吾身露珠消逝，往事宛如一梦
　八、石曼子和刘大刀
　　1、鬼石曼子的萨摩兵
　　2、刘大刀单骑擒敌
　　3、明军中的外国兵（上）
　　4、明军中的外国兵（下）
　九、最后的审判
　　1、露梁海，日本人的坟墓
　　2、可怜忠义李将军
　　3、尾声
第五章 坠落的龙旗——甲午战争篇
　一、袁世凯把大清拖上了贼船
　　1、七颗人头杀出个朝鲜监国
　　2、当冒险家碰上大骗子
　　3、日本，连市井流氓都在请战
　　4、李鸿章：我不先开仗，日本不好动手
　二、丰岛和牙山的悲喜剧
　　1、谁开了第一炮毫无意义
　　2、双旗将方伯谦
　　3、悲壮高升号：步枪和舰炮对射
　　4、牙山之战，大家都“捷”了
　三、男子汉和孬种
　　1、平壤城下，两军谁更强
　　2、野津道贯和左宝贵：两个硬汉的死斗
　　3、白旗挽救了日军
　　4、马拉松选手叶志超
　四、啊，黄海
　　1、大清也曾阔过
　　2、天皇减餐买吉野
　　3、大东沟，狭路相逢！

　　4、邓世昌，撞志未酬身先死
　　5、定远为什么击不沉啊
　　6、假如重新打一次
　五、从鸭绿江到旅顺口
　　1、三万大军是纸糊的
　　2、日本人送给老佛爷的寿礼
　　3、铁打的旅顺被爆了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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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连老天爷都哭了
　六、日军战斗力之谜
　　1、淮军的枪炮比日军先进
　　2、矮小而强悍的日本兵
　　3、死亡是如此美丽
　　4、日军眼里的清军
　七、威海卫，沉没的北洋水师
　　1、从“猛虎在山”到“龙困浅滩”
　　2、两封奇绝的劝降书
　　3、最后的铁甲舰
　　4、日军鸣炮，为丁提督送行
　八、马关，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1、迁都抗战，清廷有这个勇气吗
　　2、流产的计划：奇袭日本东京
　　3、春帆楼，大清是条美味的河豚
　　4、李鸿章，一个王朝的殉葬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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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
修筑山城作为防线。
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
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
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
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
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
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
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
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反而更加佩服你——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
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
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
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
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
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
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
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
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
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
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
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
？
不合礼仪！
”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
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
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
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
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
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
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
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
”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
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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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9币言与之对弈。
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
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
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
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
”官员诡称：“第三国手。
”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
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
”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
”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
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
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
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
，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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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写中日古代历史的闲书。
说闲书，一是不敢自居为学术著作，有那么多史学先贤的巨著在前，写史是件自不量力和自讨没趣的
事；二是不愿赋予太多说教色彩。
我的本意是写一本历史类杂记，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叙说一些鲜活有趣的轶事，重现一些生气凛然
的人物，间杂一些蜻蜓点水的个人偶得。
既是闲书，自然希望写得轻松惬意些，只不过，写着写着我就不可救药地入戏了。
刘仁轨、胡宗宪、戚继光、李如松、左宝贵、邓世昌、丁汝昌、李鸿章，这些有资格名垂史册的，还
有更多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我在翻阅他们的历史轨迹时，无数次被一句话、一个细节所打动。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们和我触手可及，因为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非凡的勇气和力量。
我承认，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身处一个全民皆商的庸俗时代，我更加欣赏单纯，仰慕勇士。
在我不合时宜的价值观里，男性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勇敢。
勇敢，就是个体生命中最强悍的因子，是对一切困难的蔑视。
勇敢的政治家，需要面对无数指责和非难；勇敢的军人，需要一骑当千视死如归；勇敢的男人，需要
微笑面对残酷的生活。
漫漫历史，谁是英雄？
天下，从来是权谋家的天下，人格强大的英雄永远是点缀。
不过，就像繁星一样，虽然微弱，却能点亮历史的天空。
在我眼里，所有为了责任、信念、荣誉而不屈抗争的人，都是英雄。
连我们的对手，许多在逆境中进发出巨大勇气的日本人，我同样尊重，这种尊重是对个人气质的尊重
，是对男子汉的尊重。
写作很辛苦。
多少个夜晚到黎明，一杯浓浓的龙井和半盒香烟，就是我的伴侣，前后三个月成稿，也算是我的极限
了。
但写作又很充实，穿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心灵满足。
无疑，这是我生命中很有意义的三个月。
感谢我的老友倪方六，感谢他一以贯之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这本书的策划人陶狼小友，这本书是他逼出来的。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喜爱历史的朋友。
王浩于2011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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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编辑推荐：从未有一本书能如此客观记录中日历史·外交学院
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教授倾情推荐并作序！
揭开尘封的故纸堆，这段历史其实很精彩很好看。
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
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
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
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
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
王浩的这本《日本！
日本！
》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
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饥止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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