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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分为十三章分别叙述了日本经历的十三个时代，分别为：史前时代、古坟
·大和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 、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时
代、昭和时代、昭和时代（战后）以及平成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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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玮，男，上海市人，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免试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并作为首届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赴日本京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学者山室信一教授
，199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5年至1997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神奈川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两年。
 2000年至2001年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的首批学者赴韩国高丽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一年。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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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乱”二、镰仓：武家政权的发祥地三、执权治世的时代四、“庄园制”和“御家人制”五、忽必烈
征伐：“文永、弘安之役”六、镰仓时代的“纹化”七、“镰仓新佛教”作者点评第六章　室町时代
一、“一天两帝南北京”二、“南北一统”和室町鼎盛三、“乱”：从“禅秀之乱”到“应仁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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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武”三、“天下布武路线的转换”四、“从统一天下到侵略朝鲜”五、“吉利支丹时代”的兴衰六
、“安土·桃山文化”和“南蛮文化”——东西文化并行格局的形成第八章　江户时代一、“元和偃
武”：走向近世社会二、幕藩体制的建立和享保改革三、田沼政治和宽政改革四、“大盐之乱”和“
天保改革”五、“锁国”和“丌国”六、尊王攘夷：明治维新的前奏七、从“公武合体”到“大政奉
还”八、儒学的全盛和“渚学”的并行九、并行不悖的“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作者点评第九章
　明治时代一、定制·改元·迁都·变法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外征论”和“安
内论”的冲突四、“大久保体制的三大历史遗产”五、超然主义·政党内阁·桂圆体制六、修改条约
：明治政府的首要外交课题七、改变东亚秩序的“甲午战争”八、日英同盟条约：日俄战争和日韩合
并的“通行证”作者点评第十章　大正时代一、“大正政变”二、迈上“真正的政党内阁”的“台阶
”三、“平民首相”原敬四、“护宪三派内阁”五、从“小村外交”到“币原外交”六、“大正民主
”的政治思潮作者点评第十一章　昭和时代（战前）一、“改朝换代”：裕仁登基·田中登台二、从
“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三、“九一八事变”和“十月事变”四、冲破“华盛顿体制”五、
“户沟桥事变”·“北支事变”·“支那事变”六、“支那事变”的扩大七、构筑“大东亚共荣圈”
八、南进——“日本刀”直逼“山姆叔”九、“攀登新高山·1208”作者点评第十二章　昭和时代（
战后）一、“和平”在蘑菇烟云中升起二、“战后处理”和“战后改革”三、“东京审判”四、战后
复兴和“旧金山体制”的建立五、5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分水岭六、60年代：创造“东方
奇迹”七、70年代：“两次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冲击”八、80年代：昭和冗寸代在内政外交的刷变
中谢幕作者点评未了章：平成时代⋯⋯一、“象征天皇制”的延续二、“泡沫经济”的崩溃和“55年
体制”的终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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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前时代　　一、日本列岛的形成和日本人的起源　　地球的历史按照地质年代被划分
为始生代、原生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今天的日本列岛在距今约6亿至2.3亿年前的古生代仍卧于海底。
至古生代末期，海底开始隆起，在经历了地球在距今约2.3亿年至6500万年后发生的剧烈的“造山运动
”后，当今日本列岛的弧状骨架开始形成。
　　中生代后的新生代分为两部分：第三纪、第四纪。
第三纪自距今6 500万年至2万年前，是高等哺乳类动物和类人猿出现的世纪。
自距今约200万年前至今天，按照地质年代划分属新生代第四纪。
第四纪自距今约20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第四纪，由两个时期构成：更新世（洪积世）和完新世（冲积
世）。
更新世自距今约2万年至距今1万年，完新世自1万年前延续至今。
在数以亿年计的地球史中，堪称“现代”的新生代第四纪，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在地表上能够以肉眼看
到的各种事物，如火山、湖泊、河流、丘陵、盆地、平原开始出现的世纪。
特别在更新世，地球上反复发生着对以后诞生的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动。
例如，在亚洲大陆的东部边缘，经过激烈的地壳变动，呈弧状南北走向的日本列岛的基本构架开始形
成，并在更新世几经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冰川的消长。
更新世一般被称为“冰川时代”，但是在长达200万年的更新世，地球并非始终被封冻在冰床底下。
事实上，在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中，因极地和高山的冰川显著扩大导致地球寒冷化的冰冻期，同冰川
消融引起大地回暖的温暖期，曾有多次交替。
科学家通过分析花粉等科技手段获知，当时至少经历了，两个冰冻期和两个温暖期。
　　更新期诞生的人类，在寒冷的气候和温暖的气候，即如非洲大陆般湿润多雨的气候，同广袤无垠
的寒冷的沙漠般干燥的气候交替的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变动中，依靠自己的劳动，不断适应着不同的时
代和地域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延续至今的人类历史和文化。
　　在冰川时代即更新世，不仅在今天依然冰雪封冻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以及阿拉斯加，而且在
其他大陆也覆盖着如南极地区那样的厚厚的大陆冰床。
在冰川时代的极盛时期（距今约2万年前），自包括英格兰在内的西欧、北欧和东欧整个地区、西伯
利亚大部分，至中国北部、五大湖附近以北的美洲大陆以及各地区的高山地带和周边地区，在占北半
球整个陆地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广阔地域范围，覆盖着厚达2000多米的冰床。
　　大量冰雪覆盖大陆，海水必然相应减少，海水减少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地球上整个海面的下降
。
于是，在距今约13万至12万年前的间冰期，随着冰川的消融，海面开始隆起。
间冰期持续达1万至15000年。
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达100至200米左右。
　　在日本列岛周边海面，延伸着离海面200多米的大陆架；阻隔大陆和九州的对马海峡，则水深不
足140米；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水深约140米；横亘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宗谷海峡，水深为40
米；连接北海道北部和库页岛的间宫海峡，水深更是仅40米左右。
在海面下降达100多米的冰川期，日本列岛南北两端，均由大陆架和大陆断续相连。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列岛”。
从日本各地更新世的地层处，通过考古，发掘出了长毛象等20多种象的化石，以及虎、犀牛、鹿等大
型动物的化石。
在今天的日本列岛，还发掘出了很多兽类动物的化石。
那些现已灭绝的动物，是在日本依然由大陆架和大陆相连的各个时代从亚洲大陆到达日本的。
　　根据上述古生物学的化石资料，以及地质学研究的证据，科学家推断大陆架形成的年代，最近的
可以追溯至距今约2、3万年前，在此之前是5、6万年前，最久远的则可以追溯至10多万年前。
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冰川后期，由于海底地壳隆起、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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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日本人的起源的科学性研究，是由1823年赴日的德国人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开创的，
即距今已有190多年历史。
在明治初期，即19世纪70、80年代，西博尔德的儿子希尔德（H.von Sicld）、莫斯（E.S.Morse）、巴
尔兹（E.von Balz）、米尔内（J.Milnc）等外国研究者，对日本人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果。
之后，日本本国的研究者也开始了对日本人起源的研究。
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三种理论：一、人种交替论；二、混血
论；三、演变论（又称连续论）。
　　一、人种交替论。
按照这种理论，在日本列岛曾经出现过一次或两次人种交替。
简而言之，即在很久以前，土著的绳文人的祖先被现代日本人的祖先驱逐出了日本，外来民族是日本
人的祖先。
例如，平井正五郎即持这种观点，其依据是根据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当年的陶器，阿伊努人是不使用
陶器的。
这种理论能够比较简单地解释日本列岛上的绳文人和现代日本人，以及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差别。
但是，仍存在许多按照这种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
例如，如何解释日本东西部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二、混血论。
和人种交替论相比，这种理论更具有说服力。
按照这种理论，绳文时代的土著居民，在进入弥生时代以后和日本周边族群的人融合，逐渐形成了现
代日本人。
例如，京都大学医学部的清野谦次通过对1000多个人体遗骨的收集、测量，指出石器时代的人不仅和
现代的阿伊努人类似，而且和现代日本人也类似。
因此，不是继阿伊努人之后日本人的祖先登上了列岛，而是石器时代的人是两者共同的祖先。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阿伊努人、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的差异。
换言之，难以用这种理论对作为整体的日本人的形成进行解释。
　　三、演变论（又称连续论）。
按照这种理论，现代日本人是土著的绳文人经过长期的进化逐渐形成的。
早在19世纪80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即通过将绳文时代人骨和北海道现代阿伊努人的体格进行了
比较，指出两者存在相似处，如头骨缝合、眉间突出、上膊骨、胫骨扁平等。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日本人所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如东西部日本人的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对现代日本人和土著的“绳文人”关系的认识，即要么
认为两者完全无关，要么认为两者密切相关。
而上述理论共同的缺陷，就是都无法说明日本人地域性的差异，以及具有独特的身体和文化特征的阿
伊努人（虾夷人）、冲绳人和本土人的关系。
要澄清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首先必须通过考古发现，对日本人形成的历史进行概要性追溯。
　　尽管在日本发现了1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日本更新世人类化石仅有少量发现，不满10处，
主要有以下几例：　　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崩塌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类
腰骨化石，有学者根据对其石膏模型推断，认为当属更新世猿人，但未被学术界所接受。
1948年，日本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在《人类学杂志》60卷1号上发表了《论明石附近西八木前期堆积层
出土人类（石膏模型）的原始性》一文，对此作了明确否定。
战后，学术界对此再次进行了探讨，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其原始性再度表示怀疑，认为“明
石猿人”化石可能是绳文时代以后的人类化石。
　　1950年，吉泽兵卫等人在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一块“葛生人”腕骨；　　1957年，石川
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发现了所谓“牛川人”的左上腕骨和右大腿骨化石。
经推断，这一化石当属10万年前，即更新世的猿人的化石。
根据对其遗骨的复原，发现其身材很矮，较好地显示了原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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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即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现了“三日人”的大腿骨、头骨的一部分等7
块遗骨。
根据炭14同位素测定，将遗骨和鹿等动物的遗骨的比较，以及对氟含有量的检测，科学家认定其为新
人阶段的人类化石。
　　1961年，在静冈县浜北市根坚，即“三日人”出土的附近地区，浜北市教育委员会发现了“浜北
人”遗骨；在冲绳发现了“山下洞人”、“港川人”等。
　　1962年，日本洞穴遗址调查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木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
第三层，发现了成年人头盖骨片和尖锐石器。
这是迄今为止日本人类化石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
　　不能不指出的是，仅依据上述考古材料，我们仍难以理清日本人起源的端绪。
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日本人的起源呢？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似有必要按照年鉴学派的方法，对日本人形成的历史，从古至今作一长时段的鸟
瞰和梳理。
　　（一）石器时代（200万年前至1万年前）　　众所周知，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是在亚洲发现的古
人类的代表。
但是他们如何变为现代亚洲人的进化过程，日前还不明了。
因为在猿人和新人之间，还存在旧人阶段。
但目前关于旧人阶段的考古发现还相当少，因此只能从新人阶段开始追溯。
　　在新人阶段，即大约距今3万年前的原始时代，亚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
其出发点是今天的东南亚。
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因此人口密度较高，呈饱和状态。
这次迁徙是人类为了赡养大量增加的人口的一种对应战略或无奈之举。
根据考古发现，迁徙人群最初至少有两支，一支沿着中国大陆北上，并至少到达了今天的中国河北省
。
另一支则从东南亚沿着东海大陆架或者说从中国大陆东进，登上了日本列岛，这批人被认为是日本绳
文人的祖先。
也就是说，当时形成了两类亚洲人：东南亚人和东北亚人。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日本人直系祖先的最早的遗骨，是距今约18 000年的人类遗
骨。
这种遗骨以冲绳县那霸市近郊的具志头村港川发现的“港川人”为代表。
这一遗迹由大山盛保发现，由东京大学铃木尚为中心的科研小组进行调查。
当时发现的是一男性遗骨，身材矮小，据推断约155厘米，因此被认为属东南亚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考古发现。
总之，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都属于东南亚系人。
但他们是如何到达日本列岛的，目前尚不明了。
　　（二）绳文时代（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2500年）　　绳文人遍布从北海道至冲绳的整个日本列岛
。
虽然绳文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和现代日本人相比，其差异的幅度还是比较小
的，因此可以认为绳文人属于同一支人。
　　绳文时代处于冰川后期。
如前而所述，当时日本列岛由于海而上升而和大陆分离。
这一地理条件使得大陆人口的流入，以及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文化交流非常困难。
事实上，绳文人的骨骼形态和中国同时期人的骨骼形态存在很大差异，而和港川人等则存在一些共同
特征，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绳文时代早、中期，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交流，包括遗传基因的交流，即绳
文人是在和大陆不同的生态环境、食物资源的影响下，沿着独特的方向进化的。
1989年，宝来聪等研究人员将约5 800年前的绳文人的遗骨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的DNA进行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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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显示两者基本一致，但是和东北亚人的DNA则不同。
这一结论使人们有理由可以认为，绳文人和东南亚人存在血缘关系。
　　（三）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　　对于日本人和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来说，弥
生时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
政治上，弥生时代后日本进入了大和时期，在文化方面弥生时代引入了中国大陆的水稻种植技术。
在人口方而，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人口激增——这是本部分要谈的主要内容。
　　弥生时代人口激增的原因在考古发现中可以找到答案：亚洲大陆人口往日本列岛的迁徙始于绳文
时代晚期，至弥生时代急剧增加。
根据上田正昭的研究，一波又一波源自东北亚的迁徙浪潮从绳文时代晚期、弥生时代初期持续至公
元7世纪，即持续了约1000年。
金关丈夫、牛岛阳一等根据山口、佐贺等地的出土遗骨判断，认为这些先民当来自朝鲜半岛北部，他
们和土著的绳文人逐渐融合。
另据考古发现，来自朝鲜半岛的不仅仅是朝鲜半岛人，其中有不少人原先居住在东北亚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东北亚系亚洲人。
这一发现否定了“演变论”即“连续论”。
　　从日本全国来看，居住在九州北部和本州南部的弥生人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弥生人存在很大差异
。
前者具有较明显的东北亚人的特征，而后者则具有较明显的土著冲绳人的特征。
总之，从人类学角度看，在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已经存在“渡来系”、“绳文系”两大集团。
前者主要居住在北九州，后者则分布于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二重结构”，产生于弥生时代。
　　（四）古坟?大和时代（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　　古坟时代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近畿地区出现了“朝廷”，即大和朝廷。
大和朝廷为了吸收大陆的先进文化，大量接受登陆日本列岛的外来人，从而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
根据考古资料判断，古坟时代踏上日本列岛的人也具有东北亚人的特征，他们大都居住在日本西部，
从而使东西日本人的差异比弥生时代更加明显。
另据考占发现，还有大量介于两者之间，既兼具“绳文系”和“渡来系”两方面特征的遗骨。
因此可以判断，当时必然存在“绳文系”和“渡来系”两个族群的融合（混血）。
　　需要强调的是，在古坟时代，日本人口有很大增加。
造成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是“渡来人”的大量涌入：据估计，在这一时期，大约有数十万至100万人迁
入日本。
他们在各方面给予了日本列岛土著的绳文人很大影响。
　　那么，对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该如何理解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阿伊努人的起源一直是个谜。
但是现经考古发现，自绳文时代早期，北海道便居住着和本土的绳文人相同的人类。
后来，由于当地和日本本土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同，因此其进化过程也就必然不同。
根据三泽章吾、尾本惠市等人进行的遗传学研究，阿伊努人也属亚洲裔族群，特别是尾本惠市还进一
步证明了阿伊努人和菲律宾人的类似性。
这一研究成果否定了阿伊努人“白人起源说”和“澳大利亚人起源说”，支持了“东南亚起源说”。
　　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这种关系，在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也同样存在。
早在明冶时期，西方学者贝尔茨就指出厂阿伊努人和冲绳人明显的相似性，认为两者系源于同样的祖
先。
日本学者池田次郎也通过头盖骨研究，显示了阿伊努人、冲绳人和东南亚人的相似性。
研究同日本人起源的权威学者安田喜宪将池田次郎的研究数据和其他许多人类集团进行了比较，将阿
伊努人、冲绳人归为绳文人一类，将本土人同中国人和朝鲜半岛人归为一类。
也就是说，前者属于东南亚系，后者属于东北亚系。
　　至少至17世纪，冲绳诸岛的居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都和本土（九州）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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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诸岛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居住着绳文人，并且至中世纪几乎没有和朝廷存在政治联系并受其影响
。
这一点和北海道类似。
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与这一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也就是说，冲绳人和阿伊努人一样，直接承继了绳文人的很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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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主要介绍了日本的史前时代、古坟·大和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
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等历史知识
。
该书涵盖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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