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 論 3

二、政治制度
天皇在日本近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近代革命浪潮中，天皇

制度可以說是少數碩果僅存的君主政體。然而從歷史看，天皇在19

及20世紀所領導之轉變及所產生之影響力，可以說是史無前例，或

可以說只有公元7世紀及8世紀時之天皇地位可以比擬。

今天皇室可以追溯其淵源至公元6世紀的大和家族，它由關西

平原發展起來，約與中國南北朝同時，擔任皇室氏族內男女祭司之

職（早期天皇中有八位是女性），並與鄰族爭取霸主地位。到8世紀

之初，大和族已奪得政治及宗教權力。它打破過去新天皇必建立新

首都的舊習慣，在公元710年，首次在平城（即今日奈良）建立「永久」

首都，到公元794年再遷都至平安（即今日京都），日本才有一個真

正穩定的政治中心。在奈良建都後，大和朝廷下命修纂史書，編造

一個神話譜系，追溯天皇起源至公元前660年，至修史時已歷經二

十八個天皇，但都是以傳說為依據。此古代神話到19世紀末又再復

活，成為天皇正統歷史「現代」版。

日本的正史時間是以天皇「年號」作先後次序的標誌，新天皇臨

朝即位，會馬上為年號命名，但每一朝的年號通常有好幾個，直至

近代睦仁天皇即位，改元明治（1868），才開創一個朝代一個年號的

習慣。

天皇擁有無上權力，政治上舉足輕重，然僅止於日本早期歷

史。自中國唐末到清中葉千年以來，除了少數天皇，其他大部分都

沒有政治影響力。但在宗教上，天皇仍沿襲本土神道傳統，擔任神

官角色。實際統治日本則另有其人，他們假借天皇名義統治，最初

是天皇的近親貴族，其後是出身自不同政治及社會背景之武家。因

此，現代19世紀的君主能具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實與其傳統歷史

相異。

在19世紀的革命浪潮中，具歷史淵源之武士扮演重要角色。所

謂武士是指日本的戰士，他們出身各自不同，但日後都成為顯赫人

物。武士踏入歷史舞台，最早見於公元10世紀宋朝初年。他們原為

地方上戰士，服務於首都之貴族或帝室，靠弓箭闖天下。後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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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年日本史

開始與貴族平起平坐，最後甚至反客為主。公元1180年左右，位於

關東沿海地區的鎌倉出現第一個武家幕府政權。其首領源賴朝雖以

武力取得天下，但仍請求天皇賜封將軍名號（正式名稱是征夷大將

軍），使其統治合法化。其後之武家政權，如前近代之德川幕府，亦

相繼由天皇取得將軍名號，奠定其統治合法性。

至於武士之戰鬥技巧則與時俱進，由弓箭到刀槍，最後到16世

紀時使用的火器。武士之政治及社會組織亦不斷演變，早期武士在

戰陣中多靠單打獨鬥，地區武士家庭則散佈在鄉間，不太能控制其

轄下的人口。直至15及16世紀明清之際，武士之組織才較嚴密，統

歸由軍事強人率領，號稱大名（即最大名田之主略稱）。政治結構到
16世紀中葉仍十分鬆散，日本各島為數百個名藩割據，其首領大名

各個擁兵自重，相互攻殺爭雄。日本近代前期政治史之特徵就是統

一群雄，多數大名屈服於少數有力大名之下。

三、早期對外關係
到1540年前後，歐洲傳教士及商人方首次涉足日本，當時日本

尚未開始其統一大業。西人帶來了槍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廣

眼界，添加生力軍，加速了各島之統一過程；基督教之影響則較

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傳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人

數一度達三十萬。由於日本統治者害怕其子民信奉外國宗教而反

叛，1590年前後開始禁止基督教，並進一步限制對歐洲貿易。對戰

國三雄之一的豐臣秀吉而言，尚有另一個鎖國的原因，即葡萄牙人

販售日本人為奴隸，使他十分生氣。到1630年代，各項限制已全面

開展。因此歐人在日本近代歷史前一個世紀中雖曾擔當重要角色，

但其影響仍然有限。

相反來說，亞洲其他地方的人，特別是中國人及韓國人，自古

以來即在日本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說在前近代歷史中，中

國大陸、朝鮮半島及日本島嶼三者關係是分不開的。

近代以前，亞洲各地統治者之關係，主要是建基在以中國為中

心的朝貢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東北亞，中國皇帝是整個地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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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5

最具權勢的人。他視疆域以外者為未開化的人民，統治各地之國王

會派人入使中國首都朝貢、叩頭、貢獻方物，以至歌頌天子聖明。

相對而言，皇帝會給予列國保護，並特許貿易牟利。朝鮮半島及越

南國王並不樂意朝貢制度中的臣屬關係，他們接受此等義務只不過

是因為中國力量強大，若不遵循，中國有時會以武力相向。但是日

本則不同，其精英雖長期以來吸收中國及韓國之文化成果，但他們

大多不願在此種朝貢制度下稱臣。由於海洋屏障，日本較易抗拒朝

貢壓力。雖然如此，日本在19世紀以前仍無法設計另一種地區制

度；直到近代，日本二話不說的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國際制度，並運

用西方語言，大玩其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遊戲。對日本而言，這是

其近代革命的其中一環，也是日本與鄰近亞洲國家不同之處。

當然，形式外交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日本與亞洲各民族在近

代以前的關係可以說是千絲萬縷。日本文化中各個組成部分，幾乎

無不以亞洲大陸作為其出發點。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約當

秦漢之世，中韓移民帶來稻米農作，直到20世紀，稻米仍佔據東亞

經濟之核心地位，新軍事技術亦約於此時傳入。其後數百年間，在

移民及日本遠遊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輸進了以中國象形文字為基

礎的書寫系統（圖0.1），另包括各種政治及宗教上之思想與制度。在

奈良及平安時期（8世紀–12世紀），日本古代文明能開花結果，實奠

基於此。中古時代（13世紀–16世紀），日本與亞洲大陸仍維持重要

的宗教及經濟關係。因此在近代開始以前之一千年間，亞洲大陸各

種文化是透過日本人或移民輸進日本，並融化於當地。

圖 0.1  上圖為現代中國文字，它在遠古時代便輸入日本。月是象形文字，象徵

半月形狀：上、下兩字是指事，其意義較抽象；權利則是合字成詞，與原來的

圖像已無直接關係，權利一詞是日本人在 19世紀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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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年日本史

在各種文化中，佛教與儒學是特別重要的，它們在宗教、哲學

以及政治領域中都產生巨大影響。佛教約在公元前500年出現在南

亞，其後在東漢時期，即公元100至200年左右進入中國，並進一步

傳播到朝鮮半島。在公元6世紀，朝鮮之百濟王把佛教經典及佛像

傳至與天皇親近之氏族，為日本接觸佛教之始。

原始佛教着重強調人生一切皆苦，其後在印度發展，繼而遍及

亞洲各地，逐漸演變成各個思想及實踐均不同之宗派。其目的是引

導世人達到涅槃或明心見性之境，以解決人生存在的痛苦。部分教

徒強調禪坐或苦行方法，亦有主張誦經及求助超能力以獲解救。

在公元7世紀與8世紀間，日本佛教首次出現高峰期，展現其文

化及政治影響力。不過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後數百年間，取而代

興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張靜坐之禪宗或強調信仰之淨土宗及日

蓮宗。佛教亦逐步向社會扎根，不但伸展入鄉村，亦在武士、平民

以至貴族間建立地位。部分寺院發展成龐大組織，不但擁有武力，

亦謀建立政治地位。少數中古時期之教派獨自建立政治權力網絡，

成功地深入基層，德川幕府則將各佛教宗派置於嚴密控制之下。每

一個鄉鎮都會有某個宗派之寺院，統治者亦利用它們掌控人口變動

狀況。經過數百年以上的發展，佛教已成為日本一個強而有力的文

化力量。有如中古時代的新儒學，佛教一方面引領新思潮之出現，

一方面亦成為舊傳統之守護神。

儒學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來在日本即有重要影響力。儒

學強調統治者選擇官員，應以道德情操及學問修養高者為上。道德

修養應始於家庭，凡子女事親必以孝，特別是事奉父親。聖人能成

為他人之表率，因為他們力學不倦，並因此培養出仁人之心。中國

古代精英所創立的考試制度，以聖人留下的經典為範本，並以之為

測試道德及學問之標準。在20世紀以前，中國皇帝及政治高層均以

考試為選才必經門檻。儒學思想及其經典傳入日本方式一如佛教，

都是經由百濟國。儒學之政治影響力同樣在公元7世紀與8世紀間首

次達到高潮，因為日本統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時期各種儒學制度，中

國式考試亦曾風盛一時。

在其後數百年間，儒學思想及政治地位日走下坡。不過在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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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7

時代，約由13世紀至16世紀，亦即宋明之間，日本渡華僧人帶回當

時流行之新儒學，它強調直接解讀古代經典，為儒學注入活水，使

其得以再現生機。新儒學創立者是朱熹（1130–1200），為南宋傑出思

想家。他重振儒學，修改傳統儒家學說，反對依傍漢唐注疏，直接

返求孔子及其他古聖人之經典。日本中古時期，朱熹學說一直流行

於僧人間，當時有所謂「儒佛僧人」者，悉心研究朱熹思想，新儒學

得以在當時日本叢林寺院取得一席之地。到德川時期，新儒學復散

播入世俗間，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力量。

由於大家都在爭取貴族護蔭或政治地位，佛教與儒學信徒間關

係有時候會相當緊張。但整體而言，佛教與儒學所宣揚之教義或其

宗奉者，在古代大致仍能和平共處。兩個學派都不會單方面宣揚真

理在其一方，因而排斥另一方。故儒學及佛教教義均能並存於日

本，並生根於其文化中。

佛教與儒學亦能與日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平共存。日本早期信

仰十分駁雜，各地都有其不同宗教活動及禮拜寺社，到8世紀時統

稱為神道。神道內各個聖者均稱神，不少神與農業及地方社區生活

有關，平日供奉於一個小神社內，只有到年中禮拜及節日時才被請

出。神道禮儀及信仰，強調要保持人類社會及自然中之純潔性及活

力。還有些神是專門保祐政治家族，最重要的當然是天皇家族。天

皇家族號稱是天照大神之後。另外一些重要神社，很早便成為皇室

祀拜祖先之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勢神社。

經過許多世紀，神官、佛僧及儒者三者（有時候是一人兼三者）

已將儒佛傳統整合到神道廟堂之中。8世紀以後，佛寺與神社經常比

鄰而居，中世紀更創神佛垂迹之說，神祇只不過是佛另一顯像而

已。德川早期之儒者，亦同樣強調儒學與神道共通之處。

雖然如此，三者在宗教上及倫理上相異之處仍不會消除，何況

信徒之間有時亦因意識形態或政治上的需要而產生衝突。由近代早

期至今，有關日本歷史上各個多元因素一直備受討論，甚至不斷解

釋。人們有時候視這些因素為接受現代性的障礙，又或視這些因素

無關宏旨；另一方面，亦有人頌讚日本的多元性，視其為近代「日本

人獨特身份」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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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緒論

＊ ＊ ＊

1800年的日本是一個有三千萬農業人口居住之島嶼，商業茂盛

而蒸蒸日上，都市生活亦虎虎有生氣，約有十分之一人口居於城

鎮，在德川半中央集權式統治下，日本已成為東北亞外交及貿易體

制之一員。

然而就全球觀點而言，日本仍相對為一個落後地區，它的政治

及經濟關係無法超越東亞範疇。資本主義雖略具雛形，政治危機亦

隨處可見，但在短期間內，似乎仍無法出現一個經濟社會或政治文

化之革命性轉變。

但到1900年，日本已歷經一個複雜的革命。日本成為歐美地區

以外唯一的立憲國家，它亦是唯一的非歐美帝國。在當時的非西方

地區中，日本是第一個及唯一一個能成功跨越工業革命的國家。

日本在20世紀之轉變亦十分突出，生氣勃勃的民主運動很早便

出現，導致激烈的社會矛盾，勞工與資本家、佃農與地主間衝突不

斷。現代也帶來兩性關係的改善及不穩定性。在20世紀上半葉，政

治上是層出不窮的恐怖與暗殺，帝國則積極對外擴張，其所推動之

戰爭，殺戮不斷，被列為本世紀最慘不忍睹的暴行之一。踏進21世

紀，日本走向和平化，並成為世界最富裕社會之一，然而苛酷的新

挑戰接踵而來，日本人民面對各種困難，包括重振經濟、教育年輕

一代、支持高齡社群，以及積極參與全球活動。

本書之目的是釐清本時期各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方面不抹殺

歷史傳承，另一方面亦留意激烈變化，希望能掌握日本人民如何理

解他們自身之經驗。上述各種議題雖具爭議，但卻十分重要，因為

它們已成為世界人民共同遺產的一部分。

1 ︱   德川政權的危機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