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碑卓著的「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推出中文版 

 

  對於鄰國日本，兩岸三地的中文讀者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和興趣。尤其是進

入近代以後，日本的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

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

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

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

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外人的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而日本人自

己是如何來描述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去認識呢？  

  聲譽卓著的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

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

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

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

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

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 

  為滿足中文讀者對這套在日本國內大受歡迎的讀物的興趣，以及了解日本的

近現代歷史的需要，中和出版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

文，推介給本地讀者。 

 

全系列內容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10 卷）： 

卷 1、《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卷 2、《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卷 3、《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卷 4、《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卷 5、《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卷 6、《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卷 7、《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卷 8、《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卷 9、《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卷 10、《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編 

 

 



新書簡介 

 

卷 1、《幕末與維新》 

 

從黑船來航至明治維新——劇烈動盪的幕末維新時期到底是怎樣的時代？ 

本書作者聚焦於東亞世界，採納了多種最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描繪了從日本

門戶開放直到西南戰爭為止的這段歷史，是一部新穎的斷代史。 

幕府外交一向被指責為「屈從」外交，本書作者對此進行了重新評價，闡明

了它是基於成熟的傳統社會所作出的合理選擇。本書是重新評價明治維新史的一

部史學力作。 

 

卷 2、《民權與憲法》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結束後，日本國內要求開設議會的呼聲高

漲，自由民權運動席捲全國。在此背景下，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發佈，

一八九〇年，召開了帝國議會。這一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現代歷史的起點，日本的

國民國家和競爭社會正是在這一時代確立的。 

本書從政府、民權派、民眾三極對立這一新的視角對這一時代展開描述，係

作者在長期專門研究基礎上為一般讀者而作，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

力，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出版說明補充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

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 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

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

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

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

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

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

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 ── 二○一

○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

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

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

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

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

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

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

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

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

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

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

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

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

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更多資訊請關注中和出版網站： 

www.hkopenpage.com 

或聯絡： 

http://www.hkopenpage.com/


2138 7714（張先生） 

jfzhang@hkopenpage.com 

2138 7713（梁先生） 

kpleung@hkopenpage.com 

mailto:jfzhang@hkopenpage.com
mailto:kpleung@hkopenpa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