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问题的提起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中的西洋因素与中国因

素袁不能简单地用野西洋=近代=先进=新冶与野中国=
传统=保守=旧冶这样的价值判断模式来理解遥 对各

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袁 揭示其在近代

日本知识建构中的角色意义袁 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近

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认识遥中日关系袁不仅是近代

中国和日本两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极袁 也与两国近

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遥 关于日本近代思想文

化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袁但
对其细部的探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遥

对船山学的研究袁无论是中外学者袁其视野与问

题意识几乎都局限于阐发王船山本人的思想及其对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上遥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

船山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袁 其旨亦在阐发船

山学所具有的近代启蒙性质 [1]遥 但是船山学在海外

的影响如何袁 是否参与到相关国家地区思想文化的

核心领域而成为该区域知识建构的重要因素钥 从东

亚文化交涉学的视角来看袁 作为一个日本思想史研

究者袁拓宽研究的时空视野袁探讨船山学与近代日本

的关系袁其意义大而言之袁不仅在于可以为中国文化

如何走出去提供一个鲜活的实例袁 而且对于了解近

代日本是如何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袁 如何将中国因

素野活用冶到其自身的知识建构中去袁可以提供一个

意味深长且仍未褪色的标本遥
明治时代及以前的王船山的著作在日本的流布

情况尚待考证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大正时期袁也开

始有野为中国政治冶出谋划策者将明末清初顾尧黄尧王
相提并论遥 如内藤湖南在 1916 年 2 月底 3 月初在

叶大阪朝日新闻曳上连载叶中国将来之统治曳一文袁其
中提到中国今日之状况与明末无异袁强调野为了中国

的政治袁 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中央的组织以小政治为

宜这一点上遥我所说的和古人所说的都是这样的袁这
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遥 冶[2]此野小政治冶何谓钥 其结论就

是要野中国人将政治上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冶袁目的

在于建议中国输入地理上接近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在政治上的强大能力袁来野作为中国的巡警尧看守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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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从野日本的安全冶出发袁在这里借助于中国

古人的经世之论袁 为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文明开出

了自以为是野行最高尚天职冶的野得意良方冶遥
与上述极端的政治论尧时势论相对应袁也有偏重

于关注其学术思想尧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遥 1918 年袁
京都大学的小岛祐马开始发表研究明末清初的顾炎

武尧黄宗羲和王夫之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袁明
确指出院野作为清一代学问上尧思想上的代表尧对后世

有伟大的影响的学者有三位袁就是叶日知录曳作者顾

炎武袁叶黄书曳尧叶噩梦曳的作者王夫之袁还有一位即这

里要介绍其思想的黄宗羲遥 冶[3]渊P197冤同年 9 月又刊

出了叶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曳一文[4]遥 后摘录该文的主

要观点袁以叶关于王船山的经济说曳为题于 1922 年

12 月公开发表遥 小岛祐马研究趣向在他的叶黄宗羲

的政治经济思想曳一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遥在该文的

结语部分袁他说院野概观上述宗羲的意见袁尽管看起来

包含了许多诡激思想袁但在中国这种思想并不稀奇遥
古来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教教义本身袁 原本就具有

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遥 冶[3]渊P216冤这种研究趣

向袁当然与小岛祐马本人的思想袁特别是他当时与河

上肇的交往有关遥 对王夫之的理解自然也受到这种

趣向的影响遥他说袁叶船山遗书曳中足以体现其政治经

济思想的为叶读通鉴论曳尧叶宋论曳尧叶噩梦曳尧叶黄书曳等遥
接着指出院野特别是叶噩梦曳叶黄书曳被认为是与黄宗羲

叶明夷待访录曳不相上下渊叶复堂日记曳二冤遥 但如因此

而速断其与叶明夷待访录曳一样为高唱民本主义者就

错了遥 其所言袁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根本论袁不如说更

多的是陈述对各种设施与组织的意见袁 许多地方如

果不知道制度或历史的话就难以了解遥 冶[3]渊P221冤民
族主义或高调的民本主义显然都不是小岛所关心

的袁 他更加关注的是王船山将民生这一国家之大本

如何在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安置的遥 他认

为 野均分政策冶 是王船山经济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

分袁介绍了王船山的野度民以收租袁而不度其田冶尧尊
农抑商尧物价调节等均分政策袁强调其主张经济上的

平等主义遥所谓经济上的平等主义袁实际上是小岛在

面对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对船山思想

的解读和引申遥
在解读船山关于王者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渊叶读

通鉴论曳卷十四及叶噩梦曳冤时袁他这样解释说院野由船

山所言可见袁土地乃天之所与袁应为万人平等利用遥
虽为王者袁 亦不许违反此天则而独占土地遥 而此土

地袁在此前的经济状态下几乎可谓唯一的生产手段遥
因此袁 其所言进而从另一面可以看到有万人在经济

上均为平等的立场遥 然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豪商

大贾拥有巨富袁而使贫弱之民受苦袁这就极大地违反

该原则袁 因此我认为王船山主张为政者必须实行干

涉政策以救此缺陷遥 冶[3]渊P235冤在王船山诞辰 300 周

年之际袁小岛祐马通过阅读船山的相关论述袁甚至感

叹 野被称为任凭自由竞争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现

代社会的缺陷好像在二百几十年前就已经遭到了痛

击遥 冶[3]渊P227冤小岛还引用王船山叶读通鉴论曳卷三中

的一个讽喻袁即野举富人子而官之袁以谓其家足而可

无贪袁畏刑罚而自保袁然则畏人之酗饮袁而延醉者以

当筵乎钥 冶以此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袁指出院
野以财产的多寡来作为给予参政权的标准这样的制

度袁也难免同样的嘲笑遥 冶[3]渊P228冤从当时小岛祐马的

思想倾向来看袁他所批评的王船山野穷理不彻底冶主
要是指其没有将平等主义贯彻到底遥 从这种意义上

说袁王船山的野民族论冶尧野华夷论冶这些野政治上的根

本论冶 在小岛祐马看来并不是王船山思想的特色所

在袁船山思想的特色存在于其针对具体制度尧政策的

史论中遥 小岛祐马的黄宗羲尧王船山论袁也可以看作

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尧 均分平等思想在日

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中泛起的一丝涟漪遥
以大正民主主义及其相关思想为代表的野大正文

化冶袁被作为近代日本野相对稳定时期灿烂开放的耶一
枝美丽的花朵爷冶袁但不过是野一朵美丽的谎花冶[5]遥小岛

祐马的船山论袁 虽然其释放的正能量也为这枝美丽

的花朵所掩映袁 但在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注定

结不了果实遥 相反袁如内藤湖南等借中国历史上野前
代学者的议论冶 为日本帝国兴亡服务的思路却一时

占据了主流地位袁 王船山的史论著作的日译本也应

运而生遥

二尧叶宋朝史论曳翻译出版的背景

几乎在小岛祐马发表黄宗羲尧王夫之论的同时袁
野兴亡史论刊行会冶策划的野世界兴亡史论冶丛书出

版袁王夫之的叶宋论曳被译为叶宋朝史论曳渊译者松井

等尧前川三郎冤收入该丛书第一辑袁于 1918 年 8 月出

版遥 一年之后袁即 1919 年 12 月袁该丛书第二辑又出

版了松井等翻译的叶中国近世政治思潮曳袁其内容包

括黄宗羲的叶明夷待访录曳尧王夫之的叶黄书曳和节译

顾炎武的叶日知录曳遥该书凡例第一条即说明院此三书

野为中国近世政治论之白眉袁故合为一编名为叶中国

近世政治思潮曳冶遥 王船山的叶宋论曳与叶黄书曳的日文

翻译袁据译者凡例介绍袁都得到市村瓒次郎的关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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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袁后者还得到过内藤湖南的野恳切的忠告冶及野畏友

稻叶君山的有益的助言冶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袁 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

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袁 而且力图充当侵略中国的排头

兵袁1915 年 1 月 18 日提出野对华二十一条冶袁企图将

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遥 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或出谋

划策袁或附和造势遥后来袁一些野有志之士冶组织野兴亡

史论刊行会冶袁选译出版世界各国有关历史兴亡盛衰

的野千古不磨的名著冶袁以鼓舞国民野兴国之意气冶袁促
使国民自觉野盛衰之理冶遥 船山史论中的民本思想与

平等均分观念袁如上所述虽然作为野中国元素冶也参

与到了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酿成过程中袁但同时袁其
著作作为野兴亡史论冶的世界名著被卷入到了更加声

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袁成为了促使日本所谓野国民

自觉和警醒冶 的精神食粮和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其称

霸东亚的所谓野最高尚天职冶的野他山之石冶遥 船山史

论中属于中国思想语境中的野兴废继绝冶的微言大义

如何为近代日本所用袁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不断膨胀

而欲灭亡中国的隐秘逻辑袁 这无疑是探讨中日两国

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相关关系的重要素材遥
关于野兴亡史论刊行会冶的情况袁我们可以从该

刊行会刊行书目第一卷叶世界史进讲录 附录近世列

强史论窑政治学说史论曳 书后所附材料要要要叶兴亡史

论刊行之旨趣曳尧叶刊行书目曳尧叶编辑顾问及翻译者曳
中了解相关情况遥 1917 年 9 月所拟野旨趣冶中提到院
野在此我们新设耶兴亡史论刊行会爷袁广搜古今东西论

述国家民族兴亡的世界名著袁 加以选译编纂成十二

卷的一套丛书袁以提供给社会各界遥 虽觉自不量力袁
所幸得到学界大家的热诚指导与援助袁 才逐渐选定

书目遥皆为千古不灭之大著袁在给予绝大的国民自觉

与无限的国家教训方面袁确乎兴国史丛之权威遥加上

翻译也是斯学之巨腕袁 以期将原著的面貌鲜活地呈

现出来遥 政治经济尧军事外交尧文艺美术尧哲学宗教袁
彼此纵横交错遥 且相互关联尧相互照应袁作为国民知

识之宝库袁蔚然成为我文坛之奇观遥 冶其叶刊行书目曳
所列十二卷著作袁除了王船山的叶宋朝史论曳渊即叶宋
论曳的日译本冤之外袁主要还有兰克的叶世界史论进讲

录曳尧拿破仑三世的叶凯撒时代罗马史论曳尧马基雅维

利的叶君主经国策曳尧白芝霍特的叶英国宪政论曳尧文德

尔班的叶欧洲思想史曳等遥
将王船山的叶宋论曳与马基雅维利尧兰克等世界

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放在同一个系列中袁
无疑对于日本知识界了解中国的史论著作具有很大

的推介意义遥 这里不可能逐一分析入选的前十卷著

作每一卷作品及其作者各自的思想特点与倾向袁但
是在选编之际袁如上述野旨趣冶中所言野作为优者而兴

起袁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冶的野优胜劣败冶论袁无
疑是作为野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冶的重

要指针的遥 如编辑顾问中的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

建部遁吾就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袁 而第

八卷的作者白芝霍特也是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代表人物遥
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袁从李大钊在 1919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 叶国民曳 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

叶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曳一文可见一斑遥 此

文开宗明义院野日本近来有一班人袁倡大亚细亚主义遥
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袁却很担心遥倡这个主义

的人袁有建部遁吾尧大谷光瑞尧德富苏峰尧小寺谦吉

等遥 冶强调两点院野第一袁须知耶大亚细亚主义爷是吞并

中国主义的隐语遥冶野第二袁须知耶大亚细亚主义爷是大

日本主义的变名遥冶总之袁野这耶大亚细亚主义爷不是和

平的主义袁是侵略的主义曰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袁是吞

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曰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袁是
日本的军国主义曰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袁乃是破

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遥 冶[6]而取代满清成为统治中

国的后继者袁也是日本近百年来一些所谓野兴亚的大

先觉者冶梦寐以求的心愿遥当时日本正欲以优胜劣败

的原理为侵略中国正名袁而王船山论宋朝之亡袁恰好

影射了他们对民国时期中国身处重患且已积重难返

的诊断[7]渊P165-166冤遥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袁叶宋论曳入
选了该丛书遥

入选该丛书中的中国史论著作虽然只有如上

叶宋朝史论曳和叶中国近世政治思潮曳两册袁却有两位

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作为该丛书的顾问袁 即北

方民族及西域史研究开拓者白鸟库吉和东洋史学开

拓者市村瓒次郎遥如前所述袁市村瓒次郎与这两本书

的推选有关袁特别是叶宋朝史论曳袁他说院野耶兴亡史论

刊行会爷曾想收录一部中国的史论袁委托我来选择袁
我指定王船山的叶宋论曳袁且推荐松井尧前川两人作为

翻译者遥因为松井氏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袁尤其对宋

史造诣不浅曰 而前川氏汉文素养深厚遥 今此翻译已

成袁特草一篇叶中国历代史观曳以代序文遥 冶[8]渊P21-22冤
该序文曰院野在这片国土上袁 最近的当务之急难道不

是与文化上最类似的武强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扶助

对抗欧美诸民族袁以图保护其民族保持其文化吗钥若
不然袁而徒学远交近攻之旧策袁如果真重蹈宋朝与蒙

古联盟的覆辙袁他日不仅危及汉民族国家的独立袁汉
文化的存续也甚至值得怀疑了遥由此可见袁中日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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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善袁不单是为了日本袁也是为了汉民族尧汉文化遥 冶[8]

渊P20-21冤 其基本思想也与内藤湖南的主张有异曲同

工之妙遥 即中国要保持国家独立袁 必须与文化上类

似尧军事上强大的日本野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冶遥虽说是

野相互冶袁而实际上他诊断由于中国野陷于重患冶袁野前
途堪忧冶袁野如果汉民族能够自觉袁或许能够发挥出一

大势力来袁若不然袁中华民国的前途不容乐观遥 那么

日本国民至少要激励汉民族袁 必须要暂且使其国家

得以维持遥 冶[7]渊P188冤他认为日本应该有更加远大的

理想和目标院野既然已经与列强为伍袁 就应该进而成

为列强的霸者遥 冶 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对峙的时

代袁 其优胜劣败的战争不可避免袁野以和平为手段而

废止列强的战争袁完全是空论曰必须要有以战争为手

段达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觉悟遥 冶[7]

渊P316-317冤以战争为手段而获得的和平袁能否在世界

实现孔子所谓的野仁冶的理想钥一个世纪过去了袁至少

市村的以战争为手段的野觉悟冶在现在来看也不过落

入了另一种野空论冶遥 1917 年 2 月 28 日袁法国公使代

表日尧英尧俄等协约国七国照会中国外交部袁答应中

国与德国绝交加入协约国之后袁 将以善意对待中国

所提出的条件遥 对此事袁市村瓒次郎以野中国引入问

题冶为标题袁有两句非常犀利的评价袁曰院野可得而亲则

可得而疎袁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遥 冶[9]只要列强争霸尧优
胜劣败的形势在袁亲疏尧利害都随时可能随着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遥
以这种争霸之心来理解宋代兴亡的话袁 会有什

么样的解释呢钥 市村瓒次郎在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宋

代的论述袁把宋亡的教训归结为尚文尧文弱袁认为由

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学派袁成为政治斗争渊野党
争冶冤的远因袁最终损害了民族的统一尧动摇了国家的

基础遥尚文尧文弱尧党争尧猜忌心袁这些解释袁是否会影

响到对叶宋论曳的日文翻译钥 日译本的叶宋朝史论曳与
原著在文本上有哪些差异呢钥

三尧叶宋朝史论曳与叶宋论曳的
文本差异及其意义

日译本叶宋朝史论曳由市村瓒次郎的叶序曳尧译者

的叶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曳尧叶凡例曳及叶目次曳尧正
文组成袁扉页有王船山的肖像遥

日译本的文本特色及其与原著在文本上的差

异袁我们可以首先从译者的叶凡例曳中得到一个基本

的认识遥
首先袁书名由叶宋论曳改为叶宋朝史论曳袁凡例一所

言野序说所记冶袁即序说开篇的说明院野叶宋朝史论曳是
假王船山所著叶宋论曳而起的书名遥 叶宋论曳由十五卷

组成袁评论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间的史迹袁非首尾一

贯的长篇袁 而是以一百一十三项事迹为题目的一百

一十三篇评论组合而成遥 冶[10]渊P1冤译者认为原著的内

容为对宋朝野史迹冶的野评论冶袁故更名为叶宋朝史论曳遥
其次袁为方便读者袁译者在正文必要处夹有小注尧每
篇渊节冤不仅列有标题袁而且篇首皆有小序说明该篇

大意袁这与中文刊行本多有不同遥 每篇有标题的袁据
杨坚叶宋论编校后记曳袁有民国三年渊1914 年冤上海会

文堂书局叶标目读通鉴论附宋论曳本袁对照各种版本袁
指出野惟会文堂本于全书一百一十五论皆着标题袁有
别于他本袁遂亦据以录入本版袁以便读者遥 冶[11]渊P348冤
2013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

译丛书冶收录刘韶军译注的叶宋论曳袁删去了每篇的标

题袁在每卷渊章冤卷首附有野题解冶袁没有概括每篇大意

的小序遥
最重要的是凡例七院野本书尽量选取原书中与国

家兴亡相关的部分袁有些不相关的就省去了遥因此整

体篇数本书与原著未必一致遥 亦请读者谅恕遥 冶所谓

省去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部分袁 其相关不相关的标

准是什么钥值得探讨遥其序说中也提到院野其中有直接

关系国家兴亡的袁也有与此无关的袁但是在王船山看

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遥 冶[10]渊P1冤叶宋朝史论曳一共省

去 31 篇袁约占总篇数 115 篇的 27%遥 对这些被译者

删去的所谓与国家兴亡野不相关冶的内容进行分析整

理袁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院第一袁礼法尧政治制度

论遥 如卷一的第十尧十三尧十四篇袁卷四第五篇尧卷五

第二篇尧卷十第九尧十六篇尧卷十一第二篇尧卷十二第

一篇尧卷十三第三篇袁第十四卷第六篇袁占所删除内

容的近三分之一强遥 第二袁经济政策论遥 如卷十第六

篇尧第十二卷第二篇遥第三袁德行尧道义尧人才尧学问及

社会关系论等遥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袁这一类论述与政

治尧经济方面的论述紧密相关袁既具有独立意义袁也
可以说是前面两类论述的基础遥 这类论述在对于持

道德史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袁是理所当然的袁未删

去的部分中也还有大量类似的论述存在袁 故对此存

而不论遥
经济政策论虽然也是 叶宋论曳 中非常精彩的部

分袁限于篇幅袁这里只是简要地介绍第一点的相关情

况遥 礼法尧政治制度论所占的篇幅最多袁大部分与皇

室相关遥 如卷一所删去的三篇全部是礼制方面的内

容遥传统中国被称为野礼仪之邦冶袁礼在中国文化中的

地位袁如元代学者陈澔所言院野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袁莫

窑18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7 年 第 34 卷



大于礼曰后圣垂世立教之书袁亦莫先于礼遥冶渊叶礼记集

说曳序冤叶宋论曳中直接论述礼制的篇目都被删去袁而
以卷一最为典型遥从卷一中删除的三篇来看袁叶宋论曳
中关于礼制的论述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院

一是对具体礼制事项的评价遥 如对宋太祖欲撤

礼器而用常膳之事袁一方面批评其野卒然而撤之袁卒
然而复之袁义不精而典礼不定袁过矣遥冶强调祭祀典礼

之事野非可以意之偶发而废兴之冶遥 尽管野其易之之

情尧复之之心袁则固诚有于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遥冶
又如对尹拙等提出的野妇服舅姑斩衰三年冶袁批评其

有野渎典礼冶袁是野变而失其正也冶曰而认为李昉提出的

野后父母亡袁 得封本生父母冶 这种对古制的改变袁是
野变之正也冶遥再如在传位问题上袁评价宋太祖说院野以
己期人袁虽公而私曰观之不达袁虽智而愚曰乃以不保其

子弟袁不亦悲乎浴 冶当然袁像卷五的野濮王典礼之议冶袁
更是关系到宋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的一次大讨论

渊野濮议之争冶冤[12]遥
二是对礼法制度及其变化发展的原则性与时代

性的论述遥如王夫之解释野礼从其朔冶时袁强调野朔者袁
事之始也曰从之者袁不敢以后起之嗜欲狎鬼神也遥冶同
时在解释野礼袁时为大冶时袁又强调野时者袁情之顺也曰
大之者袁不忍于嗜欲之已开袁而为鬼神禁之也遥 冶[11]

渊P36-37冤无论什么观念或制度袁王船山都强调野古今

相酌袁而古不废今冶袁既反对野舍今以从古冶袁也反对

野执古以律今冶遥对礼之可变与不可变尧革与因的关系袁
他强调野大伦之正冶是不可变的袁而在具体细节上袁只
要情理相协袁就要与时俱进遥 谭献为叶宋论曳的思想特

征总结了两句话院野曰仁心为质袁曰设身处地冶[13]袁可以

说是深中肯綮遥
王船山有野陋宋冶之说袁宋之所以野陋冶尧之所以

野耻冶袁进而之所以亡袁就是因为统治者野惟己之意欲冶
而动袁野惟己之意欲冶就是野私冶袁没有掌握好政治制度

的原则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平衡遥 所以王船山在 叶黄
书曳 中说院野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袁 非大反孤

秦尧陋宋之为不得延袁固以天下为神器袁毋凝滞而尽

私之遥 冶[14]渊P508冤就是要在野私冶字上开刀袁野革陋宋鬻

贩之私袁则大公行矣遥 冶[14]渊P522冤强调野中国财足自亿

也袁兵足自强也袁智足自名也遥不以一人疑天下袁不以

天下私一人袁休养厉精袁土佻粟积袁取威万方袁濯秦

愚袁刷宋耻袁此以保延千祀袁博衣尧弁带尧仁育尧义植之

士甿袁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遥 冶[14]渊P519冤叶礼记窑礼运曳
中说院野人情者袁圣王之田也遥 修礼以耕之袁陈义以种

之袁讲学以耨之袁本仁以聚之袁播乐以安之遥冶对此袁王
船山解释说院野人情者袁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袁非古人

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遥乃极其所思袁守
其所学袁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袁求其推行而准焉袁不
亦难乎浴 冶[11]渊P276冤对真理的追求袁不可能一蹴而就尧
一劳永逸曰好的政策袁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袁只有不

断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袁因地制宜袁顺势而为袁实
事求是袁这块野人情之田冶才能春华秋实袁硕果累累遥
这些国家治理的根本理念怎么会与野国家兴亡冶无关

呢钥
叶宋朝史论曳中袁除了整篇删去之外袁也有删去某

些篇目中几句或整段的情况袁不在此一一列举了遥
在文本上与原著的差异袁除了删除的部分之外袁

每篇前面增加的野小序冶也值得注意遥 一方面如译者

所言是野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冶袁通过这些野小序冶可
以看到译者的态度遥纵观各篇野小序冶袁其写法特点可

以归为以下几类院第一袁以野本论冶概括大意袁不出现

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曰第二袁直言王船山对相关问题

是如何论述的曰第三尧虽然不一定出现原著者王船山

的名字袁但是以野骂冶渊如卷四~八袁野科举之诗赋优于

其策问冶遥野厌恶成为宋朝大弊的言论纠纷之余袁以至

于骂到科举的策问冶冤[10]渊P219冤尧野痛骂冶渊卷三~六袁野宋
初之宽政冶遥 野痛骂极端的勤俭精励主义冶冤[10]渊P145冤尧
野痛论冶渊卷四~七袁野宋对西夏的失策冶遥 野痛论当时宋

朝的弱势冶冤[10]渊P212冤尧野颂扬冶渊卷六~八袁野章惇的功

劳冶遥野章惇虽为奸人无疑袁但就其征讨湖北的蛮夷传

播中国的文化一事而言袁 解释完全应该作为其功劳

加以颂扬的缘由冶冤[10]渊P293-294冤尧野惋惜冶渊卷七~二袁
野元祐诸公不通理财冶冤[10]渊P305-306冤尧野论破冶渊卷八~
三袁野宋对于童贯及辽金的态度冶尧野虽谓靖康之祸本

于童贯之愚策袁而宋之弱势非自徽宗朝始袁而由来于

宋初以来之积弊袁揭穿了当然招致败亡之不幸尧亡国

之祸不可免的秘密遥 冶冤[10]渊P336冤尧野喝破冶渊卷二~七袁
野九世同居非美事冶尧野喝破其伪善冶冤[10]渊P85冤等表现强

烈情感色彩的词汇来转述王船山的态度遥
如此增删袁其意义何在呢钥这与译者松井等对王

船山史论的评价是紧密相关的遥 简而言之袁叶宋朝史

论曳的译者在文本上的增删袁就是为了突显王船山的

道德史观尧慷慨之气和野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冶遥从
内容上看袁 市村瓒次郎与内藤湖南所强调的文弱与

内耗这些导致宋亡的原因袁在叶宋朝史论曳中得到进

一步加强遥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袁译者强调船山史论中

的情绪化因素袁 并同情地理解为是时势与个人生命

体验所然遥但是对王船山野身处战乱漩涡冶经过野生死

挣扎冶 而得出的许多闪耀理性光辉和饱含人性智慧

的宝贵思想袁以无关国家兴亡为理由而舍弃了遥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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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所言袁这些删去的部分野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

家兴亡有关冶袁因此袁译者所谓的野不相关冶袁其实不过

是与日本的兴亡不相关而已遥 上述删去的有关礼制

特别是皇室的典礼和具体礼法制度袁 与日本的情况

大不相同袁 而且经济政策也与日本社会大相径庭遥
叶宋朝史论曳作为野兴亡史论冶丛书中的一种袁其目的

如前所述袁自然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野兴国之意气冶袁
使日本在优胜劣汰的盛衰之理中占据不败地位遥 因

此对于有违于此的思想必然是避之犹恐不及尧 删之

犹恐不快的遥 如王船山对那些野恻隐之心亡袁而羞恶

之心亦绝冶的野不仁者冶袁批评其野立身扬名尧移孝作忠

之说袁皆唯其口给以与人相啮蹄袁复何所忌袁而尚可

与之正言乎钥冶[11]渊P320冤这些论述当然在删除之列遥在
近代日本国民道德体系和野万世一系冶的野皇国冶史观

中袁忠孝关系正与王船山所批评的野移孝作忠冶若合符

节[15]遥 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尧向野成为列强的霸者冶迈
进中的近代日本袁不等到自我膨胀的梦想破裂袁是很

难有如船山批评的野陷于禽兽之阱冶的自我觉悟的遥

四尧简短的结语

叶宋朝史论曳只不过是近代日本庞大的野和译汉

文冶工程的一个缩影遥近代以来日本翻译中国古籍的

规模之大尧持续的力量之强劲尧时间之长久袁无论是

观其大概还是仔细思量袁 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或中

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而言袁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袁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课题遥 以叶宋朝史论曳
为例袁思考野和译汉文冶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意义袁
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院

第一袁文本形式的普及性遥 在近代日本学者渊汉
学家尧中国研究者冤尧书商来中国寻访尧探求尧索购古

籍文献的同时袁 用现代日语翻译汉籍使之在知识界

和社会民众中普及袁也蔚然成风遥着力于汉籍文献的

搜集袁是近代日本中国研究学术水准的基本保证袁至
少在基础文献的使用上袁 近代日本学者可以达到与

中国学者几乎同样尧有些方面甚至更高的水平遥而汉

籍的大量翻译袁使得小众化的尧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

果具有了能够向社会普及的大众化的接受基础遥
第二袁文本内容的多义性遥 对于王夫之的著作袁

近代日本学者有侧重于其政治论的袁 也有侧重于其

学术性的曰有侧重介绍其史论的袁也有最终重视其哲

学上的贡献的遥正是因为其人物与著作的多义性袁使
得其思想因素可以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

域袁或者为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激起涟漪袁或者为颇具

民族主义色彩的野兴亡史论冶的精神资源袁在建构近

代日本知识体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遥
第三袁文本取舍的选择性遥王船山及其著作在近

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影响有两个方面袁 有对于一个

具体文本内容上的取舍袁 也有对这个人物思想的不

同方面的取舍袁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遥
我们上面对日译本叶宋朝史论曳与其原著叶宋论曳在文

本上的差异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遥 之所以删去那些

内容袁虽说直接原因是译者认为这些内容与野国家兴

亡冶不相关袁但是译者当时对王船山的理解很大程度

上也是日本知识界的一般理解的反映遥 舍弃的主要

内容之一的礼法尧 政治制度论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

思想袁 和经济政策论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 野极深研

几冶的哲理袁这些与直接关系到兴亡的宋代朝廷对外

关系尧君臣之间的猜疑尧官僚文人的空谈尧党争尧武备

废弛等相比袁当然是次要的遥而当时日本知识界关心

的袁也是受到中国晚清社会思潮的影响袁如桑原隲藏

强调王夫之的著作 野广泛为处于清朝末路之际的读

书人喜爱袁成为种族革命的原动力遥 冶[16]王船山的叶黄
书曳及其野排外保种思想冶成为他关注的焦点[17]遥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在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一直

没有得到重视遥 1924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渡

边秀方的叶中国哲学史概论曳袁提到王船山时也只是

就其史学方面一笔带过袁而且还是在论述黄宗羲时袁
说到野其史学造诣之深袁与王船山相伯仲遥 冶[18]渊P654冤
将王船山列为野硕学大儒冶袁也是突出其史学上的贡

献袁将其叶读通鉴论曳与章学诚的叶文史通义曳尧万斯同

的 叶明史稿曳尧 全祖望的 叶宋元学案曳 相提并论 [18]

渊P653冤遥 而在中国哲学史著作将王船山单列一目的袁
寡闻所及袁或首推宇野哲人的叶中国哲学史要要要近世

儒学曳遥该书作为其叶儒学史上卷曳的续篇袁经历 30 年

才出版袁是知己朋友祝贺作者 80 寿辰的纪念活动之

一袁由作者野整理旧稿袁补缀缺漏而成此书遥 冶王船山

的部分是旧稿既有还是补缀而成袁不得而知遥作为哲

学家的王船山在日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终于找到

了一席之地遥 宇野哲人特别突显王船山思想中对功

利主义的批判袁在仅仅一页的篇幅中袁他详细引用其

叶思问录窑内篇曳中的野有公理袁无公欲冶一节袁认为此

语野彻底戳穿了功利主义者的弱点冶[19]渊P354冤遥将这段

引文中对公理尧对天下百姓的重视袁和他后面特意强

调叶读通鉴论曳和叶宋论曳中野常常有论国民的自由平

等袁抑制君主的专制冶的主张联系起来袁就会情不自

禁地回想起小岛祐马的船山论袁 并看到其中的某种

精神上的关联遥 如果再联系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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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状况袁 大概也可以说是寄托了在经历了中日

关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后这位中国学研究宿耆

的深意的遥 野苟有经世之志的有为之士袁读此书而能

察学术思想如何改变世态人情之所以袁 将与其经纶

而不无少补云尔遥冶[19]渊P1-2冤由此袁我们稍稍拉长历史

的时段袁 便还可以从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中看到文本

活用的时代性和文本再生的持续性在知识建构的重

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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