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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治维新前后
日本洋学兴盛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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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洋学兴盛!出现了大规模主动吸收西方大量先进思想文化的现象!它对日本率先在
亚洲迈入近代化发达国家行列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在亚洲独一无二的现象!是因为当时日本
内部受到幕藩制统治危机的威胁!外部受到列强的武力压迫" 改革日本社会现状的精神动力!不可能从传统思想
文化中寻求!只有向更加发达的西方社会学习!吸收其已被实践证明是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用以指导日本近代化
的实践" 这种洋学兴盛的社会条件表现在国民意识的觉醒(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民间结社的涌现(洋学机构的设
置(留学生的出国学习(翻译出版传媒事业的发展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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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能够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迅速摆脱
落后状况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进而对亚洲各国构
成威胁#其精神动力决非一般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
来自内部传统文化#而是源于对更加先进发达的西
方思想文化的吸收&消化&改造和运用#其具体表现
就是洋学兴盛% 所谓)洋学*#是指日本相继学习来
自葡萄牙的)南学*&来自荷兰的)兰学*以及来自
英&法&美等国文化的另一称谓#即日本吸收欧美先
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后形成的学问#有别于依据以朱
子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学问% 洋学为
何会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兴盛2 日本在社会转型
的关键时期主动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而亚
洲其它国家却没有出现此类现象#其原因何在2 目
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 笔者认为#

日本洋学兴盛的状况之所以没有在亚洲其他国家出
现#与日本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包括舆论环
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考察这一社会条件#可以

更加圆满地诠释日本为何能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主动
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将其运用到本
国实践中#进而推进日本文明迅速发展#并在亚洲率
先迈入近代化国家行列的原因#同时得到一些可供
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一?国民意识的觉醒和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
日本国民之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的一段时期

内#特别集中地大量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当
时内外形势的促使密切相关% A*"!年#美国军舰武
力威胁日本通商#使实行相对)锁国*政策#))多年
的日本被迫)开国*-后来#日本又与欧美国家签订
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所谓)亲善条约*#造成了空前的
民族危机% 日本社会有识之士一方面感受到欧美列
强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痛感必须更加积极主动
地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以便早日缩小与先进国家
之间的差距%

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至明治初期#在这种外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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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压力和内部封建制日趋倾颓的现状刺激下#)日
本向何处去*的生死抉择促使日本国民意识逐渐形
成% 尤其是列强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
加激发了日本国民民族意识的高涨% 近代日本著名
思想家德富苏峰!A*@!FAG"B"认为.)国民之观念乃
相对之观念也#与外国接触以来#此观念始发挥
也%*

'A(#)"这种由于受到外部压力而激发起来的国民
意识很快便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动力.)国外的警
报立即诱发对外之思想#对外之思想立刻发挥国民
之精神#国民之精神马上鼓吹国民之统一% 国民之
统一与封建割据势不两立% 那些外国思想刺激了日
本国家之观念% 日本国家之观念产生之日#此乃各
藩观念消灭之日% 各藩观念消灭之日#此乃封建社
会颠覆之日也%*

'A(#)G Z#A)即日本之所以会出现与)藩
民*相对立的)国民*这一近代化观念#会出现鼓吹
国家统一和推翻封建统治的)国民精神*#与这一时
期日本接触到更加先进的外国思想文化关系密切%

)强有力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外来入侵引进#这
威胁着不能挑战的社会之生存//社会以各种方式
面临挑战#并且不得不对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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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强带来的
外部压力迫使实行)锁国*长达#)) 多年的相对封
闭的日本迅速向开放型社会转化#这恰如)在被封
闭的棺材中#被小心深度保存的木乃伊#一接触到外
面的新鲜空气#便忽然崩溃了*

'!(!

% 日本人民眼见
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下日趋崩溃#国
民生计朝不保夕#对外敌的仇视和对幕府统治的憎
恨#迅速构成了促使德川幕藩体制瓦解的动因而发
挥着作用% 外部压力激发国民精神日渐觉醒#长期
以来强烈支配人们头脑的)藩的思想*逐渐淡薄并
渐趋消亡#)日本国民的思想*正澎湃兴起% 正如当
时的著名史学家竹越与三郎!A*@"FAG")"描绘的那
样.)美舰一朝进入浦贺//列藩之间猜疑&敌视的
观念如烟消云散般泯灭#三百列藩乃成兄弟#几百千
万的人民成为国民#日本国家的思想在此油然涌
出%*

'H(B竹越的描绘虽有些夸张#但生动说明了在这
一特殊历史时期#日本的国民意识逐渐觉醒和统一
国家的迫切要求已迸发出来% 这种新的意识和要求
必定要有新思想进行导向#将其引向建设近代化国
家的方向%

明治政府刚成立的A*@*年!月AH日#明治天
皇便在+五条誓文,中提出了)应求智识于世界#大
振皇基*

'"(@*的誓词% 新掌权者不仅要求自己有国

家理性#而且打破了以前的墨守陈规之风气#主张全
国人民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由此日本人民向西方
学习先进思想文化的热潮势不可挡% 竹越针对当时
的日本现实论述道.)如此#以妖怪为依据的乡村佛
教首先被自然科学所颠覆-由迷信和恐怖所维持的
社会上下等级#被自主自由的文字打破-旧风旧习皆
被文明开化之文字搅乱% 夫旧社会之纲纪唯恐惧和
迷信也% 旧社会之人民#若不为违犯法律之恶事#由
于迷信-彼等若不犯上#乃由于恐惧% 然而今天#此
恐惧和迷信被滔滔大波从根底荡涤% 人心作为正在
被解放者#几乎与十八世纪欧洲人民一样可
观%*

'H(A"#这段文字生动描述了幕末到明治初期日本
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剧烈变化% 这种变化既表现
出日本人民接受西方近代化思想文化的热情#也表
明进一步学习和宣扬这种先进文化有了良好的社会
基础%

同时#明治政府在政策措施上取得了一系列成
功#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大% )明治政府在废
除等级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先是创立
了近代的教育制度#后又雇佣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
到政府部门工作而不问其家庭背景如何% 近代日本
在一个值得赞扬的有效的君主立宪的官僚政府的领
导下#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与军事上的扩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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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状况#)正是完成了废藩置县的明
治政府#接连不断地出台废除身份制度&颁布学制&

征兵令&地租改正条例等重大改革政策的时候% 在
此汇集的人们的思想中#具有共通的特色*% 这种
共通特色包括.)第一#相信新政府抛弃了攘夷的陋
习#采取了开国进取&文明开化的政策#将人民从专
制中解放出来#正在完成向国家富强大步迈进% 第
二#认识到比起欧美强国来#开化仍不先进#尽管外
表盛大#内容并不伴随之#人民因而愚昧#卑屈无
力%*

'B(HHB人们对社会和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比以前
有所提高#表达思想的欲望更加强烈% 新成立的明
治政府的舆论政策也相对自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

)新政权的第一个十年左右是在许多方面相对0自
由主义化1的时期% 建立有时被称为0天皇制1的镇
压机构和意识形态网#实际上只是到了A**A年才开
始的%*

'*("@这种评价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但与
前述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相对照#可发现明治初
期的舆论环境是相对宽松的%

二?民间结社的大量出现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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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学兴盛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明治政府成
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民间结社纷纷出现% 这些结
社中最有名的#当数明治@年!A*B!"由当时最著名
的洋学家西村茂树&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
村正直&津田真道&西周&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
二等A)人组建的)明六社*% 该社的宗旨在于大力
宣传文明开化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对文明开化过
程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正如该社发起
者西村茂树解释的那样.)本朝学术文艺之结社#始
于今日% 而社中诸贤皆天下名士也% 人皆谓#卓绝
奇伟之论#千古不磨之说#必兴起于此社% 希望以诸
位先生之卓识高论#使愚蒙觉醒#立天下之模范#以
不负识者之厚望%*

'G("*明六社成立的次年#即A*BH

年#月#制定了+明六社规章,#兴办机关杂志+明六
杂志,% 社员先后有!) 人% 大家在杂志上就自己
对社会各方面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使这个社团
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启蒙组织% 由于其成
员发表的论著不少涉及政治问题#使这个组织开始
带有政治色彩#引起了政府方面的忌讳% 为此#发起
者森有礼于A*B"年#月告诫成员.)吾社所要讨论
之问题#已如规章第一条所定#专限于有关教育之文
学&技术&物理&事理等#皆为丰富人之才能&增进品
行所需要之事% 而其收效只能期于后世#或也会有
触犯今日嫌忌之事#也乃出于不得已% 然而至于如
有关现时政事之讨论#却非吾社开办之主旨% 且不
仅劳而无功#亦由之或许会给本社招致不必要之困
难% 故现今为了将来本社利益考虑#预报于此#愿诸
君谅解%*

'A)(AGG

A*B"年@月#明治政府颁布+新闻纸
条例,和+谗谤律,#左右为难的明六社宣告杂志停
刊#组织解散% 但该社成员所发表的大量论文#宣扬
近代化思想#对明治初期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振聋发
聩的启蒙作用%

鉴于)我邦尚未完全进入开明之美域#人民依
然沉迷于封建时代的恶习污风#各自不辨识其权利
之自由为何物% 宜兴一大法律学校#使国民从法律
上熟知权利之可贵#自由之可重% 以可树立代议政
体论实现之基础*

'AA(AB

#A*BB年#大井宪太郎!A*H!F

AG##"等人组建了)讲法学社*% 该社成立后#在宣
传欧美近代法治思想&启迪人民的法律意识方面发
挥了显著作用%

到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明治AAFAH 年!A*B*F

A**A"#各地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豪农&平民和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结社纷纷出现% 明治A!年H月
*日#+近事评论,描述了当时日本社会结社状况.

)今也#我日本人民逐渐洗涤数千年来积蓄在头脑
中的卑屈精神#开始振奋自由之气魄% 集自由之气
魄#论国政之如何% 三府三十余县有志者竞相结合#

名曰之某某社#各自以议论国家将来之福利#大为奋
进而定立宪之政#构成希望国会开设之时机也#构成
开国以来我人民开始欲获得自由民权之时机
也%*

'A#("!!

除了上述学术研究和推广法律的结社之外#农
村的农民也纷纷组建农谈会&集谈会&劝农会&农事
会等% 如A*B!年成立的耕耘社#A*BB 年组建的开
农社#A*B*年设立的爱身社#A**)年成立的亲睦社&

特振社&劝农社&上毛联合会#A**A年成立的精农社
等% 各地还出现了学习西方文化和发展教育的结
社#主要由士族和豪农子弟加入#其最早者是A*BH

年成立的高知立志社中的立志学舍和求我社中的行
余学舍% A*B" 年#在京都设立了天桥义塾#社员达
H))名#其中A") 名为士族#其他为豪农&商人等%

同年#在福岛的石阳社内#设立了石阳馆% A*BG年#

五日市组建了学艺讲谈会% 在这些为了学习教育而
成立的结社内#除了学习语法&数学&博物&文学&历
史等文化知识外#还花费较多时间学习经济&法律&

政治理论等课程% 一些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的著作#如+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法国革命
史,&+国法泛论,&+民约论,&+社会平权论,等#皆
成为这些课程的教材% 在这些接近学校性质的结社
里#出现了不少后来在近代民权运动和宪政运动中
的民权家和宪法草拟者'A!(!" ZH)

%

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政治结社#这时也大量出
现% A*BH年H 月#板垣退助等在土佐成立立志社-

接着#小室信夫在阿波成立自助社-A*B"年#月#在
大阪会议后A) 天#板垣的下属结合全国自由民权
派#在大阪召开了组织爱国社的大会#相约在东京设
置本部% A*B"年*月#河野广中在福岛县石川创立
石阳社#成为东北政社的嚆矢-A*B*年A月#在三春
设立三师社-接着#长野的奖匡社&福冈的向阳社等
等陆续创立% A*B* 年H 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开始
重兴爱国社#G 月在大阪开大会#参会数十人作成
)爱国社再兴合议书*-A*BG年!月#在大阪开第二
次大会#AA 月又在大阪开第三次大会#有AB 县#A

社的代表参会#以板垣退助&河野广中为中心#决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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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为达到国会开设愿望告四方众人书*% A**)

年H月#在大坂召开第四次大会##B 社&# 府&## 县
共AH)名代表参会#将爱国社的名称改为)国会开
设愿望有志会*-后制订+国会期成同盟规约书,和
+国会期成同盟合议书,#该结社遂称为)国会期成
同盟*

'AH(!!@ Z!!B

% 这些政治结社后来有些转变为政
党% 它们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宣传本组织政治主
张的同时#也推进了明治前期政治思想的活跃%

三?洋学机构的设置和出国留学"考察活动的
开展

随着日本内外时局的迅速变化#早在A*世纪到
AG世纪初#日本强烈感受到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的
威胁% A*"! 年#美国军舰强迫日本开国后#日本与
外国接触机会陡增% 为了应对急剧增加的外交事
务#同时也为了增强国力#减轻民族危机的压力#幕
府由限制和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转变为
主动地学习包括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先进思想
文化% 为此#幕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首先#建立一个学习&翻译和教授西方思想文化
的综合性机构% 因为在进行外交活动时#需要大量
翻译外交文书#当时承担各国外交文书翻译的主要
是长崎的荷兰)通词*和附属于天文台的)蕃书和
解*两种翻译人员#数量极为有限#不能满足急剧发
展的外交事务的需要% 于是#幕府力图扩大后一种
翻译人员的数量#任命林健和山路弥左卫门为)异
国书翰和解御用挂*#又从)蕃书和解*中提拔了箕
作阮甫&杉田成卿担任)翻译御用*% 另一方面#在
外国军事力量的压迫下#日本从国防角度考虑#亟需
大量充实由西洋引进的近代化军事装备#培养懂得
使用这些装备的人才#这加剧了翻译和教授外语人
才的紧缺% A*"!年B月#应幕府询问#胜麟太郎!亦
名胜海舟"在+海防意见书,中指出.)教练学校建于
离江户三&四里处#文库中集中了和汉兰之兵书&铳
学书% 其内若分科#被研究的有天文学&地理学&穷
理学&兵学&铳学&建筑学&器械学等% 若御家人内人
数不足#可由各藩招人#选拔为教授//且又近来翻
译书籍大量流传#其趣意多为杜撰% 若对天下有所
裨益之书#可命学士翻译#由官方公布于世#以免有
上述醉心于杜撰惑说之事%*

'A"(!#

根据这一建议#次年幕府当局将原来的天文方
扩大再编成洋学所% 洋学所实际也是洋学校#同时
统辖天文方下属的西洋事务调查局以及洋书译局#

并且兼洋学统制机关#A*""年称为洋学所#A*"@年
改称蕃书调所#以后又称洋书调所#A*@! 年改称开
成所!

'A@(B#

% 以后#在长崎&横滨&箱馆等城市#也建
立了类似的学校机构%

这类学校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学习西方思
想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由兰学转变为)洋学*#

由被动&零星地接受西方文化#转变为主动&有系统
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思想文化% 洋学既包括了荷兰文
化#同时也包括英国&俄国&美国&德意志传来的思想
文化% 其内容也从以自然科学为主&很少涉及社会
科学#转变为学习和研究一切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

福泽谕吉认为#洋学是以兰学为基础逐渐形成的.

)嘉永美国人渡来我国#始订和亲贸易盟约% 又因
按英法俄等各国其好#我邦形势最终一变% 社会士
君子皆知精通彼国情况之重要#因而百般学科顿时
兴起% 各首倡其学#教育学生% 至此#始起洋学之
名% 是岂非文学之一大进步耶% 盖欲将开辟一事一
运#进必以渐% 譬犹如上楼阁有阶梯% 乃天保弘化
之际兰学盛行#宝历明和诸哲由此初成阶梯% 方今
洋学繁盛#虽因与各国通好#但实为天保弘化之诸公
渐成阶梯% 然则吾党今日之遇盛际#非得于古人所
赐耶2*

'AB(#A许多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是先作兰
学家#后来又成为洋学家% 如福泽谕吉就在+自传,

中详细谈到了自己先学习和翻译荷兰语#接着又学
习和翻译英语的过程'A*(*A Z*B&G* ZA)H

% 以后除了在幕
府直接控制的中心城市外#洋学又向各藩蔓延%

第二个措施是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 自从美
国军舰叩关浦贺#让日本人大开眼界以后#日本人想
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就日益强烈% 幕末著名
藩士吉田松阴!A*!)FA*"G"于A*"H年秘密登上美国
军舰打算去外国考察#但因幕府禁止日本臣民直接
与外国交往#吉田受到了严厉惩处% A*@A 年#幕府
正式向荷兰派遣留学生G人% A*@!年"月#长州藩
士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人违犯幕府禁令#秘密留学
英国#他们是日本最早的留英学生-此后两年#又有
森有礼等AB名学生留英-A*@@年#幕府正式向英国
派遣留学生A#名'A"(G*&A)A

% 同时#幕府和长州&萨摩
藩等还向法&俄等国派出了留学生% 当时迫于外国
的军事压力和仰慕各国的科技发达#这些留学生大
多是学习以军事技术为主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类#仅
有极少数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 但值得注意的是#

A*@A年派遣到荷兰留学的学生中#津田真道!A*#GF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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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和西周!A*#GFA*GB"是专门学习社会科学的%

幕末到明治初期#留学西洋的规模越来越大#次
数越来越频繁% 幕末中央和地方都在向欧美各国派
遣留学生% 据统计#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在幕末出国#

直到明治初期才返回日本% 明治政府成立后#也十
分注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A*@GFA*B)年#就用官费
派遣留学生"HB 名-A*B) 年#发布+海外留学生规
则,#规定留学生不分尊卑#从皇族至士庶皆可受到
派遣'AG(##@ Z##B&#@! Z#@H

% 明治@年!A*B!"#由日本思想
文化界精英组成的)明六社*#其主要成员都曾到欧
美留学或考察% 他们将西方思想文化大量引进日
本#对日本社会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运
用这些文化指导日本近代化实践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方面的措施便是派员出国考察% 考察的对
象是以军事工业为主#同时兼有)探索*各国政治法
律制度的任务% 幕府让下级武士&豪农子弟等加入
使团的目的#就是派他们对西方国家进行)探索*%

下级武士出身的著名学者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
等都领受了这一特殊任务'#)(B

% 对西方进行)探索*

的对象多种多样% A*@A年#松平康直等三位使节在
给幕府老中安藤信正的信中谈到了访欧的任务.

)此次作为前往英法等国之使节#不仅按使节之事
去做#当然也要探索外国之事情#以及可为我国共用
之方式%*探索对象也包括各国的)建国之法*&)政
俗*等% 出发前的A#月#)日#安藤还给使节当面布
置了A#)项需要调查研究的项目#其中对)各国政
事&学政&军制者应特别关注*% 蕃书调所也下达指
令#要使团购买书籍#如)兵书&数书&政事书*#)经
济&刑法&文武学校规则书*#)物产书*和)画学及音
乐数类*等'#)(#H Z#"

% 幕臣福田作太郎就A*@# 年探
索欧洲各国写了一份报告书#其中谈到对英&荷&法&

俄&葡&比各国探索的任务.如对英国&荷兰写得比较
详细#包括国制&大臣&政治体制&军制&士农商差别&

贫民救助&地产商贷手续&医院&商税&土地所有权&

物价&运输&政府借贷&外国人居留等方面问
题'#A(HB* Z"HH

%

日本通过上述方式和渠道#先是被迫接受西方
思想#后又主动&大量地引进这些先进思想#使日本
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敌视外国)夷狄*&闭关
自守的思想相比#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逐
渐占据了上风#促使洋学在日本迅速走向兴盛%

四?翻译"出版和传媒业的发展

列强的压力#迫使幕府不仅开国而且主动派留
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明治政府在一段时期内
还放宽对舆论的限制#促成日本出版和传媒业的大
发展% 从幕末到明治#学者&知识分子翻译了包含西
欧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特别是天赋人权和参与政
治的思想&政治体制&法律秩序等各种著作#并逐渐
出版#介绍和宣传西方社会制度的书籍在社会上大
量流传%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掀起了翻译欧美著作的
高潮#它既是洋学兴盛的重要社会条件#也可以看成
洋学昌盛的表现之一% 这种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对后
来日本的启蒙思想和民权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所
以#有日本学者认为.)支撑民权运动中活泼的言论
活动的#是以西洋近代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和法思想的导入%*

'##(B"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有不少作品并非仅仅是照
原文直译#而是加上了翻译者本人的注解#甚至夹杂
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如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
加进了自己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看法% 中江兆民就在
+民约译解,的注解中论述了自己对社会契约的观
点% 松岛刚将斯宾塞的著作+社会静力学,翻译为
+社会平权论,时#还加上了自己的大量阐释% 因
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
想大规模吸收和宣扬的过程% 在吸收和宣扬欧美各
种理论的同时#欧美革命中的天赋人权论#密尔的自
由论&代议政体论#边沁主张的最大多数&最大幸福
的功利主义思想#斯宾塞的权利论#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等#作为启蒙思想和自由民权思想的依据来源而
被广泛接受%

除了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著作之外#日本的新
闻出版业在明治前期也急剧发展% 在幕末日本#最
早于A*@#年开始出现翻译的外国报纸+巴塔西亚
报,#然后出现了少量官办报纸% 明治政府成立后#

由于舆论环境的宽松#报纸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仅以明治前A)年为限#先后发行报纸#!H种#其中
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如+中外新闻,&+东京日日新
闻,& +东洋自由新闻,& +邮便报知新闻,

等'#!(@)" Z@A#

% 明治前A)年出版杂志ABG种#其中在
政治上影响最大者当数+明六杂志,#该杂志共出版
H!期#刊登的论文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社
会&宗教&历史&教育&自然科学诸方面-此外#还有
+民间杂志,&+万国丛话,&+评论新闻,&+近事评
论,&+草莽杂志,及其变名者+莽草杂志,&+海南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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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共存杂志,等'#H(HG" Z")#杂志影响较大% 如此丰
富的媒体#自然为大力宣扬各种新的思想文化提供
了充足的载体#并在传播欧美先进思想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明治时期的报刊#最初是政府推行)文
明开化*政策的工具#)但到A*BH年#民选议院建议
书先由英国人经营的+日新真事志,#接着其他各报
纷纷报道% 其后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新闻记者和律
师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H!

% 思想家们通过这
些媒体充分发表自己对政治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并
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思想论争和交锋#促进了洋学在
日本的进一步兴盛%

当然#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社会政
治革命"

% 明治政府主要由与天皇有血缘关系的公
卿和萨摩&长州等藩的少数维新功臣组成#带有较多
的寡头政治色彩% 故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为)藩阀政
府*#学术界也将其称为)绝对主义王权*

'#@("

% 在推
翻幕府不久&新政府成立之初#采取了鼓励舆论的政
策#这给思想家们自由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营造了
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 但当新的政治思想舆论兴起
并迅速传播以后#尤其是A*BH年+设立民选议院建
议书,公布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兴起#政府开始逐
渐压制言论自由% A*B"年@月#政府颁布+报纸条
例,和+谗谤律,#对舆论加以控制% 如+谗谤律,规
定.)凡不论有无事实#而将可能损害他人名誉之事
公之于众者#除非举出所谗毁之人之行事#以恶名加

诸于人并公布者#构成诽谤之著作文书#或用图画肖
像展览之#或销售#或张贴谗毁#或诽谤人者#按以下
条例治罪%*

'#B(!G ZH)尽管如此#作为已经兴起的启蒙
思想和自由民权思想#是不可能被轻易压制下去的%

所以#在明治前期#由于洋学兴盛而产生的启蒙政治
思想&民权政治思想等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同时围
绕政治问题的思想论争也相继展开%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前后促使日本社会思想大
解放的洋学之所以会出现兴盛状态#得益于各方面
的社会条件% 既有外部列强压力和内部改革需求造
成的民众觉醒#也有统治阶层中有识之士对欧美先
进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上下各阶层均意识到传统思
想文化已不能作为解决本国存在的社会危机的精神
动力时#便共同致力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使
日本出现了少有的大量吸收和宣扬欧美先进思想文
化的繁荣局面% 洋学兴盛反过来促进了日本经济基
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转型#使日本在亚洲最早缩小
与欧美列强的发展差距而率先迈入近代化行列% 这
一历史现象充分表明#一个后发近代化国家或)赶
超型*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为吸收更加先进的思
想文化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设置种种障碍#才能迅
速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快本国向近代化
社会发展%

注释k

!该机构后来演变为东京大学%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学术界观点颇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暂且认定其为社会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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