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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e history of  Japan is of  especial importance to China. The 

proximity of  Japan, her racial and cultural affinities with China, the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Japan's recent efforts to modernize herself  by 

the use of  Western methods in eastern situations: all these facts 

demand the attention of  every intelligent Chinese to the story of  a 

neighbor's development. For any one who is trying to think clearly 

concerning the us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Japanese experience is always worth study and should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sound opinion and judgment 

upon such matters. Moreover, the changes of  the past seventy 

five years in Japan can be understood o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er previous history, i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customs, 

institutions, and ideals of  her people were evolved.

Unfortunately the history of  Japan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China. A few scraps of  information in general textbooks on 

Eastern Asia; certain works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adaptions 

of  Buddhism, of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of  Chinese eth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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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之重要，二國人民無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國情

形，刊行書籍，不知凡幾。吾人求一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

得，作者斯書，亦欲少補其缺耳。全書共二十四篇。第一篇，

詳言日本地位。第二至六篇，略敘民族之由來，社會之演進，

帝權之擴張，大化之改革，外戚之專橫，武人之消長，耶教之

盛衰。其中關於中日交涉，蒙古征伐，豐臣侵韓，多詳載之，

容或能補本國史之缺遺。第七至十一篇，分述江戶幕府之制

度，文學，通商，武士，及其歸政之原因。第十二至二十四，

記載維新後之內政外交：首述歸政後之政策，立憲之運動，憲

法之內容，內閣議會之衝突，海陸軍之擴充，工商業之發達，

經濟之狀況，外交之政策，及中日戰爭；次載戰後藩閥政府，

內政發達，外交勝利，日俄交涉，及其戰爭；繼敘明治末年國

勢之膨脹，侵略南滿，兼併朝鮮，親善俄國，及日美問題；末

言最近時期內之內政外交，及其國內之重要問題。

日史，上自民族之遷徙，下迄今日，其間事實，至為繁

雜。作者不能一一述之，自有刪遺。惟念史者所以記民族間各

不相同之演進，若述其一切活動，則與社會學無異，事實上殊

不能行。歷史學者，取其不同之事實而書之；其目的則將人類

以往之知解告知讀者，使其深明今日之狀況困難所由來，而將

自序 philosophical thought; productions of  recent years which are filled 

with violent abuse of  Japanese policies but give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s from which these policies have arisen and 

translations of  unsatisfactory Japanese works, usually written by 

authors unqualified according to modern historical standards: these 

are altogether inadequate to furnish to an inquiring. Chinese mind 

the reliable information which ought to be readily available.

The present book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 just described. 

It is based upon a careful study of  the most dependable histories 

of  Japan and the best descriptive work on Modern Japan, those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scholars as well as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The author is a thorough student of  the subject combining an 

excellent grasp of  the main tendencies of  Japanese development 

with careful and accurate attention to the concrete facts on which 

his general statements are based. His book is the more worthy of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because he is unprejudiced and impartial 

in his attitude; he seeks neither to blame nor to praise the Japanese, 

but to tell his readers just what the Japanese have done,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an intelligent opinion concerning Japan. I 

predict that this effort will have a lasting and valuable influence in 

furnishing the first Chinese survey of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Japan that is both informing and reliable.

M. S. Bates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y,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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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考書目

1　 J. Murdoch, A History of Japan. (1911) 此書共二厚冊，分述古

代之政治制度等，至為詳晰，讀之能知日本當時之狀況；

現得此書甚難，余僅得其第一冊讀之。

2　 Capt. F.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1915) 此書

詳敘日本之人民政治風俗等，材料豐富；惜其略於近代發

達史耳。

3　 W. E. Griffis, The Mikado's Empire. (1913) 此書共有二冊，敘

述日本發達歷史，迄於明治末年。材料尚豐，頗有價值。

4　 David Murray, Japan. (1919) 此書記載日本歷史，迄於大正初

年。文殊簡潔，義甚明顯。

5　 Joseph H. Longford, Japan. (1923) 此書略記古代及維新期內

之歷史。其述近時日本經濟狀況較詳。

6　 K. S. Latourett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1920) 此書敘述

日本發達歷史，文雖簡略，內容尚豐。

7　 K. Ha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apan. (1920) 此書

係日人所著。內容事實甚少，但能推闡其故；蓋近於歷史

哲學也。

8　 L. Hearn, Japan: An Interpretation. (1913) 此書解釋日本現狀

之所以若此，有足為參考書用者。

附錄參考書目 有所改革，趨於進步。是以歷史書籍之價值，首在其材料之豐

富可信；及作者有批評指導之能力，將其所得之史料，慎密選

擇，編纂無關係之事實，而能貫通，推釋其故，使讀者明知當

日之狀況：此歷史學者公認之標準也。中國史家，知此者鮮。

作者無所憑依，輕於一試，自知其不能如標準所定，惟願他日

有識力較強者能為之耳。

著作之先，頗感困難者，厥為免去成見。中日之惡感已

深，吾人嘗有排日之思想。歷史異於宣傳書籍，不能為意氣所

動，成見所拘；惟當按其事實，不作偏論，此歷史學者共守之

信條也。作者固非歷史學者，但認其義之正當，掃除偏見浮

辭，殊不知其能否成功也。其或與讀者意見不合，希審思之，

自判得失，作者毫無強人從己之意。

所用參考書，多為中日英美學者所著。作者較其所載之事

實；覈其言論之是非；研求學者之才能知識，著書之目的，著

於何時何地，受何影響，及有無偏見（間有一二，不能盡知），

然後始敢取材。至於評論，毫不為其所拘。其有相同者，或與

作者所見相同，皆由作者負責。茲為便利讀者購參考書之計，

謹將重要書籍，略加批評，臚列於後。其非歷史專書，及無重

要價值者，皆不附錄（雜誌除外）。

斯書之成，多由於金陵大學歷史系主任貝德士教授之指導勉

勵，承其借書，蒙其批評，及作序文。程善之先生校閱草稿半

數。吾弟恭禎及同學章德勇君多有贊助，皆深謝之，謹書於此。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陳恭祿序於金陵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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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維新初年之政治教育等之發達；歷年雖久，欲知當時之

狀況者，尚可讀之。

20　R. Fujisawa, The Recent Aim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of 

Japan. (1923) 此書由編纂演說稿文而成。作者日人，演說其

國內最近之政治於美。惟其材料並不豐富。

21　Y. Takenobu, The Japan Year Book, 1924-1925. (1925) 此書詳

述最近時期之日本政治及各業之現狀。其記述一九二三年

之地震甚詳。

22　Baroness A. D'Anethan, Fourteen Years of Diplomatic Life in 

Japan. (1912) 此書係比國公使夫人之日記。夫人記其一切

宴會，及與政治家之談話。讀之，間有能見日本國內之情

形。

23　J. W. R. Scott, The Foundations of Japan. (1922) 作者遊歷日

本，約有四年，本其所見，著成此書，詳述日人近時之生

活狀況。

24　J. I. Bryan, Japan from Within. (1924) 此書記載日本最近之政

治、教育、工商等，至為詳晰；材料豐富，近時之傑作也。

25　A. M. Pooley, Japan at the Cross Roads. (1917) 此書論述日本

之內政，多攻擊之辭。其敘政治發達歷史，極有價值。

26　J. Rein, Japan: Travels and Researches. (1884) 作者為德國著名

學者，奉政府之命，考查日本之地理、動物、植物等。其

關於日本人種之言語，頗有價值。

27　D. C. Holto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odern Shinto. (1922) 

此書詳言神道政治之關係。其所持議論，極有根據。

9　 E. W. Clement,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 (1920) 此書簡記日本

歷史，材料殊不豐富；惟其年表，或有助於讀者。

10　Joseph H. Longford, The Story of Old Japan. (1910) 此書記述

維新前之日本歷史，偏重故事，無甚價值。

11　J. H. Gubbins, The Progress of Japan, 1853-1871. (1911) 此書

係演說稿文，詳言幕府末年之狀況，及歸政之原因。

12　J. H. Gubbins,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1922) 此書詳記

日本維新期內之進步，甚為明晰。

13　R. P. Porter, Japan: The Rise of a Modern Power. (1918) 此書略

述日本古史之大綱，及維新後國內之進步。其記日俄戰爭

甚詳，有足觀者。

14　W. W. McLare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 (1916) 此書詳敘維新期內之政治，解闡明

透；但多攻擊之辭，不免間有偏論。

15　G. E. Uyehar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 1867-1909. 

(1911) 此書詳論日本政治制度，證以事實，殊有價值。作者

身為日人，留學於英時之博士論文也。

16　W. M. McGovern, Modern Japan. (1920) 此書詳述維新後之政

治、軍備、工商業等，甚有價值。

17　Alfred Stead, Japan by the Japanese. (1904) 此書係日本名人

所著之稿，關於維新後之發達歷史；由 Stead編纂而成。

18　A. S. Hershey, Modern Japan. (1919) 此書分述明治維新時之社

會、教育、工商等業之情形；間有可作參考書者。

19　E. W. Clement, A Handbook of Modern Japan. (1909) 此書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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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日本之位置與其地理上之影響

日本居太平洋西部，當亞洲大陸之東；北界俄屬岡札

德加半島， 1狀如長蛇，蜿蜒而南，迄南洋羣島，長約七千

里。中部為日本羣島，島數約近三千； 
2其大者為蝦夷、 3

九州、本州、四國四島。蝦夷在北，中有阿奴（Ainu）土

人；4今皆馴服，日人遷居其地者日眾。南部函館，昔時

美俄商貨往來，萃集於此。其南本州，四島中之最大者，

國都東京在焉；地勢平衍，民物殷阜，政治、文化之中心

也。舊都西京（即京都），僻近西隅，街市整列，名跡林

立。橫濱、大坂、 5神戶為重要商埠，輪舶麕集。南端下

關（即馬關），隔海與九州相對。九州海岸屈曲，附近小

島星羅棋布；長崎在其西端，港闊水深，自我國往日東部

者，率取道於此。九州西北為四國，則四島中之最小者。

九州之南，有琉球羣島，散處海中，若長帶形；位當我江

蘇、浙江、福建之東，為自三省東航者之衝要地；本我屬

1　岡札德加半島：現稱堪察加半島。

2　島數約近三千：日本列島有三千多個島嶼。

3　蝦夷：亦作「蝦夷地」，即北海道。

4　阿奴土人：現稱阿伊努人，是日本的少數民族。

5　大坂：舊時寫成「大坂」，今作「大阪」。

國，惜已併於日本。迤邐而南，至臺灣，臺灣之西，即澎

湖列島，實我福建門戶也；中日戰後，亦皆由我國割讓於

日。 6蝦夷之北，為千島，與岡札德加半島遙遙相望；當

明治初年，日俄爭為己屬，交涉久之，乃以庫頁島歸俄，

千島歸日。日俄戰爭之後，俄又割庫頁島南半與之。其地

寒冷，居民稀少，而漁業尚盛。本州之西，朝鮮半島，舊

亦我屬國也；歷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之後，初為日屬，

一九一○年，卒歸併焉。 7其面積約當日本羣島之半；由

是日本領土，西隔圖們江、鴨綠江，而與我為鄰。且自日

俄戰後，我之旅順大連，由俄轉租於日；南滿安奉鐵道亦

移轉而握於日人之手，東三省之主權，不啻與日共之。日

本東南，有小笠原羣島，於明治時，日本收為己屬。歐戰

之後，赤道北之德屬馬利亞納羣島、加羅林列島，歸其管

治，日本勢力，遂益伸入於太平洋中。

日本本部，為庫頁、崑崙兩山脈所構成；庫頁，自

北渡海而南，崑崙，自我福建渡海而北，山巒重疊，地

勢高低往往懸殊。山之最高者曰富士。其巔積雪，一白

如銀，自海上望之，出沒雲間；旭日破曉，則現黃金

色。太平洋沿海之高峰，多屬火山。據近日調查，火山

之猶活動者，為數十九；熄滅者，約三百餘。每歲地

震，平均計算，共五百餘次，往往毀屋傷人，為害甚

6　亦皆由我國割讓於日：1945年 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臺灣歸還中國。

7　一九一○年卒歸併焉：1945年 8月日本戰後投降後，朝鮮恢復獨立。

近年疆域變遷

大勢

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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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一九二三年，東京地震， 8損失之大，尤屬可驚。統

計全島，山地約佔面積三分之二，沙礫散布，溶石猶存；

可耕之地，不足三分之一。且以地面狹長，河流無曲折之

勢；高山又直列於中，自高趨下，水流極速，一瀉無餘，

故無舟楫之利。惟火山左近，溫泉甚多，沐者可療癩疾。

湖之負盛名者，首推琵琶湖，在西京之東；綠樹蓊鬱，清

波淪漪，遊客爭集焉。朝鮮臺灣亦多山地。朝鮮山巔，猶

有火山遺跡，惟久不噴發耳。

日本南部受赤道黑潮之溫流，北部受寒帶之冰流，中

有高山起伏，故氣候隨地變異。千島、庫頁，緯度已高，

夏短冬長；嚴寒之日，北風砭骨，玄冰助威。蝦夷受冰流

影響，地亦苦寒；每當九月之初，西北冷風，自西伯利

亞而來，勢極兇猛，摧草落葉，地凍水冰，霜雪偕至；

直待來春三月，方稍和暖。黑潮自呂宋而來，環繞琉球、

九州、四國以至本州。本州東岸，冷風所不能及，氣候和

煦，冬少冰雪；時有貿易。風夾雨而來，一歲之中，降雨

常至一百五十餘日。西岸則受冷風影響，霜雪較多；中部

風為山阻，氣候少變。朝鮮南部，天朗氣爽，冬令寒甚；

漢江冰凍，常逾三月。惟春秋二季，草木暢茂，天氣溫

和，為一歲中之安樂時節；一入夏季，高山蔽風，內地又

苦旱熱，炙人肌膚。臺灣地跨熱帶，暑期長而寒期短，自

四月至十月之間為暑期，氣候熱甚；寒期略和。又臺北山

8　東京地震：即關東大地震。

巔，間見白雪；臺南暑期，時常陰雨，氣候尤熱。

物產隨氣候而異；草木極其繁茂，凡三帶植物皆有

之。就中蝦夷為產麥豆之區；本州重要產品，為米棉絲麥

等；九州四國，天氣和暖，尤宜於米棉煙草。惟土地狹

隘，可耕者又少，所產穀類，不足以供養人民；又以不適

豢牧，故畜產極不發達。馬身頗小，不足以供馳驅；牛僅

為耕種之用；羊屬尤少；惟犬貓較多。野獸之中，狐狼最

夥。朝鮮境內，家畜，推雞犬豕馬牛驢為盛，其南部所產

者，尤負盛名。山中多虎，力大而猛，人民之居近山者，

常為所噬；亦間有獵之以為生者。虎皮豐厚，價值昂貴，

肉可以為食，骨可以為藥。次於虎者為熊鹿，亦負盛名。

農產，米麥豆等為輸出要品。臺灣之地，宜於米茶豆等；

近更疏濬水利，開拓荒地，產米之量，歲歲增進。臺北各

廳，凡斜傾之丘陵、灌溉困難之區，皆為茶園。全島位置

氣候，尤適於甘蔗；當局力與援助，設立試驗場等，種植

日良，出產日多。龍眼、樟腦，亦為本島重要產品。先是

畜產不甚發達；由官吏力為提倡，洋豚、印度牛等因以輸

入，蕃殖繁衍，其前途未可量也。

日本海岸屈曲，小島林立，而溫流又環繞沿海兩岸，

鱗介之類因而繁盛。人民之居近海岸者，習聞波濤之吼

聲，慣見舟楫之破浪，幼而游泳，沒水取魚，恬不為怪，

故從事於漁業者甚多，漁業遂為重要職業，魚肉更為家常

食品。自明治以來，漁船構造，日益進步；而琉球、臺

灣、澎湖、庫頁，魚產豐富之區，相繼收為己有，故業漁

耕地少而河流

無屈折

氣候

物產

朝鮮臺灣境內

米麥豆等之出

產

漁農及工商等

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