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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自有記憶以來，不論哪一本歷史課本，只要念到中國歷史，不免提及列強侵

略，而侵略中國的鄰國列強，往往又有日本的出現。同樣位於亞洲，同樣有

西化運動，為何日本人在近代史上總是扮演侵略中國的角色？是中國的人才

少？還是技不如人？中國不是常自詡地大物博、人才濟濟？這次筆者能於暑

假期間看完福澤諭吉傳，雖然有一部分是作業驅使，但筆者仍希冀能藉此對

日本此時期的變革有些許了解，解釋日本成為東亞強國而中國卻做不到的真

正原因。 
 
貳●正文 
 
此將分成時代背景、思想淵源，及對明治維新政府官員及當代日本人的影響

三部分作個別探討。 
 
    一、時代背景 
 

福澤諭吉出生於幕府時代，此時的日本仍保有社會階級的舊習。社會上

的階級共分為士、農、工、商及最低階層的賤民五種。福澤諭吉的父親

是士中最低階層的,─下級武士，且他是家中的次子。階層社會中的繼
承制度為父亡長子繼，所以福澤諭吉並沒有工作的保障，須另覓出路。

在其父不得不受困階級而抑鬱而終後，其兄繼承了父親原本的職位。 
 
十五世紀的歐洲開始對外擴張，遂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航路。但是除了對

外貿易，歐洲人也帶來基督教。1613的禁教措施及緊接而來的鎖國令，
使日本於 1630年代末期步入約長達兩百年的鎖國時代。鎖國時代的貿
易地僅限長崎，貿易對象也限中國和荷蘭。 
 
1854的鎖國堤防，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打破。1760-1830的工業革命始
於西歐，刺激西歐各國積極向外尋找更多的市場與資源，日本繼中國也

被迫開國。 
 
此時的日本正經鎖國時代與對外開放的過度期，面對西方文明帶來的文

化衝擊，鎖國時代的蘭學及緊接的英學皆在日本引起學者的研讀，於當

時也蔚為一種風氣。 
 
福澤諭吉原本就對日本的階級制度十分不滿，時局的動盪使他可以利用

學文之契機逃離，他何樂而不為？只是他未料到，長崎的蘭學之行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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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階級所絆，被身份所困。 
 
日本繼中國後遭西方勢力破門而入，鎖國政策的崩盤，使日本邁向另一

個里程碑。往後，日本更成為亞洲首個可以和西方勢力相提並論的國家。 
 
在幕府專治時代，各藩只是為了本身利益和權勢。明治天皇於 1986親
政後推行明治維新，使日本逐漸國富兵強，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和現

代化的國家。 
 
此時的中國是清朝時期，處於被動接受外來的不平等條約與侵略。1885
台灣始建省，1894國父  孫中山才創立興中會，開始現代化的奮鬥。 

 
     二、思想淵源 
 

福澤諭吉的母親─阿順，對其影響也甚深遠。她悲天憫人及對階級高低

的不歧視態度，大大感染了年幼的本文主角。這也是其日後大力提倡人

生而平等及極度厭惡階層的原因之一。 
 
1847福澤諭吉開始接受漢學，由喜愛史書中的左傳，但後來受外來文
明影響，開始省思中國的儒學。他認為一個人的思想不應拘泥於書本，

更應因應時代潮流而有所更動。覺得日本應向西方學習，而非向中國看

齊。 
 
離開長崎，福澤諭吉轉向大阪繼續學習蘭學。老師緒方洪庵對他的影響

很大。這裡不靠階級，反以實力取勝。老師給他的寶貴教訓除了文章力

求用字淺顯易懂，還有，用功苦讀不是為了錢財地位，只是純粹為了學

問而學問。 
 
倏忽變化的國際情勢，苦讀而來的蘭文竟派不上用場，英文變成主要語

言。福澤諭吉靠之前的蘭學基礎，自修英文。 
 
一次的美國之行，讓福澤諭吉衝擊的不是現代科技，而是他國的社會、

政治和經濟方面，他明白自己只是懂外文而不是懂外國。期間，他也盡

量與他人交談來增進會話能力。 
 
回國後入外交部上班。雖可以感受到西方文明的昌盛，卻也警覺到己國

所受的威脅。後來因故前往歐洲，期間他察覺落後和先進文明的接觸中

所產生的盲點─趙成經濟自主權淪喪；福澤諭吉害怕日本亦步上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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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但在歐洲也感受到更巨大的文明。除了先進的表面，福澤諭吉也一

並挖掘事物的底根。 
 
二次赴美，國內壤夷正盛，對幕府的作為徹底失望，往後也不在乎誰獲

得政權。福澤諭吉只是單純的想讓大家明白西方的先進對比東方的落

後。 
 
福澤諭吉自幼即排斥階級，排斥不合理的一切事物，無論在信仰、習俗

或社會制度上，只要不合理，他就不甘受缚；再加上成年後深受西方文

明影響，這皆是他敢無畏世俗的道德標準，將想法化為實際作為的合理

解釋。 
 
福澤諭吉除了是一個拋棄武士刀的現代人，亦是勇於挑戰社會體制的啟

蒙者。 
 
三、明治維新政府官員和當代日本人的影響 

 
福澤諭吉擁有蘭學和英學的雙重基礎，再加上所提出的觀點主張新穎、

具說服力，且文句淺白，使其著作廣為流傳，深深的影響當代日本人。

在此，筆者將其略分為行為和刊物著作兩方面來探討。 
 

1.言語行為 
 

A. 創辦慶應義塾，為日本培育一流的人才。 
 
B.設立研究所，將人才留在日本，且此研究所後與德、法並列世界
三大。 
 
C.新政府一連串的新政〈ex.廢藩置縣，縣長由中央委派。〉，贏得
福澤諭吉的認同。 

 
2. 刊物書籍 
 

A. 1860出版《增訂華英通語》，對當時正傳換成英學的日本，有
很大的助益。 

 
B.1866-1870陸續出版《西洋事情》初編、《西洋旅行嚮導》、《西洋
事情》外編、《世界國盡》、《西洋事情》二編，目的是要讓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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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國亦能知道西方。 
 
C.1872出版勸學初編，它影響了新政府的教育方針，且提出人生
而平等；任何人皆應有實學的教養；優秀的人民相稱優秀的政府

及政治法律。 
 
D.1873勸學二、三編的出版。二編說明人權應具備安全的生命財
產及完整的名譽尊嚴；政府和人民間的權利與職責。三編說明國

與國間平等，不能彭富強的力量壓迫貧窮；個人獨立的重要性。 
 
E.1874勸學四-十三編的出版。四編：言應掃除惡習。五編：再次
重申最大的文明是人民的獨立精神；創造文明的主動力是國家的

中產階級。八編：批評日本自古以來的陋習─男尊女卑；痛斥大

男人主義。十三編：認為求新知應了解事物的全面性，考慮時代

因素，再加以取捨。 
 
F.1875出版勸學十四編、文明論之概略。文明論之概略：福澤諭吉
否定東方的道德文明精神，認為日本應捨棄前者，學習西方；認

為人民素質水準高低與文明進步的速度成正比；提出歷史的主角

應是人民而非少數英雄。 
 
G.1876勸學十五-十七編。十五編：力倡懷疑精神、挖掘真理，並
認為懷疑是進步的源頭原因；認為亞洲各國人民多輕信妄說、沉

溺神佛，深信聖賢而跳不出思想的牢籠。 
 
H.1882創辦時事新報，提供人民正確客觀的報導，作為民主改革
的領導輿論。 

 
I. 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後來福澤諭吉為避免動亂轉而提倡國權。 
 
J.脫亞論 

 
參●結論 
 
福澤諭吉在日本史上重要卻也倍受爭議。當日本為現代積極努力，天皇領導

在政經社教軍五方面做改革，並實施君主立憲，知識份子及於啟蒙人民；反

觀中國的君主專制與在軍事方面盡力，卻達不到成效，讀書人經科舉而汲汲

於名利。試問地大人多的中國，真正有實學的人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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