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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武士道》已成为解读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门书，是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而成。

　　《武士道》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短时间内被译成日语、法语、德语、俄语、波兰语、挪威语、波西米亚语、匈牙利语等多种语言译本。

　　新渡户稻造将日本武士道同西方的骑士精神、基督教教义等主流思想进行类比，援引孔孟之道和王阳明的哲学观点，从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几个层次展开论述，层层剖析，立体展现日本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及处世哲学，用“武士道”解释了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

　　身为武士，腹中空空也不能表现出饥饿，否则是一种耻辱。

　　刀匠不仅是工匠，还是富有天赋的艺术家，他的作坊就是他的殿堂。

　　只将平时认为值得交友的人，作为战时的敌手。

　　蔑视死亡是勇敢的行为，而在生比死更可怕时，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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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一本寻求西方理解的文化之书。作者无疑十分熟悉西方的学术，写作中旁征博引运用西方经典将武士道的精神娓娓道出，精炼、清晰而颇具辩证思考的光芒，对于武士道的种种精义作了深入浅出的提点。作为了解武士道的入门书不错。
	日本人在性格上强烈的两重性乃至多重性亦成为武士道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神道在外化的感情上对日本人影响甚深，因为它不仅以伦理教谕的面目高于一切，而且给予日本人特别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心与忠义”。
	林语堂的语言就带着些戏谑的语气，而新渡户稻造则显得平实和诚恳，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能与日本精神相参照的细节，以说明深刻影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合理性。因此，作者不惜笔墨，大量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来印证日本古代圣贤的教诲。
	一切“道”都代表着一套准则和价值规范。武士道，或者说武士道精神，原本是一种制度、一个阶层的行为准则，后来逐渐演变成道德教育、国民信仰，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目前我们所推崇的“职人精神”、“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等均由“武士道”展开。
　　在今天，“武士道”的意义或许可以用一部知名动漫中的话来诠释：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武士了，然而，人都会有不能忘却的东西，即使有一天弃剑的时代到来，这一灵魂约束的正直之剑也绝不能丢弃。”
	每当提到日本时，总有一种气愤，可恨这个国家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灾难痛苦，只要提与日本有关的种种事物，都是一味的排斥，只要见到任何认可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就是不爱国的行为，那时的我，觉得排斥一切日本的事物，是光荣的。
	仁义、忠勇、礼貌、荣誉是武士道的核心。其中，荣誉在传统武士内心的分量之重几乎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在日本以外的所有外国人看来，切腹自杀是变态且残忍的，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切腹？不疼吗？有意义吗？活着多好？
	西方谚语说：“在我的心中，有猛虎轻嗅着蔷薇”；而在日本，被“菊与刀”双重文化传统浸染之下的北野武，在其影像世界中也随处可见这样的意境。鲜花与枪弹，海蓝与血腥，花火与死亡，一切都让你在不经意之间被抛向美好幻灭之后极度压抑的痛的边缘。
	刀是武士荣誉忠诚的象征，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与武士道的暴力美学相比，菊花下的日本女性温婉柔远显示着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真实写照。而在《武士道》这本书中，新渡户稻造并没有太多的强调日本人的双重性格特点，只是简单介绍了日本女性的教育和地位。
	作者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他在介绍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在读到他所系统介绍的武士道的种种方面时，颇有入木三分之感。
	由一位具有西方文化素养的日本人来介绍武士道，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跳开，二是可以深入。当然，作者归根结底还是日本人，因此，对武士道偏重赞扬也并不奇怪。而且，作者在序言里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被告，为武士道辩护。
	读过木桶理论的人，都知道短板才起到关键作用。而作者宣称的武士道，由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组成。单纯追求哪一方面，都会让武士道失衡，如何让外国人更充分的理解这些精神呢？作者横向对比西方骑士精神，说明二者相似。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最终理想毕竟就是和平”，但是这种思想更多地为僧侣和道德家们所宣讲，武士仅以武艺的练习及赞赏为宗旨，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军人令这种惋惜变成指责、报复乃至惩罚。
	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
	武士道之发展到极致也可算偏执到极致的招牌标志，就是为忠义而剖腹自杀的“行为艺术”了。其原因应在于日本“超长期”的诸侯割据乱战不止的封建历史，各权臣或诸侯养武士自重，尤重“忠义”，只是乃忠义于“养主”的忠义，而非中国之“忠君”。
	站在一百年后的中国土地上，在武士道之源孔孟学说的故乡，在一个遭受同一文明体系的日本所重创的国度，我们应当了解武士道及其发展。挥刀之手是崇高的，乃至值得尊敬的，它吸收了儒家文化的伦理规范，并在指向上呈被动的防御之势。
	仁爱时“武士之情”，它是一种有效的爱，包含着处理自己以及对手生死的力量。对于弱小的对手或者受伤的猎物，武士道会以仁爱之心放下夺命之刀，因为此处的“仁”正体现了武士真正的勇：对手必须是配得上自己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
	自己平时喜欢看日本动漫，后来读了《武士道》发现，很多热血动漫的内核精神就是武士精神，仁义勇忠，从《圣斗士星矢》到《火影忍者》到《死神BLEACH》到《海贼王》，精神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值得了解的一本书，也是了解日本的第一本书。
	原来武士道并不是我们一直宣传的三光政策，而是一套关于武士的道德体系。如果侵华日军严格执行武士道的话，那将是世界上最仁义的军队，可他们的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武士道，只是一群丧失人性的暴徒，可怜的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是不遗余力地将日军的残忍归为武士道教育。
	西方对于武士道的了解皆从这本书而起吧…主要是原版是作者用英文创作，才使得西方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想对武士道有详细了解的朋友，这本书应该是不可以错过的。
	对书中“克己”的阐述印象较深：“ 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 ”
	日本人脱亚入欧的梦想倒是从未中断，不过在文化上缺乏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只是与物质上强大的文明找共同点，似乎难以真正屹立于世界。作者也承认，日本缺乏伟大的思想家和深刻的思想，认为这与武士道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武士道精神由佛教与神道教共同影响，前者赋予它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后者对武士的傲慢性格注入了服从性。而从严格的道德教义来讲，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来源，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五伦关系阐述的认可。
	庆幸1899年还不同网络，相对闭塞的环境让本书更加纯粹→纯粹从一个普通日本人来介绍自己同胞的共性。何况新渡户稻造已经在外国生活很久，对于中国的孔孟之道，西方的莎士比亚与圣经理解深刻。倒是很充分的把自己观点表述出来。
	小小的一本书，很白很干净在了解日本武士道上很有帮助
	日本人我确实非常反感，但是他们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教武士的女儿学习音乐，学习音乐并非为技艺本身，最终目的是净化心灵。 许多地方都值得中国人反思和借鉴！
	一方面，武士道推动了日本在近代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武士道也需对日本人的相对弱势负责，例如忽略形而上的教育让日本人缺乏深邃的哲学，对名誉的过分追求造成日本国民的敏感易怒。
	本书在世界范围内是足可以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齐名的日本研究书目，作者把“武士道”作为了一个完完整整的道德体系来介绍和解读，有助于我们从以往片面的认识中摆脱出来，更客观或更偏见地去看待武士道这一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
	当当买的书一向很好。一如既往的满意。希望当当继续努力
	这本书感觉是读过的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能坚持读下去并且读完的一本书，不容易啊==！因为国外的著作的译本读起来都感觉比较生涩，这个不一样，或许是译者的功劳，人类学硕士好厉害。 看完了《武士道》才查了他的作者，新户渡稻造，好厉害的一位学者
	日本本国人写给外国人看的书。我历来非常推崇武士道精神，有死的觉悟的民族，通常活的都比其他地方的人精彩，这本书从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论及了武士与武士道，整本书短小精悍，但透彻全面。从武士道中我们也能看到东方民族的特质，重视荣誉，讲忠义和仁慈，武士道又很强调忍，这是我中国士大夫精神里所没有的。
	如果抛去军国主义的阴谋和辩护，新渡户稻造用真诚朴实的语言娓娓而谈日本武士道的各种特性，加上详细而博学的西方哲学、文学的丰富知识，清淡文雅的英文写作方式，本书不失为一部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特性和佳作。
	新渡户稻造以为中日甲午海战是日本武士道再次兴起的标志，实际上只是军国主义兴起的标志。武士道的道德核心几乎被遗弃了，此后的道路主要着眼于对其外围精神的运用，尤其是对“忠义”概念的极端扩大
	在日本的观念中，禅，剑，当然也包括茶道以及艺术等，都是帮助人觉悟的途径，而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忠于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因此将武士道仅仅理解为新渡氏所描述的那种形象可能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世俗化。
	儒家文化在日本演变的这个过程，伴随着“武士道”在日本的成长。新渡户稻造在阐述武士道的渊源时提到佛教、神道和儒学，尤其肯定“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新渡户稻造旁征博引，用极其符合西方人口味的写作，于无形中美化了所谓的武士道，使日本文化得以走向世界，也许这只是时代的局限，让新渡户稻造没有看到武士道这片孕育了军国主义的沃土。
	中国儒家文化的统治力实际上只存在于统治阶层以及上流知识分子阶层，而长期和底层人民浸染在一起的却是道家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的儒学很大程度上是首先经过道教的解释，并依附与道教，成为道教的一部分，以道教的特有方式在民间传播。
	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离开武士道社会的时候，也要遵循复杂和痛苦的漫长仪式，甚至面对众多观礼者，求得在“体制内”荣誉地死去（并让体制更坚固）。这样说来，武士道是否算是以“耻文化”为核心呢？我这个疑问需要留到日后更多的阅读里去。
	“武士道——日本否认军国主义罪行的劣根”都是重要论点。还有些关于日本企业制度与武士道精神的论文，大体意思是：从明治维新以来，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武士道读完《武士道》这本书之后，佩服作者新渡户稻造，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作者在书中所诠释的武士道精神，感觉武士道精神很多方面都受中国古代的孔孟之道影响，武士道精神吸收了儒家、道教的精髓，这或许也是日本在近代史中，以区区小国能战胜闭关锁国的大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自己最沉迷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武士道文化的十几岁年华，那时候我流着年轻特有的张狂热血，一字字写道：“现实太琐碎太平庸。想为一个目标去死。不一定是真理或别的什么价值最大化。没有值不值。只想因此勇猛地献出自身。”
	这本详细解释 日本武士道的组成部分 与形成 其发展 趋势 作为日本近代时期的作者 意味深厚 想比现在要更好 更权威 更真实 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 对于日本的了解 要从这里慢慢开启与深入了解
	仁是勇的至高境界，它是恻隐之心，是让万民归顺的王者之德，是武士的最高涵养。武士间流传着一句格言：“捕鸟人不应杀害躲入怀中的鸟儿。”这种仁慈精神需要通过温文尔雅的教育和文化熏陶达成，所以在武士流行吟诗作赋，从而唤醒深层情感。
	书中，对作者认同的武士道描述，可谓极其详尽：譬如一场剖腹，华丽的仿佛灵魂真的会透过腹部展示出来。一板一眼的端正，也让我与当场参加的外国人震撼又费解。能确信，武士道如同血液般渗透了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从行为到思想，很多难解的习惯一旦联想武士道，统统都能获得解答。
	全书结构清晰，从武士道背景的介绍，到“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武士道精神的阐释，以及武士道的发展。作者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以及西方哲理，努力打破西方对武士道精神的偏见，让西方人更了解武士道精神。
	好勇源自任侠精神，武士道之推崇，可资证明唐风于日本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性；所推崇的正直、勇气、仁慈、忠义、克制等无不源于儒学，而且是自孔孟至王阳明以下的儒学。两相揉合，便成武士道，儒而尚武并重也算日本人的创造了。
	武士道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未来被基督教和物质主义占据，武士道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加入其中一方阵营的预言真的很准。武士道已倒向物质主义一边，成为日本企业占据世界市场的重要精神驱动力。
	武士道正是如此，关于日本儿童和武士的培养上，两位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有体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尼迪克特所持的那种叙述方式，在客观性的自我假设之下，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到那些现象本身的武士道血统。
	相信每个民族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传承，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更多人会好奇其它国家究竟如何，那些看似愚蠢呆板的决定又由谁提出？对此，新渡户稻造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了解日本文化，把根植于自己的武士道从头梳理一番。
	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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