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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际攻治与对外政策研究也呈蓬勃发展之势。
国际关系学界组织译介的一批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专著，进一步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与思路。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些专家呼吁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内政与外交进行精细的调
研，以期客观、准确、全面地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内政与外交发展的轨迹，研究21世纪的世
界可能面临的合作与冲突，未雨绸缪，因势利导。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丛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组织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一
批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相近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合作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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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100多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几乎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
面对当今世界深刻、复杂的变化，中日关系正处在“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和进一步充实其内涵的重要时
期”。
怎样全面、客观地认识一个变化着的真实的日本是世人不可规避的时代话题。
    本书着重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发展的轨迹以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而研究日本内政、
外交的可能发展趋势。
纵观日本的内政、外交历史，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是其三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日本由明治维新开端的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之时，大不列颊成为其走向世界的楷模，进而
也走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的殖民扩张之路。
当其尝到对外冒险扩张甜头之后便开始失去理性、极度迷信武力，不自量力地与周边乃至世界为敌，
踏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日本国民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后，在联合国的占领下开始了民主改革，重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
路，并得以迅速复兴。
再度崛起的日本走向何方？
战后形成的和平发展模式能否持续？
日本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是对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的基础还是威胁？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东亚能否实现？
本书辨证地作出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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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德川时期的日本是封建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大名自
行统治的200多个藩国。
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
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
“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
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
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
力量。
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
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待遇的急剧降低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
他们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
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
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
济困难。
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
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
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经荷兰传人日本的学术），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并深受兰学
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
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
的政治代言人，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

后记

30多年来，日本语言文学和国际战略的教学与教学领导工作，使我深深感到，作为师者，有责任帮助
可能直接、间接从事对日工作的当代学子，客观、全面地了解日本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发展。
2001年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牵头的《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
政策》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立项，《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是该项目的子课题。
这使我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同时，作为《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丛书的主编，衷心感谢江苏省委宣传部对
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使我们下决心把12卷的丛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组织力量高质
量地加以完成。
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国际问题文丛》总策划曾伏华先生的不辞辛劳，使本丛书陆续与
读者见面。
《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一书从组织课题组到定稿的八年，正是日本政坛动荡不定、日本内外政
策多变的八年，也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面临各种严峻挑战的八年。
日本内外政策的走向至今依旧充满变数。
如何认识日本政治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如何判断日本在未来世界可能充当的角色，以及其对21世纪
的中日关系，乃至对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影响，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这是本书延跎至今的重要
原因。
考虑到本书的教科书定位，我们尽量采用已有定论或多数认可的看法。
本书从拟定编写提纲到完成初稿，阎德学、罗卫萍同志承担了主要的工作。
宫前葆同志对上、中篇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
钮汉章同志协助我组织协调书稿的编写和统稿。
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宏周承担了部分技术性工作。
本书编写时，借鉴了国内外日本问题研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重要观点、重要数据的引用已以脚注
显示。
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参考书目，专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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