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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7年）并到达印度（达·伽马，1498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首次1492年）算起，人类跨入近代社会已经500余年，但中国和日本被拖入近代的历史还都不到两个
世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
段划分，“近代”（Modern times）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把“近代化”视为资本主义化
的过程。
然而，当1917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翻开了“现代史”
的第一页，这是以往的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准历史分期法。
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有为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和性质呢？
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来说，这的确是个无法绕过的理论难题，因为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客观世界里，社会主义转过头来“补课”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并继续发
展，“市场经济”不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20世纪以来处于并行和对立状态的两大社会制度
，正呈现交叉、互补、趋同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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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华关系始终被放在其对外关系重中之重的位置。
    由宋志勇、田庆立编著的《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依据翔实的资料并参考学界的先行研究成果，
系统地考察了日本从明治政府建立到本世纪初对华关系演变的历程和特点，阐明了战前日本从游离于
华夷秩序到推行“大陆政策”、从提出“东亚新秩序”到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不断对华扩张、侵
略的清晰轨迹，以及战后日本从敌视到承认新中国、从对华援助到合作竞争的变化，《日本近现代对
华关系史》还指出了当今日本对华关系上出现的合作、竞争的新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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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勇，历学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南开大学外语系毕业，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
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日本外交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战前日本在华殖民统治》、《论东京审判》、《从敌对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等。
田庆立，2000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
2009年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学位。
发表有关日本研究的论文多篇。
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和日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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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半途而废的“国交调整交涉”7月30日，日军攻占了平津地区。
一部分日本高层领导人及军部内的“不扩大派”，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以“和平”交涉的形式，压
迫中国就范，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战争泥潭。
天皇裕仁也担心英美特别是苏联介入战争，向近卫首相提出“在此时通过外交交涉，谋求事件的解决
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草拟了订停战及全面外交调整提案。
石射方案经陆、海、外三相、次官的反复讨论、修改，始获通过，其主要内容有：“国交调整案”（
一）政治方面：中国承认或默认“满洲国”；中日缔结防共协定；撤销冀东政权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中国承认日本在内蒙及绥远方面的“正当要求”；中国彻底取缔排日。
（二）军事方面：如中国强烈要求，日本同意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废除自由飞行。
（三）经济方面：中国降低关税税率，日本废止冀东走私贸易，恢复中国在冀东海面缉私自由。
“停战条件”1.由外务省做工作，让中国方面提出停战倡议；2.设定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华北非武装
地带，在该地带内，中国不能驻军，治安由保安队维持；3.日本容许的限度：（1）把中国驻屯军的兵
力自发地缩小到事变爆发前的水平；（2）废除塘沽、秦土、何梅协定，但中央军必须从河北省撤出
；（3）同意南京政府在冀察及冀东行使行政权，但其行政首脑必须是亲日者。
此外条件还规定，日中停战协定成立后，须等中国军队撤出非武装地带及河北省后，日军才开始撤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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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他们之间也相互关联。
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以日本对华政治（外交）关系为主线展开，对其他领域的触及不多，期待今
后有机会再加扩展、充实。
本书涉及历史长久，问题多杂，加之时间关系和能力所限，书中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谬误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战前部分由宋志勇撰写，战后部分由田庆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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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的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体
性、系统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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