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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创新程度及价值体现在：一是首次尝试对冷战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变化情况进行尽可
能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对冷战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情况如
理论、纲领、组织、路线、战略等方面变化的整体把握，有助于推动关于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
二是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与日本政治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把握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动向；三是将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与日本工人运动的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当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状况及前景。
    本书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有机地
结合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工人阶级的状况与西欧发达国家有
着相似之处。
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化吸收了国外一些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如社会民主党更多地是借鉴了西欧社
会民主主义尤其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理论和信条，而共产党则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吸取了一些营养。
但是，由于笔者研究范围和方向主要是日本社会主义，无法把握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因而也就无法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些新变化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趋势和新发展结合起来
，也没有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些新变化与国外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化进行
比较。
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当然，这也促使笔者将继续努力，扩大研究领域，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地从国际工产主义运动的
角度研究日本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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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冷战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与难题第一节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与日本
社会主义政党明治维新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渐从欧洲传播到了日本，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以
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显现，日本出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并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战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以共产主义和社会
民主主义这两种左右分化的思潮出现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日本共产党因在其纲领中有“打倒天皇制”、宣传共产主义等为当局所不容
的内容而屡遭镇压。
尽管日本共产党人进行了顽强斗争，但“由于相继不断地镇压，（日本共产党）到满洲事变的翌年即
几乎溃灭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前的日本已经完全失去影响。
另一派社会主义者主张在日本实行普选制后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通过在国会的活动对日本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
但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冲击下，这些社会主义者要么被镇压，要么被纳入翼赞体制，充当了
法西斯的走狗。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被镇压状态，其影响不是很大。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占领当局抢先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日本社会主义正常开始复活。
此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而这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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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后的日本精社会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对日本共产党、日本
社会民主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变化进行全面考察、广泛收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历
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战后日本政治、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
背景，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民主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基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冷战后的日本精社会主义运动》具体内容包括冷战后日本社会
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与难题、冷战后日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新变化、冷战后日本共产党的新变
化、日本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运动关系的新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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