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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支持和插手，是造成“台独”势力坐大和台海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外部因素
之一。
《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研究》循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
一基本逻辑思路，系统梳理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轨迹，全面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
“台独”的真正原因，深入探讨了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干扰和弱化其作用的具体对策。
在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内外勾结的新形势下，就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尤其日本右翼
势力支持“台独”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该课题学术研究的不足和为解决台海问题尽绵薄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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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祥（1962-），吉林蛟河人。
1985年获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东北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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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攻中日关系史、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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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中国的日本研究》等权威书刊评介、转载或重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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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既有成果的价值与缺憾
二　一项刻不容缓的研究
三　必须厘清三个基本概念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
一　日本侵台溯源
二　围绕“台独”缘起的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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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与“台独”大本营的形成
四 　蒋介石的反“台独”立场和对“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
第三章
复交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乘机制造“台独”之阴谋
一　中日复交谈判前酝酿“台独”之阴谋
二　中日复交谈判中运作“台独”之伎俩
三　中日复交谈判后制造“台独”之妄想
四 　中日复交前后不宜回避的两个人物
第四章
冷战后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一如既往
一　日本政界“台湾帮”的组织化
二　推动日本政府提升日台“实质”关系
三　李登辉窃权之真因与日台关系的提升
四　光华寮事件与“两个中国”阴谋
第五章
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变本加厉
一 通过敦促政府提升日台政治关系支持“台独”
二 通过敦促政府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支持“台独”
三　通过敦促政府密切日台经济合作支持“台独”
四 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新动向
第六章
日本右翼势力不遗余力支持“台独”的真正原因
一　历史原因：“日本情结”与“台湾情结”的互动影响
二　现实原因：仍然视台湾为日本的“生命线”和扩张基地
三　深层原因：将支持“台独”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手段
四　经济原因：李登辉陈水扁当局“金钱外交”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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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日本右翼势力“挺独”图谋的战略思考
一　制定有的放矢的对日方针是基本前提
二　审慎实施“中美接近”战略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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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采取灵活务实的两岸政策是重要保障
四 迅速增强本国综合实力是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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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蒋介石所以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团”，还有心中的“日本情结”在起作用。
台湾学者徐宗懋在《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一书中说：“百年来，被侵略者是向侵略者学习
现代工艺和知识的，所以侵略者之于被侵略者有着仇人和恩人双重矛盾的角色。
这是情结的根源，在亚洲近代及现代史中，可说几乎所有的亚洲人都有这种‘隋结’，其中包括崇拜
、痛恨、自卑、自尊等心理。
”这话是就常人而言，对有留日经历又深受孙中山日本观影响的蒋介石来说，当然更是如此。
正是在心中“日本情结”的驱动下，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生出一些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想法。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还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
国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彻底打算的结论”；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
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直至退守台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仍坚信这一点。
他在1972年9月写给田中角荣的“书简”中所说--“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
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便是其“日本情结”之反映。
这既是影响蒋介石战后初期对日实施“以德报怨”政策的心理原因，也是推动其邀请“白团”赴台的
“情结”因素。
用台湾女记者林照真的话说就是，“蒋介石因为个人的日本情结，写下这段难以言说的中日关系史”
。
不过，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来，对田中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断然宣布日台“断交”之做法，蒋
介石除责骂田中首相“背信绝义”外，其内心深处究竟生发出了怎样一番感慨，究竟对日本民族性产
生了怎样一种新认识，恐怕只有蒋先生自己心知肚明了。
 其次，看冈村宁次等原侵华日军将校们派遣和参加“白团”的动机或原因。
 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小笠原清在其回忆文章中称：“对由83人组成的‘白团’来说，既没有什么利害关
系和野心，也不掺杂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图，是仅为回报恩义而结盟的同志。
”他还以了解主子冈村宁次的口吻说：冈村大将所以这么做，“一句话，也是为了（回报）国府的恩
义。
恩义之一是，在雅尔塔会谈（二十年二月）讨论战后处置日本之际，蒋总统决定国民政府军不进驻日
本，而且还制止苏联进驻。
如果发生美苏两国进驻，那么就势必像德国和韩国那样招致被分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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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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