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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的对外观》以战后日本对外观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总共分为三篇，第一篇为日本官民
的战争问题认识，第二篇为日本历届内阁的对华政策，第三篇为日本保守精英的对华活动及政策观。
　　《战后日本的对外观》是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后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
义，适合从事国际问题和世界史研究及相关实务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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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3年生于上海市，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
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1998年3月日本庆应大学国际关系
暨日本政治外交史专业博士课程毕业，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
1998年4月至2001年7月任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研究员和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04年12月至2005年11月任(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现代东亚国际关系、日本政治外交史。
主要著作有：《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东亚同文会和中国——近代日本的对外理念
及其实践》(庆应大学出版会，2001)、《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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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日本官民的战争问题认识第一章  东京审判后的甲级战犯政策    (一)官民的东京审判观    (二)政
府的战犯政策之一：减刑释放    (三)政府的战犯政策之二：恢复地位第二章  政要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
国内政治背景    (一)自民党在参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二)政要参拜的国内法律环境    (三)两大保守政
党角逐政坛的动向第三章  战后初期外务省的战时外交反省    (一)战时外交反省的背景    (二)战时外交
反省的主要内容    (三)战时外交反省的意识特征第二篇  日本诸内阁的对华对策第四章  吉田内阁的对华
媾和政策    (一)媾和前吉田的对华政策观    (二)对台媾和政策第五章  鸠山、石桥两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自民党之前保守党政权的对华政策    (二)自民党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    (三)石桥内阁的对华政策第
六章  岸内阁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    (一)岸内阁的对外政策基调    (二)岸首相的亚洲之旅    (三)签订第四
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上的应对    (四)关系断绝后的对华政策摸索    (五)政经分离政策的特性和局限第七
章  池田内阁的“一中一台”政策    (一)“一中一台”政策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    (二)围绕“一中一
台”政策的日美协议    (三)“一中一台”政策的强试和破产第八章  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保守化    (一)
佐藤组阁前后的对华观    (二)日美首脑的对华政策协议    (三)日美首脑会谈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趋向 
  (四)佐藤内阁对华政策趋于保守的原因第九章  田中内阁的台湾问题立场和复交政策的形成    (一)对华
复交政策构想的提出    (二)对美国的政策协调外交    (三)对两岸的安抚、试探外交第十章    民主党执政
后的对华政策走向    (一)民主党的基本外交立场    (二)民主党的对华政策观及其特点    (三)民主党政权
对华外交的制约要素第十一章  菅内阁钓鱼岛外交的异常性    (一)捕鱼、登岛、撞船三事件的处理过程  
 (二)撞船事件处理的异常性    (三)撞船事件处理异常的原因第十二章  保守党政权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
变    (一)日本应对钓鱼岛事件基本立场的形成    (二)友好主导期的政治解决对策    (三)竞存态势下的司
法、政治二元解决对策    (四)经济规模逆转期的司法解决对策    (五)钓鱼岛事件对策转变的原因第三篇 
日本保守精英的对华活动及政策观第十三章  松村谦三和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早期中国遍历和政治生
涯        (二)领军保守政治家的对华交流活动    (三)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关系定位第十四章  古井喜实的对
华交流活动    (一)登上对华交流舞台    (二)全力维护备忘录贸易体制    (三)参与复交谈判的准备工作第
十五章  高磅达之助的对华交流之路    (一)战前的在华活动    (二)探索中日相互理解的途径    (三)开辟中
日长期贸易通道第十六章  冈崎嘉平太的对华复交活动    (一)战前的在华实业活动    (二)中日复交前后
的对华交流    (三)对华关系论及其特征第十七章  藤山爱一郎的对华政策观    (一)实业家时代的对华活
动    (二)阁僚任内的二元论对华立场    (三)领军对华友好运动第十八章  竹山佑太郎的对华交流实践    (
一)加入保守政治家对华政策集团    (二)维护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三)执着于共存互惠的对华政策
观第十九章  田川诚一的对华认识及活动    (一)投身中日友好活动事业    (二)维护中日交流的重要管道   
(三)坚持共同发展的对华政策观    主要参考文献附录战后日本对外关系资料一、《过去外务省的一般
性失误》(1951年1月23日)二、《“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1951年2月28日)三、《日本外交的
失误》(1951年4月10日)四、吉田茂致杜勒斯的信(吉田书简)(1951年12月24日)五、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
年9月8日)六、台日和约(原称“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七、日本和美利坚合
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60年1月19日)八、日本外务省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
解(1972年3月8日)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十、大平外务大臣在
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详细记录(1972年9月29日)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
年8月12日)十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关于日内阁首相及其他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谈
话(1986年8月14日)十三、日本政府对中国援助方针(1995年6月)十四、村山富市首相关于战后50年的谈
话(1995年8月15日)十五、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
月26日)十六、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5月7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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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翟新编著的《战后日本的对外观》吉田之后的历届保守党内阁在施政过程中基本上都承继了这一外交
路线。
就是说，吉田的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的对外观构成了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和方针的基石和原点，以致日本
所有外交行动均以对美外交为轴线而得以延展。
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视角，在考察日本外交在战后国际政治过程中展开的基础上，进而讨论其背
后对外观的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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