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237869

10位ISBN编号：7501237867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陈涛

页数：2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

前言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
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
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
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
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
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
们去研究。
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
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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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究》选取安冈正笃的政治思想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希望能以此填补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而相对于目前国内外对安冈的研究情况来说，《“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究》将力求
全面展示安冈各个时期的思想状况，尤其是对于其在二战期间和日本战败之后的思想发展变化，也将
尽量真实地反映出来。
因此，《“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所展现的应该是一个相对更加全面的安冈正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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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涛，湖北黄冈人，1978年2月出生。
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2007年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博士毕业。
同年进入外交学院工作．主要承担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中日关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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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20年代，当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尘嚣日上的时候，安冈就曾参与大川周明、北一辉等著名法西斯
活动家的“国家改造运动”，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
不久后，他因故退出这些“革命实践运动”，而专注于法西斯理论研究，并开办学校，致力于为所谓
“国家革命”培养人才，成为当时著名的右翼理论家。
借助于其法西斯理论研究，安冈得到了当时社会中上层人士，尤其是正在兴起当中的所谓“新官僚”
阶层的赏识和重视，由此得以与财政官界的许多要人结成紧密关系，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
这些人脉资源，再加上安冈“人物学”理论自身的一些特点，共同促成了安冈在战后社会地位的提升
。
战后，尽管一度成为整肃对象，但安冈还是凭借其战前在学术研究、人脉资源等方面的积累，迅速成
为日本数位首相和其他政府官员、财界名人等的精神指导，被人们冠以“昭和的教祖”、“首相的指
导者”、“日本财政界的精神支柱”、“昭和时代的幕后人物”等各种称号。
在保守主义占据战后日本政界主流的时代，他甚至有“保守主流的护身符”之称。
这一现象被一些人称为“安冈神话”，这其中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安冈在战后日本的社会地位仍然
可见一斑。
然而，与安冈在日本的这种声望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不仅普通人对“安冈正笃”这个名字感到十
分陌生，即使是在学术界，也还没有看到有人对安冈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冈本人一直比较低调。
在安冈生前，即使是在日本，他也并不是妇孺皆知的公众人物。
安冈自己很崇尚中国魏晋时期著名诗人陶渊明所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境界，很早便立志要当一
名超脱于政治纷争之外的学者，再加上其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波折，使得他极少直接参与政府的
政治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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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虽然博士毕业已有两年半时间，但仍然觉得书稿还有许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修改和提高的地方。
  从1995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本科学位，到2007年7月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进入外交学院工作，我已经不知不觉在求学的道路上走了12年。
今天，这本书稿的初步完成，也算是对自己这12年求学生涯的一个总结。
我衷心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曹德本教授在我读博士期间对我的精心指导
和帮助，他的言传身教将使我终生受益。
我衷心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杨宁一教授。
他始终关心着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进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受到来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韩冬雪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
授的各种指点，本人在此不胜感激。
同时，我也感谢清华大学为我完成论文提供了各种良好的条件，使我在清华大学的校园中就能便捷地
阅读到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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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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