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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是《战后日本外交史》日文版的第三版本，中文版的第二版。
《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延续了之前版本的结构和内容，将时间跨度延长至2010年，增加了小泉
、安倍、福田、麻生、鸠山等政权时期的外交内容。
《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是从外交视角描绘日本历史的全景图。

《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的中文初版在国内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成为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
材和研究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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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日本）五百旗头真 译者：吴万虹五百旗头真，是日本国内一流学者，现任熊本县立大学理事
长、神户大学名誉教授。
其他作者坂元一哉、田所昌幸、中西宽、村田晃嗣均为日本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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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甚至在8月6日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9日黎明苏联宣布对日参战之后，在9日上午召开的最
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阿南惟几陆军大臣还在强词夺理称“或许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主张以本土决
战扩大敌人损失的方针。
要求日本陆军求和，一颗原子弹显然还不够。
此后，第二颗原子弹投至长崎，然而陆军还是没有撤回彻底抵抗的官方立场，陆军大臣等到最后依然
对投降持反对意见。
不过，面对铃木首相采取以天皇“圣断”的非常手段结束战争的强制做法，陆军大臣并没有挺身反对
，而是在“圣断”之后表示对此服从并署名。
这样，勉强达到了“全体一致”。
违背陆军组织的意图、服从“圣断”的陆军大臣最终自杀，坚持彻底反对的一部分陆军妄图闯入皇宫
夺取天皇宣告战争结束的讲话录音，但遭到失败。
 对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副国务卿格鲁一起制定的“波茨坦公告草案”，国务卿贝尔纳斯后来加以修改
，删除了容许“当下皇室下的立宪君主制”的记述。
史汀生对此极为遗憾，在波茨坦会谈中对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如果日本拘泥于这一点（保留天皇
制）在投降问题上犹豫的话，即使口头答应也好，应给予日本一定的保证，以促使日本尽早投降”。
这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谅解。
史汀生预想的情况的确在8月10日发生了。
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在取得关于“天皇统治权”没有变更的谅解基础上接受《波茨坦公告》。
 杜鲁门总统决心将这个照会作为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机会，指示国务卿贝尔纳斯做出不损害美
国立场的答复。
问题是日本政府不仅单纯要求保留天皇制，而且要求保全“天皇统治国家的大权”。
在日本政屙内主张这一说法的是枢密院议长兼国本社会长的平沼骐一郎。
他从名存实亡的天皇制不能捍卫日本国家体制的观点出发，主张不得更改“明治宪法”规定的“天皇
统治权”。
在华盛顿，看穿这位老人的诡计的是格鲁手下的知日派外交官巴兰坦（Toseph W.Ballantine）和杜曼
（Eugene H.Dooman）。
 如果不能更改任何“天皇统治权”，那么日本的民主化也将不可能实现。
所以，他们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对这个照会不能简单地给予同意的答复。
结果，贝尔纳斯的回答是：在明确美国占领时期“天皇和日本政府国家统治的权限是从属（subject to
）盟国最高司令官”的同时，再次重申“日本政府的形式最终将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美国
原则。
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这可以理解为根据日本国民的意志也有可能保留天皇制。
平沼企图限制战胜国美国插手日本内政的要求，被美国以如上答复巧妙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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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是既修正了《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不足，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因此，是日本研究专业人员的好参考，也可供普通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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