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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比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还多，几乎是中国的两倍。
对美国而言，日本是追随最久、出手最大方、最忠心不二的盟国，总是将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最优先
考虑的地位。
     本书向我们展现了当前日本的转变．即日本要成为“远东的大不列颠”，处处满足华盛顿的要求。
通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条分缕析，作者认为，美国所施加的压力已经使日本逐渐按新自由主义的原则
行事。
美国政府要日本完全屈从美国，这是符合美国的而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议事日程。
     作者的结论是，日本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和防卫关系必须彻底改弦更张，
停止追求自己的核武器的可怕念头。
     该书作者自称是对2000年度普利策奖得主之一约翰?道尔(John Dower)1999年的著作《拥抱战败
》(Embracing Defeat)一书的回应。
说是回应，其实是与道尔大唱反调。
     道尔认为，即使是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日本实际上在积极主动地制订自己的议事日程，占领
期间的主角应是日本而非美国；麦考马克则认为，战后六十多年来，美国仍对日本施加重要的甚至是
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怀抱越来越让人感到沉闷窒息，而日本则心甘情愿地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之中，
甘心当美国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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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澳)加文·麦考马克 (McCormack Gavan) 译者：于占杰 许春山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
近著有《虚幻的乐园》（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日本的宪法之争》(Japan's Contested
Constitution)、《目标：朝鲜——把朝鲜推向核灾难的边缘》（Target North Korea：Pushing North Korea
to the Brink of Nuclear Catastrophe）等。
他还是网络杂志《日本热点》(Japan Focus)的创办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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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60年前在美国指导下为日本国家设计种种战后安排的官僚来说，他们面临着以下三个必须解决的
问题：天皇的作用（以及日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军队的职责以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如今，围绕这些问题仍争论不休，未获解决，这说明当时的解决之途并不令人满意。
一旦日美关系中的不协调因素——日本“皇军”——因美军的占领而得以清除，则原来的主要问题也
就降为次要的了。
冷战使得经济官僚享有很大的政策自由，于是他们发明了“发展的”或者说“受指导的”资本主义，
而我则（在另一本书中）宁愿视其为“国家重塑”行动中的重要机制。
小泉纯一郎尝言，他正进行的“改革”就其规模而言，不亚于日本l9世纪的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变革以及20世纪中期的从军围主义的日本向民主的和资本主义的日本的变革。
继任的安倍晋三在组建内阁时也摆出与“战后时代”彻底决裂的姿态，试图重新界定核心制度和价值
。
他们的目标如此宏大，我们最好将其视为革命而不是改革——尽管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
命。
尽管他们所领导的政党被贴上“保守”的标签，但在战后60年里，日本还真没有人鼓吹如此激进的变
革。
由于日本业已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他们所制订的计划也就显得雄心勃勃了。
在东_亚，六十年一甲子，莫非各种制度也要来一轮回？
如此宿命般的疑云搅得人们心神不宁，也使得政治家们的观点格外令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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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尤其是小泉执政时的日本政界和舆论的右倾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和分析也
不乏其人。
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加文?麦考马克教授的近著《附庸国：美国怀抱里的日本》一书
即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分析而独树一帜。
该书作者自称是对2000年度普利策奖得主之一约翰·道尔(John Dower) 1999年的著作《拥抱战败
》(Embracing Defeat)一书的回应。
说是回应，其实乃是与道尔大唱反调，表面的原因是“embrace”一词可名可动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意义
。
在道尔那里，该词是“拥抱、接受”之意，道尔认为，即使是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日本实际上
在积极主动地制订自己的议事日程，占领期间的主角应是日本而非美国。
而作者则取该词的“怀抱”之意，他认为，战后60多年来，美国仍对日本施加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影响，而且美国的怀抱越来越让人感到沉闷窒息，而日本则心甘情愿地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之中，甘心
当美国的“属国”（后藤田正晴语）。
其实，作者倒并非刻意与道尔较劲，故意唱反调，作者的观点是建立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
的深刻洞见的基础之上的，与他本人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中的观点是呼应和一致的。
作者精通多门语言，多年来一直关注日本的发展和动向，著述颇丰，本人可谓是地遭的日本通，格伦
．D．胡克(Honk)教授将其誉之为澳大利亚的日本研究领域里“一流的、有批判力的思想家”，诚不
为虚也。
对于日本的右倾化，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后，是向美国的进一步屈从
，向美国的怀抱里越靠越紧，日本已然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于是一个疑问或者说看似矛盾的说法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诉求和喧嚣竟可以与甘愿成
为仆从国的心态相伴相生？
或者说，越是民族主义的就越是屈从主义的？
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且看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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