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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撰写《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一书。
为了科学、实事求是地阐述冷战以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著者努力追溯源头，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梳理分析庞杂的政治现象，提炼内在规律。
　　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战略目标，意欲从国家体制的脊檩——《日
本国宪法》中彻底清除战败的痕迹，将彰显“值得骄傲的历史与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
”作为“后战后国家体制”的精神支柱——靖国神社是它的载体。
为此，日本政坛的新保守主义力量致力于摆脱“战后国家体制”的束缚，重构“后战后国家体制”振
奋“民族精神”，在修改“美国占领当局指导制定”的现行宪法以解除限制军事领域的制约，恢复被
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总司令部（GHQ）废除的国家扶持和管理靖国神社的特殊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
发起挑战。
这类挑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持续至今，在许多新老保守主义领军人物的战略设想和竞选纲领中都有表
现，但能否落实在执政实践中则是新老保守主义政治家、20世纪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与2l世纪的新保
守主义政治家的分水岭。
著者通过论证20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鼻祖——中曾根康弘与21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小泉
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及差异，努力揭示日本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台前
幕后，分析日本新保守主义领导人的政治理想与执政模式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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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21世纪屠日本新保守主义群体的政治理想、国家战略及其执政实践，重点分析其构建“后战
后国家体制”的战略安排，修宪的进程及难点，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的演化，应对地缘政治难题的举
措，“资源外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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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那样，不但彻底打倒对方直到五条件投降为止，而且还要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的基本观念是把日德看作是“文明之敌”和“罪魁”，“离开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审判原则，
以滥用没有制裁规定的‘非战公约’的形式，强行进行了东京审判”。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审判战犯，在人类战争史上并无先例可循，与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对比，德国和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只字不提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顽抗到底
是战争不能结束的根本原因，战后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具有消除欧洲和亚洲的两个制造战争的源头—
—德日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层次是从“动机”与“效果”的范畴出发，平衡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
《冷战以后》主张，日本在东亚的战争动机和行为，不同于进行种族灭绝的德国，也不同于进行“帝
国主义战争”的欧美国家。
因为从“日本原来的动机”来看，“日本人对作为欧洲诸国殖民地的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认同感
”是“真实”的，“日本也想巧妙地利用这种民族独立运动的能量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共荣圈
”。
当然，“当同样的独立运动的矛头指向日本侵略中国，或者指向日本镇压东南亚占领地的独立运动时
，大东亚新秩序的意义只能是欺骗的”。
但是，“许多日本人私下里都认为‘日本和德国有所不同。
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纳粹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有人抓住大东亚战争的结果使许多亚洲国家获得
了独立这个事实，鼓吹‘日本的努力使亚洲得到了解放”’。
“日本也确实在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
西亚和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进行了战争。
其交战对方也主要是白人。
所以，才有了像印尼和缅甸那样打算利用日本侵略来实现民族独立而协助过日军侵略的国家。
但在另一方面，当日本败局已定时，民族独立运动就演变成反日运动，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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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