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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民族国家的发展以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冷战终结三大转折点为标志，呈现出近代、
战后及当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三个比较清晰的阶段。
李寒梅编著的《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以日本民族国家发展的三个时期中，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认
同意识和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建构方式为基本线索，以日本民族主义三种形态的演变为研究对象，从日
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纵向视角和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横向视角两种角度，建立论述的
基本框架。
同时，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借助民族主义相关理论，力图勾勒出一个日本民族主义
形态演变的整体轮廓，并从日本民族主义各历史阶段形态演变的特点，归纳出推动或者影响日本民族
主义兴起与沉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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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师从周一良教授和沈仁安教授攻读日本历史学硕士学位；
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从李玉教授从事东北亚地区研究，并获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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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课程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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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著作：《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5)》、《21世纪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等，发表相关学术论
文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原生形态
　第一节 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一般起源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变
　第三节 民族主义原生形态与日本的民族主义
第二章 日本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第一节 日本前近代国家体制及其认同形态
　第二节 日本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第三节 天皇制家族国家的形成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
第三章 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及其成因
　第一节 战后日本国家的出发点与民族主义的退潮
　第二节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
　第三节 新保守主义政治与大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第四章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特征
　第一节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表现
　第二节 新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第三节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与特征
第五章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形态及其成因
　第一节 全球化的冲击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
　第二节 日本国内社会转型与新民族主义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及民族国家成熟期的民族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就由这一中间环节所替代，形成为“企业社会统合模式”。
这种统合方式，使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走向了间接化。
战后宪法体制下的和平国家形象、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经济大国形象，都成为战后日本国民对国家
的基本认识，形成为对国家认同的补充。
因此，总体而言，战后日本的民族国家认同，并不是由一套完整、统一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意识形
态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战后日本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以追赶现代化为核心目标的国家建设进程
中形成的。
这一形成过程，体现为国家发展与民族主义的互相建构。
就是说，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形成于战后日本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结构之中，它既服务于战
后日本国家发展的特殊需要，同时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也反过来促进这种形态的巩固。
就这一点而言，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
 其三，在战后形态下，日本在对外认同上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由于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
意识形态冷战对立的大格局中，民族主义很难成为独立的一翼，民族利益被紧张的冷战对峙排挤到了
后面。
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来说，在战后这种国际环境下，国家的基本架构是被限定的，其对内的发展受制
于宪法体制，对外的发展则只能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故而以国家主义来统合国民的可能性不大，也
没有这种需要。
因而，战后时期让日本人民族心理获得满足的就是和平民主国家、经济大国等外在的国家形象，而使
日本国民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则是由现代化的迅速实现带来的国民生活均等化、同一化和民族自
信心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即同样处于低
潮时期。
因而与战前相比，总体而言，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不是有意识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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