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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日本军国主义论（套装上下册）》是我国第一部对日本军国主义
问题作理论性、体系性研究的专著。
《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日本军国主义论（套装上下册）》通过地理环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塑
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述，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
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
从国际大背景、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右翼思想、对外侵略战争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剖
析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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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军部的抬头，政党、文官和重臣是无力加以抑制的。
这不仅因为军队所策划的一系列暗杀，危及到他们的生命，还由于在日本的政治统治结构中，没有能
够有效制止军部干政的机制。
一旦军部执政权的牛耳成为一种潮流，政党和元老、重臣已经无能为力。
1937年，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开始政治隐退，政党也在军部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步步退却。
这终于导致了军部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三、追随大势与协助战争　　日本人在一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有成员也并不总是铁板一块，
始终采取整齐划一的行动，正如在最高决策层存在元老、政党、军部的势力斗争一样，近代以来也不
乏像自由民权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那样的反体制运动。
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舆论或政治形势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潮流，形成一种大势，在这种情况下，绝大
多数的日本人就会选择追随大势的现实主义态度，惟恐掉了队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状况，恰恰就是这样的状况。
　　20世纪30年代，军部靠国内的政变和在国外采取行动，逐渐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
到1935年前后，凡是对军部特别是陆军参与国政获取权力问题进行批判或反驳的，必然遭到严厉镇压
。
在以后的内阁，如军部不同意就不能成立，军部通过推荐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来决定内阁能否成立，
甚至连总理大臣也不能不听从军部的指挥而行动。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上层领导中持有正确言论的少数人意见都被封杀，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随声附和，
军部的意见开始直接左右国家政策。
　　面对军部的独裁和法西斯化，属于下层阶级的不少人也是除了唯唯诺诺顺从外，毫无办法。
由于是上面的命令，特别是作为国家政策决定的，就必须服从。
不服从就被扣上“国贼”、“非国民”的帽子。
对于批判或反对命令的，就一定受到特高警察、宪兵的严格监视、惩戒、拘留或拷问。
在这样的思想镇压下，按上层权力、命令行动的上意下达的思想，浸透了当时日本的各个阶层。
　　因此，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不仅日本社会的上层，就是社会的中下层的
许多人，也是采取了积极协助战争的立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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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的军国主义，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
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无可挽回地走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的道路，以一次又一次的
侵略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深刻的战争创伤。
本书分上下两卷，通过大量的事实和史料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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