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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以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为中心，研究近代日本（1868-1945年）从大陆政策到“大
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演变过程。
在此，拟就与本课题相关的若干术语、中日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笔者的研究设想，作一简要的说明
。
（一）作为历史用语的“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曾长期被一般地概括
为“大陆政策”；1940年以后，又一度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
因此，“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虽非学术用语、而是历史用语①：，可以被作为近代日本
对外政策的代名词。
但是，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仍然还以“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
荣圈”这样的“历史用语”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学术上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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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日本（1868-1945）以对华为核心的亚太政策，讨论时段主要限定于十五年
战争时期（1931-1945）。
书稿显示出作者立论严谨、言必有据，大量使用了第一手的史料，按照时间脉络，清晰地梳理了日本
从大陆政策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演变轨迹。
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书的雏形是作者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期间几经修改，部分章节以论文形式先期在国内外发表，得到学界同行的反馈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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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1966年2月生，山东诸城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
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任助理研究员。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及中华民国史，专著有《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共同主编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等，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
《中国国民党史》等，并发表过相关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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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治时期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1868—1912年）明治时期的45年（1868-1912年），是日本从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
在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对外政策上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即一方面奉行“脱亚入欧”的方
针，在逐渐加入西方行列的同时，不断争取摆脱欧美列强的民族压迫，并于1911年最终完成了不平等
条约的修改；另一方面又推行对于亚洲弱小民族国家，特别是近邻的中国、朝鲜的侵略政策，继吞并
琉球之后，经过甲午战争一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南部，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从而
伙同西方列强、最终打破了长期维系该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华夷秩序”，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帝国
主义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基本形成，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大陆政策也确立下来。
上述政策，在20世纪前半期的大正、昭和战前期，被日本最高统治集团视为遗策、奉为圭臬，并进一
步付诸全面的实施。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对外思想与行动近代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扩张，从思想渊源上，至少可以追溯
到“前近代”或“近世”。
但是如果结合其实践，则应该从更为久远的“古代”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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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稿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主体部分的修改稿。
199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学期，根据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和
未来学术发展的路向，申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进行研究，并得到了我的导师杨天石
教授和近代史系主任耿云志教授的支持与力荐。
蒙母系不弃和何芳川老师的厚爱，我于6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开始了在北京大
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193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对华政策，通过该项研究，深感应该继续放宽历史视野，
宏观考察与深入研究近代日本以对华政策为核心的亚太政策。
我的合作教师何芳川教授，自1990年代起就致力于亚太区域史的研究，并已取得了斐然成就，他为我
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两年间，我在主要从事上述课题研究的同时，还粗略研究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该成果
完成之后不久，就被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000年7月初，我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报告，并留在母系工作。
我的博士后报告尽管被评定为“优等”，但自己则忐忑，时常为日方的档案史料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
究状况所困惑。
直到2003－2004年，我到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访问研究一年之后，经过了认真的调研与思考，方才决
定继续予以修改，争取出版。
2005年6月，我完成了第一次修改稿，经过何芳川老师和宋成有老师的力荐，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
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在12月获得了第27批资助，并被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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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主要以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为中心，研究近代日本
（1868-1945年）从大陆政策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演变过程。
在此，拟就与本课题相关的若干术语、中日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笔者的研究设想，作一简要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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