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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是与日本侵华历史过程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层面。
它反映了近代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轨迹、精神指导和理论背景，揭示了日本侵华的隐性结构和
意识形态。
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主要是系统回答日本侵华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为什么”的，也是为了更好地
回答“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重要依托和必然深化、拓展，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学术意义。
当然，对于开拓、发展良好的中日关系，也不无启迪。
　　长根同志开始涉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了。
记得他最早触及这一研究课题还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作为导师，指导他确定学位
论文的选题和未来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战略定位，热情地建议他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深入下去。
在经过多次商讨之后，他最终摆脱了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作了一系列的准备，甚至还草拟
了学位论文的写作大纲。
但是，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在与校内外多位同行专家沟通之后，他暂时放弃了这个选择，主要是
考虑到对他而言还有更合适的选择。
但是，在准备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兴趣却始终没有被淡忘，以至于在博士毕业之后的数年间，他一
直坚持着，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专题研究，并从对日本侵华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的个
案研究中坚定了当初的选择和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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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反映了近代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轨迹、精神指导和理论背景，
揭示了日本侵华的隐性结构和意识形态。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以独到的视角和出发点，以代表人物为核心，深入挖掘、缜密剖析．梳理
出存在于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军界、政界和财界等的侵华思想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侵华中
的另一个更为隐蔽的层面。
因此《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的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对于开拓、发展良
好的中日关系，也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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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学术良知的呼唤与中日双边关系的激荡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唯一学术专刊，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抗日战争研究》对研究日本侵华问题的学术动态的把握是全景式的、权威性的。
该刊从1999年第1期开始，差不多每年都发表《一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对国内抗日战争问题的研
究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展望，此间不断强调指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点。
2000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出版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总结我国各近代专门史研究
状况时，也指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是一个急需加强的领域。
进人新世纪之后，检索国内学者对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仍是凤毛麟角。
　　中国日本侵华问题研究权威人士以及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也都在不同场合指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
缺陷。
应该说，这是我国学术职责和使命的扩展与回升，是学术眼光和领域的展拓和深化。
如：“中外学者对于日本侵华暴行曾进行过揭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日本官僚、政客、军阀、
财阀们制造的侵华‘理论’进行揭批并不多。
若不将这些侵略理论深入地加以揭批，日本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对过去的侵略罪责作深
刻的反省和认识，甚至在新的形势下还会演化为新的对外侵略战争。
”①“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侵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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