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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如果从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7年）并到达印度（达伽马，1498
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首次1492年）算起，人类跨入近代社会已经500余年，但中国和日本被拖入
近代的历史还都不到两个世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
段划分，“近代”（M0dern times）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把“近代化”（The
modernization）视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然而，当1917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翻开了“现代史”
的第一页，这是以往的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准历史分期法。
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有为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和性质呢？
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来说，这的确是个无法绕过的理论难题，因为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客观世界里，社会主义转过头来“补课”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并继续发
展，“市场经济”不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20世纪以来处于并行和对立状态的两大社会制度
，正呈现交叉、互补、趋同发展的状态。
我们理解的现代（The present age），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与“当代”的含义基本相同的
概念。
而我们理解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起点、范畴、内容、性质等所有层面上既有大量与“近代
化”重合的内容，又不受“资本主义化”思维范式的约束。
现代化是一个近代以来人类摈弃封建生产方式和思想传统、追求更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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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交是观察一个国家的重要窗口。
本书对近现代百余年的日本外交一从战前的大陆政策到战后的日美同盟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
中悟出一个根本性的道理；对外政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说过：“秘本的外交，应是维护和增进帝国的权益。
”这固然是句实话，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外交，才能构筑共赢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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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日本明治初期的外交一、外交遗产与新政方针1868年，日本建立近代天皇制政权，并开始“明治
维新”。
这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
它使日本在政治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实现了近代产业的发展。
但是，近代日本国家的对外关系，却是在“大力充实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的方针下拉开序幕的。
一、外交遗产与新政方针19世纪中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亚洲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时
期。
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作“西力东渐”。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冲击着日本：1844年2月15日(天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荷兰军舰驶入长崎，并带来国王书信，陈述欧洲形势，且以“鸦片战争”为例，要求日本对外开港通
商，不可实施“锁国政策”；1845年2月，美国众议院讨论对日通商问题，随后有捕鲸船驶至日本近海
；同年8月，英国海军大佐别尔卡率领军舰抵达长崎，非法登陆、测量天体、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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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耀武（第12章）、肖伟（第13、第15章）、乔林生（第14章及第11章第二节）为本书提供了相应的
初稿，他们也是本书的作者。
本书作为日本近现代外交史，理应包括战后日本与欧洲、非洲、中南美洲等章节，但因作者视力模糊
、难以如愿，只好留下遗憾。
借此出版之际，请允许著者对认真通读整理本书的乔林生、减佩红以及日常照料我生活的老伴王静丽
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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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近现代外交史》：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的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
体性、系统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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