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243891

10位ISBN编号：7501243891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唐奇芳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唐奇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

内容概要

《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事件之间的日本对华
政策的演变过程的阐述，分析日本政府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并且探求日本对华政策
演变的动因。
“亚洲主义”所谓“中日同盟论”、“中日提携论”之类的通过东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来抵御西方侵略
的论调，其实质就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完全瓜分控制之前，打着“帮助”中国改革的旗号拉拢中国统
治者，扶植亲日势力，把西方列强的势力和影响从中国完全清除出去，实现日本独占中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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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奇芳，女，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现就职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从事日本、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合作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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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脱亚”与“兴亚” ——日本对华外交路线的源流 明治初年，日本面对东
西两个并存的国际关系体制，日本的近代外交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处理东西两个世界的关系
。
这是由从明治维新之初就深入日本人观念之中的东西文明的二元论决定的。
如何处理东西两个世界的关系，就涉及日本的定位问题，即日本究竟应该归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围绕这个问题，在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脱亚”与“兴亚”的争论，成为近代日本外交思想中两条
主要路线的源流。
 1.早期的“脱亚”思想 幕末日本被迫开国之后，日本就有人提出了与西方列强结盟，共同侵略其他东
亚国家的思想。
如1857年桥本左内提出日俄同盟，统治亚洲的观点。
桥本左内是一个开国论者，按照他的预想，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一个以俄国为盟主的同盟，而日本借着
与俄国结盟，不但可以维护独立，还要吞并朝鲜、中国东北，甚至还奢望在美洲或者印度获得领地。
他之所以主张和俄国结盟，是因为“俄国既有信义，又是（日本的）邻国，更兼我国与俄国是唇齿之
国，如果我国追随俄国的话，它必然感激我国。
⋯⋯我国孤立的对抗西方同盟的诸国实在困难，如果有了俄国作为后援，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被灭亡
”。
另外，桥本左内还提出，既然欧美列强在亚洲不断进行殖民化，那么日本应该理所应当地拥有殖民地
，这样才能跻身强国的行列。
最后，桥本左内毫无顾忌地提出他对日本对外关系的构想，“（日本）的第一要义就是认为自身属于
西洋，与俄国成为兄弟唇齿之邦，对邻近诸国进行掠夺”。
在开国后不久的当时，桥本左内还不可能提出全盘西方化的脱亚主张，但是，这种把日本定位为西洋
国家，与欧美列强联合起来共同侵略亚洲的思想，与后来标准的“脱亚主义”毫无区别。
因此，桥本左内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脱亚论”的主要原型之一。
 早期“脱亚”思想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佐久间象山。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中看到作为东亚文明代表的“天朝上国”的中国竟然被英国这样的一
个西方“夷狄小国”所击败，逐渐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根本的儒学的价值产生了不信任感。
佐久间象山指出，“清朝的儒学这门徒事考据，只尚空谈，”长期以来被当作东亚文明联系纽带、作
为价值观和道德基础的儒学在日本开始被视为空洞无用的东西。
相应的，日本许多人还认为清政府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拒绝吸收其科学技术的态度是顽固愚昧的表
现。
他们认为中国无力抵抗西方，只会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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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00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研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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