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9713914

10位ISBN编号：7509713919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日) 堀幸雄

页数：466

译者：熊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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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前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
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
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
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
问的距离又开始拉大。
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
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
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
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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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失去理性，以至陷入疯狂，先是发动侵华战争，继而
与美英全面开战。
战场上腥风血雨，日本国内也不平静，经过各种思想的交锋和各种势力的角斗，甚至流血政变，国家
主义各派最后占了上风。
对于那场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只了解中国战场或者中日关系是不够的。
本书探讨了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运动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带领我们进入日本内部，看看这个国家是
怎样一步一步在右翼势力和军人的鼓吹、煽动之下，走向战争，走向自我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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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堀幸雄(1929——2009），生于东京，曾任每日新闻社记者、爱媛大学教授、东北福祉大学教授、东北
文化学园大学教授。
著有《公明党论》、《战后的右翼势力》、《右翼词典》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书籍目录

堀幸雄和他的日本右翼研究序言第一部分 大亚细亚主义时代　第一章 西乡隆盛与“第二维新”　第
二章 顼山满与玄洋社　　1.右翼的麦加——人参畑塾／2.玄洋社的诞生／3.炸弹暗杀大隈重信未遂事件
／4.大肆干涉选举／5.玄洋社的大陆扩张／6.宫中某重大事件　第三章 内田良平的黑龙会　　1.内田良
平的诞生／2.黑龙会的成立／3.内田良平与朝鲜合并／4.中国革命／5.满蒙独立运动第二部分 国家改造
的时代　第四章 右翼团体丛生　　1.反社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2.国家社会主义系统的右翼团
体之一（老壮会、犹存社系统）／3.国家社会主义系统右翼团体之二（经纶学盟系统）／4.学生团体、
其它团体　第五章 北一辉与国家社会主义　　1.北一辉的身世／2.《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3.北一
辉在中国／4.《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第六章 新恐怖主义与舆论压制　　1.安田善次郎暗杀事件／2.暗
杀原敬首相事件／3.白虹贯日事件／4.行刺山本宣治事件　第七章 昭和维新与恐怖、军事政变　　1.暗
杀滨口首相事件与干犯统帅权／2.军部的革新化／3.樱花会与三月事件／4.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　
第八章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1.事变的经过／2.东方会议、炸死张作霖事件——通向满洲事变
的道路／3.石原莞尔与世界最终战争论／4.十月事件　第九章 无产政党的转向　　1.无产政党的系谱
／2.社会民众党的转向、分裂／3.全国劳农大众党的内讧／4.新日本国民同盟／5.日本国家社会党／6.
来自共产党周围的转向　第十章 “非常时期”的时代　　1.军部的正式登台／2.神兵队事件／3.救国垮
玉青年挺进队事件／4.昭和初期的右翼团体　第十一章 排斥天皇机关说和国体明征运动　第十二章 陆
军的派阀之争　　1.皇道派与统制派／2.陆军手册事件／3.士官学校事件（十一月事件）／4.真崎教育
总监的被罢免／5.刀劈永田军务局长事件　第十三章 二二六事件　　1. 事件的经过／2.军法会议／3.二
二六事件的检讨／4.二二六事件与右翼团体／5.陆军称霸第三部分 近卫新体制与战争　第十四章 近卫
内阁与国家统制　　1.近卫内阁与中国事变／2.国家总动员法　第十五章 新体制运动　　1.近卫新党
／2.近卫新体制／3.大政翼赞会／4.昭和研究会与国策研究会　第十六章 中国事变下的右翼运动　第十
七章 东条内阁与战争体制　　1.翼赞选举／2.东条内阁与右翼势力后记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章节摘录

关于这份纲领，大野达三指出：“这份纲领正是当时右翼思想的大杂烩。
也就是说，它高歌大亚细亚主义、国粹主义、天皇主义、军国主义，同时反映了玄洋社成立以来的反
藩阀、反官僚的态度。
同时饶有兴趣的是‘增进国民福祉，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的部分。
这表明，内田对刚刚开始进入日本的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敏锐的反应。
”当然，关于这一点，木下认为“虽然它原本是附属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又表明黑龙会有企图赶上
新的社会潮流这种国家主义意图，值得我们注意”。
这就是在国外也以“Amur River Association”广为人知的黑龙会。
其名称不用说是取自黑龙江（Amur River）。
黑龙会其后不断扩展，成立翌年，即1902年3月1日成立福冈支部，同年12月4日成立京都支部，1903
年2月成立海外支部（釜山），据说会员半数以上居住在满洲、朝鲜。
1902年1月，日英同盟缔结后，俄国迫于压力从满洲撤出部分兵力。
但是，满洲的危机并未消除。
这时，近卫笃磨、神鞭知常、頭山满、根津一（东亚同文书院校长）等对俄强硬论者聚集在国民同盟
会（1900年9月24日～1902年4月27日），重新组成对俄同志会。
内田没有参加对俄同志会，亲自与杉山茂丸、神鞭知常、平山周等人组成日俄协会，获得伊藤博文、
井上馨、德富猪一郎、大隈重信、大仓喜八郎、梗本武扬等人的赞同。
他在财界有许多支持者。
而且他利用黑龙会煽动日本的对俄开战舆论。
早在1898年内田从俄国回到日本后，除前述文章外，还在《东亚时论》等刊物上撰写《俄国内部的大
缺陷》，揭露俄国的腐败，煽动对俄采取强硬政策。
与其说他对战争给予了合作，毋宁说他为开战而奔走更符合实际。
当然他的目标是朝鲜，是对满洲、西伯利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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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l世纪的最初几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两国出现了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
在日本少数政客的怂恿和支持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华浊流。
对此，中国国内当然也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于这种局面，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既担忧，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局面的好转做了各自的努力。
2006年中期，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以后，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就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了适时的调整。
中日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战略性合作互惠关系”，即在坚持中日友好的基础
上，为了两国的共同发展，互惠互利，争取双赢。
2007年，日本内阁总理已经由安倍转变为福田康夫，但这一方针并没有因日本内阁的更迭而改变，说
明这种关系符合当今两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今后一定会在主流势力的推动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成为好邻居、好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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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中日历史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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