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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关系论(增补版)》由岩田一政、小寺彰、山影进、山本吉宣主编，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介绍了国际关系论，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了国际关系论
的本来面貌，使读者建立起对国际关系论的正确认识，为读者提供了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关系论的
基础知识。

在本书的每一章中，作者都大量介绍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
作者认为国际关系论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不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无法理解现今复杂多变的国
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及关心国际关系的读者而言，本书可以看做跨学科的国际
关系论的说明书或者学习国际关系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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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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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节　处在西欧国际体系与中华秩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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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有关安全保障方面的争论，开始出现在日本即将面临媾和的时候，同时当然涉及媾和方式的
选择以及对冷战的态度等问题。
面对冷战的现实，吉田茂政府主张排除中国和苏联同大部分同盟国家实现多数媾和，而社会党左派及
大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张实现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全面媾和，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围绕媾和方式的争论，形成了宪法规范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存的基本框架，关于安全保障方面的争
论与对宪法的不同解释交织在了一起。
五十岚武士所著《对日媾和与冷战》（1986）一书，就是从国际冷战与国内冷战的视角对日本国内政
治变化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同时对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重新武装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从而造成了日本国内的进一步对立。
众所周知，吉田茂为了避免围绕宪法出现的争论，试图在现行宪法框架下推进重新武装，但是这一做
法立即遭到了包括保守势力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随着实现媾和获得独立以及对一
些右翼人士整肃的解除和美军结束占领，反对吉田茂政策的声音更加高涨。
大狱秀夫所著《再武装与民族主义》（1988）一书对于了解和探讨当时围绕日本防卫问题展开争论的
情况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正如该书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当我们回顾媾和之后大约十年期间的政治言论，就会吃惊地发现，其中
几乎都同民族主义有关。
不言而喻，鸠山一郎及石桥湛山等反吉田茂的政治势力，试图将吉田实施的政策与美国军事占领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联系在一起，通过民族主义的大众动员来修改宪法和实行自主防卫，不过对于那些反对
修改宪法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民族主义同样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
近些年的研究不断指出，当时美国驻日使馆的外交官们将在野势力主张的中立政策视为日本获得独立
后反美民族主义的高涨，因而对未来的日美关系非常担忧。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民族主义也存在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一面，即以和平主义为诉求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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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论》是阅读日《国际关系论》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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