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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逐渐呈现多极化兼容发展的态势，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在错综复杂
的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与其国民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申险峰编著的《外交的文化阐释·日本卷》通过对日本文化中的民族特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
教信仰、文化传统、制度规范等多个层面的梳理、分析和探讨，对于影响日本外交战略的深层因素、
推动日本外交政策实施的动力和目标进行了文化层面的阐释与解读。
《外交的文化阐释·日本卷》注重概念的明晰与结构的系统性，适合国际政治、外语和社会学领域的
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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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日本的排外性以及文化上的自卫感是非常强烈的。
16世纪末，首批葡萄牙传教士抵达日本还不到100年的时间，日本就已有30万个天主教徒了，以当时的
人口比率来计算，比今天日本的基督徒还多。
这至少在当地构成了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威胁。
17世纪初，日本执政者深深感受到这种威胁，于是对这些“异教徒”采取相当残酷的手段，成千上万
的教徒不是殉教便是遭受屠杀身亡，留下来未被杀害的也都被迫叛教，改变宗教信仰。
1368年，日本开始实施将近200年的锁国政策。
在锁国期间，不但日本人不准出国，外国人中也只有荷兰商人准许在长崎港外的一个小岛上与日通商
。
 日本人除了“排外”心理之外，还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他们相信日本自古以来就是神国，天神会给予日本特殊的照顾，日本人是天神给予关照的子民，强烈
的唯我独尊的心理让他们自视甚高。
日本无法企及中华文化的高度，其自身实际上对此是有着真切感受的，但日本不是心存敬畏，而是极
力贬损，如称中国为“支那”，就充分揭示了其夜郎自大、眼高于顶的做派。
对于先进的文化，日本人是从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心的角度去崇拜和羡慕，他们觉得自己落后于人，
就拼命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充实自己，努力追上世界潮流。
这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只能激发起日本人的斗志和决心。
这些都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的最终膨胀埋下了祸根，并成为地区紧张局势大爆发的重要因素。
 二、偏执 乘坐在“日本号”这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飘摇的小船中的日本人天生具有强烈的危机感
和孤立感。
匮乏的资源，生存的艰难促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在逆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他们渴求把握住身边的每一丝希望，每一个机会，绝不轻言放弃。
于是在日本的民族特性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气度狭小和目光短浅，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
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比赛上，日本政客对中国重庆赛场上部分球迷情绪的自然流露表示了极度不满，
并硬是把这一事件跟中国政府的导向画上等号，四处放话，频发抗议，甚至质疑中国2008北京奥运会
能否顺利举行。
日本媒体还为此大做文章，拼命在这一问题上摇唇鼓舌、推波助澜。
日本将原本属于体育运动领域的摩擦上升到国家政治与外交的高度，这种度量，实在证实了日本人危
机感和反弹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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