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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古代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学习中国文化，儒学一直在日本具有深远的影
响。不幸的是，日本维新以后，它以向外侵略掠夺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对亚洲邻国具有强烈的
独占并吞的野心，最后导致20世纪的太平洋大战，造成亚洲人民的巨大灾难，日本人民也因此遭受苦
难。可以说，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肆意对中国的侵略而具有血腥的气味。　　日
本侵略亚洲史的研究论文、专著不胜枚举。相对而言，从其思想、理论层次上去研究的则比较薄弱。
有些类似课题的专著，只在日本史中有所涉及，且多是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其中井上清的《日本军国
主义史》与本课题类似。20世纪9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就已注意这个课题。如日本学者水野明指出：
百年来有关论著，“多偏重于战争的本身和战争过程中有关人物的论评，而对于日本帝国之侵略中国
思想的形成，在研究的质量上还不够深入，有更加探讨的必要。”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为什么阴魂
不散，时隐时现？日本一些人为什么死不承认日本对亚洲犯下的侵略罪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明
治维新以来就形成一套披上“合理”外衣的侵略理论，形成一条根深蒂固的军事掠夺别国领土財富，
养肥资本主义的道路。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剖析日本侵略理论，将可以加深对帝国主义各类
型的认识（如日本、德国与西方的不同），开拓学术领域，深入研究日本侵略思想史，把日本近现代
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从而以此昭示世人：和平发展是正
道，军事掠夺是死路。　　的确，伴随日本对亚洲包括中国的侵略，每个时期都制造出不同的借口、
口号，打着不同的旗号，炮制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来掩盖其侵略的事实。说是“理论”，其实大多是
颠倒黑白，或狡辩。对此，我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其加以剖析外，还要运用实证的历史方法
，用大量史料对其侵略动机及阴谋加以揭露，特别利用其在内部发表的言论，来揭破公开抛出的动听
的言词和口号。我们认为，这对至今仍为日本对外侵略百般辩护的右翼分子无疑是最有效的批驳。通
过对日本侵华史料的梳理，就是让世人清楚看到，日本在近代史上究竟是侵略亚洲还是“解放亚洲”
？这也就是本书撰写的最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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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每个时期都制造不同借口、打着不同旗号、炮制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以
掩盖其侵略事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贯穿始终最具欺骗性而又彻底暴露日本称霸世界野心
的一个。本书通过决策、制造、发动和鼓吹侵略者之口和笔，全面系统剖析其“源”与“流”，是一
部着重研究日本侵略思想、政策、理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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