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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内容概要

《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大量第一手史料披露了战后各个历史时期日本右翼运动的时代
背景、运动方向、攻击矛头、手段策略等，揭示了右翼运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变数，分析了东
北亚国家及地区应对日本右翼运动的态度、方法和策略等。同时指出，右翼是日本社会的特殊产物，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右翼势力不会灭绝。为了有效地降低日本右翼的影响力，应该认识到日本决
策层的政治倾向与美国因素是右翼运动的风向标；主张以理性的思维和策略的应对去了解日本，认识
右翼；同时还要认识和支持日本社会的正义力量。这样，才有可能掌握减弱右翼影响力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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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希亮，1946年生，原籍山东省黄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多年从事东北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1991年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日本，在日
本学习、研究、工作多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个人出版专著15部，其中有《日本对中国
东北的政治统治》、《东北土匪秘录》、《吴佩孚传》、《孝杜将军传》、《日本不是天堂》、《日
本来的马贼》等，译著有《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二人合著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日
本右翼研究》，其他合著、译著多部。并在国外杂志以及《光明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家刊物和省级刊物发表过百余篇论文、译文等，多次获得省级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教科书辅助教材的课题以及部分国家、省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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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右翼运动的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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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右翼促进运动
第三节 安保斗争后右翼势力的恐怖活动
第四节 韩日谈判与制造朝鲜半岛“危机”
第五节 岸政权时期的中日关系及右翼的作用力
第三章 “反YP体制运动”、“昭和维新运动”及其影响
第一节 新右翼登场与“反YP体制运动”
第二节 1970年代右翼的“昭和维新运动”
第三节 右翼对《韩日基本条约》及领土争端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 中国对日政策的演变与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四章 新保守主义时代的右翼及其影响
第一节 中曾根内阁的新保守主义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时代右翼运动的新动向
第三节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蜜月期及第一次波折
第五章 1990年代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出现及其影响
第一节 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及右倾化趋势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形成及其活跃
第三节 “正论派言论人”的出场及其谬说
第四节 知识界右翼与上层社会及传统右翼的关系
第六章 围绕历史问题右翼运动的攻击矛头及其影响
第一节 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谬论
第三节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风波及右翼势力的催动
第七章 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及右翼的作用力
第一节 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第二节 战争遗留问题与民间被害诉讼
第三节 “中国威胁论”与日本“价值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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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日本右翼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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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算不错的一本书，详实但稍欠深度
2、一场朝鲜战争使得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代表极端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思想的知识界右翼也
随后沉渣泛起，以国家“正常化”为名，鼓吹修正宪法、重整军备。加之与台独势力的相互勾结，遏
制右翼势力反弹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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