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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唯一一本全面、详细讲述日本自卫队历史及最新情况的全景式著作
本书看点：
本书是国内市场唯一一本全面详解日本自卫队历史的图书。目前正值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右翼势力不
断抬头，日本自卫队也逐渐被国内关注这一热点的读者所熟悉。本书作者华丹是解放军理工大学讲师
，主业是讲授《军事日本语》，业余时间热衷日本军事和教育问题研究，目前兼任《世界军事》等刊
物特约撰稿人，在国内外各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因此，在这本书里，关于日本自卫队历史的
资料是非常详细、客观、真实的。书中全景式地讲述了日本海、陆、空三大自卫队的发展历史，以及
日本自战后一来军事力量的发展过程。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详细地讲述了日本海、陆、空三大自卫队的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以及一
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本书除了全面再现自卫队的历史外，还探讨了战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如何看待
重新武装、三大自卫队是以怎样的的轨迹诞生和发展的，日本“正常军队”的理想能否在未来实现，
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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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丹，1982年生于江苏无锡，现为解放军理工大学讲师，讲授《军事日本语》，业余时间热衷日本军
事和教育问题研究，目前兼任《世界军事》等刊物特约撰稿人，在国内外各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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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被国内的意识形态气氛所左右，能站在日本的角度论述自卫队的变化进程，作为体制内的作者
，难能可贵。估计作者不熟悉英文，故而只能使用公开的日文书籍与资料，也未能接触日本的档案文
献，因此论述的深度有限。作为入门读物，还是完全达到了作者在后记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2、PLA教研队伍里难得找到个不脑残的
3、是一本比较系统阐述日本自卫队前世今生及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发展趋势的佳作。但是书本第六
章之后出现了不少“复制粘贴”前文的段落，严重影响阅读体验。日本终有一天会走向正常国家，著
书研究这个擅长摸透对手的国家，应该多几分严谨，而不是模仿“抗日神剧”的套路走。
4、题材相当独特，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相当部分的材料及作者观点也能见功力，可惜废话很多，
部分内容有凑字骗稿费的感觉但无伤大雅。致命缺陷是写作笔法上的不足，为了媚俗取悦读者，加了
很多说书艺人调侃风格的成分，毫无必要且画虎类犬，严肃读物应该在严谨和增加可读性上继续下功
夫，萨苏那种说书演义风格不可取，国内的非虚构文学类写作要走的路还很长。
5、2013年底，日本政府宣布其国防战略的宗旨在于“实现基于国际合作的积极和平主义”。这也为日
本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成为世界一极力量创造了制度和舆论条件。日本会以此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
际事务的处理和解决中，其所谓的集体自卫权的针对性和进攻性也将会越来越突出，这把武士刀是迟
早要开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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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纵观历史，日本民族的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只有了解这个民族，才能防患于未然。《日
本自卫队》这本书能够让我们很好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军队变迁，确实值得一看。华丹老师研究日本民
族文化多年，对于日本军队的历史沿革非常了解，通过这本书，将日本多年的军事作战行动规律分析
的十分清楚，对于读者应该是非常有启发。
2、作为看着动漫长大的一代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总是有点矛盾的感情，一边认为他们有许
多可取的精神值得国人学习与效仿。一边厌恶他们死不认错亏欠中国良多。喜欢他们弘扬自身文化的
丰富多彩的创意，同时又觉得他们有许多方面很变态。在两国关系紧张的当下，我们对自己的邻居更
应该有客观的认识，了解他们的实力，而本书是讲授日本军事语的华丹老师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多年的
成果。全面、详细地讲述了日本海、陆、空三大自卫队的发展历史以及现状的最新全景式著作。他们
虽称自卫队可一直以来训练有素，在高科技的支持下装备精良，从与“黑船舰队”（black ships）胁迫
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到打赢日俄战争、迅速崛起，发展“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
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日本人不断张扬的发展自己的军事直到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
经历了麦克阿瑟六年训政与掀起宪法热重新修订宪法。像菊与刀里讲述的日本人的性格那样，民间的
和平主义者很欢迎美国人的军事“保护”，但是当权者一直渴望国家能有自己的武装。而朝鲜战争给
他们提供了机会，日美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吉田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
兵员扩充至11万人，新设海上警备队。正当其时吉田茂首相清醒的意识到想要强兵必先富国，正因为
这样正确的选择，日本再度独立富强起来。在吉田路线的指导下“和平主义”成为当时保证日本利益
最大化的最好手段。接下来由于美国远东战略要求，将保安队改为拥有陆海空3军的自卫队，警备队
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直到了90年代他们渐渐有了独立军事活动，一直到今天自卫
队解禁。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如在自卫队刚成立时开始用警察预
备队做军官，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堪重任，种种事务乱成一团，最后还是用了陆军指挥官。再如在海
上自卫队成立过程中，前海军军官们建立了一个名叫“野村机关”的民间组织，他们研究起了未来海
军的建立方式，这个研究成果得罪了海保，海保想把他们并入组织于是在新机构的归属方面两方龙争
虎斗，这时美军支持“野村机关”但让海保代管他们建立的新构。
3、日本,作为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最痛,使得我们不由的要关注日本的军力日本自卫队作为一个神秘的军
事力量,一直萦绕在每个爱国者的心间.,因为对日本的厌恶,很多人称之为&quot;日本自慰队&quot;常言
说&quot;知己知彼,百战不殆&quot;,而今天,日本自卫队将揭开它的面纱,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直
接&gt;&gt;&gt;&gt;&gt;&g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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