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5118

10位ISBN编号：750047511X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安成日

页数：5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前言

　　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现实条件限制，目前在国内尚处于空白状态。本书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两国
为解决悬案、建立邦交而进行的七次会谈为基本线索，用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1945年二战结束
至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勾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
看法。　　日本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日
本与朝鲜半岛上的各个政权，既存在友好交往，也存在相互对立、冲突甚至战争。特别是明治维新以
来，日本在摆脱殖民危机，完成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提出“脱亚人
欧”，主张“与西洋文明共进退”，逐渐走向了向亚洲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道路。在日本殖民扩张的
过程中，朝鲜半岛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相继通过中日甲午战
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904-1905）先后把中国清朝的势力和俄国的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最终
，于1910年以强迫朝鲜李氏王朝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方式，吞并了朝鲜。从此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
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为止，朝鲜半岛被置于36年日本殖民统治的铁蹄之下。　
　二战后期，为确定盟国团结对日作战问题及与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相关的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26
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签署并发表了《开罗宣言》。在《开罗宣言》中
，中、美、英三国承诺：二战后使“朝鲜恢复独立”。此后，1945年7月25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
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再
一次重申：必将实施《开罗宣言》的诸条件，从而再一次明确了二战后使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国家地位
的盟国的原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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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大量第一手资
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韩两国为解决历史悬案、建立邦交而进行的七次会谈为基本线索，用实
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1945-1965年的日韩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和勾画，提出了新的观点，填补了国内这
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已经国内专家匿名严格评审，给予很高的评价
，列入全国规划办后期资助项目，因此不会有政治麻烦。当然，审稿中还要严格把关，不能有一点纰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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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现实条件的限制，在国内至今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第一手资料，以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的日韩两国之间存在的外交悬案及为解决悬案、建立邦交而进行的七次会谈为基本线索，用
实证研究方法，对1945年二战结束至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勾画和
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节　当代日韩关系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
题　　一、当代日韩关系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　　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在国内至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国内对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关注，始于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之后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当代日本外交史的专著中，学者们开始设专章或专节，对当代日韩
、日朝关系发展变化的概貌进行了论述。例如，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就设“第九章 日本与朝鲜半岛”，大约用两万字的篇幅概述了
日韩邦交正常化交涉过程和日朝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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