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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日本近代国家政治的一个梳理，从幕府时代直到冷战后，前后13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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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8年，生于奈良县。日本著名政治学、历史学学者。曾担任过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法学
部教授、日本常驻联合国副大使等。现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
誉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日本陆军和大陆政策1906-1918》（东京大
学出版会，1978年）、《清泽洌——对日美关系的洞察》（中央公书，1987年，获三得利学艺奖）、
《日美关系的现实主义》（中公丛书，1991年，获读卖论坛奖）、《自民党——执政党38年》（读卖
新闻社，1995年，获吉野作造奖）、《独立自尊——福泽谕吉的挑战》（讲谈社，2002年）、《日本
政治的崩溃》（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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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过升味准之辅就不用读这个了呃
2、不错的入门读物，有收获
3、16/03/12 偶有洞见，在简明教材里算相当不错的了。北冈的书应该多翻译一点。
4、大略了解了日本近现代政治发现脉络
5、讲义性质，做科普太涩，进阶又太浅，个别点偶有闪光，但总体价值不大。不过北冈伸一最近很
红咩，也算是国师级别了~
6、很精当的导论，贵的吓人
7、个人以为，北冈伸一的日本近代政治史比坂野润之要好太多，有股子飒爽英姿的气势扑面而来。
而北冈的杂志评论更是锋芒锐气，魄力感十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种容不得他人置喙与反驳余地的
姿态，读起来非常好看，特别希望他开专栏天天以上帝视角说教中日政治外交。
8、买不到别的版本，这本入门相当不错了
9、导师送的，还行吧，参考文献部分可以
10、这是依据作者早年编写的教学参考书，可以对日本近代政治有一个大致的模糊的了解。由于是作
者早年的作品，本书很流畅也很多想法。即使对日本政治制度没什么了解，也能看懂他们的政治斗争
。不过，作者为有基础日本学生编写的吧，对于明治之前的政治背景不了解的我来说，前面看的有些
难理解，有些名词搞不懂。战前部分写得很不错，但是战后太乱了，看不到什么主线。另外，对于本
书来说，正文只占到3/5部分，后面是年表和名词索引。但是几十页的名词索引为何不翻译为中文呢？
那出书的时候完全可以删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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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政治史》的笔记-第132页

        进行农地改革，是因为认为农村的封建性关系时法西斯的温床，农村的贫困是对外扩张的原因。
如果不刺激农民的生产欲望，提高生产，就不能克服粮食危机。另外，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抬头，如果
对农民运动不先下手的话，农村就有成为共产主义巢穴的危险。。。农地改革使农村从不拥有土地者
向土地拥有者转变。其结果是生产性提高了，国内需求增大，更确立了保守政权的稳定基础，也因此
打下经济高度成长的基础。
中国革命是日本土改的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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