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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

内容概要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内容简介：中江兆民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评论家，被誉为“东洋
的卢梭”。他留下的数目庞大的著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其中国际政治思想是中江兆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以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为切入点，从史学的视角分三个时期论述了
中江兆民在不同时期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对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并尝试评价其在日本思想史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通过对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演变和传承的研究描绘出了一条日本近
代小国外交思想演变的路线图。同时，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明治时期日本
人的国际观的某些特质，对于我们了解近代日本的国民意识、分析当代日本的国民意识，都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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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永亮
　　1977年生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日本
文化，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日本哲学等。参与撰写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
设研究》等五部著作，参与翻译了《公共哲学第5卷：国家、人、公共性》等两部著作，并在国内外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目前承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
三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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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儒家教养与对西方思想的吸收——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汉学
 第二节  中江兆民与洋学  本章小结第二章  小国外交的基本思考——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  第
一节  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  第二节  中江兆民政治思想的形成  第三节  《论外交》与中江
兆民前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本章小结第三章  小国独立之路的不懈求索——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发
展  第一节  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背景  第二节  中江兆民政治思想发展的过程  第三节  《三醉
人经纶问答》与中江兆民发展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本章小结第四章  向国权主义的倾斜——中江兆民国
际政治思想之转变  第一节  国际政治的变动与日本的帝国主义之路  第二节  中江兆民政治思想的转变  
第三节  《一年有半》与中江兆民后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本章小结第五章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其
影响  第一节  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思想史意义  本章小
结结语参考文献中江兆民年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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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阶段是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发展期，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点。原因在于：（1）这一时期
，因为政府对自由党的高压政策，以及自由党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党的分崩离析，中江兆民开始走出书
斋直接参与到自由民权运动之中。1887年政府颁布保安条例，自由民权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大阪，中
江兆民又担任《东云新闻》的主笔，通过一系列的政论文章，试图唤起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为开设国
会作准备。大赦归京之后，中江兆民积极参与自由党复兴和民党联合运动，1890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
，而后因为不满众议院这一“无血虫的陈列场”而辞职。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贯穿于这一时期中江兆
民的思想之中。（2）在这一时期，甲申事变的爆发以及条约修改运动的兴起，催发了日本国内的国
粹主义运动，中江兆民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变化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以《三醉人经
纶问答》为中心的一系列著述之中。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为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
即国际政治思想的变化期。这一时期经过几年在实业界的经历，中江兆民又回到政治运动和舆论界的
舞台上，他创办了一人一党的“国民党”，参加过近卫笃磨等人组织的国民同盟会。这一时期的政治
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也体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特征，现实主义性格更加明显。而这一时
期以《满洲之事情》、《媾和问题》、《一年有半》等为中心的晚期著述，也相应地显现了中江兆民
国际政治思想向民族主义转向的特征。

Page 5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

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06年4月论文完成后，我抱着文章需要反复琢磨、思想需
要不断沉淀的想法，将论文“搁置”了三年有余，这期间通过与同行的深入探讨和知识的不断积累，
我对论文又多了许多新的想法和感悟，加笔修改而成为现在的面目。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首先
感谢我的导师高增杰教授，是先生将我带入日本研究的学术殿堂，使我将它作为终生的事业。我要感
谢我的日方导师、法政大学的饭田泰三教授，您渊博的知识与扎实的治学风格使我受益匪浅，您专门
为我开设的“《三醉人经纶问答》讲读”为我写作博士论文提供了直接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您的热
情与关怀备至使在异国他乡留学的我深感温暖。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崔世广教授、王伟
教授、金熙德教授，外交学院的江瑞平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周维宏教授、郭连友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娃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汤重南教授，北京大学的尚
会鹏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的鲁义教授在百忙中参与我的论文开题、答辩和评阅，对我论文的写作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和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给予
我关心、帮助的各位师长、同窗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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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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