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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认识文化因素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评《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

吕耀东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
一书 2015 年 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主要

内容包括“日本战略文化的内涵与影响因素”“日

本战略文化的构成与表现形式”“日本‘普通国

家’的内涵”“‘普通国家’提出的战略文化渊源”
“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普通国家化”成为日本事实上

的国家战略。尽管这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日本“普

通国家”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更多地是根据

日本政局的变化与相关政策的调整，做事实性的

个案分析。而该书对日本战略文化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将“普通国家”理论体系化，

有助于准确把握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

趋势，克服认识上的分歧和混乱，这推动了中国日

本学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
通览全书，其突出特色有二: 一是对日本战略

文化的构成与表现形式做了归纳总结，比较系统

地梳理了日本战略文化的内涵、功能与嬗变，并从

这一角度对日本“普通国家”的形成、延续乃至未

来发展前景做了必要的预测和前瞻，具有较高的

理论价值。二是对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内涵做

了不同于人们传统认识的界定，强调日本的“普

通国家化”实质是对“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

化”的追求，是对二战后体制与国家认同的重新

调整，是国家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军事大国

化”仅仅是实现“普通国家化”的手段之一。该书

的主要建树是将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国

家战略视为一个历史延续过程，将日本的“普通

国家化”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阶段”中进行观

察，并提出我们原来认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吉田主义”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 自由主义的经

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普通国家。这一观点贯穿在

该书始终，并从战略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上述思路为学术界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拓展了新

空间，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对日战略与政策提供

了理论支撑，同时也有助于公众形成对日本政治

与中日关系发展历史、现状的正确认识，在更好维

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对日关系。
当然，也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学术前沿问题，

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的关系问题是一

个比较复杂、涉及众多学科、有一定理论难度的研

究项目。虽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关注度较高，

但系统性研究成果并不多，相关论述主要散布在

一些文献中。该书在立论、选题上均有创新意义，

在推导过程和研究方法论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尤其是研究中突出了“自主性的强烈追求”“平等

与扩张意识”等，这些都与此前的主流观点有所

不同; 结合日本天皇制度及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

角色变化来说明日本战略文化的影响因素，也给

人以启发。此外，对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二者

之间互动机理的综合性概括，对日本与其他国家

战略文化的比较研究，从战略文化角度对中日两

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提出系统性的政策建议等

方面，需要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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