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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
思想渊源

苑基荣

【提 要】日本近代侵略扩 张政策的核心就是
“

大陆政策
” 。

所谓 日本
“

大陆政策
” ,

是

指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中叶
,

日本向 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
,

梦想称

霸亚洲
,

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扩张总路线
。

日本
“

大陆政策
”

形成的理论
、

思想来源
,

始 于

其传统文化和近代 日本思想观念
,

其中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 日本
“

神国主 义
” 、 “

海外扩张

论
”
和 由尚武思想

、

武士道精神演变而来的
“

军 国主义
”

思想构成 了
“

大陆政策
”

思想 来

源的支柱
。

探询 日本
“

大陆政策
”

既是一个历 史问题
,

也是一 个现 实问题
。

历 史地考察
,

有助于加深对它的认识
,

在现实中保持应有的警惕
。

[关键词 ] 大陆政策 皇 国史观 海外扩张论 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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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5 年 日本 战败投降
,

给亚洲各国人 民

带来沉重灾难的
“

大陆政策
”

彻底破产
。

所

谓 日本
“

大陆政策
” ,

是指在 19 世纪 下半叶

至 2 0 世纪中叶
,

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

家进行武力 扩 张
,

梦想称霸亚 洲
,

征 服全世

界的侵略扩张总政策
,

也是 日本近代向外侵

略扩张 的 总政策
。

作为 一种侵略扩张政策的

形成
,

必有其思 想 渊 源
。

日本
“

大陆政策
”

形成的理论
、

思想来源
,

始于 其传统文化和

近代日本思想观念
,

其 中以 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日本
“

神国主义
” 、 “

海外扩张论
”

和 由尚

武思想
、

武士道精神演变而来的
“

军国主义
”

思想构成 了
“

大 陆政 策
”

思想来 源 的支柱
。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
,

战后 日本 出现了 否认发

动侵略战争
,

否定战争责任
,

美化军国主义
,

鼓吹
“

皇 国史观
”

的诸 多论调
。

伴随这些论

调的出现
,

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右翼化的政治

现象
。

这些 现象 的 出现 与 日本
“

大 陆政 策
”

形成的思想基础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联 系
,

有

的甚至是一脉相 承
。

所以探 寻 日本
“

大陆政

策
”

的思想渊源既是一个历史问题
,

也是一

个现实问题
。

历史地考察
,

有 助 于 加 深对 它

的认识
,

在现实中保持应有的警惕
。

一
、

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
“

神国主义
”

思想

皇国史观是 日本军国主义 的历史观
,

旨在

诱导和驱使年轻一代充当军国主义的奴隶而为

统治阶级的对外扩张政策效命
。

其基本观点是
:

大和民族是神选定的民族
,

都是天照大神的子

孙
;
万世一系的天皇为现实人间的神

,

是国家

一切的中心 ; “

八绒一宇
”

为最高理想
,

以天皇

的名义统一世界乃是走向人类永恒和平之大道
;

大和民族的对外战争是为完成历史使命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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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战
。

¹ 日本
“

神国主义
” , “

是以 日本的神国

意识和传统精神
,

指导 日本社会经济
、

政治外

交
、

文化教育的一种政治理念
” 。

º 以皇国史观

为核心的日本
“

神国主义
” ,

实质上是天皇以神

的名义来号召大和 民族子民对内服从天皇统治
,

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
。

这种思想由来已久
,

鼓

吹者甚多
,

其中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
、

本居 宣

长等
,

而真正成为国策理论依据则肇始于 《大

日本帝国宪法 》
。

奈 良时代 日本就被称为
“

神国
” 了

,

在平

安时代的天皇诏书和告示里也经常出现
“

神国
”

概念
。

这些诏书和告示都是向国民宣传 日本是

诸神保佑的国家
,

是奉神旨意行事的
。

从 14 世

纪后期开始
,

大力宣传神国思想的 《神皇正统

记》提出
: “

大 日本是神国
,

日本神传统永存
” ,

而且认为
,

日皇是奉天神之意施政的
。

该书提

出
:

万世一系的皇统论
,

作为日本国体的根本
,

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
。

»

而真正提出完整意义的 以皇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本
“

神 国 主 义
”

思想的是 山鹿素行
。

他

1668 年著的 《滴居童问》和 16 69 年著的 《中朝

事实 》两部著作反映出 以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

本
“

神 国 主义
”

思想的主要论 点
:

唯有 日本
“

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之地
” 。

他把 日本
、

朝鲜和

中国进行了 比较
,

认为中国
“
自开 天辟地以迄

大明
,

天下易姓
” 。

只有 日本
“

自人皇之初
,

神

武帝平均天 下
,

祭祀天 皇地神之宗庙
,

表明执

政万万世以来
,

至今已二千五百年
” , “

其间人

皇正统相继未尝易姓
” 。

¼

而且
,

山鹿素行还认为
, “

中央大国 旧
本 ) ……屹立 巨海

,

疆域 自有天险
,

自神圣继

天立极以来
,

四夷终不得窥伺藩篱
。

皇统连绵

而与天地共无穷
。 ”

因此
,

山鹿素行认为
,

中国

是
“

中央之国 日本
”

的
“

通信
”
之邻国

,

朝鲜

为
“

向本朝 贡赋
”
之 国

,

称
“

属
”

国
。

同时
,

山鹿素行 还极 力歌颂 日本 为
“

中华
”

或
“

中

国
” 。

½ 从中可明显看出山鹿素行的以皇 国史观

为核心的 日本
“

神国主义
”

思想
,

其中还夹杂

着大和民族优越论意识
。

山鹿素行思想中虽有排斥中国的内容
,

但

总体上来说
,

其思想是以儒家伦理 为基础 的
,

138

与山鹿素行相比
,

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 以

皇国史观为核心的 日本
“

神国主义
”

思想则彻

底以神学为其
“

神国主义
”

的基础
。

本居宣长是一位鼓吹以皇 国史观为核心的

日本
“

神国 主义
”
思想的理论家

。

本居 宣长

( 17 30一 18 01 )
,

出身于 当时商业资本发达的伊

势松坡 (现今的三 重县松坡市 ) 叮 人家庭
。

中

国学者认为
:

本居宣长的
‘

旧 本精神
”

哲学是

一种极端的宗教迷信
,

他站在尊崇天皇的立场
,

把纯粹解释历史的文学的研究和哲学的研究混

在一起
,

因而 以哲学的研究为主
,

把历史的考

证的成果牺牲 了
,

日本古代神话资料保存 于

《古事记》 中
,

根据这些神话
,

拥护所谓的
“

神

国
” ,

所谓
“

万世一系
”

的
‘

旧神传统
”
的天皇

制度
,

这种治学方法基本上就是宗教迷信
,

说

不上文献学的方法
。

¾ 日本学者也认定
:

本居宣

长是创世纪式神话的信奉者
,

他的神学观点达

到了荒诞的地步
,

他把
“

国学
”

中合理的成分

加以 歪 曲而塞进 了 这种
“

神 国 主 义
”

观念

之中
。

¿

能充分表述本居宣长的 以皇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本
“

神国主义
”

思想的是其著作 《玉矛百

首》
。

本居宣长在 《玉矛百首》 中写到
: “

世界

有许多国家
,

但 由祖神直接所产生 出的
,

只有

我日本国
。 ” “

我国是 日本之大神的本国
,

即在

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
,

那也可 以说是祖国

的国
。 ”

所以
,

他认为
: “

世界万 国之中最优秀

的国
,

只有我天皇所统治的 日本
。 ”

因此
,

本居

宣长认为
,

既然 日本是
“

世界之祖国
” ,

就有征

服与统治世界之使命
。

他认为这是遵从天照大

¾

¿

竹内里三等编 《日本历史词典》
, “

皇国史观
”

条
,

天津人

民出版社 198 8 年版
。

刘天纯等
: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

人民出版社 20 0 4

年版
,

第 s5 页
。

清原贞雄
:
《日本精神概说》

,

东洋图书株式合资会社 19 33

年版
,

第 128 一 129 页
。

山鹿素行
:
《滴居童问》 ( 16 68 年版 ) ,

《中朝事实》
,

《山鹿

素行全集》第 13 卷
, 16 6 9 年版

,

第 7 页
。

守本顺一郎
:
《德川政治思想史研究》

,

未来社 19 8 1年版
,

第 5 7 页
。

朱谦之
:
《日本哲学史》

,

三联书店 19 6 4 年版
,

第 104 页
。

永田广志
:
《日本哲学史 》

,

商务印 书馆 19 8 3 年版
,

第 156

页
。



苑基荣
:

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

神的旨意行事
。

他说
, “

天照大神这个名称就是

普照这个世界的太阳的意思
” ,

日本之所以是万

国之冠
,

在于
“

它普照 四海 四方的天照 大御神

出生的本国
,

因而他是万 国之本原的国家
” 。

进

而指出
: “

天照大神者
,

因为治天之神
,

宇宙间

无与伦比
,

只要天地长存
,

则四海万 国无不蒙

其德光所照
,

无论何国亦不能一 日片时不得大

神而自存者
。 ”¹

此外
,

本居宣长还公然宣扬征伐中国的言

论
,

其思想充满了扩张倾向
。

他指 出
: “

自今以

后
,

如彼 (指中国 ) 果有罪而我加以征伐
。 ”

日

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曾评论道
: “

已经准备要在中

国犯罪时
‘

加以征伐
’

的本居 宣长的 日本神国

主义
,

不仅表明其思想把 日本与华夷秩序区别

开来
,

以形成 日本独立 的世界
,

而且还隐秘着

向国外扩张的冲动
。

日本神国主义不久便包含

了这样一种概念
,

即从华夷秩序的保护伞独立

出来的日本
,

将建立 自己传统的以 日本为中心

的华夷秩序
。 ”º

本居 宣 长极力倡导 以 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
“

神国主义
”

意识
,

以
‘

旧 本精神
”

增强 日本国

民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

并以此来排斥
“

唐心
”

(中国的儒家思想 )
, “

佛心
” (印度的佛教思

想 )
。

本居宣长在宣扬以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
“

神

国主义
”

思想中
,

引申出
‘

旧 本是世界之神国

的最优秀 国家和 民族
”

的结论
。

这就形成了
“

大日本帝国优越论
” 、 “

大和 民族优越论
”

的理

念
,

因而产生 了征服世界的思想
。

从而产生向

大陆扩张的狂妄野心
、

狂热的排外主义情绪和

穷兵默武的扩张欲望
。

当然
,

全面宣扬 以皇国

史观为核心的 日本
“

神国主义
” ,

征服世界的 民

族优越论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

1 86 8 年 3 月
,

明治天皇发布 《五条誓文 》

宣称
, “

兹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
,

联当身

先率众誓于天地神明
,

以大定国是
,

立保全万

民之道
” 。

并指出
,

这一切变革都是为了
“

大

振皇 基
” 。

在 《五条誓 文 》基础 上
,

又 公 布

《军人救语》
、

《教育救语》
,

以明治天皇名义发

表
“

三大诏
,

显示出国家的基本方针
” 。

» 表明

了明治时代的 日本神 国意识和 征伐宇 内之使

命
。

伊藤博文在关于废藩建议 中指出
: “

速布

告天 下列藩
,

召开 一次大会议
,

听取天 下公

论
,

建立皇国之根本
。

内以奉慰神武天皇之神

灵
,

外以威慑万 国
,

此乃今 日在朝大臣之职责

也
。 ”¼ 同时日本统治集团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近代天皇制
,

比如扩大皇室财产
,

确立天

皇制皇室的物质基础
。

1 8 8 2 年 2 月
,

根据岩仓

具视的建议
,

要求把皇室财产扩大到与国民财

产相当的水平
, “

皇室岁入足 以支付官吏薪傣

和陆海军经费
” ,

以保证皇权不受 国会
、

政党

的牵制 而
“

永不动摇
” ; 制定新的华族制度

,

作为天皇统治的屏障等
。

最集中反映皇 国神权思想的法令
,

要算是

公布于世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
。

如宪法载明
: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 天皇神圣

不可侵犯
,

天皇乃 国家之元首
,

总揽统帅陆海

军
,

天皇 召集帝国议会
,

天 皇 可命令其开会
、

闭会
、

休会及解散众议院
。

总之
,

天 皇拥有国

家一切大权
,

而天皇的皇位
,

又 是按血统由天

皇子孙继承
。

换句话说
,

宪法 的基本原则是
“

一国之权以君主之大权为中心
,

其他一切权力

均由此而来
” 。

½

而日本国 民
,

统统是神化天 皇的
“

臣民
” ,

受到由天皇发布的各种法律制约
,

有服兵役等

义务
。

在宪法所载之条规之 内
,

遇到
“

战时或

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
,

不得妨碍 天皇施行大

权
” 。

如果概括起来看
,

近代以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本
“

神 国主义
”

思想
,

可 为三 个基本点
:

第一
,

万世一统的天皇统治秩序是绝对的和不

可变 的
;
第二

,

天皇具有支配世界之使命
,

包

括对外扩张
;
第三

,

天皇是代表天神意志 的政

治支柱
。

¾

总而言之
,

长期以来
,

日本统治者正是利

½

¾

本居宣长
:
《玉矛百首》

。

转引 自刘天纯等著 《日本对华政

策与中日关系》
,

第 88 页
。

信夫清三郎
:
《日本政治史 D

,

日本南窗社 19 7 6 年版
,

第

5 3 页
。

渡边茂雄
:
《明治天皇》

,

日本时事通讯社 19 6 6 年版
,

第 56

页
。

春亩公追编 《伊藤博文传》上卷
,

L1 本原书房店 19 70 年

版
,

第 415 页
。

清水伸
:
《帝国宪法制定会议》

, 19 40 年版
,

第 118 页
。

安丸良夫
:
《近代转换期的天皇 》

,

《思想》 19 9。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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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日本神国理念与天皇神权意识和虚伪的征服

世界的
“

使命感
” ,

才大肆宣传 日本民族的优越

性
,

并利用这种优越性鼓 动对外侵略扩张
。

所

以
,

许多 日本人才不能正确认识民族是历史形

成的道理
,

受骗于 日本神国理念与天皇神权意

识
。

日本近代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
,

正是这种

以皇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本
“

神国主义
”

思想
,

构成了后来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与舆论的

依据之一
。

二
、

海外扩张论

关于 日本的海外扩张论
,

或称海外开发论
,

在 日本学者中有各种称呼
,

如
“

海外雄飞论
” 、

“

海外开拓论
” 、 “

海外殖民论
” 。

“

海外扩张论
”

是德川幕府末期 日本儒学

家
、

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

外扩张主义思想
,

矛头指 向朝鲜和中国
。

其主

张是
:

日本应尽早 向海外开发
、

扩张
、

殖 民
,

要求幕府效仿西欧诸国那样去
“

开发经济
” 、

“

扩张领土
”

和
“

经营殖民地
” 。

这种思想反映

了 日本民族的
“

岛国意识
”

危机感
。

较早提出
“

海外扩张论
”

者是 17 3 4 年出生

的工藤平助
,

其后代表人物有林子平
、

本多利

明
、

佐藤信渊和 吉田松阴
。

工藤平助仅提出提

防俄国南进
,

开 发虾夷的思想
;
而林子平则发

展到开发周边
“

三 国
”

(朝鲜
、

琉球
、

虾夷 ) ;

相对于林子平
,

本多利明更新了
“

海外扩张论
”

思想
,

正式提出 日本应建立向海外扩张 的长期

体制
—

“

开拓制度
”

(殖民制度 ) ; 到佐藤信

渊就已经提出了征服 中国 的较为完整的扩张 主

义思想体系
,

不仅确定了侵略目标
,

而且规定

了侵略步骤和完成步骤的方法
。

在其思想影响

下
,

吉田松阴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吞并朝鲜和 中

国
,

还要君临印度
。

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

意门生木户孝允
、

伊藤博文
、

山县有朋等明治

维新重臣
。

木户孝允的
“

征韩论
” ,

山县有朋的
“

利益线论
” ,

无不直接师承于吉 田松阴的对外

扩张主义
。

而 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

行武力扩张
,

梦想称霸亚洲
,

征服世界的
“

大

陆政策
”

正是在上述思想前提下形成的
。

所以

1 4 0

说
: “

海外扩张论
”

也是 日本
“

大陆政策
”

的思

想渊源之一
。

工藤平助
,

生 于 纪 州藩 (即 纪伊 ) 的一

个 医生 家庭
。

著 有 《赤虾 夷风说 考》 一书
,

书中提 出开发虾夷的主张
,

还指出增强
“

国

力第一论
”
的观点

。

并指 明值此俄国南下 之

际
,

要确保虾夷
,

以加强北方海防
,

抵御俄

国南下
。

工藤平助的开发虾夷论
,

得到了当

时幕府的支持
,

1 7 8 5 年由官方组成虾夷勘察

探险队
。

¹

作为工藤平助朋友 的林子平的
“

海外扩张

论
”
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 《三国通览图说》上

。

《三国通览图说》中的三国是指朝鲜
、

琉球和虾

夷三地
。

林子平认为
,

由于三地
“

与本邦接壤
,

实为近临之国
” ,

日本要
“

知晓此 三 国地理
” 。

还鼓励
‘

旧本勇士率雄兵入此三 国时
,

谙察情

况而随机应变
” 。

实质上是在鼓励 日本侵 占三

国
,

向周边扩张
。

º

本多利明 ( 17 44一 18 21 )
,

生于越后国 (今

新泻县 )
,

其代表作有 《经世秘策 》
、

《西域物

语》
、

《经济放言》等
,

均属经世策论
。

其
“

海

外扩张论
”

主要观点是提议开发属岛
;
同时正

式提出日本应建立向海外扩张的长期体制
—“

开拓制度
” (殖民制度 )

。

他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类似马尔萨斯人 口

论的所谓
“

万民增殖
”

基础之上
。

他认为两对

夫妻在 33 年间可繁衍子孙 79 人
,

人 口增长率为

19
.

7 5倍
。

而 日本土地有限
,

产品不多
,

难以满

足人口增长 的需要
。

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 民

主义者
,

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
。

因此
,

极

力主张推行殖产兴业政策
,

认为这是
“

国君 天

职
” ,

并提出富国四大急务
,

其中开发属岛尤为

重要
。

为此
,

他主张除 日本周边诸岛
,

如虾夷
、

小笠原群岛外
,

还有鼓 岛
、

马 绍尔 岛
,

甚 至
“

将 日本国迁往堪察加地区
,

赐与本国之国号
,

使居假馆并置郡县
,

命诸有 司抚 育附属 土地
,

自东洋所在之近岛逐次开发
,

并渡海开 垦海上

¹ 信夫清三郎
:
《日本政治史 I))

,

第 70 一 72 贞
。

º 《林子平全集 》第 1
、

2 卷
,

转引自刘天纯等著 《日本对华

政策与中日关系》
,

人民出版社 20 04 年版
,

第 引 ~ 92 页
。



苑基荣
:

浅析 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

多数岛屿
,

借抚育
、

交易以获致土人信服
,

悉

皆成为我国国力扶植之土地
。 ”¹

为配合向外拓殖
,

开发属岛
,

本多利明认

为应当建立面向全世界的
“

开拓制度
” (殖民制

度 )
。

他认为
, “

东洋有大 日本岛
,

西洋有英吉

利岛
,

在全世界
,

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
” 。

“

欧洲各 国强盛 国家
,

其本国虽小
,

但多有属

国
,

亦堪称大国
” 。

º 为此他认为
,

日本正是由

于没有开拓制度
,

因而俄 国在虾夷抢了先
,

因

此他告诫人们
, ‘

旧 本因无开拓制度
,

因而不问

诸岛之政事
;
若不问政事

,

则不知 国君之恩泽
;

由于不知国君之恩泽
,

遂迅速臣服莫斯科 (俄

国 ) ”
。

至于 日本开拓殖民地的范围
,

他认为应

向全世界拓殖
。

甚至强调为向全世界拓殖
,

实

现世界大国梦想
,

用侵略手段达到其 目的也在

所不惜
。

继本多利明之后
,

进一步发展其
“

海外扩

张论
”
的代表人物则是幕末时期的佐藤信渊

( 17 6 9一18 5。)
。

他对海外扩张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见解
,

可谓
“

海外扩张论
”

的集大成者
,

在

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说是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
。

佐藤思想的核心是
“

中国征服论
” ,

其代表作

有 《西洋列国史略》
、

《防海策》
、

《天柱记》
、

《垂统秘录 》
、

《混 同秘 录 》和 《经济要略 》

等书
。

佐藤信渊 思 想 的基础 是 皇 国史 观
,

他认

为
“

皇 国
”

是 世 界唯 一 中心
,

并 明 确 提 出
“

皇 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
,

为世界万 国之根

本
,

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
,

万 国之君皆为其

臣仆
。 ”
进而提 出

: “

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

微不 足 道之蛮夷
,

混 同世界
,

统一 万 国
,

有

何难哉
。 ” »

基于上述扩张主义思想
,

佐藤信渊进而提

出
“

中国征服论
” 。

他认为征服中国首先应征

服满洲
。

他提出
“

当今世界万国之中
,

皇国较

易攻取之土地
,

莫过于 中国之满洲
。

何者 ? 概

满洲之地于我之山 阴及北陆
、

奥羽
、

松前等隔

海相对 者凡 八 百余 里
,

其 势 固 易拢
,

可 知

也
。 ’, ¼为达到此种 目的

,

日本可将全国划分八

个地区
,

他在对各地区的地势
、

人 口
、

产业等

条件及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

具体论述了各

地区向满洲以外地区进攻的最佳方案
。

其侵略

步骤
,

先从满洲 开始
,

随后 自朝鲜攻 向北京
,

再向华中
、

华南等方 向推进
。

如是
, “

数十年

间中国全数底定
。 ”

中国
“

既 已划人版图
,

其

他如西域
、

逞罗
、

印度等国渐慕其德
,

并畏其

威
,

必将隶为臣仆
。

故由皇 国统一 世界 万 国
,

并非难事
。 ’,

½为 了保证侵略中国计划的实现
,

佐藤信渊主张 日本天皇亲征并实行全 国总动

员
。

同时还提出开发南洋的主 张
,

不仅如此
,

佐藤信渊更妄想在征服中国的基础上
,

再
“

开

拓沿海诸国及北亚墨利亚诸洲岛
,

师彼俄国故

智
,

或和亲以通贸易
,

或以兵威畏服之
,

由 日

本遣派守令
、

军卒及教师制其地
,

以归附土

人
” 。

上述情况表明佐藤信渊所提的
“

中国征服

论
”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
,

它

不仅确定了侵略 目标
,

而且规定 了侵略步骤 和

完成这些步骤的方法
。

因此
,

明治维新后
,

日本政府的实际 主持

者大久保利通 十分重视佐藤信渊 的 主张
,

从

18 7 1 年开始
,

陆续出版了他的各种著作
,

对他

的扩张主义思想广为介绍
,

大造侵略有理的舆

论
,

并成为明治时期皇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首

倡
“

大陆政策
”

的思想基础
。

可以说
,

佐藤信渊的侵略思想
,

是幕末以

来儒学家的富国强兵论及尊攘思想
,

国学家所

标榜的 日本神国观念
,

以及洋学家的海防论三

者的集大成者
,

是 日本
“

大陆政策
”

的思 想基

础和内容的蓝本
。

佐藤信渊死后
,

美英等列强先后迫使 日本

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使 日本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
,

日本 国的危机 日益

严重
。

当时的攘夷之士多唱
“

海外扩张论
” 。

但

此时立论的焦点则侧重于保国
,

即欲借向外发

展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

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

¹ 本多利明
:
《经济放言》

.

《日本经济大典》第 20 卷
,

启明

社 19 29 年版
。

º 《日本思想大系》第 44 卷
,

岩波 书店 19 7 0 年版
,

第 138

页
。

»¼½ 佐藤信渊
:
《混同秘录》

,

《日本思想大系 45 佐藤信

渊》
,

第 426
、

430
、

43 1~ 4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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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 0 0 9 年第 2 期

便是这种
“

海外雄飞论
”

的典型代表
,

他积极

鼓吹向海外扩张
。

吉 田松阴 (1 8 30 一 18 59 )
,

在德川幕府末

期被改革派武士奉为师表的著名维新思想家
。

与佐藤信渊的扩 张思想相比
,

他的意图既具

体又露骨
,

是个狂热 的扩张主 义者
。

其代表

作是 《幽囚录》
。

书中指出 日本的大害来 自华

盛顿和俄 国
,

而且
,

世界上许 多国家正在包

围日本
。

为 了摆脱这种 困境
,

保卫 国家
,

日

本应 当
“

急修武备
,

舰粗具
,

炮略足
,

则宜

开垦虾夷
,

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
、

鄂霍

次克
。

谕硫球
,

朝奴会 同
,

比 内诸侯
。

责朝

鲜纳奉贡如在盛时
。

然后爱 民养士
,

慎 守边

围
,

则可谓 善保 国矣
。 ’, ¹ 为 了实现

“

保 国
”

目的
,

他提 出要不惜屈从欧美列强 以争取时

机
,

趁机吞并弱小之 国
。

因此他认 为要 与鲁

(俄 ) 墨 (美 ) 讲和
, “

断不可 毁约 以失信夷

狄
,

但严 章程
、

厚 信义
,

以其 间善养 国力
,

征服易取之朝鲜
、

满洲
、

中国
,

以交换所失

于鲁国者
,

并 以朝
、

满之地 以 为偿
” 。

º 吉田

松阴的扩张主义思想
,

虽然当时未被政府采纳
,

但其思想影响却很深远
。

明治政府初 期
,

木 户孝允将上述
“

海 外

扩张论
”

具体化为
“

征韩论
” ,

并 欲付诸 实

践
,

因诸 多 因素 制 约暂 未 实施
,

但却成 为
“

大陆政策
”

的直接指导思想
。

吉田松阴的 另

一高徒 山县有朋则 是幕末的
“

海外扩张论
”

和木户孝 允等人 的
“

征韩论
”

的集大成者
。

他于 18 8 0 年出任参谋本部部长后
,

便大肆叫

嚣侵略中国 和朝鲜为当务之急
。

他先后 向天

皇和政府提交 《近邻兵备略表 》 和 《军事意

见书》
,

明确提出将朝鲜作为首先而且是直接

的侵略对象
,

并主张以武力解决
。

18 9 。年 12

月
,

日本召开 了帝 国会议第 一次会议
。

山 县

以 日本首相 的身份第一次发表了 《外交政 略

论》的施政方针演说
,

强调指出
: “

盖国家独

立 自卫之道有二
,

一为守卫 主权线
;
二 为保

护利益线… …大凡 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 益线
,

则无以为国
,

而今介 于列 国之 间
,

欲维持一

国之独 立
,

只守卫主权线
,

已决非充分
,

必

亦保护利益线不可
。 ”

所谓
“

利益线
”

主要指
142

朝鲜而言
。

正如他 自白那样
,

即
: “

与邻国接

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
” 。

具体

说来
“

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 。

» 山县

有朋的
“

主权线
”

和
“

利益线
”

的提 出
,

标

志着
“

大陆政策
”

的正式形成
。

既然朝鲜是

推行该政策过程中的第 一 目标
,

那么
,

明治

初年 的
“

征韩论
”

便是该政策的直接指导思

想
,

而
“

征 韩论
”
又 是幕 末

“

海 外扩 张论
”

的具体化
,

显然
, “

大陆政策
”

的思想渊源就

蕴含在这里
。

三
、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军国主 义
,

一 般而言指资本主 义
、

帝 国

主义时代 的军国主义
,

而且不仅仅采取军 国

主义性质 的政策
,

它是理论
、

体制
、

政策及

实践的综合体
,

其体制包括政治
、

经济
、

军

事
、

文化思想
、

社会结 构所有方面 的 国家总

体制
。

其基本 特征是 军 事至 上
,

谋求 霸权
。

形成军 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是
,

有较浓厚

的封建专制传统可 以继承
,

这样才有可能建

立起军国 主义所需要的 国家总体制
。

关于战

败投降前的 日本军 国主 义
,

可 以说它是帝 国

主义阶段 的典型 的军国 主 义
。

日本军国 主义

是军事封建 的帝 国主义
。

军事至 上
、

谋求 霸

权的军国主义特征在 日本军国主 义 的兴亡史

上表现十分突出
。

军事 发展成为 近代 日本 国

家发展 战略的核心
,

做
“

大东亚共荣圈
”

盟

主成为近代 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 的终极

目标
。

具体来说
,

日本军国主义是指
,

以富

国强兵
、

发展 军事为立 国之本
,

以保 留浓厚

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
,

以大和

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指导
,

以效

忠天皇
、

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
,

对 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和 民主权利进行彻底剥

夺
,

对其他 民族进 行双倍 帝 国 主 义 的政 策
。

吉田松阴
:
《幽囚录 》

,

《吉田松阴全集 》第 l 卷
,

岩 波

书店 19 36 年版
,

第 5 9 6 页
。

《吉田松阴全集》第 8 卷
,

《日本恐想大系 54
·

占田松阴 》
,

岩波书店 19 8 2 年版
,

第 19 3 页
。

大 llJ梓编 《山县有朋意见书》
,

《明治百年史从 书》
,

原书房

19 6 6 年版
,

第 20 5 页
。



苑基荣
:

浅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渊源

一言以蔽之
,

日本军国 主义就是 近代天 皇制

加侵略战争
。

日本
“

大陆政策
”

正是 日本军

国主义 的核心 和最本质体现
。

由此可 以看出
,

传统的武 国思想 和崇 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精

神构成 日本军 国主义 的 重要精神支柱
,

从而

成为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
。

“

尚武思想
”

和
“

职业武士
” ,

在 日本由来

已久
,

到幕府时代
,

武士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群

体了
。

平安朝末期
,

职业武士逐渐形成武士阶

级
,

其使命从护卫个别官员和贵族发展成
“

一

种君 臣主从的情谊
”

关系
,

出现武士阶级当政

的武家政治时期
。

公元 1 1 9 2 年源赖朝建立 日

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
—

镰仓幕府就开始

宣扬武 国思想
,

经过镰仓时代
、

室 叮 战 国时

代
、

德川时代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完善的武家政

治理念
—

武士道精神
。

¹ 明治时代 以前武士

道精神崇尚的是
“

俭朴
” 、 “

守信
” 、 “

奉公
” 、

“

勇气
” 、 “

名誉
”

等内容
,

其核心思想就是
“

忠
” 。

到明治时代武士道得到加 强
,

其精神演

变成 了
“

军魂
” ,

成为近代
“

国 民 皆兵主义
”

的征兵制度的理论依据
,

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

支柱
。

到明治十五年 (公元 18 8 2 年 )
,

明治天

皇亲自颁布的 《军人救语》体现了武士道精神

的核心内容
:

忠节
、

礼仪
、

武勇
、

信义
、

质素

等理念
。

º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
,

为了确保武士 阶级

的统治地位
,

于 1615 年制定了 《武家诸法度》
,

全文 13 条
。

其中特别强调
: “

文武弓马之道宜

专精熟习
” 。

这期间对武士道精神进行较为系统

论述总结的是大久保忠教的 《三河物语》 和山

本长朝的 《叶隐》
。

在 《三河物语》中
,

大久保

忠教规定武士的道德标准主要是战场上死的觉

悟
。

他强调战斗中的落后或胆怯行为是武士 的

最大耻辱
。

《叶隐》 中更是明确规定
, “

武士道

就是死的觉悟
” 。

» 两部书都毫不犹豫地把殉死

当作武士的美德
。

同时在德川幕府时代
,

社会舆论及许多政

治思想家极力主张
,

加强
“

武士阶级
” 、 “

武家

政治
”

的社会地位
,

称大 日本为
“

武 国
” 。

如

日本学者玖村敏雄指出
:

德川时期的思想家认

识到
, “

在江户时期的学者中
,

有许多人把中

国与我国的治 国情 况加 以 区别
,

认为彼为文

国
,

我为武国
” 。

¼ 而 山鹿素行的
“

尚武
”

论在

当时就最具代表性
。

他于 16 6 8 年所著 《滴居

童问》 一书中曾指 出
,

应当把
“

尚武
”

作为
“

治国平天下之要法
” 。

他认为
, “

我朝以武兴
、

以武治
,

忘武则弃本失基
。

远考上古
,

本朝之

最初即以武立
,

人皇之治中朝即以武治
。

久之

朝廷遂疏忽于武事
,

视为卑贱
。

从此
,

治承建

武之乱后
,

武家伸张武力以守护朝廷
,

终使天

下政事于 武家
。

然 以升平 日久
,

武德世世繁

茂
,

柳营频频升迁达官高职
,

群臣皆以赢得冠

带为荣
。 ”½

经过这样几个世纪的宣传鼓动
,

一系列武

国观念
、

尚武思想已经深人人心
,

并且由这种
“

尚武
”

思想培植了武士阶层
,

由武士精神发

展成武家政治 ; 进而把武家政治作为治国的理

念
,

其国称
“

武国
” , “

武国
”

乃军 国也
。

所

以
,

山鹿素行在阐明武士行为时指出
: “

论功

行赏乃 军国之盛事
” 。

也正如信夫清三郎所分

析的那样
: “

如把
‘

尚武
’

的 主张概括为
‘

军

国主义
’ ,

那么
,

军国主义正 是从尚武的立场

批判升平带来的尚文倾向
,

并决心贯彻武家政

治本质的武士 阶级 的一 种意识形 态
。 ”

因此
,

信夫清三郎认为
, “

为使武家政治成为真正 的

武家政治
,

并使武士 阶级继续作为武士阶级进

行统治
,

那么就常常要转向军国主义
,

以军国

主义为主体就成了绝对必要了
。

尤其是当武家

政治面临危机时
,

一定会更加 强烈地 回到军国

主义的立场上去
。 ”¾

¹º 清原贞雄
:

《日本精神概说》
,

东洋图 书株式合资会社

1933 年版
,

第 113~ 122
、

16 7 ~ 17 0 页
。

» 山本常朝
:
《叶隐》

,

岩波 朽店 19 81 年版
。

转引自赵波 《略

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

《之L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 20 0 3年第 l期
。

¼¾ 信夫清三郎
:
《日本政治史 I 》

,

第 10 6 一 10 7
、

10 8 一 110

页
。

½ 山鹿素行
:
《滴居童问》 ( 16 68 年版 )

,

《中朝事实》
,

《山鹿

素行全集》第 13 卷
, 166 9 版

,

第 6一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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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日本历史 发展事实表明
,

由
“

尚武
”

思想
、

武士道精神演变成军国主义论
,

这是思想脉络发展 的必然结果
。

明治维新之

后
,

其尚武精神几乎全部被继承下来
。

由尚武

论变成军国主义论
,

成为 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

思想和 精神 支柱
。

在军 国 主 义论 的支持 下
,

1 8 7 8 年日本政府规定
:

军队渐渐由对内而转向

对外任务
,

故而设置对外作战的参谋本部
,

独

立存在
。

规定参谋本部与天皇同是帷握机要
,

其任务是主管对内外的作战准备
。

参谋本部不

受陆军卿和太政大臣管辖
,

而直属天 皇
。

1 8 7 9

年 10 月公布的陆军组织条例
,

进一步明确参

谋本部的使命和权限
: “

日本帝国陆军一律直

属天皇陛下
” 。 “

凡有关军令之事项
,

由参谋本

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
,

经天皇亲 自裁决后
,

由

陆军卿执行之
。 ”¹上述规定对大陆政策的推行

起到了促进作用
。

从以上分析看出
,

日本军国主义论
,

就是

穷兵默武
,

对外侵略
,

对内军事化
,

并建立强

权的军事政治制度
。

这就不难理解
,

为什么 由

尚武思想
、

武士道精神演变而来的 日本军国主

义论
,

会成为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 和

舆论来源的道理所在
。

〔导师倪峰教授点评〕

“

大 陆政策
”

是 日本近代侵略扩 张政 策的

核心
,

也是学界研 究 的重 点
,

这 个政 策给亚

太国家和人 民带来 了深 重 灾难
。

本 文 能 涤入

日本 历 史
,

从 皇 国史观为核心 的 日本
“

神 国

主 义
” 、 “

海外扩 张主 义
”

和 尚武思 想
、

武士

道精神 演 变而 来的
“

军 国主 义
”

三 个层面探

究其产生的 思 想根 源
,

既 能 警醒 历 史
,

也具

有学理 意 义
。

文章思路 清晰
,

结 构 合理
,

有

一定见地
。

本文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美国

系 20 0 7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辉
:
周勤勤

¹ 中野登美雄
:
《统帅权的独立》

, 1934 年版
,

第 363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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