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¹

巴殷君
.

内容扭要 :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杭的历史
。

小 日本主

义与大日本主义
、

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
、

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
,

三种理念此

消彼长
,

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墓本轨迹
。

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

约了
“

大 日本主义
”

与
“

普通国家
”
目标的实现

,

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

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 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
。

但在
“
亚洲主义

”

方面
,

构成性杜会规范的集体认同
,

明显制约着
“

东亚共同体
”

外交目标的战略转

移
。

可以说
,

文化规范既约束粉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
,

也塑造若日本的外交政

策的认同
,

并且潜移狱化地影响若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

关 抽 甸 : 文化视角 外交政策 制度化规范 构成性规范 战略

一 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的文化视角

外交政策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

不仅包含着安全
、

政治与经济

的内涵
,

也表现为长期的历史深层的民族文化的一面
。

现实主义理论重

视国家权力
、

国家利益与国际均势
,

它在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关键时刻对

国家的对外政策确实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但无法解释历史中的国家外

交惯性与长期习性 ; 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制度与机制的作用
,

但是忽

视了一个国家外交政策中长期被文化塑造的独有的个性与特征 ; 建构主

义从集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规范的角度去审视一国的对外政策
,

关注的是

观念
、

认同的变迁
。

必 换言之
,

现实主义
、

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着眼

点分别是权力平衡
、

制度设计与文化规范
。

·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侧徽授
。

¹ 本文是徽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大课月攻关项目
“

中国东北亚战略与政策研究
”

(项目

批准号
:
伪」2以X) 37 ) 和徽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羞地宜大项目 “

朝鲜半岛政治经济走势

与我国的半岛战略研究
”

(项目批准号 :
呢刀以汀份渐2 ) 的资金资助的成果之一

。

º 参见刘鸣
:
《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用龄

,

《酬七国际关系》公切年第U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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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分析
,

如果将
“

理性
”

与
“

文化性
”

结

合起来
,

将会对行为体的选择作出更全面的解释
。

外交政策体现一种
“

薄
”

的基本性准则
,

其背后的文化则表现出
“

厚
”

的约定俗成
。

文化

与外交政策
,

正如手决定手套形状一样
。

因此
,

文化对外交政策某些特

定方面的研究不仅有效
,

而且由于文化的重要性与连续性
,

对于外交政

策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
。

美国学者彼得
·

J
.

卡赞斯坦认为
,

文化作为民族的集体认同的一种

规范
,

包含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
。

所谓制度化规范
,

是指被制度化

了的
、

明确表现出来的规范
,

它是国家特有的
,

一旦制度化
,

就将存在

于个体行为者之外
,

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偏好
、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

这

种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时
,

就具有了约束力
。

而构成性规范
,

表现为一

个国家民众的集体认同
,

也称作集体认同规范
,

它表现出长期的习惯性

与约定俗成的历史性
。

文化规范由各种不同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构

成
,

更多地表现为法律制度下的法律规范与历史习俗中的社会规范
,

不

同的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塑造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形式与民族的集体认同

模式
。

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中
,

文化规范规定着国家的对外行为标准
,

塑

造着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对外行为模式
。

战后 日本发展起来的
“

文化规范
” ,

首先表现为制度性规范方面
。

这种制度性规范来自于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双重特征
。

可以说
,

日本

的战败是国际规范 (条约) 转化为国内规范的历史基点
,

而法西斯主

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抗则成为其形成的逻辑起点
。

具体而言
,

二战结束
,

日本作为战争祸首之一
,

面临全面解除武装

等处罚
。

国际社会通过 《开罗宜言》
、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条

约
,

意图清除日本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
,

并通过
“
和平宪法

”

的制定
,

将上述国际条约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日本国内法律规范
,

这种外来的压

力将 日本推向民主主义之路
。

其中
,

宪法中
“

第九条
”

的规定
,

成为

防止军国主义不再重演的屏障
。

基于
“

和平宪法
” ,

日本又确立了
“

专

守防卫
” 、

不行使
“
集体自卫权

”

和
“

无核三原则
”

为核心内容的基本

原则
。

这成为制度性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
,

反映到外交政策上
,

又成为

日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

这些
“

和平原则
” ,

不仅为日本战后的对外政策选择制定了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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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的模式
,

同时也为国民的集体认同 (构成性规范 ) 构建了广泛的

和平主义的国内环境
。

绝大多数日本国民认可这种法律规范下的国家组

织结构
、

政治程序与基本原则
,

将追求经济繁荣的目标置于军事目标之

上
。

冷战时期
,

这种集体认同反过来又制约着企图修改宪法与发展军事

力量的少数人的追求
,

军事扩张的欲望在和平主义集体认同的状态下被

有效遏制
。

在这种广泛的和平主义集体认同下
,

日本达成了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的目标
。

正是这种制度性的法律规范与构成性的社会规范
,

建构

了日本内部的安全
,

同时确保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

可以说
,

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
,

既约束着 日本对外政策的行

为
,

也塑造着 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
,

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

的外交政策的选择
。

但正如著名日本研究专家彭佩尔指出的
: ‘

旧 本最

重要的盟国
—

美国
,

要比 日本的所有可能的敌人的总和更能触发日本

国内的外交政策
、

对外经济政策反映和国内争论
。 ”
¹ 日本的外交政策

,

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外在力量与 日本 自我约束的和平主义理念
。

可以

说
,

美国是 日本制度化规范的文化因素形成的重要原因
。

日本著名学者猪口孝认为
,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

抗的历史
,

即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
、

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
、

国际主

义与亚洲主义
,

三种理念此消彼长
,

构成 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

迹
。

本文借用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相关的文化视角
,

通过经验层面

与理论层面的论述
,

尝试对上述 日本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更弹性的解

释
,

期望达到更好地理解 日本文化规范对外交政策的建构的目的
。

二 小 日本主义与大 日本主义

( 一 )
“

和合文化
”

与
“

小 日本主义
”

“

小 日本主义
”

与
“

大 日本主义
”

之争
,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中期
。

当时
,

日本思想家横井小楠提出
“

万国一体
,

四海兄弟
” ,

成为
“

自然之势
” ,

世界因为互通贸易而相互依存
。

各国应
“

敞开胸襟
,

通

¹ 彼得
·

J
.

卡赞斯坦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么兀口年
,

第 m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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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之交易
” 。
¹ 这种主张和平通商的

“

小日本主义
”

的外交理念
,

后

来却被主张追求军事场权的对外扩张路线所替代
。

此后
,

日本吞并琉

球
、

侵略台湾
、

殖民朝鲜
,

将军事扩张的
“

大日本主义
”

推向极致
。

直到战败后
, “

大日本主义
”

政策遭到沉重打击
,

日本才重新确立
“

贸

易立国
”

的国家战略方针
, “

小日本主义
”

的政治理念又重新出现
。
º

有些学者将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外交之争的原因归之于
“

和

合文化
” 。

所谓
“

和合文化
” ,

是指在看似相互矛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

化的融合方面
,

日本人能够固守传统
,

又会逐渐地把外来文化融于自己

本国的文化传统中
,

使两者都能成为日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正如
,

和服与西装合于一体
、

和食与西餐同于一桌
、

佛教与墓怪教可以同时成

为日本人的共同信仰一样
, “

和合文化
”

在对外政策上
,

也可反映出包

容与和平的外交价值取向
。

但实际上
,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与日本的和平

主义爱好者的形象反差很大
。

以明治维新为界限
,

可以看出日本的
“

和合文化
”

表现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
。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两千多年里
,

日本的
“
和合文化

” “

融合
” 、

吸

收中华文化的内容
,

同时保持日本文化的传统
,

呈现出
“

内核一外缘
”

的构造
。
» 中华

“

主体文明
”

对于 日本的
“

边缘文明
”

具有很强的辐

射效用
,

反映到传统的日本对外政策
,

基本上是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东

亚秩序这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

当然
,

由于日本处于这一秩序的边缘

地区
,

加之大海相隔
,

使日本保持了对外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

这一时期

的
“

和合文化
” ,

基本属于
“
小 日本主义

”

范畴
。

从明治维新到二次大
‘

战
,

由于中国的迅速衰落
,

日本对外政策选择发生了巨大转变
。

日本试

图通过
“

富国强兵
”

的对外扩张主义
,

建立一个既要摧毁以中国为中

心的东亚秩序
,

又要摆脱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
,

但最

终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
“

大日本主义
”

遭到惨败
。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

是由该国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
。

文化价值

观转换的条件基于以下两条
: ( l) 国际战略环境的外部剧烈变化 ; ( 2)

¹ 横井小楠 r 沼山对菇J 、 r 日本思想大系J 绍巷
、

岩波奋店
、 198 1年

、 502贾
。

º 武村正义在 《虽小却烟月发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
“

小国论
” 。

该
“
小国论

.
继

承了近代以来的
“

小国主义
”

传统
,

但这一习论在如 年代未能占据主流地位
。

» 参见于桂芬
:
《西风东渐》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加1年
,

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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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的内部急剧变革
。

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
,

都可能影响到国

家战略价值观的变化
。

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
“

挑战一应战
”

理论
,

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
,

一国的对外政策的产生
,

必然服从于一定的价值

要求
。

从历史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
,

日本的对外政策的选择
,

一直是以

中国与美国两个外因变量为依据的
。

从文化视觉来看
,

日本不同历史时

期的
“

和合文化
”

作为 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内因变量
,

构成 日本对外

政策变化的基本依据
。

(二 ) 美国内素与
“

大日本主义
”

的 目标实现

经过战败的教训
,

日本由过去的军国主义转向和平主义
。

而且战后

至今
,

日本确在和平主义的道路上一路走来
。

那么
,

如何看待这种非暴

力的国家对外政策? 由于历史
、

制度与环境的变化
,

战后 日本创造了一

种新的
“

文化认同
” 。

换言之
,

战后的
“

和合文化
”

来源于 日本军国主

义对外扩张的失败与 日本本土所承受的
“

核打击
”

的历史记忆
,

来源

于军国主义制度被取而代之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
,

来源于日本宪法中的

和平理念
。

也就是说
,

是历史
、

环境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等相关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
。

正是上述
“

和合复合体
”

才重新创造出日本当今 的
“

和合文化
”

的集体认同
。

换言之
,

这一时期的
“

和合文化
”

是制度化

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

而这种结果形成的直接原因
,

是由

于美国这一外在 自变量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

二战后
,

日本的国内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巨变
。

由于美国

的占领
,

日本成为美国霸权联盟中的从属伙伴
。

同时
,

美国主导下制定

的和平宪法
,

又制约着 日本重蹈军国主义道路
。

国际上
,

两极对立的冷

战体系
,

使日本从属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之中
,

共同对抗对日本构成威胁的苏联
。

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选择
,

一直

取决于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的自变量
。

冷战时期
,

日本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实
,

在和平宪法

的制度化规范内
,

推进贸易立国战略
, “

和平主义
”

成为当时保证 日本

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

日本一直推行着这一精明的对外政策
:
与最强国家

美国结盟
,

搭美国的便车
,

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
,

腾出精力发展本国经

济
。

这种政策的结果
,

不仅使日本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而且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军事强国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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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外交政策在于日本的军事选择并非
“

咄咄逼人
” ,

其国家安全政

策是在 日美同盟特定的环境中
,

谨镇推进武器水平的提高
,

拥有了
“

普通国家
”

所拥有的军事实力
。

在
“

核间题
”

方面
,

日本遵守着
“

不

制造
、

不拥有
”

的原则
, “

但它已经实际上成为一个核大国
,

具有威摄

力t 却不用生产核武器
”
¹

。

这种外交政策的精明之处
,

还在于遵守无

核原则与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日本不愿

意行使武力解决国际纷争
,

国家的外交政策遵循着
“

非基力
”

的和平

理念
,

这是日本在海外投资
、

合作生产
,

极易进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基

本原因
。

战后
“

和合文化
”

所表现出的
“

小 日本主义
”

的路线
,

实质上体

现着
“

大日本主义
”

的战略目标—
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

,

而且要

发挥
“

政治大国
”

的作用
、

在地区安全方面谋求主导权
。

上述历史事

实表明
,

为达到
“

重新崛起
”

的目的
,

日本巧妙地利用了美国
“

强加
”

的
“

制度化
”

的和平宪法
,

同时借美国保护之力
,

不断调整和变革
,

以求最大程度地利用当下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
。

这种
“
和合文化

”

所

具有的战略取向
,

被美国学者肯尼思
·

派尔称作尽量
“

以最小的代价

谋取最大的成果
” 。

为达此 目标
,

日本在每一次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
,

通过集体认同和构成性规范的建构
,

谋划着国家的长期利益
。

这也透射

出了日本在未来时 日国家战略目标调整与变化将在
“

和合文化
”

的常

态下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
。

三 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

(一 )
“

普通国家
”

目标与
“

制度性法律规范
”

的冲突

冷战结束
,

美
、

中两国的实力变化及其国家战略调整
,

成为影响地

区乃至世界力量结构变化的两个关键因素
,

也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

必要条件及直接原因
。

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
,

正是基于这两条主线
,

是

对美
、

中国力及其战略定位的反应
。

面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

依

据国家实力
,

日本已经在调整其地缘战略
,

重新界定 自己的国家利益
。

¹ 彼得
·

J
.

卡赞斯坦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生络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公】立年
,

第 1刀页
。

一 9 8 一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口

可以说
,

在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
,

现实主义理论对日本的对外

政策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但是
,

也要看到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

范的文化因素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近些年中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

与此相对照
,

日本经济却表现出长

期的萦条和沉寂
。

实际上
,

世人忽视了日本正沉浸于谋取
“

重新崛起
”

的大国之梦
。

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
·

派尔在 2(X) 7 年 1 月出版的

《日本崛起
:
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¹ 一书中告诫世人

: 日本已重拾

自信
,

正在重新崛起
。

派尔在解释日本崛起的表现时明确指出
:
日本正

在抛弃已实行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
,

开始准备让自己成为

21 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
。

这种崛起
, “

不仅仅是指经济状况

和国家实力复苏意义上的
,

而是全面的
、

全新的
,

包括战略理念的更新
,

包括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
‘

有所作为
’

的意志和目标之复苏等等
” 。

二战以后
,

日本走上了
“

吉田茂选择
”

的道路
。

在
“

重经济
、

轻

军事
”

的口号下
,

推动实现
“

民生国家
”

的目标
。
º 到 60 年代末

,

日

本实现了经济腾飞
,

步人了经济大国的行列
。

进人 80 年代
,

随着经济

的急剧膨胀
,

日本政界逐步形成了以军事力量的扩张为基点迈向政治大

国的外交目标
。

oo 年代以来
,

日本通过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及
“

九一

一
”

事件
,

在
“

国际贡献
”

的名义下
,

先后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派兵
,

完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和行动
,

开始了向
“

普通国家
”

推进的历程
。

日本
“

普通国家
”

目标
,

源于 20 世纪 so 年代中曾根提出的
“

战

后政治总决算
” 。

但当时的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都未能接受
。

这表明日

本政府在推动由
“

民生国家
”

向
“

普通国家
”

目标转变的问题上
,

与

制度化规范及构成性规范的文化因素发生冲突
,

这些规范当时对
“

普

通国家
”

目标实现显然具有阻碍作用
。

随后
,

90 年代初期小泽一郎的
“

普通国家论
”
»

、

21 世纪初安倍

晋三的
“

摆脱战后体制
” ,

都是这一目标的延续
。

¹ K . ul 州山 B
.

巧肠
, “】月”口 几‘邓

:
几

e R . ur , nCe 试 】月”四阴 脚甘. 叫 户年目阳
” ,

户山石。

赶创. ,

取口幽叮 ZIX y7
·

。
“
民生国家 ( d 讨场功 乒附份 ) 论

”

的代表者为著名记者船桥洋一
。

其主张反对日本成

为军事大国
,

应把 日本发展成为全珠性民生大国
。

参见
:
船棍洋一编 r 日本城略宜霄一夕匕

l) 了 夕大国套心9 L t 一J 、

翻谈社
、 199 1年

。

曲 小汉一郎 r 日本改遭针面J 、

带敲社
、 1卯3 年

、 117 夏
、 123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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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宪法印 周年的声明中
,

安倍称由美国在战后一手打造的和

平宪法已经过时了
,

急孺
“

大胆的重新审视
” ,

尤其是要斌予 日本拥有

国家军队的权力
。

在现有宪法的规定下
,

日本没有参与
“

集体防御
”

(加Uec ti ve defe nse ) 的权利
,

无法在军事上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

他迅速将
“

防卫厅
”

改为
“

防卫省
” ,

宣布五年之内完成宪法的修改
,

并继续推动
“

自卫队
”

向
“

自卫军
”

转变
。

日本在野党认为根据 《自

卫队法》第 88 条规定
,

对于行使武力
, “
限制合理必要的判断

”

有可

能会随之被取消
。
¹

2以刀年 5 月 14 日
,

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有关修改宪法程序的

《国民投票法》
。

国民投票法规定国民投票仅限于修改宪法
,

但该法在

颁布三年后方可实施
。

20 10 年 5 月 14 日该法开始生效
。

据20 10 年 5 月

18 日 《读卖新闻》报道
,

日本首相鸿山作为宪法修改的支持者
,

对于

这一法案的生效给予认可
,

副首相曹直人也主张有必要修改宪法
。
。

由此看来
,

这种急于摆脱战后
“
和平宪法

”

的制度化规范捆绑
、

通

过塑造国民集体认同
,

由上至下地推动修改宪法的意图越发明显
。

日本

所谓的
“

普通国家
”

化主张
,

具有很强的军事大国化意图
。

日本加强在

亚太地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

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
,

尤其是强化

日美同盟及实施导弹防御计划
,

已经导致日本周边国家的担优
。

修改宪

法
,

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
,

表明日本要抛弃
“

民生国家
”

的政策理念
。

(二 )
“

普通国家
”

的 目标与
“

构成性社会规范
”

的改造

目前
,

日本政坛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大同小异
,

都赞成将国家
“

普

通化
”

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
。

日本国民修宪的集体认同接近形成
。

这

种构成性社会规范的改变
,

为执政党推动修宪活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

在宪法修改的民意方面
,

以往的民调显示
,

虽然支持宪法修改的数

字不断上升
,

但是
,

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
,

支持率始终很难过半
。
以刃7

年 1月 4 一 10 日
,

日本政府调查显示
:
赞成宪法修改的国民为 45 %

,

不关心的人群为 2% ,

而反对修宪的达 53 %
。

与以往相比
,

赞成修宪的

国民有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
。 2以拍 年鸿山内阁上台后

,

赞成修改宪法

¹ r L儿孟儿赤旗J Z以拓 年 11 月 4 日
。

。 r貌充新阳』 加10 年 5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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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口

的人持续上升
。

据 2 0 10 年 5 月 1 一 6 日的日本政府调查显示 (如下图 )
:

赞成宪法修改的国民达 63 %
,

与 2(X) 7 年相比
,

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
,

不关心的人群为 8 %
,

而反对修宪的为 30 %
,

下降了 20 多个百分点
。

这表明
,

日本国民对于修改宪法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
,

日本政府通过强

化国民的集体认同消除制度化规范束缚的目标基本实现
。

修改宪法要在

议会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
,

同时需要 日本国民的集体认同
,

可以

说
,

目前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

图 1 20 10 年日本宪法修改国民典论调查

资料来源
: httP刀卯U日

.

d‘】扣 e
ws

.

y比00
.

co
.

jp
,

百分率为四舍五人值
。

当
“

制度化规范
”

的
“

约束力
”

成为
“

普通国家
”

战略目标的障碍

时
,

日本政府通过国民集体认同这种社会规范的改造
,

转而达到推动制度

化规范
“

和平宪法
”

的修改目标
。

这种集体认同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

不是

自发形成
,

而是日本政府有意地利用公共宣f掣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共识
。

正如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言
, ‘

旧 本要摆脱附庸国家地位
,

重建自

信
,

与美国平起平坐
” ,

首要的是推动国民
“

在思想上形成转换
” 。

目

前公众舆论及国民的集体认同已经倾向于修改
“

和平宪法
”

这一制度

化法律规范
,

可以说
,

这种
“

构成性规范的文化因素
”

将会对未来的

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

四 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

(一 )
“

亚洲主义
”

产生的时代背景

日本长久以来
“

危机意识
”

突出
。

在对外交往的事务中
, “

任何涉

一 10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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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日本个人命运的外交事件
,

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 日本深深地卷

到事件中
,

这种行为特点被称为日本的
‘

母性家族国家本能”
’

¹
。

表现

为媒体与公众对于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更具怀疑
、

敏感的态度
。

这种文化

心理
,

塑造了日本对外政策的
“

谨慎与隐蔽
”

的特征
。

日本的领导者

正是利用本民族
“

危机意识
”

的心理
,

巧妙地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

压力
,

引导日本的对外政策适应国际社会的变迁
。

自二战战败以来
,

日本对于走向军事大国
、

推行海外扩张一直保持

着某种
“

矜持
” 。

但这并不说明日本不再参与传统的大国政治游戏
。

日

本的对外政策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通过市场向国外扩展它的影响
,

寻求强

化经济主导能力
、

扩散日本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目标
。

但即使是经济方

面
,

日本政府也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
“

谨慎
” ,

政府不只是通过经济援

助与技术扶持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
,

更多地是通过大型的跨国公司
,

以

日本国内为中心
,

建设可以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生产链
,

组建复合型工业

生产流程
,

达到能够控制其他国家的部分经济
、

实施结构性控制的对外

目标
,

从而使国际社会更多地认可 日本的政治
、

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影响

力
。

在全球化
、

区域化不断推进的当今世界
,

尤其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整

合速度加快
、

中国的崛起与两岸迅速融合
,

更使 日本的
“

危机意识
”

陡然提高
。

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回归
“

亚洲主义
”

的外交路线
,

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出现回归
“

亚洲主义
”

的呼声
。

º

21 世纪初以来
,

日本提出要建立一种地区层次上的
“

东亚共同体
”

的理念
。

20() 9 年上台的鸿山政府提出了
“

东亚共同体
”

战略构想
。

这

一战略不是通过军事平衡达到外交目标
,

而是在经过历史曲折之后
,

日

本要重返亚洲
。

这种外交的真实目的
,

是 日本作为
“

亚洲大国
”

的身

份认同不仅要在日本国内
、

也要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
。

这种政策安排
,

不仅可以消除 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中过分追求国家权力的印象
,

也可以

淡化 日本多年来追求的自主性的国防战略
。

¹ 潘一禾
:
《文化与国际关系》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X) 5 年
,

第 142 页
。

º 上世纪 so 年代以来
,

以新民族主义的抬头为背景的亚洲主义死灰复嫉
,

这种亚洲主

义情结
,

一方面
,

宜示对美不满
,

另一方面
,

其亚洲主义的观念仍是以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

亚洲观
。

参见
:
盛田昭夫

·

石原慎太郎 r 「NO ( / 一 ) 」 七言之石日本J 、

光文社
、 1989 年

、

12 一 2 1 夏
。

10 2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路选择 口

事实上
,

战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

日本的
“

自卫
”

能力得到

了飞跃式的提高
, “

自卫
”

与
“

进攻
”

能力之间已经没有区别
。

日本早

已不是也不愿意成为亚洲的
“

民生国家
” ,

但又不明言成为亚洲的
“

政

治与军事大国
” ,

在
“

普通国家
”

的外衣下
,

通过
“

东亚共同体
”

理

念
,

日本试图将 日美同盟这样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关系
,

隐藏于亚洲区域

组织之中
。

这样既可使亚洲成为日本施展军事与政治抱负的重要平台
,

也可以使这一区域成为权力国际均势与国家行为得以约束的国际机制场

所
,

达到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效用
。

这是现实主义

理性国家追求国家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诉求
,

但是日本外交政策关

注的
“

亚洲主义
”

明显与日本国内文化的
“

脆弱性
”

发生强烈碰撞
。

(二 )
“

构成性社会规范
”

对
“

东亚共同体
”

目标的制约

本尼迪克特将 日本的文化称为
“

耻感文化
” ,

认为
“

真正的耻感文

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

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

反映来做善行
”
¹

。

与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相比
,

这种文化的差异体

现在对外政策中
。

奥斯威辛与广岛几乎成为 日本有别于德国的对外政策

的重要坐标
。

德国公开反省二战中的罪行
,

而日本对二战中对其他国家

民众进行屠戮的角色进行掩盖
,

却不断向全世界与本国国民宣传受到美

国核伤害的经历
。

日本二战中的罪行及其不愿
“

服罪
”

的态度
,

使其

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一直被动
。

可以说
,

这是 日本
“

耻感文化
”

在国际

社会的外交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

这种文化体现出自我为中心的
“

文化狭隘性
” 、

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

道德缺失性
”

及其无法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

脆弱性
” 。

其外交模

式
,

必然会遭到周边国家的抗议与国际社会的冷遇
。

这种外交政策所推

动的目标是要加强区域相互
“

依赖
” ,

而所要相互依赖的国家都是 20 世

纪上半叶日本曾经进行过军事征服
、

领土占领
、

民族屠戮的国家
。

在这

些国家看来
,

今天的日本外交战略不会再去追逐军事扩张
、

土地占领
,

其外交重点集中在增强国际市场主导权方面
,

努力使区域内国家依靠 日

本的产品
、

技术援助与经济扶持
。

但这一做法仍被理解为日本不是努力

扩大区域共同体的发展
,

而是单方面的增强 日本地区领导权
。

换句话说
,

¹ 鲁思
·

本尼迪克特
:
《菊与刀》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l夕男〕年
,

第 1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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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日本国内文化的
“

脆弱性
”

与对国际社会的
“

依赖性
”

发生了矛盾
,

最终也削弱了日本
“

东亚共同体
”

的战略
。

此外
, “

东亚共同体
”

的战略目标与
“

内外有别
”

的集体认同模式

相冲突
。

所谓
“

内外有别
”

的集体认同模式
,

表现为日本
“

自我
”

与
“

他人
”

的集体认同文化的差异上
。

古代日本人的生活
,

大都是以村落

或某一地区为单位
,

与外界接触较少
,

形成了
“

内外有别
”

的思维定

式
。

这种意识直接影响着 日本人的交际行为模式与思维取向
。

在日语

中
,

常有这样的表达内容
,

如
“

今屯刃人
” 、 “

今屯刃会社
”

等等
。

这

种
“

今乞刃…
, 二 ”

的表达方式
,

通常是指家人或关系亲密的人
,

以此

为单位
,

形成一个
“

内部的圈子
” 。

在这样的圈子里
,

个人要自觉地约

束自己的行为
,

一旦自己与集体的主张相冲突时
,

最终要服从集体的意

见
,

遵守集团订立的方针
。

而不属于这个
“

圈子
”

的人
,

则被看做
“

外人
” ,

理所当然视之以
“

疏远
”
的关系

。
¹ 这种

“

内外有别
”

的文

化意识及其集体认同的规范原则
,

一方面
,

造就了日本人注重集团的团

队精神
,

另一方面
,

在一致对
“

外
”

方面
,

表现出表面
“

吸昧
” 、

内在
“

排斥
”

的特征
。

总而言之
, “

内外有别
”

的集体认同模式
,

对于 日本

回归
“

亚洲
”
具有消极的影响

。

.

在日本看来
,

日美同盟当属于
“

自我
”

关系
,

而与亚洲其他国家

关系应是
“

他人
”

的层次
。

在区域合作中
, “

自我
”

关系将会优先于
“

他人
”

关系
。

这种潜藏着的文化意识
,

必然会带来国家利益界定的消

极的政治影响
。

日本希冀借助日美同盟的
“

自我
”

关系成为推动亚洲

区域合作机制即
“

他人
”

关系的主要动力
,

这实际上与亚洲的集体认

同相互矛盾
。

亚洲国家普遍担心区域一体化会导致亚洲国家的主导能力

受到削弱
,

因此
,

一直替惕区域外大国的介人与主导
。 2(X) 3 年美国发

动伊拉克战争
,

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

小泉首相主张
“

基于国

际政治的现实
,

采取断然措施加人支持美军行动当中
”
。

。

伊拉克战争

表明
,

日本抛弃了
“

联合国中心主义
”
的

“

国际主义
”

路线
,

强化 日

美军事合作的
“

自我
”

关系
,

意图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

¹ 参见王秀文
、

孙文主编
:
《日本文化与踌文化交际》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到蓝抖

年
,

第 164 ~ 165 页
。

。 久保弘之 r命妞汁守荟国益 J 、 r 崖摇新阳 J Z以刀 年3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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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00 多年前
“

脱亚人欧
”

相比
,

现在 日本提出回归
“

亚洲
” ,

可

以说
,

这是国家战略上的巨大改变
。

但在 日本是否回归
“

亚洲
”

方面
,

表现为区域
“

依赖
”

与文化
“

脆弱
”

的冲突
。

如果说
,

制度化法律规

范制约了
“

大日本主义
”

与
“

普通国家
”

政策目标的实现
,

那么
,

构

成性的社会规范则成为制约着 日本回归
“

亚洲主义
”

的重要的文化内

在因素
。 “

东亚共同体
”

作为 日本重归
“

亚洲主义
”

外交政策的表述
,

是历史的进步
,

至少表明了日本对于
“

亚洲
”

重要性重新认识的某种

程度上的集体认同
。

五 结 语

日本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
,

置身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之下
,

其

对外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

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相互

依赖的今天
,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制度与机制的作用也渗透于 日本对外

政策之中
。

但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 日本对外政策的文化层面的制度化规

范与集体认同的因果影响
。

正是 日本特有的文化
,

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

特性
。

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
,

都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力
、

政治力与文化建

构的共同产物
。

用文化视角分析 日本的对外政策
,

并不是将文化当做决

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变t
,

也不是要抛弃权力
、

利益与制度
、

机制的合理

解释力
,

而是将文化作为一种分析路径
,

达到补充与修正的作用
。

当

然
,

庸俗的文化主义过分强调 日本外交政策的特殊性
,

这种文化分析

法
,

无法全面深人地对一国的对外政策选择进行分析
。

事实上
,

理性主

义利益驱动的分析方法与文化驱动的分析方法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
。

在 日本的对外政策调整的过程中
,

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

了
“

大 日本主义
”

与
“

普通国家
”

目标的实现
,

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

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 目标实现的环境
。

但在
“

亚洲主义
”

方面
,

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的文化因索明显制约着
“

东亚共同

体
”

目标的实现
。

目前来看
,

作为法律规范的
“

和平宪法
”

明确规定

的反对以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
、

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和

武力戚胁或以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等内容
,

仍然是难以跨

越的屏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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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

这种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

影响
,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

当然
,

日本政府力图改变这甲制度化的法

律规范束缚的努力也是
“

绝无仅有
” 。

自 1, 灯年 5 月 3 日开始实施
“
和平

宪法
”

以来
,

日本一直是在
“

修宪
”

与
“

护宪
”

的争论中走过来的
。

战后

印多年来
,

日本掀起了五次修宪浪潮
。

上世纪幻年于勺鸣山一郎
、

印 年代岸

信介
、

劝荆七中曾根康弘
、

21 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主导了五次修

宪高潮
。

匆
、

印 年代根深蒂固的
“

和平主义
”
思想发展至今已经受到了极

大的削弱
,

日本政府与国民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

安全方面的一系列禁忌

正在被打破
。

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日本会重走
“

军国主义
”

的老路
。

反对

军国主义的社会规范在日本仍旧存在
,

国际舆论对于日本政府重塑国民认

同的意图也会形成巨大压力
。

日本在
“

大日本主义
” 、 “

普通国家
”、 “

亚洲

主义
”

等外交政策的转变中
,

最终还要取决于制度化的法律规范与国民认

同的构成性社会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博弈
,

取决于国际社会环境与 日本

的政治
、

经济与安全力盆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

总而言之
,

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体现了 日本文化与政治
、

经

济
、

安全的综合性特征
。 “

在这样棍沌的时代
,

持续混乱的日本社会与

外交
”
¹

,

其文化也许能更好地淦释今后的日本会走向何方
。

日本文化

作为不同历史时期外交变化的内在变童
,

保持了日本对外政策的特有属

性
,

维持了这一系统稳定的整体结构
。

日本文化就像一个没有蜘蛛的蜘

蛛网
,

在日本外交政策这一复杂的系统里
,

有时起到
“

牵制
”

或者是
“

支撑
”

的作用
。

(责任编挥
:
林 叔)

¹ 村田良平 r何处入行 <刃办
、

乙内国‘含J 、

之木斗哎7 省房
、

沁10 年
、 2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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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内容提要 (日本藉输文要豹) 口

略刃利益突现仁阴为石也内分志石
。

21 世耙汇仓。下以来
、

日本刃E以戟略内夹

施‘: 上。艺
、

素早 <束了少了补协万以全世界亡独自内EPA木 , 卜口一夕含横集 L

九解
、

L力
、

L
、

乙内E以刃繁殖吐
、

日本企巢力玄子的俊遇政策含自勤的忆利用匕国

隙取引套行今乙 七仁。仓尔乌含力
、

。赴
。

JE 跟O刃了夕 少一 卜稠查及梦国家简内比

较忆上扎博
、

日本企巢内EPA 任遇政策内利用率以国隙卜叹沙上Q低‘
、 。

日本企巢

力犯PA 任遇套充分利用亡叁含办。赴原因吐多岐忆打赴石也内分
、

日本以一速内改

善措值套模索 L下叁九
。

文化内视点力
、

乌见乙日本内外交

政策忆打汁乙戟略的仓遴捉

巴殿君

日本刃近代史七(拿
、

即屯
、

小国主羲对大国主羲
、

民生国家对普通国家
、

国燎主

羲对了少了主羲七‘
、

今拮抗寸石外交理念刃消是刃屉史亡南 9
、

日本刃外交政策刃

变通色基本的‘二干扎‘二沿。赴屯刃亡南石
。

制度化吞扎赴法的规愧吐
、

日本刃 「大

国主羲
」 七 「普通国家」 七‘

、

弓目裸刃类现套制豹 L 含护乌
、

社会的规粗七吞扎

九集团刃了才尹 夕于才于科立
、

子刃奥现刃九如‘二有利仓社会瑕境含整。下 协 石
。

赴灯
、

了少了主羲忆阴U 下言之l了
、

社会的规碗七冬扎赴集团刃了才尹夕 于才于 才

吐
、 r束了夕了共同体 J 七‘

、

弓外交目镖套明璀‘二制限匕丁协乙
。

文化规粗惊
、

日

本刃外交政策刃类践含制豹 U含护乌
、

日本内外交政策‘乙对寸乙了才尹夕于 才于 才

刃形成‘: 丫于又的仓役割含果赴 L
、

吞屯‘二日本刃将来内外交政策忆阴寸乙政治判

断‘: 对U t 也
、

目忆晃之仓协影要含与之万协 乙
。

日本内介镬保险改革及梦圣内勤向忆。协万

宋金文

日本分吐
、

2(X X) 年忆介菠保险力才又 夕一 卜匕
、

10 年简刃夹践七模索套怪万
、

现

在
、

基本的l二平稻亡顺稠‘二迥宫吞扎
、

圣刃役割也土寸东寸大叁< 仓 9 。。南乙
。

匕办 U
、

南白心石新 U 协出来事内涎生 七同匕上今‘二
、

乙内制度也一速丙改革七改

善刃遇程套握万叁九
。

本箫忿信
、

主 忆2(X) 5 年介蓄保险法改正援
、

日本刃介菠保

险制度力玄抬付重视型办屯予防重视型、耘换寸乙背景
·

原因
·

措置打上伊圣刃意羲

含横封匕
、

高佛化社会刃到来套迎之上今匕寸乙中国‘: 有益仓示唆含提起匕九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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