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所概况 研究室主页  个人主页 科研成果 学术会议 学术资料 日本学刊 数 据 库 日本之窗 返回首页 

  

 

 

日本莫以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为得计 

蒋立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给邻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向邻国
人民表示反省的诚意，为警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日本理应对军国主义进行严肃、认真、深刻的研究和批判。日本战
败投降已阅一甲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国内除少数进步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外，从总体
上看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十分缺乏。近年在日本虽出版了极少量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著作，但多是欧美学者的
译作。对日本学者而言，甚至已发展到连“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一类词语的使用都成为禁区的地步，更
不用说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战争进行批判，是如何被视为大逆不道，要遭到右翼势力的无端攻击，人身安全难有
保障了。显而易见，今后仍难期待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专题研究得到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在我国，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已受到相关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列
为重大课题，本课题的最终成果“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由《日本军国主义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文献集》
和《日本军国主义史》三部分组成，于2005年8月开始陆续出版。本课题研究力求做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以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使最终研究成果达到新水平，与欧美日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成为具有中国研
究特色的学术成果。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军国主义不是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的事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可以产生军国主义，在资
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发展军国主义的必备条件。一般而言，所谓军国主义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
军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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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制是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所有方面的国家总体制。帝国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或某个领域内有
可能采取军国主义性质的政策，但从总体上说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仍有区别。一言以蔽之，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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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真正实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条件下，军国主义难以出现。并且，军国主义国家是军
事至上国家，但军事至上国家不一定就是军事大国（此所谓军事大国，指能以其军事实力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的国家）。要想严格区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确比较困难。在对内建立极权统治、对外侵略扩张方面，二者是类
同的，能否说在军事至上方面法西斯主义不如军国主义突出，在极权统治方面军国主义不如法西斯主义突出，值得思
考。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的军国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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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军事至上，既包括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军事力量，也包括制定相应
的军事政策及为之服务的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及在此政策体系指导下进行的军事侵略与扩张。若详细言之，
日本军国主义以富国强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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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
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双倍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
蛮，危害更大。简言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如果由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重的中国民众来看，
“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的同义语，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掠夺、杀人、强奸、放火。中国民众有千条万种理由对日
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概括地说，日本所谓的“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思想，封建武士道精神，及封建幕藩体制，是有利于日本军国
主义发展的历史因素，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和资本主义对外发展的需要，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现实因素。明
治宪法体制确立后，在一定意义上说实现了“追赶”目标的日本进行了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由改革促发展转变为
战争促发展，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发展道路。至20世纪30年代，终于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为进行更大规模的
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国家总体制中，帝国议会名存实亡，在所有经济领域建立战时统制体制，在社会、思想方
面大搞法西斯白色恐怖，并用“为天皇尽忠”、“八 一宇”、“大东亚圣战”等反动错误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将日
本的穷苦百姓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奴役驱使。 

    当然，日本军国主义猖狂之时，就是走向灭亡之际。在亚太各国人民的联合抗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最终难逃覆灭的
下场。但是，任何人不能保证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会死灰复燃。军国主义不是特定的历史范畴，只要条件具备，它就可
能再现。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被打碎，但由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军国主义思想
未被彻底批判，一部分军国主义势力得以延续至今。对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国主义既未盖棺定论，军国主义阴魂便在日本
聚游不散，梦想有朝一日复举还阳，再次逞凶施霸。 



    进入冷战后时代，战争并未远离人类，霸权政治更加明显。在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
降50周年时，日本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个表示反省的“不战决议”，但远未能阻止国内出现的军国主义翻案风愈刮愈烈。
至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60周年时，这股翻案风更加猛烈，甚至成为舆论主流。日本政
府对日本民众没有讲过一句批判军国主义、声讨法西斯的话，却竭力宣扬以甲级战犯为代表的“为国捐躯者”如何崇高
伟大，带头向这些“为国捐躯者”顶礼膜拜，鞠躬致敬。和平宪法将被修改，和平主义已不时兴。难怪日本有人产生似
曾相识之感，感到日本国内现在的政治氛围，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氛围颇具相通共同之处。因此，用“黑白颠倒”、
“是非混淆”、“正不压邪”、“前途可危”来概括、评价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状况似不无道理。 

    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刻，日本应慎重抉择，莫以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为得计。日本要防止重走军国主
义道路，必须批判大和民族优越论，遏制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批判近代天皇制，抛弃天皇“国体”论，坚持和平宪法
的精髓，停止走向军事大国的努力。否则，一意孤行重返军国主义旧途，则无论日本现在具有何等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
和军事实力，无论有何类盟友，最终必难阻挡日本民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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