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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周期论与２１世纪的日本 

 

崔世广 

 

一、问题的提出 

 

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政治领域，５５年体制终结，进入了摸索新型政治体制的

时代；在经济上，泡沫经济崩溃，陷入了长期经济萧条，一时难以走出低谷；在思想文化方面，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国民意识总

体趋向保守化，社会文化出现转折。 

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因为由于日本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日本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日本

自身的问题，而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息息相关。究竟应如何把握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变化？进而与其相联系，应对２

１世纪的日本做出何种展望？即２１世纪的日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会遇到什么样的课题，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

课题。 

面对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的变化，日本及世界上的一些学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认为日

本正处于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大的转折。也就是说，这次转折可以和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相提并论，将决定未来日本的国家目标和

发展方向。 

    笔者不太同意上述第三次转折的说法。首先，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那两次转折均是在外压之下进行的，即是在经过与外国的

军事较量失败后实行的，但最近的一次却不是如此。如所周知，明治维新的重大转折，实际上是下关战争和萨英战争失败后，日

本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攘夷的愚蠢和不可能的直接结果；战后的转折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军占领和间接

统治日本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前两次转折都是被动的，是战败的产物。这一次虽然也遇到了经济上的重大挫折，但既没

有进行战争，也没有战败，因此有较强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 

    其次，如果从转折后所选择的发展路线看，第三次转折的提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选择了富国强兵、向外

扩张的路线；战后则走上了轻军事重经济的和平发展路线。那么，如果说９０年代以后是第三次转折，实际上等于在说今后的日



本会放弃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路线。但这样的说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 

    再次，第三次转折的提法不太符合日本近现代史发展的实际。因为这种提法忽视了在明治维新到战后之间，日本还经历过一

次历史的转折和选择，这就是以大正时代民主主义和国际协调等表徵的新的时代动向。 

    下面，本文试从日本近现代史周期性变迁这一角度，对２１世纪日本的可能性及课题进行探讨，如果能为大家提供某种参

考，则十分荣幸。 

 

二、日本近现代史的周期性变迁 

 

    如果通观日本近现代史就会发现，近现代日本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即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 

    第一个周期，大体从明治维新前后到明治时代末。在西方列强叩开日本国门之后，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缺乏对世界形势的

了解，日本曾掀起了一股攘夷主义的风潮。但是，随着开国后对西方认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在攘夷派所发动的攘夷运动在西方

列强的武力打击下彻底失败后，日本的一部分志士走上了开国，即由学习西方来富强国家抵御列强的道路。作为其结果，是于１

９６８年实现了明治维新的大业。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新政府适应当时的世界形势，效法西方列强，大力推行了一条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路线。经由一系列的国

内改革和对外扩张，使明治时代的日本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终于在经济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成为形式上的近代立宪国

家。在对外方面，则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唯一的殖民主义国家。 

    第二个时期，大体从大正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到大正时代，日本遭受侵略的危机感已基本解除，再加上这一时

期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对日本的国际压力减小。同时，强制推行富国强兵路线所带来的国内矛盾突出出来。这集中表现藩

阀专制、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限制和压制；连年不断的扩充军备和对外战争，造成民众生活的巨大牺牲。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

现了一次改革、开放的浪潮，即向西方学习，追求个人权利和人格自由，将目光从国家转向社会，从公转向私，从外在转向内

在。这就是有名的大正民主主义。在国际方面，也出现了协调外交的尝试。 

    但是，从１９２０年左右开始，日本陷入了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农民贫困不堪。同时，在国际上，

日本与英美等列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日益陷入孤立。在国内、国际双重危机的驱使下，极端军国主义势力迅速抬头，经过一

系列暗杀、政变等活动，法西斯主义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最后全体国民都被驱赶进了战争的深渊。 

    第三个周期，从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到８０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战后，美国

出于不使日本再次成为自己的威胁和对手的考虑，对日本实施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在美国占领军的外压下，日本开始了一场转变

日本发展方向的改革，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并制定了和平主义的战后新宪法，修改了民法。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和

平发展的道路。 

    在美苏对立和冷战形成的背景下，日本选择了依靠美国保护，轻军事重点发展经济的路线。在军事上与美国订立同盟条约，



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到５５年，日本成功地实现战后复兴，步入了高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到６０年代，日本相继超过英、法、西

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７０年代，成为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成员国之一，终于用和平的、经济的手段实现了称雄

世界的梦想。 

    第四个周期，从９０年代～２１世纪３、４０年代？９０年代以来，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上，

冷战结构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世界进入了大竞争的时代。国内，“５５年体

制”终结，政治和社会思潮出现了总体保守化倾向；但至关紧要的经济，却在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

国内出现了种种新的动向，国际上也对日本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猜测纷纷。 

    从上面可以看出，日本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大体每隔４０年左右就要经历一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为４３年，第二个周期

３３年，第三个周期４５年。其中只有第二个周期有些例外。另外，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每个周期的前期是开放、改革期，以后

是建设、发展期，也惟有第二个周期是个例外。最后，９０年代以来，日本已进入近代以来的第四个发展周期，如果不出以外的

话，经过９０年代以来的改革，进入２１世纪的日本将获得新的发展。 

 

三、各个周期之间的相互关联 

 

    各个周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联呢？这不仅关系到对各个周期自身的认识，也关系到对未来的判断。 

    关于各个周期之间的相互关联。乍一看，似乎第一个周期与第三个周期，第二个周期与第四个周期有些相似。因为，第一个

周期和第三个周期的日本都是在外压下开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如前所述，明治维新是在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失败后经过反省而

实现的；战后改革则是在美国占领军的强迫下进行的。而且，明治时代和战后的日本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前者成为东方唯一的

帝国主义国家，后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第二个周期和第四个周期则都是在成为大国后一方面面临着新的选择，一方面又

受到较大的挫折。前者在日俄战争后失去了国家目标，并出现了新的摸索，但在２０年代后遇上了接连不断的危机；后者在９０

年代以来也出现了对未来日本发展方向的各种探索，但也陷入了长期经济萧条，遇到战后以来、也是成为经济大国以来的最大挫

折。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之间，第三和第四个周期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关联。即比起第一

和第三、第二和第四个周期的相似性来，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周期之间内在联系更为深刻。也就是说，前两个周期走的是

一条偏重于对外扩张的富国强兵路线，而后两个周期走的却是、或极可能是一条和平发展的路线。 

    例如，在第三个周期的前期，在国内方面，１９１３年发生了大正政变，民众的宪政拥护运动打到了军阀桂太郎内阁；１９

１８年成立了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相的政党内阁；从１９２４年第二次护宪运动到１９３２年出现了政党内阁时代；１９２５

年普选法成立，男子选举权得到承认。在国际方面，１９２０年国联成立的同时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１９２１年日英同盟废

除，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四国条约成立；１９２２年加入９国条约和海军缩小军备条约；１９３０年，加入伦敦海军条约。根

据上面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此时的日本确实存在国内推进民主化、在国际推行协调外交尝试的势力和努力，日本也存在着选

择一条与明治时代不同道路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这同一时代还存在着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在国内，１９２１年政党内阁总裁原敬被暗杀，１９

２５年在通过普选法的同时公布了治安维持法，在危机不断加深的状况下，暗杀、政变不断，逐渐向法西斯主义体制滑行；在国

际上，１９１４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５年提出灭亡中国２１条，１９２８年挑起济南事件，１９３１年侵占中国东

北。 

    也就是说，就是在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出现了重视国内问题和采取国际协调势力的第二个周期的前期，日本的国家机器

仍是在富国强兵、对外扩张路线的基调之下的运转着的。尽管当时存在着坚持还是修正明治以来路线的争论和斗争，从理论上来

讲也存在两种可能性，但民主主义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治宪法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根除军部借天皇名义操纵政治的可能

性。国际方面的协调，也同样是在维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的协调，不可能做到对明治以来路线进行彻底改弦更张。可以说，靠强

兵富国的方式仍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的，这种思维惯性仍占据很大的优势。所以，一旦形势变化，坚持明治时代以来路线的势

力很容易控制局势。 

    同样，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也出现了各种关于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和争论，其要害是坚持战后日本的发展路线，还是清

算和否定这条路线。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现在也面临新的选择，也存在两种可能性。纵然，从“普通国家”论的流行，修改战

后宪动向的高涨，战后出生世代的历史反省意识的淡薄，民族主义、大国意识的增强等，我们可以嗅到反战后的浓烈硝烟。但

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对日本修改国家的发展方向仍存在种种限制，日本国民不可能轻易抛弃战后和

平发展路线所带来的实惠，战后５０年的民主主义教育也留下很大的功绩。因此，从与第三个周期有着深刻关联的角度出发笔者

更倾向于认为，在未来的第四个周期，坚持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可能性会更大。 

    从上面的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第二个周期虽然产生过否定第一周期路线的可能性，但基本上是处于第一

个周期的延长线上的；同样，第四个周期虽然也存在否定第三个周期路线的可能性，但基本上也处于第三个周期的延长线上。也

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在行进时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外力的作用，自己是很难改变方向的。而使日本历史的车轮改变方向的两次，即

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都是由于外力的作用。所以，正如大正民主主义没能改变日本历史的方向一样，冷战后日本的变革也不会简

单地改变日本战后得以发展起来的路线，除非日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出乎意料的突变。 

    第二，虽然第一和第二个周期、第三和第四个周期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第四个周期与第二个周期存在

某种相似性，即两者都具有成为大国以后，在出现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的同时，又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即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面

对挫折，是两者的共同课题。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步入歧途。第二个周期，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加盟帝国主义俱乐部，成为五大

国之一。但由于没能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益冲突这两方面的矛盾，终于在国内走向了法西斯体制，

对外则退出国际协调体制，走上了战争的道路。问题在于当时的日本无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实力，盲目

自信，结果导致失败。第四个周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看待自己的问题。 

 

四、２１世纪日本发展的可能性与课题 

 

    当然，历史不过是人们的社会活动所留下来的轨迹，历史的发展要由人们的行为和实践来实现。 



    那么，从与现实相关联的角度看，２１世纪的日本存在什么样的发展可能性与课题呢？ 

    第一，政治大国的可能性及其课题。什么是政治大国？标准并无定论。如果从经济基础、军事实力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

影响等几个方面来看，２１世纪的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应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大国。在这里日本面临着以下

几个课题需要解决。首先，利益与理念的关系问题。战后以来，日本在外交方面给世人留下了一味追求自己利益，无原则、无理

念的印象。日本要成为象样的政治大国，发挥与其地位相称的政治作用，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理念。其次，日美关系与与其他国

家关系的问题。出于利益关系，日本战后一直坚持日美基轴，今后也会坚持下去。但是，为了回避其他国家的批判，时常又提出

全方位外交。如何保持日美关系与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平衡，保持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的平衡，是日本难以解决的课题。再次，历

史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对历史的认识也说明了现实中所取的态度。日本要充当让亚太国家放心的政

治大国，坚持反省过去侵略历史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保守政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及其课题。从日本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保守政党一党长期执政还是符

合日本国情的。另外，从现实政治的演变来看，自民党早晚会与其他保守政党合并。因此，保守政党一党再次长期执政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一党长期执政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但也容易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不利于竞争社会的形成。如何带领日

本灵活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是以安定为前提的日本型政治体制的课题。 

    第三，经济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其课题。经济的长期萧条，使悲观论弥漫于整个日本。现在，日本政界、财界和企业界都

认识到改革必要性，并大力推进放宽限制，引进竞争机制等各项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２１世纪初期的日本经济有可能由复苏

实现中低速增长。当然，经济结构改革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也不会一劳永逸。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另外，人们意识的改

革，也是将来的一个课题。即一方面承认６０年代的那种高速发展已成为历史，同时也应对日本经济充满自信，因为毕竟日本有

世界一流的制造业，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教育基础，国民的勤劳精神也还存在。 

    第四，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及其课题。在冷战后国际形势整体趋向缓和的条件下，日本仍坚持加强军备，并于今年通过“再定

义”和“再调整”使日美安保体制进一步加强，这不能不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那么，２１世纪前半期的日本会成为军事大国

吗？笔者认为，由于日美同盟的制约，国际国内强大反对力量的存在，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曾有过沉痛的教训，也不合当今时代的

潮流，日本在这个时期内成为军事大国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尽管如此，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右翼势力的推波助澜，也

是日本今后应时常注意的一个课题。 

    最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日本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路线一直与国际大环境有直接关系，这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日本的GDP约占世界的10%，不能想象日本垮掉了会对世界的繁荣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日本的和平发

展与繁荣，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创造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不容推卸的责任。当然，这只

是外因，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日本自己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９０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世界进入了大竞争

的时代。这样，如果国际大环境不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日本又能够顺应这样的国际潮流的话，２１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即第四个发

展周期的日本也将坚持和平发展路线，并能维持自己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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