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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成立前日本近代化国家观的发端

许 晓 光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摘!要!日本开国后到明治政府成立前#由于受欧美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社会上近代化国家观念以较

为隐晦$朦胧的形式逐渐发端%它主要包含对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识$否定传统政治体制和封建等级观念$对

即将出现的新国家体制的设想等%这种新观念尽管存在局限#但对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近代

化新思想的大规模宣传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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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通常认为#维新政府成立后#各种西方

传来的民主思想得到大力宣传鼓吹而流行于全社

会#导致日本近代化政治观念形成%但对维新政府

成立前日本社会发端的近代化国家观的些微苗头

未能重视#相关的专门研究论文目前尚未见到%即

使有个别对人物的研究#也因史料不足而缺乏说服

力%通过对日本开国后到维新政府成立前的原始

资料进行考察#笔者发现此时尽管话语环境比较恶

劣#但受欧美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日本近代化国

家观已经发端%它提出了对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

识#否定了传统政治体制和封建等级观念#初步勾

画出日本 将 要 建 立 的 近 代 国 家 政 治 体 制 的 轮 廓%
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深入理解明治日本为何会形

成近代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至关重要%笔者拟根

据这些史料#对日本此时近代化国家观的发端进行

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近代化国家观是在日本封建统治内忧外患的

特定局势下出现的%"DE!年美国军舰武力威胁日

本通商#使 实 行 相 对’锁 国(两 百 多 年 的 日 本 被 迫

’开国(%日本以后又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

平等的所谓’亲善条约(#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感受到巨大压力%

日本国内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社会各等级

的状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大多数武士不直接从事

经济活动#但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被迫向商人借贷

而逐渐贫困#加深了对商人的依赖%封建大名因参

觐交待制度#需要支付他们逐年增加的往返于领地

和江户之间的旅费以及在江户的消费%到"F世纪

!$年代#这种费用已占领主大名总支出的E$G以

上)"*!DE#大大增加 了 各 藩 的 财 政 负 担#使 封 建 大 名

入不敷出%于是大名被迫将从农民那里收来的年

贡米向商人出售换取金钱#这一切都使’领主经济

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卷入了商品经济之

中()#*"FD%同时武士也向商人借高利贷%高利贷利

率通常较高#如加东郡在"%DF年就上涨到每月一

分#年 利 达 到"#$G！ 利 率 较 低 的 高 松 藩 到"D@%
年时各 地 平 均 利 率 也 达#FG)!*"H#I"H!$!HH%高 利 贷

资本使幕府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大地动摇%幕府和

藩债台高筑#下级武士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保障%而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地位却有所上升%’城市的

消费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使商人大发其财#尽管他们

在身份上处于最低层#但是武士在他们面前却也抬

不起头来%()H*"D一些商人和中等农民#也因经济地

位上升而获得以前没有的苗字 !姓氏"%如播州黍

田村担任村长的七郎兵卫家"DEE年获得了’稻冈(
这一苗字)"*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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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统儒学无视现实!为使幕藩体制长久不变

而提供巩固封建秩序的理论依据"御用学者林罗

山精心论证了封建的大义名分和纲常伦理#$盖上

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

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E’"F#要求人民

恪守封建纲常伦理!按照贵贱等级各行其道!以维

护封建等级秩序"后期水户学代表会泽安强调尊

皇和忠孝思想#$夫君臣之义!天地之大义也(父子

之亲!天下之至恩也"义之大者与恩之至者!并立

天地之 间!渐 渍 积 累!洽 泱 人 心!久 远 而 不 变"%&@’H

其忠君思想虽被幕末维新志士借用作为反幕府的

旗帜!但其本意却是维护封建皇统和等级秩序!强

化人们的皇权和等级观"
这种思想观念与社会发展趋势的背离!客观上

要求日本社会出现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观

念!指导人们致力创建新的)非传统性的国家政治

制度"而当时针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日本社会各

阶层都在构想应对策略!其中便体现了各不同阶层

的政治观念"
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

造世道%*世直し+运动"由于商品经济深入农村!
所以在运动中!农民打击的对象不仅有封建领主!
而且往往 对 商 人 发 动 冲 击"如"D@@年 西 上 州 的

$改造世道%运动中!农民提出了自己发动运动的正

当性!明确表示要用实力排除$私欲深者%和$霸道

的当铺)米 商)蚕 丝 商%&%’"%E)"%%I"%D"即 农 民 阶 层 的

要求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主要目标是要求返还失

去的土地!破坏商业流通机构和市场构造&D’%!"这

种思想与历史发展趋势大相径庭"
下级武士中的有识之士此时也提出了维护国

家独立)拯救政治危机的政治构想"如佐久间象山

主张打破自我封闭和死守传统文化的思想!正确地

认识当今世界局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强调#$方

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无奈不行"除非一定有

总括五大洲之大经济不可"%&F’!%%I!%D作为松代藩藩

士!他强调$武士应当具有自己的意见并积极赞翼

君主%&"$’@@!I@@H"因此"DEH年他提出$东洋道德!西
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因以泽民物)报国恩%
的主张&""’H"!"他 所 关 注 的 是 如 何 在 坚 持$东 洋 道

德%*即封建政治+的前提下!用西方先进$艺术%来

弥补传统儒学的缺陷!以维护封建统治"幕末著名

改革思想家横井小楠曾提出过$天下为公%)$民本

主义%和向西方学习等思想!但是他从儒家传统观

念来理解和宣扬这些主张!从而其思想呈现出矛盾

性"一方面!他赞扬了美)英等国家政治制度的先

进性!认为美国$总统不能世袭权力!而是选举贤人

担任"由此 无 君 臣 关 系!以 政 治 公 正 和 平 为 目 标

,,英国实行尊重民意之政体!官方措施无论大小

皆由民议%&"#’!"F"另 一 方 面!他 又 认 为$洋 人 之 经

纶有末无本%&"!’HE#!$西洋之学问乃事业之学!非心

德之学%&"H’H@#"认 为 西 洋 学 问 与 传 统 儒 家 道 德 不

符"因此他提出#$治教应效法三代%!$今君臣才德

不及三代!若治教必以三代为目标%&"#’!!H"并强调

$不明三代之道!不熟悉三代治道之人!必流溺于西

洋%&"E’HD"IHD#"横 井 小 楠 主 张 改 革 日 本 的 目 标 是

$返回三代%*夏)商)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

张历史退步而非近代化的国家构想"这些思想皆

不能为建立近代国家提供可实施的政治方案"

二

!!既然上述思想皆不能引导日本走向近代化社

会!于是另外一些有识之士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

以较为隐晦)朦胧的形式提出了近代化国家观"对

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识是近代化国家观的集中表

现"以前在传统儒学$忠孝%思想的支配下!日本人

民不可能认识到国家的本质与职能!把国家统治者

视为自己的家长!认为服从其统治天经地义"与这

种传统的$家族国家观%相左!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

在流传极广 的-西 洋 事 情.!中 论 述 了 国 家 制 度 之

起源#$由于开世!小弱无力者相共谋!为达人们之

道理)保 护 生 命 而 设 置 对 策!将 其 名 为 国 家 制 度

,,此即政府产生于社会之本源%&"@’"F@I"F%"既 然

国家原本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特别是弱小无力者的

生命财产而产生的!其职责当然受到相应的限定!

应当$为众民谋取便利)显示国政之方向)使秩序井

然,,政府之类机构若不为国民谋求利益!便可将

之称为有害无益之长物"就中其职责最紧要之一

大事!在于使法公平)使律正确"此即使人民安生!

获得自由!得以保护私有财产之所以也%&"@’"FF"国

家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既然是$为众民谋取便利%!

就必须制定法律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团结民心!

!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完成于"D@@///"D@%年!分为$初编%和$外编%两部分"$外编%虽主要译自英国人钱伯斯的-经济学.!

但也$抄译了其他各书%!故带有福泽自己的许多观点"见该书第"@H页说明"



使社会秩序井然!
根据对国家的近代性认识"福泽谕吉将各国政

治体制分为立君#贵族会议与共和政治三种!他认

为英国是三种体制兼有$%如此三样政治虽各异其

趣"但有一国之政兼用之者"即如英国!立血统之

君"以王命号令国内"立君之形式也!国内之贵族

在上院聚会议事"贵族会议之政治也!不问门阀"
选举有人望者建立下院"共和政治也!故英国之政

治为混合三样政治的一种无与类比之制度也!&他

还认为%纯粹的共和政治中"事实上由人民之代表

会合商议 国 政"丝 毫 无 私"以 美 国 为 最&’"%("$#I"$!!
这里福泽决非仅仅介绍宣传欧美的两种民主政治

体制!而是 希 望 仿 效 欧 美"采 取 这 类 新 的 政 治 制

度"使日本迈入先进国家行列!
启蒙思想家 加 藤 弘 之 在 名 著)邻 草*!中 将 国

家政体区别为四种$%世界万国之政体若精细区别"
成了君主握权#上下分权#豪族专权和万民同权四

种政 体!&’"D(E认 为 实 行 万 民 同 权 的 美 国 的 政 治 体

制最完备$%万事绝无如此国之完备者&!但他认为

最适合%清朝&+即日本,的是上下分权政体"%今后

只有迅速改革为上下分权之政体"革除旧来弊风"
兴起善 政"实 可 谓 清 朝 之 一 大 急 务&’"D(F!因 为 这

种政体长处在于"一是制定了宪法而实行宪政"%在
建立此政体之国"如上所说设立了确定之大律"万

政皆须以之为准则&-二是建立了议会制度实行民

主政治"%另又至国家之大事或异常之事等"必置公

会谋议之再行其处置&!所谓%公会&即议会"在各

国虽名 称 不 同"但%皆 云 代 替 万 民 君 主 谋 议 国 政

者!&’"D(@加 藤 主 张 的 上 下 分 权 制 度 实 际 上 就 是 一

种类似于英国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
从上可看出"对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识在维新

政府成立前的日本已经发端!当然这种认识还具

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思想家们均未认识到国家是社

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尽管如此"它已超越了将

君主统治权视为天经地义和唯一方式的传统思想"
为进一步提出新国家体制构想确立了前提!

在对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识基础上"思想家们

发端出否定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近代化政治

观念!加藤分析了封建君主制演变的规律$%人君

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故自幼丝毫未尝艰苦"不
知世态人情为何物"故虽有贤人智者而不知举之"

专干宴乐逸豫之事!故奸佞之臣乘此隙以阿媚谄

谀而得 其 时!虽 欺 君 苦 下#频 恣 其 欲 而 丝 毫 不 悟

之"反将 此 等 之 辈 当 做 忠 臣 贤 士!将 国 政 全 委 任

之"故 佞 臣 渐 满 朝 廷"贤 士 渐 隐 民 间"遂 至 国 政 全

衰!&’"D(H此 论 虽 未 找 出 封 建 君 主 专 制 危 害 国 家 的

根本原因"却从另一方面生动地揭示了君主专制制

度的弊害!既然君主专制制度弊端如此之大"就应

当对其加以限制和改革!加藤主张%唯改革当时之

政体"建立另一种政体"此政体实以仁义为宗旨之

公明正大之政体&’"D(E!
具体如何改革方能限制专制独裁呢？"D@%年

启蒙思想家西周提出了他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体

制构想$%西洋官制之义"以三权之别为主"而立法

权不包括行法权和守法权"行法权不包括立法权和

守法权"守法权也不包括立法和行法权!三权共皆

独立不相倚"故私曲自难行!三权各尽其任"制度

之大重点有之!&’"F("%H这里的行法权相当于近代西

方的行政权"守法权相当于司法权!西周认为采用

三权分立的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以前集三

权为一身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这是一种完全不

同于传统体制的近代化国家体制构想!这种构想

与孟得斯鸠强调的三权分立思想一脉相承"孟得斯

鸠认为"%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

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

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

一切便都完了!&’#$("EE显然西周是接受了这种思想

而得出上述认识的"他已提出了即将诞生的新国家

必须从制度上限制君主专权的近代化国家观!

三

!!在否定和限制君主专权的前提下"思想家们发

端出在日本实施近代议会制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即
所谓%公议&观念!关于这种近代化国家观念"明治

政治家板垣退助认为最早起源于"D@%年土佐藩主

山内容堂的)大政奉还建议书*提出的%一切万机必

由京师议政所出!议政所分上下"议事官应选举上

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等公明纯良之士&!板垣认

为这是日本宪政议会观念之始’#"("%!!但据笔者研

究"这种议会国家观的发端早于此时!
较早系统阐述公议观念的是加藤弘 之!他 认

为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势衰颓"正是%因为未设

! 加藤弘之)邻草*一书完成于"D@#年"表面是论述清朝中国"实际是指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实!



公会所致!假若设立公会"虽为暗君"常听下说"通

达下情"也有自然变得英明者!又虽奸臣欲窃权"

公会下民也不会放任之"故决不能遂其志##若无

此公会"无 论 有 如 何 之 法 律 亦 无 何 益$%"D&"$!特 别

强调了议会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国家要安定强大"

必须设立议会"’否则纵然制造千万炮铳船舰"昼夜

无别实行操练教阅"亦与所谓造佛象而不入精神者

无异!$%"D&"H明确提出’政治制度先进比军备发达更

为重要$的近代化国家观!他分析了议会制度的特

点(’公会各国通常多分为二会"其一云上房"其一

云下房!$即上议院和下议院!议员产生方法各异"

但’至于下房的拔擢法"各国皆不受国王选举"由各

省的庶民召开会议"以按年限拔擢有德才识之士为

定法##各国的拔擢方法皆尤以公平为贵##故

奸智深者或权势强者等也不能自身以威主张其说"

又愚者和权势弱者可畅所欲言"皆不用担心其人数

少!是所以可称为公明正大之拔擢法之因!$%"D&@I%

加藤通过评论西方议员产生办法"发端出如何在日

本通过民主选举议员以防止拥有权势者操纵议会

的构想!

当国王与议会主张发生矛盾时"如何反映大多

数人愿望)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呢？加藤

分析道(’有时两房决定之事"被国王否定时"也有

决议而不采纳之情况!尽管如此"先在两房决定之

事"虽国王也大多不能不采用之!另外如上所述的

拔擢法"其会议也专以公明正大为贵"故必取使大

多数人认可之说而决定之##其初衷在于"不能忘

却如此天下为万民之天下"万事皆不独为国王谋"

而专为国家 万 民 谋$%"D&%ID!强 调 了 在 上 述 情 况 发

生时"议会如何限制君主专权"以保证人民权利的

独特作用!同时明确了议会民主制度不仅是一种

限制君权的外在形式"而且具有’专为国家万民谋$

的内在根本性质!

福泽通过宣传美国的议会政治表达了其公议

政治国家观(’"%D%年 商 定 的 合 众 国 政 治"作 为 国

民集会商议国政之趣意"议定国法之权在议事院!$

议事院即国会"其上下两院各自的职责为’上院的

议员有权选举人物任命为官"议论与外国缔结条约

之事"讨论诸有司之过失并废黜之$*’下院的议员

与上院同样"有权讨论诸有司之过失并废黜之"特

别掌握钱 谷 之 权!$%##&"H@I"H%福 泽 强 调 国 会 对 总 统

权力的制约(’上 下 院 已 经 议 定 之 事"总 统 若 有 异

议"可 以 一 人 之 特 权 否 定 之"使 其 下 达 两 院 再 议!

但若再议之"两院议员总人数内三分之二同意决定

时"即 便 总 统 不 允 许"也 可 成 为 定 法!$%##&"H%I"HD他

还对英国的议会政治进行了分析(’若上院比下院

地位高"虽自身可能有一种权威"但若在地位低的

下院众议已定"上院也不能长期否决之##一般人

心相互克制私意"因而自然趋向敬畏国家制度之风

俗!$%#!&#$H他认为"英国议会能限制君主专权"关键

是通过掌管国家钱物而掌握了立法权(’察议院如

此兴盛之原因"可云由于掌握了钱贷之权"遂成此

势##最终不管何等事件"都在国中布告法令时"

必以经议院评议为常例"若不然便不能成为真正之

法律!$%#!&#"!I#"H福 泽 在 此 已 开 始 设 想 将 来 日 本 国

家议会如何防止君主专权的方式!

其他有识之士在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构想中也

发端出公议 政 治 的 国 家 观!"D@@年#月"福 井 藩

士中根雪江向萨摩藩士小松带刀介绍了藩书调所

头取大久保忠宽的公议会主张(’公议会分为大公

议会和小公议会两种!大公议会应当商讨有关全

国之事务"小公议会所商讨的是限于一个地方之事

务##大公议会的议员由诸侯充当##其他的议

员"诸侯亲自出席会议或选管内臣民出席均可!其

会期每E年召开一次"若有临时应当商讨之事件"

应临时召开会议!小公议会的议员及会期可参照

此设立适宜之制度!$小松表示(’方今除采用此老

的意见外别无良策"故是否实行其论"是治乱之分

界!$%#H&#%尽管这种 公 议 会 被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不 过 是

列藩会议"但可以看出其已经开始具有近代议会制

度的雏形!

"D@%年E月"赤 松 小 三 郎 在 给 福 井 藩 主 的 信

中也提出这种议会政治国家观!首先’议政局$+议

会,应当’分为上下二局"其下局按国之大小"从诸

国各选数位 明 白 道 理 之 人"在 自 国 及 邻 国 投 票 抽

选$*其次议员应当打破等级划分而通过一定的民

主程序选举 产 生"’其 两 局 选 人 之 法"不 拘 门 阀 贵

贱"应 当 公 平 选 举 明 辨 道 理)无 私 且 众 望 所 归 之

人$*第三"国家大事必须经过这两院商议决定"’国

事总之由此两局决议之后"再向天朝建议!获批准

之后"由天朝向国中下达命令!$第四"议会权限广

泛(’其局之主要任务"改正旧例之失"设立万国普

遍之法律"并掌管诸官之人选"负责建立万国交往)

财贷出 入)富 国 强 兵)人 才 教 育)人 心 和 睦 之 法

律$%#E&#DI#F!即议会包括了各 方 面 立 法 职 能"并 非

徒有虚名!"D@%年@月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在著名



的!船中八策"中提出了建立两院制国家议会的构

想#$应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使参赞万机#万

机宜决于公议%&主张$应折衷古来之律令#重新制

定无穷之大典%’宪法(&同时主张国家内政外交皆

应广泛采纳议员之公议#$与外国交际应广泛采纳

公议#重新订立适当之 条 约%)#@*!#I!!&这 种 近 代 化

的宪政思想和议会制国家观在坂本龙马组建的海

援队的檄文中更为彰显&该檄文主张$议事院分为

上下#议事官从上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中选举正义

单纯者#诸侯也可由其职务亲自充上院之任%+$朝

廷之制度法则虽有往昔之律令#参照当今时势或有

不当&应重 新 改 革 其 弊 风#建 立 无 愧 于 地 球 之 国

举%’宪 法(&檄 文 还 强 调,$方 今 之 急 务 天 下 之 大

事#没有如上述议定之盟约者&%)#%*HH%IHHD即 建 立 议

会和制定宪法是新建国家最迫切的任务&

"D@%年F月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在对新建国

家政治体制的构想中发端出近代议会国家观&他

设想将来日本议会应分为上下两院#$制定法律之

大权#应由立法之上下两院和总政府分掌%+$日本

全国政令的监督#可由立法之上下两院进行%+$立

法上院应有万石以上+同下院作为日本全国民之总

代表#国民 每 十 万 人 应 推 举 一 人%)#D*!E&包 括 了 议

会的构成-职责和议员产生的办法&津田设想由当

时收入谷米在万石以上的#%$家大名组成上议院#

而下院议员则由普通居民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

西周也在政治体制构想中发端出近代化议会

国家观,$所谓公议之事#脍炙人口#无论如何#使舆

论自 由#逐 渐 可 成 一 致 意 见#可 相 立 会 议 之 宗

旨&%)"F*"%$明确了当时日本建立议会政治已是大势

所趋#舆论所向&他设想$议政院%分为上下两院#

$上院 由 万 石 以 上 大 名 列 席#下 院 藩 士 每 藩 一 人

..尤又轮换之后#允许同一人再度当选&%$上下

院会议虽 皆 有 别#但 也 统 一%)"F*"D$I"D"&他 赋 予 了

议政院很大的权限和多种职能,’"(立法权,包括从

制定宪法到外交-税收-市场-刑罚-商法-货币及各

种杂事等方面的立法&’#(干预天皇朝廷-幕府和

各藩事务,$公仪御领内诸大名封境内之政事在议

政院确定%+$领内政治按照诸藩境内政治#在议政

院决定%&’!(制约政府的权力,$宰相选任另由议

政院议定 之%+$黜 陟 上 述 五 府 之 宰 臣 之 权 大 君 有

之#但选举方法由议政院派遣三名选相而从上任命

一名&其余属僚根据议政院另外议定#与其局之宰

相商谈而黜陟之&%’H(军事权,$临时兵役应在议政

院以及公府会议相定%+军队所需$费用每一人支付

几许由议政院相定%&此外#还有确定度量衡-管理

宗教-决定是否承袭爵位的权力 等)"F*"%HI"D#&但 西

周对$大君%’将军(还抱有幻想#所以在构想中仍然

为将军保留了相当的权力#如$大君得有几百万石

之御领#位于上院列座之总头&在两院会议中产生

两疑之断 案 时#有 以 一 当 三 之 权&%)"F*"%F反 映 出 当

时这种公议政治国家观的不成熟性和时代局限性&
尽管尚存诸多局限#维新政府成立前发端出的

近代化国家观#还是为日本即将出现的近代国家政

治体制勾画出一幅草图#对维新后的日本历史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为明

治时代大规模地宣传近代化政治理念奠定了基础#
更表现在为明治政府制定建国方略提供了重要参

考依据&实践证明#无论是维新政府成立时在!五

条誓文"中提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F*@D#还

是!明治宪法"的议会制条文)!$*H!%IH!D#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吸纳了这 些 近 代 化 国 家 观&这一点当时参

与五条誓文的起草者也给予了肯定)!"*HH&从相反角

度考察#正因为这些近代化国家观没有被掌权者全

盘接受#在!明治宪法"中保留了维护皇权专制的条

文#极大地限制了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在日本的发

展#最终导致日本陷入法西斯统治泥潭&直到二战

后这些观念才在国家制度中得到相对全面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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