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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 日本军队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表现得极为凶悍顽强，支撑这支不义之师的巨 

大精神 支柱是 天皇 崇拜 ；天 皇崇拜 的形成 与天皇 的特 殊地位 、军队的信 仰教 育、传 统 的武士 文化 等 
● 

诸 多因素密不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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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 由人来进行 的 ，因此 ，精神因素在 战场上 

起着 与军 事技 术和 物质装 备 同等重 要 的作用 ，这是 

自有战争 以来 一直被强调 的原则 。在近代 日本 的对 

外战争 中，从撞击美舰 的神风特攻 队 ，到全体“玉碎” 

的塞 班岛守军 ，日本军 队 的凶悍顽 强 给世人 留下 了 

深刻 印象 。在诺 门坎事件 中与 日军交过手 的原苏联 

第一集团军司令朱可夫元帅在回答斯大林的提问时 

曾说 过 ：“日军 的士兵顽 强而 悍勇 ，年 轻军 官也 有 盲 

目的信仰顽强进行战斗，但高级军官却是无能的。” 

[13(P23)是什么支撑着这支不义之师以世界为对 

手进行战争?本文将从 日本的国家体制、传统文化及 

军队教育等方面分析近代 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 

天 皇崇拜及形 成 的原 因。 

一

、天皇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和精神领袖 

在 近代 以天皇为 国家元首 的君主立宪政 治体 制 

下 。军队由天皇亲 自统帅不受任何机构约束，这与其 

他 资本 主义国家兵权不 能脱 离议会 的约束并 归属 于 

内 阁不 同。1882年 明 治钦定 的《军人敕 谕 》明确 直 

言 ：“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 由天皇统率 。⋯⋯朕是 汝 

等军人 的大元 帅 。朕视 汝等 为股 肱 ，汝等仰 朕为 头 

首，这种亲情是应当特别予 以加深的。”[1](P145) 

1889年 实施 的《大 日本 帝 国宪 法 》规定 ，“天 皇统 帅 

陆海军 ”，决 定陆海军编 制及常备兵额 ，行使宣战 、媾 

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E23(P345)。军队只听命于天 

皇 ，这就从法律上 确立 了军 队的独立地位 。天皇对军 

队的统帅 由陆军参谋本部 和海军军令部辅佐 ，这些 

辅佐机关 直属 于天 皇而 独立 于政府 之外 ，掌 管 国防 

和用兵 ，有 关统帅事项 政府无权过 问 ，这就是 日本历 

史上的军 队统 帅权独立 。所谓天 皇统帅 陆海军 ，在大 

多数情 况下是 由军 阀 以天皇 的名义 来实 施 ，但 像开 

战 、媾 和等 国家最重 要的事项还是 在天皇出席 的“御 

前会议”上 决定 的 ，御前会议 的决定是 国家最高意 志 

的权威 。而且 ，“关 于统帅事项 ，天皇 自身也是 比对 国 

务更加积极地 干预 。从 这一点来说 ，天皇是完全具备 

作为大元帅的实质的存在”E33(P174)。明治以后， 

天皇 、皇室与 军队 已浑 然一体 。1873年 明治天皇宣 

布皇族均应参 加海陆军 。从那 时起到 1945年止 ，除 

身体病弱者外 ，所有皇族男子都是军人并历任要职。 

天皇家徽菊花徽章被广泛使用在枪支、军舰及兵营 

等军事设施 上 。军旗是 天皇 的象征 ，有专 门的“军旗 

连 ”护卫 ，海 军则在 最安 全 的地方设 立“奉安 殿 ”，供 

奉天皇 的“御真影 ”。 日本各 级军事学校举行毕业 典 

礼时 ，天 皇原则 上都 要 出席 ，并 向优 等生 颁发 “恩 赐 

品 ”，最优 秀的毕业 生还 被邀 进行 “御 前讲 演”，这些 

赏赐被军人视为最高荣誉 ，这种仪式也是为了感动、 

激励军人 而举 行 的。在战场上 ，将领把 “天皇恩赐 ”的 

香烟 分赏给 部下 ；和 部下 一起 早晚共 诵 天皇 向军 人 

颁赐的《军人敕谕 》；天长节时 ，率领部下遥 向东方三 

拜，高呼“万岁”。由于天皇和军队的特殊关系，日本 

海军一直 使用 “帝 国海 军 ”这 一称 呼 ，而 陆军在 9· 

18事 变 后 不 久 开 始 自称 为 “皇 军 ”，即 “天 皇 的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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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1932年制定 的《统帅参考 》，是 日本 陆军大学使 

用的最重要 的教 材之一 ，该书开篇第一章 就说 “帝 国 

的军队为皇军 ”，并特别说 明 ，在 国外 ，军队是 国家的 

军队 。“而我们帝 国的军队不仅是 国家的军队 ，更是 

皇军 ，这是 与外 国军 队完全 不 同 的”，军 队 的统帅权 

完全掌握在天皇手中[1](P127)。从 1937年起政府 

公文也使用 了“皇 军”的称 呼 。所 以 ，天皇无论 在形式 

上还是 实质上都是 日本军 队 的最高统帅 。 

天皇不 仅是 军 队的最 高统 帅 ，也 是军 队 的精 神 

领袖 。天皇崇拜 的理念与天 皇制 的形成存续有关 。日 

本 人是 高度同种 的民族 ，具有统 一的文化 ，自成一体 

的意识很强 。他们对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有着极为独 

特的看法 ，即 日本是神 国 ，日本人是 神的后代 。这种 

看法 来 自 8世 纪 初 的 两 部 书《古 事 记 》和 《日本 书 

纪 》。当时 日本刚经历 了大化改新 ，建立 起古代天皇 

制 ，为 了巩 固天 皇 制 统治 体 系 ，史 学 家 利用 民间传 

说 ，杜撰 了 日本 民族起 源的神话 ：日本人的祖先是天 

照大神 ，天 皇是继 承 了天照 大神 以来万 世一 系皇统 

的“现人神 ”(即现 出人形 的活着 的神 )。 日本 民族是 

血族式 的一大 集 团 ，天 皇是 这个 大家族 的家 长和惟 
一 正统 的统治 者 ，臣民应 无条件地敬畏恭 顺 。武 家幕 

府时期 ，群雄纷争 ，天皇成为 有名无实 的傀儡 ，“只具 

有宗教的权威 和权利源泉的意义”[4](P200)。幕 

末 ，西方殖 民势力频 频 叩关 ，有效 的中央统 治的丧失 

使西方列强轻易打开了 日本 门户。为了应付这种生 

死存 亡 的局面 ，幕末思 想 家继 承发展 了古 代神 国思 

想 ，力倡“尊王攘夷 ”的政治理念 ，希望通过强 化天皇 

的地位 ，建立“君 民一体 ，上下 一心”的强有力 的 民族 

主义 国家 ，天皇 被作 为 国家 的象征 重新拥戴起来 ，成 

为 日本 民族 集结力量 的 中心 。明治政府推 翻幕府统 

治 ．开创 了 近代 天 皇制 ，即 以天 皇 为 中心 的 国 家制 

度 。为 了赋予 天皇制合法性 ，政府有 意识 地大量保 留 

和借 助 了传统意识形 态 ，宣 布“王政 复古 ”，将古代神 

话 体系理论化 、说 教化 ，并在 1889年颁 布的《大 日本 

帝国宪法 》中规定“大 日本帝 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 

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2](P345)。这是 自大 

化改新 以来 的第 二 次造 神运 动 ，“信仰 天 皇 ，可 以说 

是一种 为 了建设 新 的 国家 的手 段 ，是 ‘明治 时代 ’的 

新兴宗教”[1](P179)。天皇崇拜的思想基础就是在 

明治初 年通过反 复 的 自上而 下的宣 传教 育打下 的 。 

进入 2O世 纪 2O年代 ，日本现代化深入 发展 ，政党 政 

治逐步实 现，民主化潮 流 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转 型使 

藩 阀阶层逐渐失 去 了权 力 和存 在 的意义 ，也 触动 了 

军部 的根基 。为 了维护 自己的特权和生存 ，在反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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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过程 中产 生 了法西 斯运 动 ，其 中军部 法西斯 最 

为猖獗 ，掌握 了法西 斯运动 的主导权 。为了利用天皇 

的权威排斥政 党政治 ，建立对 内专 制独裁 、对外武力 

扩张 的体制 ，通过 战争挽救 自己的没落 ，军部 再度鼓 

吹尊皇论 、国体论 ，围剿 民主思想 。进入 3O年代后 ， 

随着法西斯化 进程 的加速 和军部 主导 的法西斯政权 

的建立 ，天 皇崇拜 被推到 了顶 峰 。明治 时期 在天皇制 

意识 形态下 仍允许 民主思 想 的存在 ，到 了法西斯 时 

期 ，出现 了罢 黜百 家 、独尊 天皇 的极 端倾 向 ，天皇崇 

拜 的思想控 制着 思想舆 论 界乃 至社会 思潮 的主流 ， 

以至于“在 现代 社会之前 ，没有 一个 人对于一切合 法 

的政 治权 威归根 到底 来 自天皇 家系这一观念进行过 

挑 战”E5-1(P265)。军部法西斯把民主主义、自由主 

义 视为最危险 的思想 ，认 为“民主主义是军队最强的 

溶解剂”E6-1(P65)。为了抵制民主思想的传播 ，防止 

军队 内部 思想统 治 的崩溃 ，保证军 队 牢牢控制 在军 

阀手 中，成 为专 制 主义 的有力工具 ，军部在军 队大肆 

宣扬反 民主 的极端 天 皇主义 和 国家主义 ，天 皇崇拜 

的理念 在军 队 中培 植得 根深 蒂 固 ，成 为 日本 军人心 

灵深处不可 动摇 的精神支柱 。 

二、天皇崇拜和武士道相与为进 

武 士 文化 是 日本 传统 文 化 中 又一 最 独特 的部 

分 ，它 存在 近千 年 ，由此 形成 一 种 日本 特 质 的意识 
— — 武 士道 ，即武 士精神 。其主要特点为 ：崇 尚武力 ， 

忠诚尽 职 ，重视 主从 恩义 ，超越理性 和不辨是非地 为 

主君尽 忠殉 死 。在 日本封建时代 ，忠是武 士最重要 的 

美德 ，封 建等级 秩序 是 以个人 的忠诚 作 纽带来维 系 

的 ，每个 人所 尽忠 的对象 是各 自直 接 的主君大名 和 

太 名之上 的将军 ，主仆之 间 的关 系被看 作是 臣仆 方 

面一种无条件 的、绝对 的、忘我 的忠诚 。 日本对忠的 

价值 观和 中国有所 不同 。中国的原始儒学是 以孝为 

根本 ，修身 、齐 家、治 国、平天 下 ，是 由内而外 的伦理 。 

所谓 “父子 天合 ”，“君臣义合 ”，所 以“孝 ”是绝对的价 

值 ，而“忠”是相对 的价值 。而 日本 近世儒学 ，提倡忠 

孝一致，特别尊崇君臣上下之大义 ，“事君致命 ，移孝 

为忠”E7-1(P111)，所以“忠”是绝对的价值 ，而“孝” 

是 相对的价值 。 

日本近代 以军事立 国 ，“富 国强兵”是诸策之首 ， 

而且迅 速演 变为“强 兵富 国”的军 国主 义路线 ；加上 

明治维新后掌握 权力 中枢 的大多是 旧武士 出身的人 

物 ，传 播武士道 的社会 力量强大 ，因此崇 尚征 战杀伐 

的武士道与穷 兵黩武 的国家政权从一 开始就 如影 随 

形并伴随始终。在改革军制、建立新式军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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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武 士道成为 统治 者 向军 队灌 输最 多 的最 重要 的 

伦理 规范 ，在《军 人训诫 》、《军人 敕谕 》、《教育 敕谕 》 

中都 浸透 了武士精神 。因此 ，明治 以后虽然武 士阶层 

已不存在 ，武 士道“作 为体 系是消 灭 了 ，但作 为 道德 

依然生存”E83(P140)，并转化成为近代军人精神伦 

理和行为准则 的武 士道 。 日本近代 的武士道经过扬 

弃取舍有 了较大变化 ，一是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 

一 元化 。西 方殖 民势力人侵 以后 ，为 了凝聚全 国的政 

治力量 ，形成 以天 皇为 中心的 中央集权 的统一 国家 ， 

近代政治家们用尽一切手段使“忠”的对象从各个世 

俗首领转移 、集 中于 天皇一 身 ，“让全 体 日本 人在 思 

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 ，确立这种最高 的道德”[9] 

(P88)．使 天皇成为 臣民崇拜 的国体象征 。所 以明治 

以后的武 士道是 以忠君 爱 国为核 心 的，并逐 步发 展 

成一种 对天皇的超常 的忠诚意识 。这种 忠对 日本人 

的支配力是外人难 以想像 的 。“‘这是 天皇御 旨’，这 

一 句话就 可 以唤起 ‘忠 ’，其强 制力要 超过任 何 现代 

国家的号召。”E93(P9O)二是把武士道中的奴性、愚 

昧 、野 蛮和好 勇斗 狠发 展到 极端 ，崇拜 残 忍 ．歌 颂殉 

死“玉碎”，宣扬 “忠魂 不灭 ”。“日本士兵被教 导说 ，死 

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9](P26)，在数百万士兵 

人 手一册 的《战 阵训 》中规定 ，“生不 受被俘 之 耻辱 ， 

死不留课罪之污名”，绝对不许投降[1](P87)。军官 

佐佐 木战后 回忆说 ：日本军人 所受 的有 关生死 的教 

育 ，教的不是生存都 是死 的 内容 。而 日本军 队对 于死 

的惟一正式 定义是“为了天皇陛下 ”。武士道不仅 成 

为侵 略之道 和杀人 之道 ，也 成为 军 国主义欺 骗军 人 

盲 目为 天皇效 死 、充当战争炮灰 的工具 。 

从某 种意义上说 ，传统文化就 是国情 ，就 是国 民 

性。日本文化 的这 种独特性所产 生的文化控制机制 ， 

使军人对 是非 的判 断 和反思 水 平受到 极大 的限制 。 

源 白天皇神裔论 的天 皇崇拜 和源 自武 士道的忠诚意 

识结合在 一起 ，构成 了 日本军 人性格 中最 本质 的部 

分 ．即忠君 爱 国 ，君 即是 国 ，绝对 服 从 天 皇 的命令 。 

“日本军 队的忠诚 ，不 是对 国家 、民族和政府 的 ，而始 

终是对天皇的。‘为了天皇⋯⋯ 按照天皇的命令 
⋯ ⋯ ’这就是 日本军队的原则。”[1](P156)。军国主 

义分子正是 利用了这种传统 意识使 士兵心甘情愿 为 

天皇送死 的。战争是 以天皇的名 义 ，在圣战 的旗号 下 

进 行 的 ，“天 皇指 引 国 民参 加 战 争 ，服 从 是 我 的 天 

职”。 日本 军人“只要 天皇有令 ，纵然 只有 一杆竹枪 ， 

也会毫不犹豫 地投入战斗 。同样 ，只要 是天皇下令 ， 

也会立 即停 止战斗”。那些顽抗 到底 的士兵都“认 为 

自己是 在 ‘遵 奉圣 意’，是 为 了让 ‘陛 下放 心 ’，‘为 天 

皇而献身”’E93(P22～24)，他们“遵 照大君 (即天 

皇 )的敕 令 ，以英 勇无 畏 的历史 的忠勇 的谛观 ，从 容 

赴死”Elo3(P13)。 

三 、近代 日本军队的 国家教 育 

近代 日本军队是建立在神话信仰之上的，基础 

极其脆弱。本庄繁(Honjo Shigeru)曾在 日记 中直 

言 ：“军 队是把 天皇作 为现 人神 (活神 )来 信仰的 。如 

⋯ ⋯ 把 天皇 当人 一样 来对 待 的话 ，那 么军 队 的教育 

训练和统帅将十分困难。”[1](P156)因为下达命令 

的是人 ，必然会 出现批评 或产生疑 问 ，而神是存在 于 

批评 和疑 问之外 的 ，所 以神 的命令 士 兵才会 毫不怀 

疑 地舍身 服从 ，因此统 治者 运用 一切 手段来 维持 这 

种神话 。近代 日本军队教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 

是 ，始终 贯穿 着 以天皇 崇拜 为核 心 的天皇制 意识 形 

态教 育 ，强 调武士精神 ，“以一意尽 忠报 国为经 ，以献 

身殉难的行为为纬律其身”Ell3(P41)，培养对天皇 

绝对 服从 、为天皇尽忠 殉节 的忠 良臣 民。 

1878年 以陆军 卿山县有朋 (Yamagata Aritom— 

O)名 义发 布《军 人训诫 》，要 求 军人 必须把 天皇 当作 

神来崇拜 ，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 

根本在 于“忠诚 ”、“勇敢 ”、“服从 ”。强调 自古 以来 日 

本武 士 以忠勇 为主 ，“而今 日之 军人 ，⋯⋯亦 与武士 

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123(P11)。 

1882年 ，为 了防止 日益 高涨 的 自由民权思想 波及 到 

军 队 ，又 以天 皇名义发布 了《军人 敕谕 》，“晓谕”军人 

要绝对遵 守忠节 、礼仪 、武勇 、信 义、素质等武 士道规 

范 ，“必 须尽忠节为本 分 ”，即使 赴死 ，“也不得破坏此 

节操 ”。要 绝对服从 上级 ，“⋯⋯应知下级秉 承上级 之 

命令 ，即如 同秉承朕之命令”El3](P33～34)。敕谕 

与诏 书不 同 ，不需大 臣副署 ，是所谓纯属 天皇个人的 

谈 话 ，这 比任何 法 律 都 更有 力 地 约 束 了 日本军 人 。 

《军 人敕谕 》被 日本 军 队视 为圣典 ，士兵 必须每 天早 

唱晚诵 ，烂记 于心 。1945年 4月在“本土决 战”开始 

之前 ，陆军 省 向全军 下达 了《决 战训 》，要 求 士兵“把 

遵守圣谕(即《军人敕谕 》)视为皇国军人的生命”，日 

夜 奉诵 ，全力捍卫 ，“此乃必胜之根本”[1](P47)。 

189o年 以天 皇诏 书形 式 颁 布 的《教 育 敕谕 》更 将 忠 

于 天皇作 为教育 的根 本 目标 ，该 敕谕 对 日本 教育 的 

根源作 如此解 释 ：天皇祖 先创造 了 日本 国 ，从此 以仁 

德统治 臣 民。全 体 臣民要 “克忠 、克孝 ，亿兆 一心”．以 

维护“国体之精 华 ”，并称 “教育之渊源亦实在 于此”。 

敕谕 还要 求 臣 民“一 旦有缓 急 ，则 应义 勇奉 公 ，以辅 

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4](P182)。1891年出版的《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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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衍 义 》一书 ，是最 权威 的《教育 敕谕 》释文 ，书 中对 

这句话 的解释 是 ，对真 正 的男子汉 来说 ，没有 比为国 

而死更愉快 的事 了，强调武士道 、军人精神 和国 民道 

德 的一致性 。1928年 制定的《统帅纲领 》充分体现 了 

日本军 队用兵 的基本 原则 ，《纲领 》中说 ：战争胜败 的 

主要原 因在于精 神 因素 ，“何况 帝国军 队兵力少 ，资 

材不 足 ，⋯ ⋯精 神 的因素更 不可少 。即战斗 中要官兵 
一 致，至诚 忠 君，鞠 躬 尽 瘁，死 而后 已 ⋯⋯”[1] 

(P42)在 1941年 由陆军省 颁发 的《战阵训 》中 ，战 争 

的目的被解释为“在于广布皇道 ，使敌景仰，以感皇 

威之尊严”。而所谓军队，则是“以在天皇统率之下， 

体现神武之精神 ，显扬 皇国之威德 ，扶翼皇运为己 

任，并时刻慰藉圣心⋯⋯”[1](P86)总之，一切都是 

为了天皇 。 

正是 以天皇崇拜 为核心 的国家教育铸造 了近代 

日本军 队的精神 支柱 。由于这种 教育具 有系统化 、体 

制化 的特点 ，使 人们 “平 常 在家庭 、学 校 、兵 营里 ，只 

受 到 为 天 皇 献 身 的 教 训，而 不 知有 其 他”[15] 

(P184)，日本军 队实 际上成 为 了信 奉天 皇教的信 徒 

集团 ．没有 真正科 学的价值取 向和思想标准 ，无视诸 

如普遍正义和人道等超越国家并制约国家存在方式 

的价值 和理 念的存 在 ，从 肉体 到精 神都彻 底 的奴隶 

化 ．惟 天皇之命是从 。“皇军 的所有 士兵都 可以大 叫 

着 ‘天皇陛下万岁’去死 。这是为什么?如果用通俗 

的语 言来 表达—— 这 真是 超越 了理性 的，无法 用道 

理来说 明的 ，是 为了天皇一个 人 。皇军的 以至 日本 的 

一 切力 量 的根源 ，可以从 这一 超越 理性 的东西 里找 

出来 。”[1](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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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kado—worship— — The Ideological Prop of M odern Japanese Army 

CHEN Shu—han 

(School of Science of Humanity，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2，China) 

Abstract：In modern times，Japanese forces turned up extremely fierce and tough in a series of invading 

wars towards other countries．It was the M ikado—worship that was the ideological prop to support this 

army to dedicate to an unjust cause．The establishment of Mikado—worship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 ikado。the worship education in the army，the traditional warrior culture，and etc． 

Key words．Japanese army；Mikado—worship；cause 

8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