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 曰本社会运动 的演进和特征

胡 澎

内 容提要 ： 战 后 ７０ 年 日 本 涌 现 出 诸 多 内容 、 形 式 、 特征各异 的 社会运

动 ，
如和平运动 、 工人运 动 、 学 生运 动 、 反公害运 动 、 消 费者运动 、 环境保

护运动 、 居 民运 动 、 妇女运 动 、 信 息公开运 动 、 社 区 营造运 动 等 。 这些社会

运 动在 与 政府的 关 系 上基本可分 为
“

对抗型
”

、

“

要求 型
”

与
“

建设 型
”

三

种 。 具有以 下特 征 ： 运 动 的 主体是
“

新 中 间 阶 层
”

， 与社会 问题 密切 相关 ，
互

联 网 的作用 日 益增强等 。 值得注意的 是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 社会 生 活领域

中 的社会运 动呈现 出 由
“

对抗型
”

转 向
“

建设 型
”

的 趋势 ，
而思想意 识领域

的社会运 动则 呈现 出 民族保 守 主义与 和平 民主主义两大势力 的激 烈 交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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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自 １ ９４５ 年战败至今
，
已过去了整整 ７０ 年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伴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 内政治 、 经济的变迁
，

日本社会出现了劳动问题 、

公害问题 、 食品安全问题、 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问题 、 城市化进程中的大拆

大建问题 、 少子老龄化问题、 教科书问题 、 修宪问题等 。 这些社会问题的出

现 ， 总是伴随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 。 因此 ，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社会也是反

战和平运动 、 工人运动 、 学生运动 、 反公害运动 、 消费者运动 、 居民运动 、

妇女运动 、 信息公开运动 、 生活者运动等社会运动绵延不绝 、 此消彼长的

７０ 年 。

战后以来的 日本社会运动领域宽泛 、 体系复杂
，
涉及政治外交 、 社会生

活 、 思想意识 、 国家战略 、 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 。 从社会运动这
一

视角 ， 可

窥探战后 日 本社会的整体运行轨迹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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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后 日本社会运动的主要发展阶段

日 本在
“

社会运动
”

这一词汇之外 ， 还经常会使用
“

市民运动
”

、

“

居民

运动
”

、

“

新社会运动
”

等 。 在对 日本战后社会运动进行研究之前 ，
有必要对

以上概念予以界定 。

社会运动 （ ｓｏｃ 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是指有组织的一群人 ， 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

或重建社会秩序的集体行为 ， 用意则在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 。 赵鼎新为
“

社

会运动
”

所下的定义是 ：

“

有许多个体参加 、 高度组织化 、 寻求或反对特定社

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 。

” ①
日本社会学家盐原勉将

“

社会运动
”

定义为 ：

直面因某种社会矛盾产生的生活危机的人们 ， 试图 以组织的或集体的形式 ，

通过变革社会既有的资源分配状态 、 社会规范或价值体系 ， 进而谋求通过重

塑价值观来解决危机的努力 。
② “

市民运动
”

是指那些对超越某一具体地域社

会问题持有关心 的人们 ， 为了某种理想 、 信念或要求而发起的集体行动 。 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反对氢弹试验运动 、 ６０ 年代的安保斗争以及反对越战运动 。

“

居民运动
”

是在某一地域凭借人与人之间结成的集团 ， 超越阶级或职业的差

异 ， 以解决共同的地域生活的困难为 目标的运动 。 具体表现为
一

定地域的居

民为了共同的要求和 问题解决 ， 对政府 、 自治体 、 企业等进行的交涉等集体

行动 ， 其主体是城乡居 民 。 日本居民运动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对公害问题

的应对过程 。 公害受害方的地区民众结成组织 ， 针对企业和政府开展了要求

赔偿和捍卫权利运动 。

“

市民运动
”

与
“

居民运动
”

是涵盖在
“

社会运动
”

的范畴之中的 。

６０ 年代后期 以来 ， 西方诸如废除歧视运动 、 女权主义运动 、 环境保护运

动 、 居民运动 、 反核运动 、 消费者运动 、 和平运动 、 地方分权运动等社会运

动出现了
一些新的特点 ， 表现在身份政治化 、 非组织化 、 非经济化、 斗争对

象非具体化等方面 。 为 了 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区别 ， 被冠之以
“

新社会运

动
”

。 许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 ，

“

新社会运动是现代社会晚期的独特产物 ， 在

方法、 动机以及方向上大大不同于以前的集体行动
”

，

“

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反

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不断变化中 的风险 。 因为传统政治机构越来越不能应对

① 赵鼎新 ：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０６ 年 ， 第 ２ 页 。

② 見田宗介 、 栗原彬 、 田中義久編 『社会学事典 』 、 東京 ： 弘文堂 、
１ ９８８ 年 、 第 ３９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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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临的挑战
”

。
？ 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众多的非政府组织 （

ＮＧＯ
） 或非营利

组织 （
ＮＰＯ

） 联合推动的运动
，
表现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和关心呈现个

性化 、 多样化等特征 。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使用
“

社会运动
”

，
在强调居民主体时使用

“

居民运

动
”

， 在强调市民主体时使用
“

市 民运动
”

，
在强调 ２０ 世纪 ７ ０

￣

８０ 年代以后

社会运动 出现的变化与特征时使用
“

新社会运动＇

为对战后 ７０ 年的 日本社会运动分阶段予以梳理 ，
本文借用战后经济史的

划分周期 ，
将战后历史分为经济复兴期 、 经济高速增长期 、 经济稳定增长期 、

经济长期低迷期 。 在这四个时期 ， 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尽相同 ， 社会运动

也呈现出各 自不同的特征 。

（

一

） 战后经济复兴期的社会运动 （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５ ）

１９Ｍ 年 日本战败投降时 ，
经济已濒于破产地步 ， 失业者大量增加 、 粮食

匮乏 、 生活困难 、 通货膨胀严重 。 这一时期社会运动 的一个重要 目标就是捍

卫生活权 。 如 １ ９４６ 年全 日 本出现了要求掲发藏匿物资并予以合理分配的运

动 。 ５ 月 １９ 日
，

２５ 万东京市民参加 了
“

争取大米人民大会
”

， 会后举行了大

规模的示威游行 。 在战后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 ，
工会组织及工人运

动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 １９４６ 年末至 １９４７ 年初 ，
工人运动一度发展为反对吉

田茂内阁的倒阁运动 。

战后 ， 日本的工人运动获得全面发展 ， 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 ， 如全国

产业界劳动组合联合 、 日 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 （

“

总评
”

） 、 日 本劳动组合总

同盟 、 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 、 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 全 日本劳

动组合会议等 。 工会组织和领导的斗争风起云涌 ， 目 标是保障就业 、 提高工

资 、 改善劳动条件以及推动员工参与生产管理。

战后不久 ， 有着战争体验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 、 战争责

任与历史认识问题 ， 这也成为 日 本和平运动的出 发点 。 １ ９４８ 年
，
丸山真男 、

久野收 、 都留重人 、 清水几太郎 、 安倍能成等 ５ ０余名著名知识分子成立 了
“

和平问题谈话会
”

， 该团体在 １９４９￣ １９５ １ 年期间活动十分活跃。

“

和平问题

谈话会
”

的主旨是
“

全面媾和 、 坚持中立 、 反对重整军备 、 反对提供军事基

地
”

的
“

和平四原则
”

。 之后 ， 该原则为社会党左派 、

“

总评
”

所继承 ， 对于

战后民主主义在 日本社会的普及和扎根起到了促进作用 。

① 安东尼 ？ 吉登斯 ： 《社会学》 ，
赵旭东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５５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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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 本社会运动的演进和特征 Ｃｉ）

１ ９５４ 年 ３ 月美国在比基尼岛礁进行的氢弹试验 ， 导致正在附近海域作业

的 日本渔船
“

第五福龙丸
”

船员 们受到放射性尘埃污染而致病 ， 另外 ，
多达

８５ ６ 艘 日本渔船被称之为
“

死灰
”

的核物质污染 ，
从当地捕获的金枪鱼身上

也检验出了大量核辐射物 。 该事件是 日本继广岛 、 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又一次

受到核武器的侵害 ， 也成为 日本反核运动的导火索 。 事发后 ， 出于对核污染

的忧虑
，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

，
以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为先导 ， 禁止氢弹的签名

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 截至 １ ９５５ 年在广岛召开的第一届
“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

界大会
”

，
征集到了高达 ３０００万个签名 。 以

“

比基尼事件
”

为契机 ，
民间结成

了
“

禁止原子弹氢弹 日本协议会
”

（原水协 ） ， 之后 ， 反氢弹试验 、 反核运动迅

速扩展到全日本 。 与此同时 ，
１９５５ 年第

一届 日本母亲大会召开 ， 妇女们纷纷控

诉战争带给妇女的伤害 ， 表达了对战争 、 对核武器的坚决反对以及对和平生活

的向往。 之后
，
母亲大会每年召开 ， 迄今已召开了６０届 。 每届都聚集了成千上

万的参加者 ， 成为战后 日 本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中极具影响性 的事件

之一 。
①

（
二

） 经济高速增长期 的社会运动 （ １ ９５６
￣

１ ９７３ ）

“

１ ９５５ 年体制
”

形成后 ， 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 自 由 民主党与在野党

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格局 。 在 自 民党长期执政期间 ， 日本实现了工业化、 现代

化的快速发展
， 并挤身于世界经济大 国之列 。 同时

，

“

１ ９５５ 年体制
”

期间 ，

保守的执政党和革新政党之间斗争不断 ，
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高涨。

经济高速增长期 ， 革新 、 左翼思潮势力强大 ， 和平运动 、 学生运动 、 安

保斗争 、 反公害运动及捍卫 自身权利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浦 。 这一时期的和平

运动是在 ５０ 年代和平运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 。

一些亲身经历过战争 、 不断反

思战争并爱好和平的人士结成各种团体 ， 进行了维护和平 、 反对战争 、 防止

战争在 日本重演的运动 。 １９６５ 年 ，

一批社会党 、

“

总评
”

系统的人士从
“

原

水协
”

分裂出来成立了
“

禁止原子弹氢弹国 民会议
”

（原水禁 ） 。 在该组织领

导下 ，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核游行示威 。 反核运动超越思想 、 宗教 、 政党政

治派别 ， 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国民运动 。 １９５９ 年至 １ ９６０ 年 ， 由 国会议员 、 劳

动者 、 学生 、 市民参与的反对 《 日美安全条约 》 的抗议行动如火如荼 ， 作为

日本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政治斗争 ， 最终导致了岸信介内 阁总辞职 。
Ｉ９６０－

① 参见胡澎 ： 《母亲大会 ：
历程

、 特点与意义 》 ， 《 日本学 》 第 １５ 辑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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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 年越南战争期间 ， 小 田实等人发起成立了
“

为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市民联

合
”

（ １９６５ 年成立 ， 简称
“

越平联
”

） ， 目标是反对越南战争 、 反对 日美安保

同盟等 。 这一时期 ，
以该团体为代表的反对越战运动声势浩大 。 与此同时 ，

作为社会党的支持者 ，

“

总评
”

继续高举
“

和平四原则
”

的旗帜
， 持续开展

了反对 日美同盟 、 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 。

１９５６
￣

１９７３ 年
，
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１０％ 以上 ， 创造了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
“

经济奇迹
”

。
１９６６ 年 日本超过英国 ，

１９６８

年又超过联邦德国 ， 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大经济体 。 经济髙

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 。 例如 ， 随着新干线 、 机场 、 港 口 、 水电

站 、 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钢铁和石油化工产业的开发 ， 自然环境遭到破

坏 ， 生活环境持续恶化 ， 公害问题 日益严峻 。 与此同时
，
在城市化进程中 ， 大

面积绿地缩减 、 珍贵野生动物减少 、 山村景观遭到破坏 。 针对公害问题 ， 受害

地区居民团结起来进行抗议 ，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反公害运动 。 １９７３ 年 ， 在民众

多年的抗争之下 ， 水俣病 、 四 日市哮喘病、 骨疼病 、 第二水俣病为代表的四大

公害病以受害居民的胜诉而告终 。 针对 自然生态环境恶化 ， 民众为保护生存环

境 ， 捍卫生存权利
，
在全 日本范围内开展了各种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

另外
，
这一时期以三里冢反对征地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捍卫 自身权利的运

动引人注 目 。 １ ９６６ 年 ６ 月 ， 日本政府决定将千叶县三里冢芝 山地区作为国际

机场候选地？ ， 但未与当地农民沟通 。 三里冢农民闻风而动 ， 成立了
“

三里冢

芝山机场联合反对同盟
”

进行抗争 。 １９７ １ 年
，
在政府强制征地行动中 ， 同盟

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 ， 导致三名警察死亡 、 双方各有多人受伤的惨剧 。 最终 ，

政府不得不把原先建设三条机场跑道的计划缩减为一条 。

除此以外 ，
１９５５ 年的砂川斗争

＠
、 １９５７ 年的

“

反对勤评斗争
”③

、 １ ９５８ 年

的
“

警察执法反对运动
” ④ 也各具特色 。 以学生为主体的

“

全共斗运动
” ⑤ 在

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
日本政府决定建造

一

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
，
最初选在现成田机场地

址以南四公里一个叫富里的地方 ， 但是富里地区的农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建机场运动 ， 政府只好作罢 。

②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得知驻 日美军要求在小牧 、 横田 、 立川 、 木更津 、 新潟扩建五个机场的消 息 ， 当

地居 民结成了
“

砂川基地扩张反对同盟
”

，
召开了反对机场扩建的誓师大会 ，

开始了
“

砂川斗争
”

。

③ １９５７ －

１９５８ 年针对强制执行对教员工作成绩的评定
，
被认为破坏了教职员之间的团结 ， 是以

权力对教育的统制 ， 因此
，
以教职员组合为 中心在全国开展了激烈的反对斗争。

④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 针对 《瞥察官职务执行法》 修订而开展的抗议活动 ，
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党 、

总评 、 全 日农 、 护宪联合等七家团体。 １ １ 月 ５ 日有 ４００ 万人参加 了街头抗议行动 ， 导致修订搁浅 。

⑤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波及全 日本的学生运动 。 当时参加者多为
“

团块世代
”

的大学生 ， 他们 中

后来诞生了多位 自然环境保护运动 、 消费者运动的领导者。

—

１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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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１９７０ 年期间达到高潮 。
． ６０ 年代末 ， 妇女为争取 自身权利 以及男 女平等

目标而发起了妇女运动等 。 这些运动 的主体是普通居 民 、 家庭主妇 、 学生 、

教师 、 老年人等 ， 他们对各 自权利的要求和捍卫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增添了

色彩 ｐ

（三 ） 经济稳定增长期的社会运动 （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０ ）

１９７ ３ 年和 １９７９ 年的两次石油危机 ， 使得 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 向稳定增

长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日 本经济基本处于稳中上升阶段。 到 了８０ 年代 ，

日本迎

来了经济迅速全球化的时期 ，
日元升值 ， 海外旅行人数增长 。 ７０￣ ８０ 年代的

日 本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 如人 口 向东京等大城市圈集中 ， 单身家庭增

加 ， 妇女就业率提高 ， 家用电器普及 ， 生活愈加方便 。 但同 时也出现了相当

多社会问题 ， 如 自 民党集权政治及内 部存在的腐败问题导致民众强烈不满 ，

“

大量生产 、 大量消费 、 大量废弃
”

的社会经济体系带来了 民众对生活方式的

思考 ， 汽车尾气导致大气污染 ， 生活废水导致地下水质污染 ， 城市生活型公

害问题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 。

７０ 年代以后 ， 日本的社会运动开始 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到生活领域 ， 表现

在运动 目标与生活的关系 日 渐密切 ， 消费者运动 、 生活者运动等具有
“

新社

会运动
”

特征的社会运动成为主流 。 ８０ 年代以来 ， 随着 日 本国 民生活方式 、

价值观的 日益多元化 ， 要求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官僚主导 的社会运行机制和 以

大企业为 中心的经济体制予以改革的呼声高涨 。 这
一

时期 ， 对社会体制产生

异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市民运动
一

度消沉 ，
而市 民在 日 常生活 中结成

各种网络 、 市民团体的活动却 日 渐活跃 。
一批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士开始

从街头运动走向社会变革 。 例如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 ， 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的

藤田和芳创立了
“

守护大地会
”

， 分别 以社区企业和非 营利组织两种运营方

式 ， 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 、 互动 的关系 ， 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

土地与环境保护 。 目前该会已发展成为拥有 ２５００ 个生产会员 、 ９ ． １ 万个消费

会员 、 年营业额达 １ ５０ 多亿 日元的庞大组织。 社会企业作为变革社会的
一

种

方式与社会运动殊途同归 。

值得
一

提的是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一些 日本民间团体不仅作为战争的

受害者来反思战争 ， 同 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 日 本的战争责任 。

他们编辑资料集、 发行简报 、 举办演讲会和展示会等 ， 还到 日 军曾侵略过的

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 、 幸存者 ， 调查 、 搜集战争期间 日 军的罪行和证据 ，

掀起了追究 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 。 另外 ，
８０ 年代中后期 ， 反核运动呈现

—

１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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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特征
， 反核内容扩展到废除核武器 、 缩减军备 、 核电 、 人权、 战争责

任等诸多问题。 这
一

动向 ， 使得社会党 、 共产党 、

“

总评
”

等工会组织为主体

的和平运动演变为多种 目标的和平运动 ， 并植根于 日 本社会。
①

（ 四 ）
经济长期低迷期的社会运动 （

１ ９９ １
￣ ２０ １５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 东欧剧变 、 苏联解体 ， 导致东西方两大阵

营对立的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 世界 由此进入
一

个多极化 、 大竞争的时代 。

日本的国 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 ，
股票 、 地价等资产

价格急剧下跌 ， 不少企业倒闭 ， 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严重 ，

一

些产业向海外转

移 。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的 １０ 年 、
２０ 年又被称为

“

失去的 １０ 年
”

、

“

失去的

２０ 年
”

。 与之相伴随的是劳动者收人减少 ， 临时工等非正式雇用劳动者增加 ，

社会差距拉大等 。 另外 ， 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 日益严峻 ， 导致劳动力人

口减少 ，
医疗费用剧增 ， 养老保险资金人不敷出 ， 同 时也出现了远离大城市

的偏远地方年轻劳动力缺失 ， 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 缺乏活力等问题。 少子老

龄化给 日本的综合国力 、 社会结构 、 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

已成为 日本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阻碍 。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１ １ 日 ， 大地震与海

啸 、 核泄漏多重灾难叠加
，
使 日 本经济 、 社会乃至国 民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是 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时期 ，
也是 日本社会运

动异常活跃的时期 。 这
一

时期的社会运动呈现出
一

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

—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运用居民投票等直接民主主义方法的居民运动

显著增加 。 例如 ， 新潟县卷町的核电站建设抗议运动 ， 阪神淡路大地震后针

对神户机场建设的抗议运动 ， 德岛县吉野川河 口堰建设抗议运动等 。 这些运

动的突出特点是诉求方式平和 ， 运动形式灵活 。
一些社会运动开辟了居民与

政治相关联的直接民主主义的新道路 ， 并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

二是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 ， 在推进市民参与 、 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 。 阪神淡路大地震后 ， 大量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开展了积极的灾

后救援 。 之后 ，
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 ， 促进了市 民社会的成熟 。

今田高俊认为 ：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
居民 自发的志愿活动活跃起来 ， 特别

是 ９０ 年代的志愿者活动和 ＮＰＯ 、 ＮＧＯ 活动的高涨具有象征性意义 。 这表明 ，

① 安田浩 「戰後平和運動《特微ｔ 当 面玄 為課題 、

『
曰本社会刃対抗 ｔ構造 』 、 大月書店、

１９９７
年。

—

１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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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公益性较高的服务供给上不是靠政府 ， 而是用 自 己的力量来解决 。

”
？

１９９８ 年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的制定 ，
对于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里程碑

意义。 该法实施后 ， 非政府组织 、 非营利组织迅猛增长 ，
在反对战争 、 保护

环境 、 伸张人权 、 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等方面 ，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社会运动也由此进入到
一

个更为广阔的空 间 。 正如萨拉蒙在分析美国社会运

动时所指出 的 ：

“

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 ， 如民权运动 、 环境保护 、

消费者运动 、 妇女或保守派等
，
都扎根于非营利领域 。 这

一

现象的增长确实

引人注 目 ， 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像选举 、 政党 、 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

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 。

”②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
日 本的社会运动表现为遍布各地

区 、 各领域 、 各行业的非营利组织 、 民间团体 、 志愿者组织的 日 常化活动 ，

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 当今 日本社会 ， 非营利组织已成为改善公共治理的
一支

新生力量
，
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变革 。

值得
一

提的是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日本民众的男女平等意识及人权意

识有了明显增强 。

一些妇女运动家 、 女性主义者、 妇女团体站在人权的高度 ，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平等和对妇女权利的践踏 ，
特别

是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
一 系列活动 ， 并促成了一部专门针对婚姻暴力

的法律 《防止配偶间 的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法律》 （
２〇〇２ 年 ４ 月 １ 日实施 ）

出 台 。

三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日 本社会呈现出整体右倾化倾 向 。

一

些右倾 、

右翼政治家 、 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把持着政治 、 经济和媒体的重要部门 ，
以冠

冕堂皇的理由蒙蔽民众 ， 推动 日本朝着民族保守主义方向前行 。 例如 ，
以小

泽
一

郎为代表的政治家呼吁 日 本应摆脱
“

战后心理
”

， 要成为
一个

“

正常国

家
”

， 即在国际体系 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 国家 ， 具体而言就是修

改宪法 ，
以允许向海外派遣 自卫队参与联合国 的维和行动或其他的国际安全

机制 。

一

部分政治势力极力想冲破宪法第九条的制约 ， 修宪风潮愈演愈烈 。

与此同时 ， 随着中 国 、 韩 国国 力 的上升 ， 日 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 。

面对中 国的崛起 ，
日本国 民的优越感逐渐丧失 ， 对 日本未来深感忧虑 。 这种

茫然不安的心态 ， 也使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有了可乘之机 。
一些右翼分子针对

中 、 韩两国采取了一些排外 、 排他的集体行为 ， 如针对钓鱼岛和独岛 （ 日 称

① 转引 自佐佐木毅 、 金泰昌主编 ： 《中间团体开创的公共性》 第七卷 ， 王伟译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 页 。

② 转引 自何平立 ： 《西方新社会运动趋向析论》 ，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〇〇８ 年第 ２ 期 。

—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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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阁列岛 、 竹岛 ） 的示威 、 反对外国人参政的游行 、 日韩断交游行等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针对新一股修宪浪潮 ， 涌现 出 了众多 的反对修宪市 民团

体
，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的

“

九条会
”

。 该组织聚集 了井上厦 、

梅原猛 、 大江健三郎 、 加藤周
一

、 奥平康弘 、 小 田实 、 泽地久枝 、 鹤见俊辅 、

三木睦子九位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 ，
旨在桿卫和平宪法 ， 实现 日 本与

世界的和平 。 在其影响下 ， 各地 区 、 各行业 、 各领域纷纷成立各种 各样的
“

九条会
”

。 如
“

冈 山九条会
”

、

“

大阪九条会
”

、

“

科学家九条会
”

、

“

女性九

条会
”

、

“

日 中友好九条会
”

、

“

诗人九条会
”

、

“

科学家九条会
”

、

“

影视界九条

会
”

等 。 据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介绍 ，

２０ １ ２ 年该会下属 的
“

九条会
”

已经

达到 ７ ５００ 多个 。
？“九条会

”

成为反对修宪运动 中
一支重要的力量 。

颁布于 １ ９４７ 年的 《教育基本法 》 作为二战后 日 本 民主化 改革的重要产

物 ， 长期以来是 日 本教育领域各种法令和解释的基础 ， 因 此也被称为
“

教育

宪法
”

、

“

教育宪章
”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 ８ 日
， 文部科学省正式向 国会提交

“

《教

育基本法 》 修正案
”

， 在支持该修正案 的势力 中 ， 除执政党 、 鹰派政治家之

夕 卜 ，

一批右翼保守主义团体和知名人士起到 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 像
“

日 本会

议
”

、

“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

、

“

谋求新的教育基本法之会
”

、

“

日 本教育改革

有志者恳谈会
”

、

“

日本教育再生机构
”

等团体负责人与某些政治家和政府官

员在修改基本法上不谋而合 。 他们密切配合 ， 构成
一股推动基本法修正案在

国会通过的强大势力 。 而与此相对的是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的社会运动 。

该运动旗帜鲜 明地打 出 了
“

桿卫基本法的 民主
、
自 由精神 ，

反对改恶教育基

本法
”

的 口号 。 不少市民团体 以及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高度团结 、 密切配合 ，

将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

近两年 ， 针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和新安保法案的通过 ， 出现 了
一

波又
一

波

的抗议浪潮 。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的 内 阁会议上
，

日 本政府正式决定解禁集体 自

卫权 。 会议当天即遭到许多民众的强烈抗议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 由多名 日 本宪法

学者和作家组成的
“

反战千人委员会
”

向 日 本国会提交 了１６５ 万个群众签名 ，

反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 ， 要求撤回新安保法案 。 ２０ １ ５ 年
，

７ 月 １ ５ 日
，
日 本政府

不顾民众的强烈反对 ，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安倍政府提交的新安

保法案 ， 其核心是解禁集体 自 卫权后扩大 日本 自卫队在海外 的军事活动 ， 又

被称为
“

战争法案
”

。 新安保法案甫
一

出 台 ， 即遭到 日 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 民

① 转引 自 刘晓峰 ： 《

“

平成 日本学
”

论》 ， 《 Ｈ 本学刊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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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自发组织的反对集会和游行动辄上万人 ， 声势浩大 ， 此起彼伏 。 据 《朝 日新

闻》 及共同社的民调显示 ，
在强大的反对浪潮 中 ， 安倍内阁支持率已有所下降。

四是反核运动 自 ２０ １ １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爆发后又重新掀起了 高潮 。

其中 ， 大江健三郎发起的
“

再见核电站
”

大集会十分引人注 目 。 在 ２０ １２ 年的

一次集会上 ， 该组织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
３２ 万人的反核签名 ， 呼吁关闭 日 本

所有的核电站 ， 实现
“

无核化
”

。 反核民间组织
“

首都圈反核联盟
”

每周五

都在首相官邸进行反核游行
，
游行者还在 国会议事堂周边 １ ． ５ 公里长的人行

道并排站立 ，
以示抗议 。 反核游行以普通市民为主 ， 参与广 ， 规模大 ， 持续

时间长 ， 堪称继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安保斗争
”

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

二 日本社会运动的类型

日本的社会运动种类繁多 、 成分复杂 ，

一些社会运动不排除背后有着特

定的商业 、 政治利益等多种集团存在 ， 因此
，
需要针对不同 的社会运动 ， 对

其 目的 、 背景和活动内容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再对社会运动整体进行全盘

评价 。 本文依据社会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将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的社会运动划

分为对抗型 、 要求型和建设型三种 。

（

一

）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站在与政府对立的立场 、 反对或阻止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行政的市民运动

被称之为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 这类运动主要有两大类 。

第一类是为了保卫 自 己生存环境和 自身利益的运动 。 包括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针对经济高速增长、 过度开发带来的公害问题产生的抗议和反对运动 ，
以

及针对政府
一

些侵害 自身权益的开发项 目发起的反对运动 ；
贯穿战后 ７０ 年的

反核运动 ； 针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来驻 日 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坠落事故 、

噪音扰民以及基地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而爆发的冲绳反基地运动等 。

第二类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捍卫理念的
一种运动 。 如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

以学生为中心 的安保斗争 ， 贯穿战后 ７０ 年的反战和平运动与反修宪运动 ，
７０

年代以后反核 、 反对核电站的运动？ ，
９０ 年代 以来反对采用右翼教科书 的运

①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在计划兴建核电站地 区 ， 民众发起了反对核电站建设的运动 ， 城市也

有反对核电站的游行 。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第
一

核电站事故之后 ， 这
一运动表现得更为兴盛。 近

年来 ， 东京 、 福岛县乃至全 日本多次爆发了要求废除核电站 的游行活动 ，
人数多达数万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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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近两年来反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以及反对新安保法案的运动等 。 另外 ， 还

有现代化进程中被排挤和歧视人群为主体的部落解放运动 ，
消除对女性实施

暴力行为的运动等 。 这些运动均有着鲜明的
“

对抗型
”

特征 。

其中 ， 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很有代表性 。 日本中小学施行教科书审定制

度 ，
民间编纂的教科书需由文部科学大臣审査通过

， 各地教育委员会 自行决

定所管辖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 。 ２００１ 年
， 右翼团体

“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

主导编写 、 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引起了 日 本有 良知人士的激烈反对 ， 民

间 团体发起了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 。 他们召开集会、 演讲会 ，

对各地教育委员会进行动员 。 在强大社会运动推动下 ， 该右翼教科书 的采用

率非常之低 。 ２００７ 年扶桑社全额出资成立了育鹏社 ， 该社出版的历史与公民

教科书承袭了扶桑社教科书的错误和修正主义历史观 ，

一经出版即遭到 了教

育界有识之士和
一些民间团体的强烈抗议和反对 。 目前 ， 以

“

２ １ 世纪儿童与

教科书全国网络
”

为首的 民间 团体正在发起阻止育鹏社教科书进人学校的

运动 。

另外
，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中也包括针对工厂公害 、 交通公害 、 食品公害

等公害的反对运动 ， 以及充实和完善与福祉 、 文化 、 教育相关的公共设施的

请愿运动 ， 针对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以及机场 、 新干线 、 高速公路、 核电设施 、

水电站等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抗议运动等 。

（
二

）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在参与社会 、 表示不满 、 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更为温

和 ， 其规模较对抗型社会运动要小 ， 参与者大都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 ， 并以

一种 自下而上的方式表达对平等权 、 自 由权、 环境权 、 生存权、 发展权 、 和

平权等方面的要求和愿望 。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 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信息

公开运动 、 居民投票运动 、 生活者运动等为代表 。 同时 ，

一

些
“

对抗型
”

社

会运动也逐渐转为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 。 例如 ，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

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 公害问题、 过度开发问题等均得到
一

定程度的解决 。

以反公害 、 反过度开发等为 目标的环境保护运动 ，
逐渐由

“

对抗型
”

转变为

要求政府对公害企业采取某种行政措施 、 防止公害发生的
“

要求型
”

。 这类
＇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大多不是政党和劳动组合等既有组织主导的
，
而是地区居

民为主体发起并参与的 。

“

要求型
”

社会运动 ，
以 １ ９９５ 年围绕新潟县卷町修建核电站的居民投票

运动最具代表性 。 当时 ， 卷町居民对是否出卖预定建设核电站的町有土地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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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两派意见 。 在町长选举中
，
主张进行居民投票的领导人当选 。 之后 ， 町

议会通过 了居民投票条例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
在投票条例的基础上实施了 日本历

史上首次居民投票 ， 投票率高达 ８８％
， 反对建设核电站的 占半数以上 。 最终 ，

反对修建核电站的议案获得通过 。 之后 ， 各地纷纷效法卷町 ， 在抵制美军基

地 、 要求驻 日美军撤走的冲绳 ， 在抗议建设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岐阜县御

嵩町 ， 以及在针对是否修建吉野川可调节堤坝的德岛县等地 ， 都进行了居民

投票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 社会运动不再表现为居民与 自治体的
“

对抗型
”

运动 ， 而是 自治体与居民 团体通过对话 、 沟通 、 居民参与 、 居民监督来完成 。

居民投票运动直接冲击了 旧有的 日本政治文化和价值观 ， 也逐渐改变着国家

与地方的关系 ， 开创了居民在选举之外参与 自治体政策决定过程的道路 。

居民投票成为居民参加公共性讨论 、 获得发言权的重要
一

步 ， 给居 民创

造了参与政治的机会 ， 并在地域政策中体现了居民的愿望 。 近年来 ， 居民的

主人翁意识愈加强烈 ， 居民参与逐渐过渡到了居民 自治 。

（ 三 ）

“

建设型
”

社会运动

“

建设型
”

社会运动 ， 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营造运动和代理人运动 。 社区

营造运动包括两种类型 ： （
１

） 因人 口 稀少等原因而面临衰退的地区为激发当

地活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 多见于地方的中小城市 、 农村和 山村 ； （ ２ ） 市

民为了保护生活环境 、 提高地区生活质量而进行的
一些运动 ， 多发生在大城

市的郊外地区 。 社区营造运动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 、 也是最早开展的运动是

保存街区景观运动 。 该运动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 ， 由
一些热爱家乡 的居

民 自发成立组织 ， 针对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景观和原有历史文化风貌面临被破

坏的危险而开展运动 。 居民们在城市建设基本法的框架下 ， 提出 了既能保存

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又能配合城市化进程、 旧城改造的提案 ，
不少提案得到 了

地方政府的认可并得以实施 。

代理人运动是
“

生活俱乐部 ？ 生协
”

的理事长岩根邦雄在 １ ９７７ 年 ３ 月 发

行的机关报 《生活与 自治》 中正式提出并呼吁发起的 。 生活倶乐部的成员们

在禁止使用合成洗涤剂的运动以及对 自 治体的直接请求运动 中深刻认识到 ：

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 ， 必须推选 自 己 的
“

代理人
”

去参与政治 、

改革政治 。 １９７７ 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 ， 东京都练马区的生活俱乐部推选土屋

正枝作为候选人参与都议会议员 的竞选 ， 虽未当选 ，
却是代理人运动 的首次

尝试。 同年 １ ０ 月 ， 东京都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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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者小组
”？

。 在练马区首位区议员 即
“

代理人
”

诞生之后 ， 代理人运动

向其他地区辅射 ，
并迅速扩展到神奈川 、 千叶 、 埼玉和首都圈 的其他地区以

及北海道、 长野等生活俱乐部所覆盖的主要地区 。 同时 ， 代理人运动还影响

到其他
“

生协
”

领域 。

？
代理人运动不仅仅是简单地推举代理人参加竞选并

使之进入议会 ， 而且要求代理人进人议会之后 ，
经常将居民 、 会员对政策的

提案反映到议会 ， 开辟了一条市民参与政治的新的道路。

以地缘为纽带的市民活动团体 、 非营利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 ， 其活

动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 如根据居民的需求 ，
展开保护消费者利益 、

文化体育 、 社会教育等各类居 民活动 ， 并在社区环境治理 、 社区治安维护 、

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还有些市民活动团体和非营

利组织 ， 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福利 ， 协调居民与政府 、 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

形成了社区互助 、 互动的网络关系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居民运动常伴着地区利益之间 、 公私利益之间 以及

公共利益和地区利益之间的摩擦 。 比如核电站和垃圾处理场的建设问题 、 有

毒药品的处理问题 、 机场建设问题 、 噪音问题 、 采光权问题 、 高速道路建设

问题等关系到基本人权以及市民与公共性的关系 。 有些问题则涉及全体利益

与部分人利益之争 、 涉及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之争 、 涉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

分人的利益之争 。 因此 ， 既不能由 国家 、 自治体来单方面对公共性进行决定 ，

在公共性的名义下侵害部分居民的基本人权 ， 同时 ， 也不能让处于利益矛盾

中 的各方长期处于对峙和争斗局面 。 因此 ， 在进行社区建设 、 城镇建设 中
，

“

建设型
”

社会运动显得尤为重要 。

三 日本社会运动的特征

战后 日本社会运动 的产生 ，
缘于社会问题的出现 。 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 ，

社会运动的 目标 、 方式 、 内容和参与者也逐渐发生变化 。

一

些社会问题由于

政府缺乏应对措施 ，
而民众在政府之外寻求解决的途径是一种市 民参与 。 市

民广泛的社会参与 ，
标志着 日本

“

新中间阶层
”

的出现及成长 ，
也是 日 本市

① 后演变为练马 ？ 生活者网络 。

②
“

生协
”

是生活协同组合的简称 ， 是
一

般市民以提高生活水平为 目 标结成的进行各种活动 的

团体
，
也指在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之下成立的消费生活协同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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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 另外 ， 互联网 的应用在社会运动 中重要性加强 ， 社

会生活领域的社会运动正在由
“

对抗型
”

转向
“

建设型
”

， 而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 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

的交锋呈现激烈态势 。

（

一

） 社会运动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社会运动具有快速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特点 。 社会问题的 出现总是会

带来社会运动的产生 。 例如 ：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 ， 驻 日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

坠落事故 、 训练噪音扰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 ，
特别是基地

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屡屡发生 ，
激起了 当地居 民的愤慨 ， 多次爆发席卷

冲绳的反基地运动 。 另外 ， 反对修宪运动 、 反对右翼教科书 、 反对修改 《教育

基本法》 、 反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 反对新安保法案等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的出

现
，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有着很大关系 。

随着
一

些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 社会运动的 目标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

如 ， 战后不久出现的劳动者贫困和生存问题以及劳资纠纷问题促成了工会运

动 ， 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 、 工人劳动环境的改善以及工资待遇的提高 ， 特

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 ，
工人运动已经不再 占据社会运动的主流 ， 取而代

之的是居民运动的登场 。

从反公害运动到环境保护运动也体现了社会运动 目标和方式的发展变化 。

经济高速增长期轰轰烈烈的反公害运动随着公害问题的逐步解决而衰退 ，
当

今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 自 然环境的保护 、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社区的绿化美化 、 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 再生利用 以及食品安全等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诸如少子老龄化 、 社会差

距 、 非正式就业等问题引起 日本社会广泛关注 ， 社会运动的主要 目标也相继

调整为强调可持续发展、 重视以人为本 、 促进世界和平、 致力公正公平 、 改

善生态环境 、 加强社会建设、 消 除家庭暴力 、 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关注弱势群

体等 。 非营利组织和市民 团体在 日 常生活 中发现问题后 ， 往往不采用以往那

种游行示威等方式谋求解决 ，
而通过市民参与 、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及企业采

取
“

协动
”？ 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① 日 本 ＮＰＯ 中心为
“

协动
”

下的定义是 ： 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 了达成
一

致的社会 目的 ，

在保持各 自 资源 、 特性的基础上 ，
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 。

“

协动
”

的要素有以下几点 ： 各

个主体有着共同的 目标 ；
主体 自主 、 自 律与平等 ； 为了达成 目标 ， 各主体之间应各有偏重 ， 相互弥补 ；

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 依据求同存异的原则 ， 相互尊重各 自特点 ，
达成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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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会运动的 主体是
“

新 中 间阶层
”

战后初期工人运动 的主要 目标是民众对生存权的要求和捍卫 ，
运动主体

是广大劳动者阶层 。

“

１ ９５５ 年体制
”

确立后
，
社会运动主体发生了变化 ， 具

有较高学历、 受过专业化训练 、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 以工资薪金为生的
“

新

中间阶层
”

， 开始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是
“

新中

间阶层
”

迅速兴起和壮大的时期 。 ７０ 年代中期 ， 日 本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

５ ０００ 美元 ， 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了１ ０倍 以上 ， 全国城市数量从 １９５３ 年的 ２８６

个发展到 １９７５ 年的 ６４３ 个 。
？ 有近 ８０％ 的 日 本国民持有

“

中流意识
”

。

② 因

此 ，
７０ 年代以后 ，

“

新中间阶层
”

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已是不争的事实 。 正

如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所言 ：

“ ‘

１９５５ 年体制
，

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

产物
，
在经济上则正好与 日本经济髙速增长时期相契合 ， 而在消费方面 ， 这

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 ， 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
”“‘

１ ９５５ 年体

制
’

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 ， 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
４

中流化
’ ”

。
？

如果再具体分析 ，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

“

要求型
”

和
“

建设型
”

社会运

动的参与者也有细微差别 。 像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 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

反对右翼教科书等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 是有 良心 、 有责任感

的市民
，
运动的 目标与他们的生活虽无特定的利害关系 ， 却显示了他们作为

国民对国家政治 、 外交、 教育等政策的关心和政治理念 。

“

要求型
”

和
“

建设

型
”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 主要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
，
他们的 日常生活与

运动的 目标有
一定利害关系

，
运动的要求也较明确和具体。 如环境保护运动

的参与者主要是当地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居民 ， 当然也不排除来 自外部对环

保运动予以声援的环保主义者 。

从二战结束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 教育领域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主要是 日本

教职员组合 （

“

日教组
”

） 和全 日本教职员组合 （

“

全教组
”

） ， 他们积极进行争

夺教育主导权的反体制斗争 。 在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 中 ，

“

日教组
”

、

“

全教

组＇
“

教育基本法全国网络＇
“

反对改恶教育基本法埼玉之会＇
“

儿童人权埼

玉网＇
“

２ １ 世纪思考儿童培养与法律制度的市民之会
”

等团体 ，
站在运动最前

沿 ， 其参与者主要由教育一线的教职员 、 知识分子和退休教职员工构成。

在思想领域的各种社会运动中 ， 知名人士、 知识精英 、 文化名人充当了

① 本間康平 ■ 田野崎昭夫 ？ 光吉利之 ． 塩原勉編 『 社会学概论 』 、 有斐閣 、 １９８８ 年 、 ３０８ 頁 。

② 福武直 『 曰本社会Ｏ構造』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１９８７ 年 、
１４６ 頁 。

③ 三浦展 ： 《下流社会》
， 陆求实 、 戴铮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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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领导者 。 如 ： 以
“

九条会
”

为中心 的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 中 ，
以

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九位知名文化界人士显示了在民众中的强大号召力 ，
东

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 、 高桥哲哉等在运动 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 在冲绳反基地

运动 、 反对驻 日 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暴力运动 中 ， 也活跃着不少妇女运动家

和女性精英 ， 如冲绳女性史专家宫城晴美 、 社会活动家野 口裕子和安里英子

等
；
在社区营造运动和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运动 中 ，

一

些具备法律 、 经济 、 建

筑设计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作为领导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值得关注的是 ， 在反核运动 、 反战和平运动 、 生活者运动 、 消费者运动 、

代理人运动等众多 日 本社会运动 中
，
家庭主妇成为运动的主要承担者 。 参与

运动的主妇们往往有着较高学历 ， 对食品安全 、 环境污染 、 老年人护理 、 青

少年问题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十分关心 。 出 于母性的本能和对下一

代健康所担负的使命感 ， 她们对核武器有着强烈的憎恶和危机意识 ， 在反战

和平与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 。 不仅如此 ， 不少家庭主妇也对

日本能否走
一

条与亚洲邻国和睦相处的和平之路深感忧虑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 为

了反对新安保法案的通过 ，

一批母亲 自发结成
“

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妈妈会
”

，

在东京举行了多次游行和抗议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非营利组织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社会运动的主体 ， 由 于活

动涉及环境 、 福利 、 教育 、 贫困 、 社会差距等广泛内容 ，
运动参与者的成分

十分复杂 ，

一

些非正式就业者 、 老年人 、 生活贫困者等社会边缘群体 、 弱势

群体加人了进来 。

（ 三 ） 互联网在社会运动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有些运动有国 际化倾 向

互联网在当今的社会运动中起着互通信息 、 宣传理念 、 广泛联络 、 采取一

致行动的重要作用 。 市民团体、 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 、 进行链接 、

相互配合与支援 ， 并有可能采取一致行动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日 益活跃的民

族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 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右倾保守化色彩 日益

浓厚。 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形势下 ， 诸如反对右翼教科书等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在报纸 、 杂志很难刊登 ，

一些有 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和相

关政策批判的声音也很难发出来 。 于是 ， 互联网便成为市民团体发布报告会 、

集会 、 游行等消息的最快捷的传播渠道 。 各市民团体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 ， 宣

传理念 ， 发布消息 ， 并建立与其他市民团体的链接 。 通过互联网传播 ， 原本规模

小 、 影响力弱的市民运动往往会演变成多个领域 、 多个地区市民团体的联合行动 。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展 ， 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与 国际 ＮＧＯ 和国际上的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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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产生密切联系 ，
呈现出 日益汇人世界社会运动大潮的趋势 。 例如 ， 生

活俱乐部与世界各国 ＮＧＯ 经常进行交流 ， 携手合作 。 追究 日 本战争责任运动

将东亚的 民间 团体 、 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聚到
一

起 ， 中 日韩三 国的市 民团体 、

有 良知的知识分子 、
普通民众开展了各种交流 、 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 。

（
四

） 社会运动 由
“

对抗型
”

转向
“

建设型
”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的社会运动大多是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 ，
主要采取

罢工 、 抗议 、 请愿等较为激进 的方式 ， 例如总评 、 中 立劳联等工会组织 自

１ ９５５ 年后 ， 在
“

春季斗争
”

前对运动的进程进行预先设定 ，
采取先团体出 面

交涉劳资纷争 ， 达不成协议再罢工 的方式 。 ６０ 年代
“

安保斗争
”

时 ， 大学生

也与警察发生 了 冲突 ， 出 现了人身伤害 、 放火 、 破坏财物等暴力行为 。 随着

战后 民主化程度 的提高 以 及市 民社会的成熟 ， 社会运动 的暴力性逐渐减弱 。

当今 日 本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根除和杜绝了 阶级斗争 、 暴力革命以及政府与人

民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 ， 社会运动很少或基本不采用罢工 、 暴力等激烈形式 。

大多数都道府县对游行示威都制定 了管理规定 ， 游行的主办方事前要向涉地

警察署提出要求并获得许可 游行示威被置于法治国家的框架下 ，
没有经过

许可 的游行会被取缔 。 因此
， 日 本的社会运动在游行示威等方面非暴力特征

十分明显 。 像反对修改宪法 、 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 、 反对右翼历史教科书

等
“

对抗型
”

社会运动主要以召开集会 、 演讲会 、 研讨会 、 学习会 、 说明会 、

街头演讲 、 在街头散发宣传品等形式为主 ，
组织工作周 密 ， 集会秩序井然 ，

即便是上万人规模的游行 ，
也大都平和有序 ， 较少发生混乱或出 现暴力事件

，

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 的影响被控制在极小范围 。 这
一

点与 战后工人运动通

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

随着社会运动的特征 由 以 往的
“

对抗型
”

转 向
“

建设型
”

， 要求 、 提案

和参与型的居 民运动在 日 本呈现扩展趋势 ， 其主要形式是直接请求 、 参与选

举 、 居民投票 、 集体诉讼 、 请愿陈情和制造社会舆论等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 ， 社会运动更多 、 更普遍地表现为
一种温和而渐进的改 良性运动 。 这些运

动的 目标虽不尽相同 ， 但运动 的参与者希望的是通过这
一

手段改变生活现状 ，

提高生活水平 ，
追求

一

种充实 、 富裕 、 安全的生活 。 社会运动 由先前那种大

① 在城市道路上游行需要 在 《道路交通法 》 第 ７７ 条的基础上接受所属警察署长的许可 ， 此外 ，

游行活动要遵从县 、 市 的公安条例 。 国会议事堂 、 外国使领馆 、 政党事务 所等周边地区要遵守 《保持

国会议事堂等周边及外 国公馆等周 边地区安静稳定 的相关法律 》 ， 限制使 用扩音器 。 对游行中搞破坏

的团体 ，
按照 《破坏活动防治法 》 予 以六个月之内在规定地区禁止游行的处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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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的 、 与政府对立抗议 、 表达强烈不满的
“

对抗型
”

， 转向对政府提 出要

求 、 希望政府重视并予以改变的
“

要求型
”

。 以环保运动为例 ， 在 ２０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反公害民间团体的活动都是针对特定的公害制造

企业进行的
，
运动方式表现得比较激烈 ， 而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从反对公害 、

呼吁合理处理废弃物过渡到关注人们生活品质 、 食品安全上 ， 方式比较温

和 。

①
当整个社会变得富裕 、 公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 ，

环境保护运动的

特征也就变成了参与性和建设性 。

作为
“

建设型
”

社会运动代表的社区营造运动 ，
走的是一条通过社区建

设来实现居民 自治的道路 ， 不仅解决了市民 日 常生活中 的问题 ， 提高 了市民

生活水平 ， 还对地方行政起到 了促进作用 ｅ 在社区营造运动 的推动下 ，
许多

自治体相继制定 《城镇建设条例》 、 《都市计划条例 》 等 ，
承认和保障市民会

议 、 协议会等居民组织参与城市政策制定 。 社区营造在社区发展 、 社会治理

过程中发挥 了建设性作用 。

（
五

） 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为代表的 两派力量激烈交锋

冷战结束后 ，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结束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的 日本国

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作为左翼势力代表的 日本社会党的衰弱以及解体
，

造成了革新力量在与保守势力制衡上衰退 。 泡沫经济崩溃后 ，
日本经济长期

不振 ， 与之相反的是中 国 、 韩国等亚洲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
２０ １０ 年 ， 中 国

ＧＤＰ超过 日本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日本社会弥漫着

一

股

强烈的危机意识 ， 对 日本前途产生茫然情绪 。
一些右翼政客在领土 问题、 历

史问题上屡屡发言 ， 企图通过将中 国树为假想敌 ， 把国 内 民众的不满情绪归

咎于中 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 以迎合 日 本 国 民希望重振 日 本往 日
“

辉煌
”

的愿

望 。

一时间 ，

“

中国威胁论
”

、

“

中国崩溃论
”

在 日本甚嚣尘上 。

目前 ，
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新保守主义、 历史修正主义和 民族

主义等 。 值得警慑的是 ，

一些右翼团体致力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普及和推

广 。 包括暴力团系统的街宣右翼团体 、 全国学生 自治联络协议会为代表的右

翼学生团体、 神社本厅和灵友会？ 等宗教右派团体以及主张重整军备和对中

国强硬路线的
“

幸福实现党
”

等宗教政党 。

一些右倾和右翼政治家 、 知识分

子垄断主流话语权 ， 主张
“

正常国家论
”

， 不断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 ， 企图修改

① 今西
一

男 「住民運動Ｋ Ｊ
； 忌普遍的公共性Ｗ構築」 、

『 社会学評論 』 第 ４９ 卷第 ２号 。

② 该右翼组织与 自 民党有着多种联系 ，
是支持 自 民党的团体

“

日 本会议
”

的参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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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宪法 ， 谋求改变战后 日 本的和平发展路线 。 另外 ，

一部分民众特别是青

年人以 自 己生活为 中心 ， 远离或不关心政治 。 这样
一

来 ， 民族保守主义思潮

便在 曰本大行其道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无疑会折射到社会运动之中 ， 表

现为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两派势力的激烈交锋 。 长期 以来 ， 新保守

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一

直将修改宪法 、 为 日 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扫清
“

障

碍
”

作为奋斗 目标 。 面对这
一

思潮的泛滥
，

一批有 良知 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组

成的市民团体奋起反击 ，
衍生 出大量

“

对抗型
”

社会组织 。 反对右翼教科书

运动 、 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运动 、 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运动 、 反对解禁集

体 自卫权运动 、 反对新安保法案运动是与反对 日 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 反对核

武器 、 核试验 、 核竞赛的运动 ， 反对越南战争 、 反对驻 日美军基地的斗争一

脉相承的 。

例如 ， 反对修改 《教育基本法 》 运动就是对民族保守主义思潮 的
一种抵

抗 。 长期 以来
，
执政党 、 在野党 、 文部省 、 市民团体 、 教育界人士 以及普通

市民在 《教育基本法》 修改的问题上有着各 自不同的见解 ， 在支持与反对修

改基本法上形成了两股力量 ， 这两股力量随着基本法修正案的法制化进程而

逐渐演变为
一

场思想领域激烈的斗争 。 ２００６ 年 ， 围绕是否修改基本法的两股

力量的斗争呈现 白热化 。 这
一年

，
参与运动的团体数量众多 。 从团体成立时

间来看 ， 有成立于战后且
一

直致力于追求和平 、 民主与平等的市民团体 ， 也

有 ９０ 年代以来成立的进步市民团体 ， 还有在反对基本法运动 中新成立的市 民

团体。 虽然运动未能阻止 《教育基本法》 的修改 ， 但这些市民团体在教育问

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开展的
一

系列活动 ， 无疑对政府的决策构成了
一

定压力 ，

促进了 日本社会思潮的多元化 。

针对右翼团体编写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风潮 ，

一

些民间组织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斗争 。 如
“

２１ 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
”

、

“

历史教育者协议会
”

、

“

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
”

、

“

和平之船
”

、

“

历史科学协议会
”

、

“

战争与对女

性暴力 日本网络
”

、

“

全国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
”

等民间团体相互配合 ， 分别

在 ２００ 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共同发起了两轮
“

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
”

的运动 。

这些市民团体召开集会、 演讲会 ， 呼吁各地教育委员会 、 国会议员拒绝右翼

历史教科书 。 在全国各地反对右翼教科书 的市民 、 教师 、 学者 、 律师 、 劳动

者 、 学生等团体的共同努力下 ， 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仅约为 ０ ． ３ ８％
，

—

１ １ ６—



战后 日 本社会运动的演进和特征 ＣＤ

远远低于
“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

确定的 １０％ 的 目标。
① 目前

，
各市民团体正

在发起新一轮抵制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的运动 ， 相关团体针对各地区教育委员会

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 试图影响委员们麵＃１＾时 育臌

四 日本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

首先 ， 在社会生活领域 ， 作为
一

种政治参与方式 ，
社会运动丰富 了市民

的多样化参政途径 ， 市民通过社会运动表达了对政治的看法和意见 。 社会运

动中 的市民团体担负着进行经常性调查 、 研究 、 分析 ， 充当早期预警机制 ，

帮助监督和执行政府工作的职责 ，
能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 、 愿望、 建

议、 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 ，
向政府提出议案并监督政策的实施 ， 又把政

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其成员和市民 。 社会运动的这

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 ， 满足了不同群体合理的利益诉求 ， 推动了政府

与民众关系的改善 。 例如 ， 在社区营造运动 中 ， 非营利组织针对政府的城市

改造计划 ， 不再以大规模抵制或对抗的方式表达意见 ， 而是进行调查研究 ，

提出建议
，
广泛征求意见 ，

采取研讨会等方式与政府进行对话 ， 表达意见 。

地方政府也开始在制定城市建设和发展计划时吸收市民的意见 。 社会运动对

于政府制定相关法律 、 法规和政策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 ， 使法律 、 法规和政

策能够照顾到各阶层人群的需要 ， 保证它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

社会运动还对政策决定过程与政策内 容予以批判性的监督 ， 对政府行为

构成了制约。 例如信息公开运动在防止政治家 、 公务员贪污腐败和从事不法

活动上发挥着监督作用 ； 消费者运动保障了 消费者的权益 ， 推动了市民生活

方式的改变 ； 环境保护运动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 ，
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

好型的生产方式 ， 使环境问题得到 了明显改善 。

因此 ， 可以预测 ， 今后在养老护理 、 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 青少年健康

健全发展 、 社区重新焕发活力等市民们关心 、 政府措施又比较薄弱 的问题上 ，

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①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

“

２１ 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 网络
”

等 １６ 家市民团体发表共同声明 ，
公布了他们

调査的教科书采用情况 ：
全 日本共有 ５８３ 个地区需要选择下

一

年春天采用的教科书 ， 已有 ５５２ 个地区

明确 了采用的版本 ， 其中只有两个地区决定采用右翼教科书 。 确定下
一

年春天使用扶桑版历史教科书

的公立和私立中学不到 ５０所 。 这 １ ６ 家市民团体宣称 ， 这套歪曲历史 、 美化战争的教科书采用率如此

之低 ， 是全日 本
“

反对战争 、 追求和平的人们良知的胜利 、 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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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和平民主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两种势力的力量对

比发生变化 。 １９８９ 年曾经作为工人运动主力的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解体 ， 意味

着工人运动的衰落和左翼力量的消退 。 同时
，

１９５５ 年以来曾在 日本国会长期 占据

第二大党的 日本社会党出现衰败和妥协
？

。 再加上庞大的无党派层出现 ， 相当数量

的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 。 这样
一

来 ， 作为和平民主主义思潮重要的支持力量逐渐

萎缩 。 特别是进人 ２ １ 世纪 ， 在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对垒 、 交锋的过程

中
， 和平民主主义阵营的式微已较为明显 。 主张

“

护宪
”

、

“

反战
”

、

“

反核
”

与
“

日 中友好
”

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势力消减 ，
其对抗和掣肘日益强大的右倾保守化

潮流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 劳动组合 、 日教组等群众组织力量 日趋薄弱。 例如 ，

当前 ， 以
“

九条会
”

为中心坚持和平与民主、 反对修改宪法为主流的社会运动仍

纖进行着 ， 对民族保守主义势力构成一定的制约 ， 对政界的修宪势力也有
一

定

的掣肘作用 。 但随着民族保守势力的增强以及
“

九条会
”

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 ，

“

九条会
”

的影响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减弱 。 在中 日关系领域
， 以

“

日 中七团体
”

为中心的对华友好团体活跃在中 日 民间交流的第
一

线 ， 发挥着促进中 日友好的骨

干作用。 然而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一

些对华友好团体出现成员年龄老化 、 经费紧

张 、 专职人员较少等问题 ，
有的甚至面临合并 、 更名或解散的命运 。 同时 ， 中 日

絲在领土问题、 历史问题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 ， 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 普通 日本

民众对华感清趋冷 ， 出现
“

厌华
”

情绪。 关心中 日友好事业的 日本年轻人数量锐

减 ， 对华友好团体中年轻会员的人数也比较少 ， 中 日交流活动中年轻人参与不够 ，

导義华友好团赌力不足 ， 同时也制约了欺来的发展。

相比之下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以来 ， 伴随着经济的长期萧条 ，

日本政治长期动荡 ， 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蔓延 。 民族保守主义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歪曲 和美化 日 本侵略历史 ； 从安全保障角度对现行宪法体制进行

讨论和修改的意识逐渐活跃 ； 宣传中 国威胁论 ， 防范和限制中 国 。 在保守主

义思潮成为社会思潮主流 、 国 民意识右倾化的趋势之下 ， 可以 预见 ， 今后在

政治 、 外交层面 ， 民族保守主义势力会更趋强大 ， 和平民主主义势力与强大

的右倾势力的较量将迎来更为严峻的局面 。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安倍政府处心积

虑推动的 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 倚仗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优势 ， 在众议院

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 这似乎表明 ， 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 ， 大幅转变战后

① 例如
，

９０ 年代放弃对
“

ＰＫＯ法案
”

、

“

消费 税法案
”

的反对立场 ， 在国旗国歌 、 非武装中立

等问题上予以妥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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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社会运动的演进和特征 Ｃ５

以来
“

专守防卫
”

国防政策的步伐难以阻挡 。 为此
，
爱好和平的 日 本民众发起

了多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新保安法案的抗议游行 。 在
“

安倍谈话
”

出 笼之前 ， 包

括学者 、 教授、 律师等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精英开展了积极的行动 ， 有 ７４ 名国

际法学 、 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 ，
以督促安倍正视 日本侵

略的历史 。

“

安倍谈话
”

对
“

殖民统治
”

和
“

侵略
”

等措辞的提及 ， 可以说是

民族保守势力与和平反战势力博弈的结果 。 今后 ， 和平反战运动能否对安倍内

阁右ｆ质化的国家战略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 还有待进
一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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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日本乃社会運動仍変遷 ｔ特徴胡 澎

日本Ｔ１±、 戦後 ７０ 年Ｗ間 、 平和運動 、 労働運動 、 学生運動 、 反公害運動、 消費者運

動 、 環境保護運動 、 住民運動 、 女性運動 、 情報公開運動 、 圭 ％ ９ 運動旮 ｉｆ 、 内容ｅ

ＵＴ
？

旮 ＜ 、 形式 、 特徴ｔ ＬＴ ｆｃ 樣 々
（

二異４ １） 社会運動於 二 这 、

政府匕 乃関係尔 ｉ
ｂ 、

「対立型 」 、
「要求型 」 、

「建設型 」 ｔ
ｈ ｉ 三 類型仁分吁 匕托 、 〇

亍托 知行動主体〇 「新中間層 」 、 社会問題ｆｃ 乃密接＆ 関連性 、 ４ ＾ 夕 本 ｙ 卜 乃社会運動

？７）浸透旮 Ｓ ＣＯ特徴奁持ｏＴｈ ｌ ） 。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 、 社会運動 （ ±社会生活上

炫
？

「対立型 」 妒
「建設型 」

八ｔ転 匕 、 彳 亍才 口 苹一
？

、 民族保守主

義 ｔ 术 Ｕ Ｘ厶 ｔ
ｖｄ 二大勢力 ＜７）激 対立奁見甘！＞ 、 ｔ点工

￣

注目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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