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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战 后 ７０ 年 间 曰 本历届首 相 的 施政方针演说 ， 可视 为 二 战 战 败

国 曰 本追求国 际社会承认 的 历史 记录 。 建构 主义 理论认 为 ，
国 家 同 时具有 三

种社会 身份 ，
比 较其重要 性依次 为 角 色身 份 、 个体 身份 与 类 属 身份 。 这 三 种

社会身 份既是国 际社会 中 国 家 间彼此承认 的主 要 内容 ， 也 是 国 家 自 我认知 的

主要 内容 。 通过对 战 后 ７０ 年 日 本 国 家 自 我认 知 轨迹 的 历史 考察 ， 可 以发现 ：

曰 本人第 一看重 的是 国家 的 类属身 份 ， 其次 才是 角 色 身份和个体身 份 。 这 一

曰 本 国 家 自 我认知特点 ， 与 日 本人 自 我认知文 化机理特别是其 中 强调序 列 意

识 的特 点相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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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迄今为止 ， 中 国学界发表了很多 以一种他者审视和批判的 目光 ， 来评析

战后 日本由经济大国到追求政治大国乃 至军事大国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

以汇集了 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且最能代表 日 本国家意志的历

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为主要研究文本 ， 梳理战后 ７０ 年来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

轨迹 ， 分析其特点 ， 探讨其成因 ，
前瞻其未来发展方向 ，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 战后 ７〇 年 ， 在 自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５ 日 的第 ８８ 届帝国议会至 １９ ４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 的第 ９２ 届帝国议会的五次帝 国议会 ，
以及 自 《 日本国宪法》 公布实施

后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 日 召开的第 １ 届国会起至今总计 １８９ 届 国会上 ， 日本历届首

相总计进行了
８７ 次施政方针演说 ， 从其中所强调的 日 本国家身份 、 未来国家

发展 目标等情况来看 ，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轨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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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轨迹及成因 Ｃ５

一 第一阶段 ： 日本在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获得欧美诸国认可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６９ 年 ， 是 日本在
“

政权类型
”

或
“

国家形式
”

这
一

类属身

份￥上努力谋求归属和获得欧美诸国认可的阶段 。 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如

下两个时期 。

（

一

）
１ ９４５ 年 东久迩 内 阁至 １９５ ６ 年鸠山一郎 内 阁 时期

这一时期 ，
虽然东久迩在其演说中依然视 日 本为世界大国 ， 呼吁 日 本 国

民要保持大国 国 民的矜持 ， 但其 目 的则是要 日 本国民诚实履行 《波茨坦公

告》 ，
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的新 日本

，
以取信于西方诸国 。 其后 ， 历届

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最多的是 ， 号召 日本 国 民要努力建设
一个 自 由 、

民主的 日 本 ，
以期早 日 成为西方 自 由民主国家的

一

员 。 （参见表 １
）

至 １ ９５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第 ２４ 届国会 ， 日 本国家的 自我认知迎来了
一个变化

的节点 ， 首相鸠山一郎首次宣称 日 本已经成为 自 由主义国家的一员 了 。 他在

第 ２４ 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 ：

“

毋庸赘言 ，
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 ， 作

为 自 由主义阵营的一员 ，
当然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民主主义诸国保持合作 ，

政府今后还将进一步密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 。

” “

我国要完善与国力和国情相

应的 自卫力量 ， 准备好用 自 己 的手来保卫 自 己 的国家 ， 做好美国驻军撤退的

准备 ， 这是毋庸赘言的事情 。 政府考虑在 １ ９５７ 年度增强必要的 自卫队人员 和

装备的同时 ， 为完善相关防卫政策尽快确定国防会议的构成等 。

”②

虽然鸠山一郎宣称 日本已经是 自 由主义阵营的一员 ， 但通过其演说可以

推知 ， 其中或许有很多言不由衷之处 。 例如 ， 他说 ：

“

我不止
一

次讲过
，
我国

欲实现真正的 自主独立 ， 就需要把被 占领时期制定的各种法令和制度按照我

国 国情予以修改 。 我在上次国会提出 了两个施政 目标 ， 即修改宪法和改革行

①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

在国家体系 里 ， 类属身份的对应物是
‘

政权类型
’

（
ｒｅ
ｇ

ｉｍｅ ｔｙｐｅｓ
）
或

‘

国家形式
’

（
ｆｏｎｎｓｏｆ ｓｔａｔｅ ） ， 如资本主义国家 、 法西斯国家 、 君 主国家

，
等等 。 从另

一

方面来说 ， 国

家形式是由 国家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建构起来的 。 这种原则在涉及生产资料和摧毁资料的所有权方

面组织国家——社会关系 。 这些原则也可能是由于
一

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而产生的 （如 日 本在

１９４５ 年后成为 民主 国家 ，
是因为美国占领了 日本 ）

， 但是 ， 从建构观点来看 ，
这些原则是外生于 国家

体系的 ，
因为其存在不是依赖于其他国家的 。

一

个国家本身完全可以成为 民主体制 国家。

”

参见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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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构 。 我坚信 ， 这两个 目标才是作为衷心期盼 日 本之独立的为政者在终战

十年的今天最当优先考虑的事情。 特别是关于规定国之大本的宪法 ， 其内容

与制定时的过程和形式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 我一直在考虑 ， 为了推进 日本国

民用 自 己 的手来制定 自 己 的宪法的准备 ， 首先内 阁应该通过设立宪法调査会

的手续
，
开始慎重地探讨此事 。

” ？ 在这方面 ，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有着相同

的认知 。 例如
，
安倍曾在其著作中称 ：

“

《 旧金山和约》 不过是让日 本形式上

恢复了主权 ，
战后 日 本的体制如宪法以及规定教育根本方针的 《教育基本

法》 ， 完全是被占领时期制定的 。 国家的框架必须 由 日本国 民 自 己亲手从空 白

做起 。 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 。 而修宪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 ， 是具体

的手段和途径 。

此外 ， 这一时期关于 日 本国家的 自我认知不能不提到
“

重经济 、 轻军备
”

的
“

吉 田路线
”

。 其实 ， 恰如吉 田茂在 １９６３ 年的著作中所述 ， 所谓经济优先 、

建立
“

非武装国家
”

，
这绝非其一成不变的既定国家建设方针 。 所谓的

“

非武

装
”

， 不过是限于当时的 日 本国情做出 的临机判断而 已 。 吉 田茂认为 ，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的 日本 ，

“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乃至学术上均已经发展到了

与世界
一

流大国为伍的独立国 ， 已经早就过了那种依靠他国防卫力量的阶段 ，

如果不改变这种一味依赖他国来保卫 日本的现状 ， 作为
一个国家而言可谓是

处于一种单个车轮运行的状态 ， 在国际外交上也是绝不会受到尊重的 。

” ？ 因

此 ， 用 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 的话讲 ， 后世人们都
“

误解了所谓 的吉 田 路

线
”

？
。 也就是说 ， 当时的吉田茂与今 日 的安倍晋三在谋求 日 本拥有独立的军

事力量方面的想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

表 １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 （ １ ９４５￣ １９５６ ）

时 间帝国议会首 相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相关表述

１９４５ ． ９ ． ５第 ８８ 届东久迩宫稔彦帝国 、 世界大国 、 皇国

１ ９４５ ． １ １ ． ２８第 ８９ 届币原喜重郎战败国 、 复活民主主义

１ ９４６． ６．
２ １第 ９０ 届吉 田茂民主主义和平国家

①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ｏｃ．ｕ－ｔｏｋ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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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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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安倍晋三 『新 Ｕ 、国？ 美Ｕ 、国、 完全版』 、 文芸春秋 、
２０ １ ３ 年 、

３２ ￣ ３３ 頁 。

③ 吉田茂 『世界 ｔ 日本』 、 番町書房 、 １９６３ 年 、
２０２

￣

２０４ 頁 。

④ 小沢
一

郎 『 曰本改造計画 』 、 講談社 、 １９９３ 年 、 １０９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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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 ． １ １ ． ２７第 ９１ 届吉田茂民主和平国家

１
９４７ ．

２ ． １４第 ９２ 届吉田茂民主和平国家

国会 （新宪法实施后始称 ）

１ ９４７ ． ７ ． １第 １ 届片山哲民主和平国家 、 文化国家

１ ９４８ ． １． ２２第 ２ 届片山哲民主和平国家 、 战败国

１ ９４ ８ ． ３ ． ２０第 ２ 届芦田均和平国家 、 文化国家 、 战败国、 宜居国家

１ ９４８ ． １２． ４第 ４ 届吉 田茂民主国家

１ ９４９ ． ４． ４第 ５ 届吉田茂和平民主国家

１９４９ ． １ １
． ８第 ６ 届吉田茂民主文化国家 、 非武装 国家

１９５０ ． １ ． ２３第 ７ 届吉田茂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

１９５０ ． ７． １４第 ８ 届吉田茂自 由主义国家

１９５０
．

１ １ ． ２４第 ９ 届吉 田茂和平民主国家

１９５ １ ． １ ． ２６第 １０ 届吉田茂民主 、 自 由主义国家 、 真正的独立国家

１９５ １ ．
１
０． １ ２第 １２ 届吉田茂完全独立国家

１
９５２． １ ． ２３第 １３ 届吉田茂新 日 本 、 自立国家

１９５２． １ １ ． ２４第 １５ 届吉田茂自由国家、 民主主义国家

１９５３ ． １ ． ３０第 １５ 届 ．吉田茂独立 日本 、 自 由 国家

１９５３ ． ６． １ ６第 １６ 届吉田茂独立后第二年 、 再建中

１９５４． １ ． ２７第 １９ 届吉田茂独立 日 本、 自 由 国家

１９５５ ． １ ． ２２第 ２ １ 届鸠山一郎独立国家 、 积极的 自主和平外交 、 自立国家

１９５５ ． ４ ． ２５第 ２２ 届鸠山
一

郎自主独立 、 民主主义国家

１９５６ ． １ ． ３０第 ２４届鸠山
一

郎自 由主义阵营的
一

员 、 真正的 自 主独立国家

资料来源 ： 根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创建的数据库
“

世界和 日 本
”

中
“

帝 国

议会 、 国会内的首相演说
”

里收集的战后 ７０年 日本历届 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内容制作而成 。 参

见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ｉｏｃ ．ｕ

－

ｔｏｋ
ｙ
ｏ．ａｃ ．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ｊｐ
ｎ／〇

（
二

）
１９５７ 年岸信介 内 阁 至 １ ９６９ 年佐藤荣作 内 阁时期

这一时期 ，
日本历届 内阁依然很注重在

“

政权类型
”

或
“

国家形式
”

这

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 ， 强调要建设一个 自 由 、 和平 、 民主 、 独立

的 日本 ， 与此同时 ， 开始强调 以西方国家为 目标把 日 本建设成
“

福利国家
”

。

（参见表 ２
）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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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 的相关表述 （ １９５７
￣

１９６９ ）

时 间国 会首 相


与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相关表述


１ ９５７ ． ２． ４第 ２６ 届岸信介民主主义国家 、 福利 国家 、 独立国家 、 新 日本

１ ９５７ ． １ １ ． １第 ２７ 届岸信介日 美平等 、 福利 国家

１ ９５８ ． １ ． ２９第 ２８ 届岸信介以联合国为中心配合 自 由诸国的亚洲
一

国

１９５８ ． ９ ． ３０第 ３０ 届岸信介民主主义思想逐年广泛深人地扎根于 国民生活 中

１９５９
．

１ ． ２７第 ３ １ 届岸信介福利 国家 、 自 由 民主主义国家

１９６０． ２． １第 ３４ 届岸信介自 由主义诸国的
一

员

１９６０． １０． ２１第 ３６ 届 池田勇人 自 由 民主主义国家

１９６ １ ． １
．
 ３０第 ３ ８ 届 池 田勇人 实现完全就业与福利 国家

１ ９６１ ． ９ ． ２８第 ３９ 届 池田勇人 自 由 国家群的一员 、 ＡＡ 诸国的一员

１ ９６２ ． １ ． １９第 ４０ 届池田 勇人 亚洲一员

１ ９６３ ． １ ． ２３第 ４３ 届 池田 勇人 自 由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 、 福利 国家

１ ９６４ ．

１
． ２ １第 ４６ 届 池田 勇人 高度福利国家 、 坚定且有品位的民主主义国家

１ ９６５ ． １ ． ２５第 ４８ 届 ． 佐藤荣作 和平且宜居的社会

１ ９６６ ． １ ． ２８第 ５ １ 届 佐藤荣作 亚洲一员

１ ９６７ ．

３ ． １４第 ５５ 届 佐藤荣作 有风格的 日本社会 、
亚洲

一

员 、 先进工业国家

１９６８ ． １ ． ２７第 ５８ 届 佐藤荣作 世界性的国家

１９６９ ． １ ． ２７第 ６ １ 届 佐藤荣作 亚洲的先进工业国

资料来源 ： 同表 １ 。

“

福利 国家
”

， 最早 由石桥湛山 内 阁在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４ 日第 ２６ 届国会上提

出 。 当时 ， 首相石桥湛山 因病在疗养
，
由外务大臣岸信介代为演说 。 其后的

岸信介内 阁也继承了
“

福利国家
”

这
一

发展 目标 。 岸信介 内 阁时积极谋求修

订 《 日美安全条约 》 以实现 日美平等 。
Ｉ ９６０ 年 《 日美安全条约 》 修订后 ， 同

年 ２ 月 １ 日第 ３４ 届国会上 ， 岸信介发表演说称 ：

“

由此 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
一

扫至今多少残存的战后色彩 ， 完全进入了新的阶段 。 我 国也成为 自 由主义

诸国之一员 。

”① 但事实上 ， 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哪位 日本政治家真的相信 日 美

关系是平等的 。 岸信介的外孙 、 现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要摆脱战后体制 ，

也正是因为其
一

直认为美主 日 从的 日美关系是不平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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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轨迹及成因 ＣＤ

在这个时期 ，
日 本历届 内 阁除 了像第

一

个时期那样依旧注重对西方国家

的归属外 ， 在判断
“

我是谁
”

， 即在进行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判断时 ， 也开始

关注地缘上属于亚洲 国家之
一

员 的类属身份 。 但是 ，
这种 国家认知 的一个较

为明显的特点是 ， 前者注重类属 ，
后者更注重角色 ，

即前者注重对西方阵营

的归属 ， 是在谋求一种国家形式上的类属身份 ， 而后者强调其作为亚洲一员

的身份时 ， 则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以西方阵营之一员 的姿态 ， 在亚洲事务特

别是经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的角色身份 。 例如 ， 在 １％２ 年 １ 月 １ ９ 日第 ４０ 届

国会上
，
池田勇人在演说中就明确地讲 ：

“

我国作为亚洲 的一员 ， 要仔细斟酌

如何参与到美国及其他 自 由诸国对亚洲诸国 的援助计划 中去 ， 在努力推动增

进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的同时 ， 承担积极地配合其经济和平建设的任务 。

”？ 池

田勇人内阁认为 ，
日 本的

“

福利国家
”

建设水平赶上西方诸国 已经为时不远 ，

并开始探讨描绘独具 日 本特色的高度
“

福利国家
”

的建设蓝图 。 与此同时 ，

池田 内阁也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在亚洲发挥 日本的作用 。 在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４６ 届国会上 ， 池田 勇人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 ：

“

我确信 ， 我 国只有作为坚

定且有品位的民主主义国家持续发展下去 ， 才会对亚洲 的安定与繁荣做出有

形无形的贡献。

” “

与中 国大陆之间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进行民间贸易是我

们的方针 。

” ② 可以说 ，
日 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

“

政经分离
”

原则 ，
就是在这

次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 ， 其语意中的类属身份与角色身份的区分亦清晰

可见 。

总体而言 ，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６９ 年这段时期 ， 日 本国家的 自我认知大体上属于

以追求在
“

政权类型
”

或
“

国家形式
”

这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为

主 ， 为了获得这种类属身份 ， 日 本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尽量采纳欧美的民主制

度 ， 而且将西方的福利国家建设确定为 日 本的国家发展 目标 。 当 日本经济获

得飞跃发展尤其是成为发达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后 ， 从 日 本首相的施政方针演

说来看 ，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参照物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 ，
也开始强

调 日本作为亚洲
一员的身份 ， 探索在维护 日美安保体制 的前提下发挥其身居

亚洲的地缘优势的同时 ， 与亚洲诸国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经贸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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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曰 本学刊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二 第二阶段 ：
日本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角色身份是指行为体
“

只有在社会结构 中 占据
一

个

位置
，
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 （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ｉｄ ｅｎｔｉｔｙ ） 的人

互动 ，
才能具有这种身份

”？
。 国家的角色身份有很多种

，

一

般而言 ， 根据国

家在国际体系等级中 的地位 ，
学者们将不同 国家分为 四种主要角色 ， 即大国

（
ｍａ

ｊ
ｏｒｐ

ｏｗｅｒ ） 、 强 国 （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 、 小 国 （ ｓｍａｌｌｍｅｍｂｅｒ
） 、 新 生 国 家

（
ｎｏｖｉｃｅ

） 。

？ 随着 日本经济的腾飞 ，
日 本人亦愈发 自信 ， 日 本的 自我认知也出

现了新的变化——
“

我是世界大 国
”

，
或者

“

我原本应当是世界大 国
”
——

对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角色身份的追求 日益 明显 。 这
一阶段的起始年大体为

１９７０ 年 ，

一直延续至今 ， 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

（

一

）
１ ９７０ 年佐藤荣作 内 阁至 １９８７ 年 中 曾相Ｌ康弘 内 阁 时期

如表 ３ 所示 ， 这是一个明确宣称 日本已经基本完成赶超西方诸国的大 目

标 ， 在追求不断完善所谓的 日本型福利 国家的同 时 ， 明确提出 日 本应该打造
“

国际国家
”

、 Ｘｔ外展示 日 本国家形象 、 垂范世界的时期 。 佐藤荣作在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第 ４８ 届国会演说中宣称
“
一国之真正的伟大程度并非 由 国土的大小

来决定
”

。
③ 在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第 ６３ 届 国会演说中 ， 佐藤又称 ， 克服了 国土

狭小 、 资源先天不足这一制约 国家发展的宿命性缺陷 的 日 本
，
已经基本完成

了明治开国以来其先人们所设立的追赶西方的 目标 ， 日 本民族已经进人壮年

期 ， 日本不该再仅以建设福利至上主义国家为 目标 ，
而是应该结合 日本国情

与国 民性特点提出新的 国家发展 目 标 。
④ 三木武夫在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第 ７５

届 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 ，
日 本有潜力建设

一

个可 以成为世界新模式的新 日 本 。

１ ９７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大平正芳内阁又进一步提出 了构建公正且有品格的 日本型福

利社会的 目标 。 在这一时期 ，

“

日本模式
”

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 曾

① 亚历山大 ■ 温特 ：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 秦亚青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１４ 年 ， 第

２２２
页 。

② 参见曾向红 ： 《 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
一国家身份类型与

＇

承认斗争策略》 ， 《世界经济与

政治》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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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 Ｃｉ
）

表 ３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 （ １ ９７０￣ １ ９８７ ）

时 间国 会
｜首 相与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相关表述

＿１现在我们正站在 日 本历史划时代的节点上
１ ９７０， ２ ． １４第 ６３ 届佐藤荣作人丄

要提出合乎我国国情与国民性的独 自 的 目标

１ ９７ １ ． １ ． ２２第 ６５ 届佐藤荣作日 本是进人壮年期的 民族

１９７２
．

１ ． ２９第 ６８ 届佐藤荣作髙度先进工业国家 、
高度福利 国家

１ ９７３ ． １ ． ２７第 ７ １ 届田中角荣和平国家 、 独立国 、 先进工业国

１ ９７４ ． １ ． ２ １第 ７２ 届田中角荣主要工业国的一员 、 先进工业国 、 福利国家

１９７５ ． １ ．
２４第 ７５ 届三木武夫可以成为世界新模式的新 曰 本

１９７６． １ ． ２３第 ７７ 届三木武夫福利社会 、 依赖贸易的资源小国 日 本

１９７７ ． １ ． ３ １第 ８０ 届福 田赳夫资源小国 、 四面环海之国

１９７８ ． １ ． ２１第 ８４ 届福田赳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和平国家

１９７９ ． １ ． ２５第 ８７ 届大平正芳公正且有品格的 日 本型福利社会

１９８０． １ ． ２５第 ９ １ 届大平正芳日 本型福利社会 、
田园都市国家

１９８ １ ． １ ． ２６第 ９４届铃木善幸自 由主义国家 、 充满活力和安定感的 国家

１９８２． １ ． ２５第 ９６ 届铃木善幸自由主义国家的有力的一员 、 和平国家

自 由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先进工业国 、 建设
“

强大的文
１９８３ ． １ ． ２４第 ９８ 届中 曽根康弘

化与福利之国
”

、 真正的技术立国

１９８４． ２． ６第 １０１ 届 中 曽根康弘 国际 国家 日 本、 独立国家

１９８５
．
１ ． ２５第 １ ０２ 届 中 曽根康弘 进行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 长寿之国 日本

１９８６． １ ． ２７第 １０４ 届 中 曽根康弘 与世界同在的 日本 、 真正的国际 国家

１９８７ ．
１

． ２６第 １０８ 届 中 曽根康弘 国际 国家 日 本 、 靠贸易才能维持生存的 国家

资料来源 ： 同表 １
。

因此为 日 本带来
“

日本第
一

”① 的美誉 ， 也
一

度成为亚洲 国家 日本学界争相

研究的主要内容 。
②

（
二

） １ ９８８ 年竹下登 内 阁 至 ２００９ 年麻生太 郎 内 阁时期

如表 ４所示 ， 这是 日 本谋划如何打造
“

国际国家
”

的时期 。 其具体措施

① 丨９７９ 年
，
美国学者傅高义著 《 日本名列第

一

》 （ ／〇／
綱 Ｏｎｅ

）
—

书 。 ２０００年 ， 傅髙

义又撰写 《 日本仍是第一吗 ？ 》 （
Ａ ？／＜￥＞ ＜？Ｏｎｅ ）

， 称其从未丧失对 日 本的信心 。

② 例如 ， 中国 日 本学界从 １９８０年到 ２０ １０ 年间发表的 ４００余篇有关 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中 ，
仅文章

题名 中含有
“

日本型
”

、

‘ ‘

日本式
”

、

“

日本模式
”

的文章就多达 ２００余篇
， 占了发表文章总数的二分之

一

还多 。 在这类文章中 ， 除少数是探讨日 本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外 ，
大多是以探讨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 ，

进而解析 日 本企业独特经营管理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文章。 参见张建立 ： 《中国的 日本国民性

研究现状与课题》 ， 《 日样刊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 期 。

—

３ ５
—



Ｃ５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表 ４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 的相关表述 （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９
）

时 间国 会首 相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相关表述

１９８８ ． １
．
２５第 １ １ ２ 届竹下登西方

一

员 、 亚洲太平洋地域的
一国 、 文化国家

先进民主主义诸国的 主要
一

员 、 亚洲太平洋地域的
一

国 、

１ ９８９． ２． １０第 １ １４ 届竹下登
世界第

一

长寿国家、 文化国家

１９９０． ３ ． ２第 １ １ ８ 届海部俊树长寿社会

＿＿＿ｆｎ平国家 、
面向 ２ １ 世纪重视 自 由与 民主主义价值观的 ｇ

１ ９９１ ． １ ．２５第 １ ２０ 届海部俊树
家 、 亚洲的一员

１ ９９２． １ ． ２４第 １ ２３ 届宫泽喜一 努力即能获得回报的公正的社会
、
生活大国

１ ９９３
．
１

．
２２第 １２６ 届宫泽喜

一 生活大国 、 世界第
一长寿国家、 文化国家

Ｍａ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气息浓郁的国家 、

１９９４ ， ３ ． ４第 １２９ 届细川护熙
世界第

一

长寿国家

＾＾＿ｆｎ平国家、 富有仓！１造性与和善精神ｔｅｇ家 、 科学技术创新
１９９５ ． １ ． ２０第 １３２ 届村山富市

立国 、 真正的文化国家

１ ９９６ ． １ ． ２２第 １ ３６ 届 桥本龙太郎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 新的文化立国

１９９７ ． １
．
２０第 １４０ 届 桥本龙太郎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妝ａ发生了制度疲劳的 曰本 、 世界第
一

长寿国家 、 不做那种给
１９９８ ． ２．

１６第 １４２ 届 桥本龙太郎
他国带来威胁的军事大国

＾富国有德
（
德Ｂ Ｐ志存高远的 国家 ）

１９９９． １ ． １ ９第 １４５ 届小渊惠三
格调高的国家 、 值得世人尊重的国家

２０００． １ ． ２８第 １
４７ 届小渊惠三富国有德 、 教育立国和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建设全世界的人们都想在 日 本实现梦想 的国家 、 最发达
２００ １ ． １ ． ３ １第 １５１ 届森喜 朗

ＩＴ 国家 、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ａ世界最高水准的利
？

学技术创新立国 、 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

２００２ ． ２ ．４第 １５４届 小泉纯
一

郎
谋求 日本的复活 、 构建循环型社会

２００３ ． １ ． ３ １第 １ ５６ 届 小泉纯一郎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努力 即能得到 回报和可 以重新挑战的社会 、
世界最发达

２００４． １ ． １９第 １ ５９ 届 小泉纯
一

郎
ＩＴ 国家

２００５
．

１
．
２１第 １Ｍ 届 小泉纯一郎 今年是实现世界最发达 ＩＴ 国家的 目标年

２００６． １ ． ２０第 １ ６４ 届 小泉纯一郎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 世界最发达 ＩＴ 国家

２００７ ． １ ． ２６第 １６６ 届安倍晋三美丽国家 、
２ １ 世纪的国际社会的新模范国家

２００ ８ ． １ ． １８第 １６９ 届福田康夫成熟的先进国 、 新 日本 、 海洋立国 、 低碳社会

２００９ ． １ ． ２８第 １７ １ 届麻生太郎世界第一安全的国家 日本 、 光明强大的 日本

资料来源 ： 同表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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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 Ｃｉ）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 ， 谋求联合国
“

入常
”

。
１ 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

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 国 ，
正

式重返国际社会 。 １ ９５７ 年 ７ 月
， 岸信介政府提出 以联合国为 中心 、 与 自 由 主

义国家联合 、 坚持做亚洲一员 的 日本外交三原则 。 无论是 日本政府
，
还是 日

本民众 ， 对 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抱有的期待都很髙 。 １ ９８４

年
，
日本内阁府的

“

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査
”

中最早设立
“

日本在联合国中的

作用
”

调査项 目 ， 并
一直延续至今。 如图 １

，
关于

“

是否赞同 日 本加入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
，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 １４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 持赞同意见者

逐年增加 。 具体到 ２０ １４ 年最新调查数据 ， 从性别上看 ， 赞成者中男性越来越

多 ； 从年龄上看 ，
３０ 岁至 ５９ 岁 的人居多 。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
日本政府发布

２０ １５ 年版 《外交蓝皮书》 称 ， 日 本把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的 ２０ １ ５ 年及 日本加

人联合国 ６０ 周年的 ２０ １６ 年定位为
“

具体行动之年
”

， 将以超出 以往的力度强

化联合国外交 。
？ 早在 １ ９９ １ 年 １２ 月 １ ９ 日

，
日 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接

受 《朝 日新闻 》 记者采访时曾宣称要
“

争取五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
”

， 并定下 了
“

在联合国成立 ５０ 周年之际 ， 删除关于 日本的敌国条款 ，

借联合国改革之际 ， 成为与中 、 美 、 俄 、 法 、 英五国并立的新的常任理事国
”

这样两大具体目标 。

？ 但事与愿违 ，

２４ 年即将过去 ，
日 本离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地位依旧似近实远 。

第二 ， 凭借 日 本的经济力量来打造
“

国际 国家 日 本
”

。 中 曽 根康弘在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６ 日第 １０ １ 届 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 了建设
“

国际 国家 日 本
”

， 在

１ ９８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４ 届 国会演说中称 ：

“

与世界同在的 日本 ， 欲实现真正

的国际国家 ， 克服对外经济摩擦是当下最紧要的课题
”

。

？ 但随着 日本经济的

衰落 ， 如今这条路似乎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了 。 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 ，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日本提出 的大国战略已经在实践中陷于破产的原因 ， 正是由于

日本对其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
？

第三 ， 从军事安保层面通过使 日 本成为一个军力 国际化的所谓的
“

正常

①ｈｔｔ
ｐ ：／／ｓｕｒｖｅｙ，

ｇ
ｏｖ

－

ｏｎｌｉｎｅ ．

ｇ
ｏ＿

 ｊｐ
／ｈ２６／ｈ２６

－

ｇ
ａｉ
ｋｏ／ ｚｈ／ｉ２７ ．ｈ

ｔｍｌ
、
２０ １５

－

０５
－

１７ ．

② １Ｔ平成 ２
＊

７ 年版外交青書 （外交青書 ２〇 ｌ５ ） 要 旨 』 、
１ ２ 頁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ａ ｊｐ
／ｍ〇ｆａ

ｊ
／

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０７５２４３ ．

ｐ
ｄｆ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７ ０

③ 『 朝 日新聞』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朝刊 。

④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
ｏｃ．ｕ

＿

 ｔｏｋｙｏ ．ａｃ ＇

．

ｊ
ｐ／

￣ ｗｏｒｌｄ
ｊｐ

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ｅｘｔｓ／
ｐ
ｍ／１９８６０ １２７ ．

ＳＨ 
ｈｔｍｌ

、 ２０１ ５
一

０５
－

１７ ．

⑤ 樊勇 明 ： 《对 日 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 ， 《国际问题研究 》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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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关于
＂
是否赞同 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注 ： 图中数据均为当年 １ ０ 月调査所得 。

国家
”

，
以最终实现

“

国际国家 日本
”

的 目标 ， 此即国际社会批判的 日本谋求

军事大国化问题 。 在 日本政治家中 ， 最接近首相宝座却总失之交臂的小泽
一

郎 ，
１９９３ 年提出的影响至今的 日本

“

正常国家
”

论最为著名 。 小泽
一

郎在其

著作中指出 ：

“

日 本除 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别无其他生路
”

，

“

为了成

为真正的国际 国家如何为好呢？ 没有必要考虑得那么难。 成为
‘

正常国家
’

就是了
”

。 而要成为
“

正常国家
”

， 需要具备两个要件 ：

一个是
“

国际社会被

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
日 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 ， 并理所当然地 自 负其责地去

做
”

。 特别是在安保方面
，
要在国际社会中和美国 、 欧洲齐肩并立

，
同它们

一

样在国际关系 中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 。 另一个是 ， 对于想构筑丰富安稳的国

民生活的各国
，
对于地球环境保护这种人类共同的课题 ， 要尽 自 己最大的努

力予以配合 。 只有切实做到 了上述这两点 ， 日 本才能从只考虑国 内经济发展

和财富分配的
“

单肺国家
”

脱胎换骨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
“

正常国家
”

。
①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１３６ 届 国会上桥本龙太郎提出 ：

“

在外交方面的我的基本

方针是
‘

自立
’

。 不再做从前那样以被给予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前提采取行

动的国家 ， 而是要做一个比既往的国际贡献模式要再往前
一

步 ， 提出 国际社

会能够接受的理念 ， 为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 发挥我们的积极主动性和领导

作用的国家 。 我确信 ，
这在国际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日 益高涨的今天 ， 是确保

① 小沢
一

郎 ｒ 日本改造計画 』 、 講談社 、 １９９３ 年 、 １０３ 頁 、 １０４
￣

１０５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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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 我认知 的轨迹及成因 ａ

我国的安全与繁荣的最好的路 。

”
？ 这种观点与小泽一郎在其著作 中 阐述的观

点也大致相同 。 日 本政治学者北冈伸一研究指出 ， 虽然
“

正常 国家
”

理念的

倡导者小泽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 ， 但其倡导的
“

正常 国家
”

论却越来越深人

人心 ， 特别是在 日本政治 、 外交 、 安保层面的
“

正常国家
”

化已经有了很大

的进展 。

？ 安倍政府推行安保法制改革实质上也是谋求在安保层面推进 曰 本

的
“

正常 国家
”

化 。 由于以安倍为首的 日 本右派政治家们在历史认识问题

上错误言论不断且 出 尔反尔 ， 所以也令人格外担心 日 本欲如此强行实现安

保法制的突破 ， 会成为 日 本抛弃以往的和平发展之路而走向 军事大国 之路

的前奏 。

（ 三 ） ２０１ ０ 年鸠山 由纪夫 内阁到 ２０ １５ 年安倍晋三 内阁 时期

这一时期仍是大国化 自我认知的阶段 ， 或者说是
“

固守
”

这
一

认知 的阶

段 。 基于 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 ， 政策路径 、 方式手法发生了变化 。 倡

导打造
“

自立与共生
”

的东亚共同体的鸠山 由纪夫内 阁 、 以及高喊着要
“

摆

脱战后体制
”

的安倍晋三内 阁 的出现 ， 促使 日本对其角色身份的定位加速从

自 民党时代传统的
“

日 美同盟下的 日 本战略
”

走 向
“

日本战 略中的 日 美同

盟
”

。 这既是 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 自 己身份的认知 ， 也是 日本在变化的

世界秩序中对 自 身角色的选择 。
？ 但是 ， 鸠山 由纪夫 内阁的昙花一现 、 安倍晋

三内阁在
“

摆脱战后体制
”

言论方面的噤声 ，

以及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安倍晋三本人

在美国 国会的演说 ，
则昭示了 战后以来美主 日从的 日 美关系的现实轻易不会

被改变 ，
日本政治家想要以

“

日本战略中 的 日美同盟
”

的形式树立其在国 际

社会中的角色身份绝非易事 。 在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１ ３６ 届国会上 ， 桥本龙太

郎就曾提出 日本要在外交方面寻求
“

自立
”

，
希望能够

“

提出 国际社会能够接

受的理念
”

。
④ 再如表 ５ 所示

， 鸠山 由纪夫与安倍晋三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都

提到过
“

重振 日本
”

， 安倍晋三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８ ３ 届国会演说中还提

出 ： 我希望不论在全球级别 、 地区级别或是两国 间的级别 ，
日 本不能只是

①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ｉ ｏｃ． ｕ
？

ｔｏｋ
ｙ
ｏ ．ａｃ ．

ｊｐ
／
￣

ｗｏｒｌｄ
ｊｐ
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ｅｘ ｔｓ／ｐｍ／ １９９６０１２２． ＳＷＪ．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５

＿

０５
－

１７ ．

② 北岡伸
一 『 普通 ＣＯ国？ 』 、 中央公論新社 、

２０００ 年 、
１２ 頁 。

③ 参见李薇 ： 《 日 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 》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

④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ｏｃ． ｕ 

＿

 ｔ
ｏｋ

ｙ
ｏ．ａｃ．

ｊｐ
／
￣ ｗｏｒｌｄ

ｊｐ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ｅｘｔｓ／ｐｍ／ １９９６０１２２ ．
ＳＷＪ

． ｈｔｍ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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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 －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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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 的相关表述 （
２０ １０ ？ ２０１ ５ ）

时 间国 会首 相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相关表述

２０ １０． １ ． ２９第 １７４ 届 鸠山 由纪夫 文化国家 、 海洋国家 、
重振 日本

２０ １ １ ． １ ． ２４第 １７７ 届菅直人 平成开国

２０ １２ ． １ ．２４第 １８０ 届野田佳彦新 日 本 、 海洋国家

强有力的 日本 、

“

创建
”

规则的国家、 全世界最适合革新

２０ １３ ． ２ ． ２８第 １８３ 届安倍晋三的国家 、 世界第
一

安全的国家 、 女性光彩耀眼的 日 本 、 亚

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

＿让女性绽放光彩的 日本 、 亚洲的桥梁 、 观光立国 、 把 日 本
２０ １４

．
１

．

２４第 １８６ 届安倍晋三
建设成

“

全世界最适合创新的国家
”

、 积极和平主义

＾重振 曰本 、 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 、 和平国家 、 积极和平
２０１ ５ ．２ ． １２第 １８９ 届安倍晋三

主义

资料来源 ： 同表 １ 。

‘

等待
’

规则 ， 而是要成为
‘

创建
’

规则的国家 。

”①
但是 ， 战后以来美主 日

从的 日 美关系现实亦表明 ， 即使是 日 本在地区级别的角 色身份追求也同样

受制于美国 ， 安倍执政下的 日 本恐怕也很难创建出未经美国许可的 国际规

则 。 因此 ， 日 本若持续与邻交恶 ， 所谓 的
“

重 振 日 本
”

恐怕 也将遥遥

无期 。

总体而言 ， 日本注重建设
“

国际国家
”

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

份的
一

个显著特点是
，
为 了明确在国际社会 中的角色地位

，
也很注重明确其

个体身份 。

“

国家的个体身份以其在文化 、 语言 、 历史 、 成就等方面的特性为

基础 ， 这些差异往往被行为体视为区分 自我和他者的因素 。

”② 因此 ， 这
一

阶

段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虽然强调 了 日本应该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垂范作

用 、 赢得重要的角色地位 ， 但与此同时 ， 如表 ３ 至表 ５ 中 的
“

与 日本国家 自

我认知的相关表述
”

内容所示 ，
也用相当多的篇幅强调了建设基于 日 本特色

的
“

文化国家
”

、

“

生活大国
”

、

“

海洋立国
”

、

“

技术立国
”

、

“

ＩＴ 国家
”

、

“

低

碳社会
“

美丽国家
”

。

“

文化国家
”

的提法 ， 最早见于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１

届 国会片山哲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与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第 ２ 届 国会芦田均首相

①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ｉｏｃ． ｕ－ｔｏｋｙｏ

．ａｃ＊

ｊｐ
／ 
？

ｗｏｒｌｄ
ｊｐ

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ｅｘｔｓ／
ｐ
ｍ／２０ １３０２２８ ．ＳＷＪ．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７ ．

② 曾向红 ： 《 国际关系 中的蔑视与反抗
——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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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 的轨迹及成因 Ｃｉ）

的施政方针演说中 ，
其后便销声匿迹 ， 直到 １ ９８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第 １ １２ 届国会竹

下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才得以再次出现 ， 其后历届首相施政演说方针中

都会提到这一国家建设 目标 ，
直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１ ３６ 届 国会桥本龙太郎

首相将其提升到
“

文化立国
”

的高度 。 ２０００年 １ 月 ２８ 日第 １４７ 届 国会上小渊

惠三首相演说 中称 ，
日 本 已经没有了可 以赶超的 目标 ，

需要重新设定 目标 ，

即教育立国与科学技术创造立国 。

？ 其实 ， 这些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 内容表

述 ， 反映的正是国家对在国际社会中的
“

个体身份
”

的诉求 。

三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演变的心理文化解析

在一定意义上 ， 战后 ７０ 年间 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 ， 可视为 曰 本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追求国际社会承认 的历史记录 。 国家间的承认 ，

主要是指对处于国际社会中 的国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的承认 ，
按照其内容的

重要程度依次为角色身份 、 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 。
②
但是 ， 通过以上对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轨迹的历史考察发现
，
总体来看 ，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轨迹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
日本人追求承认的社会身份排序恰恰相

反 ， 日本人第
一看重的是类属 身份 ， 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 ， 而且 ，

每
一

个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
一

特点 。 例如 ，
日本在 １９８８ 年竹下登内阁

至 ２００９ 年麻生太郎 内阁时期为谋划如何打造
“

国 际国家
”

而先后推进的三大

具体措施
一

谋求联合国
“

入常
”

、 凭借经济力量垂范亚洲乃至世界 、 以 日本

军事力量国 际化为 目的的
“

正常国家
”

诉求 ， 其实也是
一

个由追求类属身份

到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顺序 。

日本人不仅通过倡导价值观外交拿类属身份排斥 中国 ， 而且还会用把昔

日 的战略伙伴开除于类属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惩戒 。 例如 ，
２００７ 年安倍晋三

初任首相时 ， 日本 《外交蓝皮书 》 上称
“

日 韩两国是共享 自 由与 民主主义 、

基本的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关系
” ③

， 再度任首相后 ，
２０ １３ 年 日 本 《外交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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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曾向红 ： 《 国际关系 中的蔑视与反抗
——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③ 『平成
１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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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皮书》 上称
“

日韩两国是共享 自 由与民主主义 、 基本的人权等基本的价值与

利益的重要邻国
” ？

。 ２０ 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中称 ：

“

韩国是共享 自 由 、 民主主义等基本的价值和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 。

” ？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还称 ：

“

韩国 ， 是与

日本拥有相同基本价值观和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邦 。 日韩的 良好关系 ， 不但

对两国 ， 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 我们要以大局观出发 ，

努力建立起合作关系 。

” ③ 但由于近几年 日韩关系 因领土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

极度恶化 ，
２０ １４ 年底 ，

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将韩国
“

踢 出
”

其价值圈 ， 仅称

其是 日本重要邻国 。 ２０ 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

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 ：

“

韩国是 日 本最为重要邻邦 。 在迎来 日 韩邦交正常化 ５０

周年之际
，
我们要为改善关系不断进行对话。 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〇

”？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
日本外务省新发布的 《外交蓝皮书》 也都统

一称
“

韩国是

最重要邻国
” ⑤

， 不再把韩国归属为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 国家 。

对于战后 ７ ０ 年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轨迹所体现的特点 ，
以及 日本在处理

日 韩关系上体现的这种拿类属身份做文章的表现 ，
当然有其政治 、 经济等诸

方面的原因 ， 但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看 ， 这其实同 日本人个体 自我认知 的文

化机理中强调序列的特点是一致的 。 日 本人的特殊序列意识产生于其缔结集

团所遵循的
“

缘约原理
”

。 所谓缘约 ， 即 日本人缔结集团往往不仅仅是依靠血

缘资格 ， 亦可能是因为地缘 、 职缘资格 ，
或者是为了某

一

共同 目标在共同的

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 、 遵守共同的规定而 自发地结合在
一起 。 这种缔

结集团原理的优点是 ， 比基于血缘资格的亲属原理更具弹性 ， 更易于缔结规

模庞大的次级集团 ， 具有较强的扩张性 。 同 时 ， 虽说理论上每个人是否能加

人某个集团具有一定的 自 主选择权利 ， 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像契约原理那样

自 由来去不受拘束 ， 往往是一且成为某
一集团成员则将终老

一

生不会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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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 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 Ｃｉ
）

而且 ， 在这种集团内讲究论资排辈即注重彼此的等级序列 ，
加人该集团时间

越长 ， 即使是平庸之辈往往靠着资历也能获得一定的地位 ， 因此集团成员
一

般也不倾向于改变身份。 缘约原理的缺点
，
则在于因为其缔结集 团的资格不

像血缘那般牢靠 ， 所以身处于这类集团 中的 日本人具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 ，

对于序列 中的位置具有相当大的敏感性 ， 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 自 己定位 ，

以便做出最适合的反应 。 只有在
一

定的序列 中确定了 自 己的归属才可能有尽

己所能发挥属于 自 己的角色的机会 ， 这种 自我认知的终极 目标是一种基于等

级制度之上的
“

各守本分
”

状态 。
①

可以说 ，
日本国家认知特点正是这种 日本人 自我认知特点在国家行为上的

一

种投射。 类属身份的实质也是对国家性质的
一种排序 。 明治维新以来赶超西

方一直是 日本国家发展的大 目标 ，
能够归属于西方国家并作为其中的

一

员在国

际社会发挥 自 己的角色 ， 不仅可 以令其拥有一种优越感 ， 而且还可以获得极大

的安全感 。 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解析二战时期 日本国家行为特点时指 出 ：

“

当这种序列意识作用于 日本的国家行为中 ， 使得 日本恐惧沦为殖民地 、 在国际

秩序的序列中落后
，
进而发动战争侵略朝鲜 、 中 国 以图强 ， 后来则为 了追求更

高的国际秩序中 的序列 ，
尝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

超越西方 。

” ②
战后 ７０ 年来

日本的国家行为也呈现出 了近似的特点 。 二战的惨败让 日本人认识到 ， 通过

明治维新 ，
制定大陆政策 ， 侵略朝鲜 、 中 国 ， 打败俄国 ， 虽使 日本成为最早

步人发达国家行列 的非西方国家 ， 但
“

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非到达荣誉之

路
”？

， 日 本与西方欧美诸国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物质力量上依旧存在着很大

的距离 。 所以
， 战败初期 ，

日 本首先将欧美西方国家设定为 日本努力奋斗

的 目标也就不难理解 了 。 但是 ， 当 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得以复苏 ，
乃至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末
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 ，

日本又故态复萌 ， 认

为已经赶超了西方 ， 开始尝试建立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新秩序 。 在 曰 本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被中 国取而代之后 ， 在 日本主 流媒体的舆论调查

数据显示大多民众都不看好
“

安倍经济学
”

的情况下
，
安倍晋三在 ２〇 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 ８３ 届 国会上依旧高呼 ：

“

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 诸位 ， 现在正

① 参见尚会鹏 ： 《 中国人与 日本人 ： 社会集团 、 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 台北 ： 南天

书局 ，

２０１ ０ 年 。

② 游国龙 ： 《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
——对二战时期 日 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 《 曰

本学刊》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③ 瓜
一

又 氺尹 ＾ 夕 卜
『 菊ｔ刀 』 、 長谷川松治訳 、 社会思想社 、 １９＆７ 年 、

３６７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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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 日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是我们争做世界第
一

的时候了
”

。

？ 无论 日本历届首相设计的 日 本梦有多么美

好
， 遗憾的是 ，

事实上无论从理念层面 ， 还是物质层面 ， 西方依旧远远地行

走在 日 本的前方 ， 成为令其难以割舍的战前战后一以贯之的赶超 目标 。

以上通过对战后 ７０ 年间 ８７ 份汇集了 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识 ，

且最能代表 日本国家意志的历届首相施政方针演说的简要梳理 ， 历史性地考察

了战后 ７０ 年来 日 本国家的 自我认知轨迹 、 特点及其成因 。 由于文本内容极其丰

富
，
欲用

一

篇文章进行解析只能择其要者做一概述 。 为 了尽可能弥补以偏概全

的缺憾 ， 将每篇施政方针演说中凡涉及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的关键词句做了整理 ，

并尽量采取直译的形式制表附在了相应解析文字之后以供读者检阅査证。

所谓温故知新 ， 通过这项研究工作不难发现 ，

一直被视为带有很深的
“

安倍
”

特色的言行 、 政策 ， 如
“

重振 日本
”

、

“

积极和平主义
”

以及修宪言

论和在
“

自 己 的国家 自 己保卫
”

意愿下推动的一系列安保法制修订举措等 ，

其实早在安倍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并且不同程度地推动过 。 因此 ，
日本国

内虽然对安倍不乏批判之声 ， 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

和程度上 ， 在野党大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 政治精英对于安倍政府的修宪 以

及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 。 所以 ，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 在中

曰关系的内外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 ， 至少从文化心

理层面来看 ， 从 日本国家 自我认知特点来看 ， 无论是现在的安倍政府 ，
还是

后安倍时代 ， 任何 日 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 日 本国家身份定位的认知上有根本

性的变化 ， 也不可能在推动 中 日 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 ， 我们对 日本

的政策也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 中 日关系就
一定会恶化 ， 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 有

学者研究指出 ：

“

如从军事层面进行观察 ， 无论从军事力量 ， 还是从军事使用

意图来看 ，
中 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明显 。 此外

，
中 日 两 国在经济结构上的

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在中 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 ， 更是大大地减低了双

方之间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 。 因此 ，

‘

中 日安全困境
’

只是一个被
‘

过分夸

大的现实
’

。

” ② 准确把握包括 自 我认知特点在内 的 日本国民性特点 ， 科学地

前瞻 日本国家发展走向 ， 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预判 中 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发

展趋势 ， 更加稳妥地处理好与 日本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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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谢慕 ： 《中 日安全困境 ：

一

个过度解读的现实？ 》 ， 《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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