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唐永亮
’

内容提要 :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

中的重要阶段
。

从
“

政理
” 、 “

政术
”

和
“

政俗
”
三个角度可以全面阐述中江

兆民的日本国际政治发展战略
。

中江 兆民在中期仍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

但

是与前期相比
,

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较为系统
,

其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和

平主义
。

关 键 词
:
中江兆民 国际政治思想 现实主义 和平主义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

要阶段
,

该阶段大体指的是从甲申事变 ( 1884 年 ) 到中 日甲午战争的

一段时期
。

与前期相比
,

这一时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

统化
,

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

他从政理
、

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系

统地描绘了小国日本的外交进路
。

本文以这一时期兆民的代表作 《三

醉人经纶问答》
、

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和近邻提携论为切人点
,

深人分

析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 《三醉人经纶问答 》 一

书中
。

该书以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和面临的现状为背景
,

以三位出场人

物洋学绅士
、

豪杰君
、

南海先生酌酒畅谈的形式
,

从
“

理
” 、 “

策
” 、

“

俗
”

三个方面梳理出日本的独立发展之路
。

关于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三位出场人物的观点是否代表兆民本人的思想主要有两种看法
:
一种

看法以德富苏峰为代表
,

他认为书中的三个人都代表着
“

兆民居士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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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 ,

三个人间意见的冲突与对立也是兆民脑中经常萦绕的
“

几多对

立要素持续斗争
”

的反映
。

另一种看法以米原谦为代表
,

他认为兆民

只是受当时流行的 《佳人之奇遇》 等政治小说的影响而写的这部作品
,

书中
“

除了南海先生的思想以外都与兆民的思想无直接关系
,

他们只

不过是被塑造出来的虚构的人物
” 。

本文认为
,

从兆民前期的和平外交

思想以及兆民一生以
“

理想家
”

自居来看
,

洋学绅士的思想应当反映

了兆民思想的一个侧面
。

而兆民直接参加民权运动
,

为民权运动出谋划

策
,

也不能不说豪杰君身上也有兆民思想的影子
。

因此
,

可以说该书中

出现的三位人物都分别代表了兆民三种不同的性格
,

他们的言论亦映射

出了兆民心中思考的三种不同维度的外交战略
。

这本著作对当时和现今

的日本社会影响极大
。

坂本多加雄认为
,

该书不仅与福泽谕吉的几本著

作一起可以堪称明治时代的代表作
,

而且对现代读者来说也依然具有相

当大的魅力①
,

读起来也不失精彩②
,

对应 日本现代的状况让人联想

颇多③ 。

( 一 ) 洋学绅士的和平外交论— 政理的层面

洋学绅士代表了兆民
“

理论家
”

或
“

理想家
”

的一面④
,

洋学绅

士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
“

义理
”

为基础
、

以共和政治为保证的永久和

平论
。

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

中江兆民是明治时

期在 日本宣传康德的和平论
,

并使其得以广泛传播的代表人物之一
。

伊

藤贵雄认为兆民极为重视康德和平主义理想性的一面
,

因此他的和平主

义是无抵抗的康德主义
。⑤ 伊藤宏一则进一步指出兆民是基于在法国留

学时读过的法国著名康德研究者巴尔尼 的 《民主政治中的道德》 一书

中康德和平论的相关叙述才写出了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关于洋学绅

士和平论的论述
。

但是
,

遗憾的是兆民没有关注到康德和平论的现实主

义要素
,

也没有注意到康德的和平论与圣皮埃尔
、

卢梭的和平论的不

① 坂本多加雄 『中江兆民 「三醉人怒碉周答 : 再毓』 、 『
学晋院大学法学部研究年报 』

所收
、

19 9 1 年
。

② 石川猫具 厂恩踢内民榷力
、

屯恢徨刃民榷、 J
、 『
震政稠查畴报 』 、

19 87 年 ( 4 )
。

③ 井田退也
『
中江兆民内 7 于夕又 』 、

岩波睿店
、

198 7 年
、

20 5 页
。

④ 植手通有
「
兆民忆打汁乙民榷巴国榷

」 、

『中江兆民内世界 』 所收
、

筑摩害房
、

19 7 8

年
、

75 真
。

⑤ 伊藤青雄 「力 夕 卜平和希巴近代微兵制
」 、 『

l8J 俩大学人文湍集』
、

19 98 年
,

第 10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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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论的一环来把握的
,

这正是兆民

对康德和平论理解的不足之处
。

①

在此基础上
,

洋学绅士提出了小国日本的和平发展战略
。

他认为对

于民殷物丰
、

物产饶多
、

农工商业昌盛的大国来说
, “

养有百万精兵
,

排列千百艘军舰
” ② 称雄世界并非难事

,

但是对于疆土狭小
、

民众寡少

的小国来说
,

以有限的兵力不足以称雄于世界
。

在洋学绅士看来
,

强兵

之路并不是小国的理想选择
,

小国应当走和平发展之路
,

应当以
“

民

主制度
” 、 “

经济富裕
”

和
“

学术精湛
”

取胜别国
,

获得世界人民的尊

敬
。

其中民主制度是保证国家走和平道路的前提
,

自由
、

平等是世界的

普遍价值
,

所以如果小国建立了可以向大国夸示的民主制度
,

就会得到

大国的尊敬
。

发展学术和增强经济实力是小国得以自强的手段
。

在兆民

看来
,

经济实力的增强是 日本获取国家独立的重要途径
,

国际关系中最

为重要的关系是强国与弱国的关系
,

而区分强弱的标准很大程度在于

“

货物生产
”

的多寡
, “

戎阵之争
”

最终不外乎
“

生产之竞争
” 。③ 19 世

纪
,

经济与学术不可分离
。

在与大国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
,

兆民认为

坚守仁义
、

道德是小国维持独立的重要手段
,

并且他还设想了贯彻这一

外交思想可能面临的国破家亡的最坏结果
。

在洋学绅士看来
,

只要坚守

信义
,

即使国破也依然可以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 ; 即使家亡地球仍是
“

人类的故乡
” ,

世界各国也是
“

我的宅地
” 。

这条路线看似过于理想主义
,

但它却是将兆民的理想表现得最淋漓

尽致的一条路线
。

兆民一生将追求民生和民权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

这

条和平发展路线从内政和外交上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

(二 ) 豪杰君的武力征伐论— 政术的层面

豪杰君本身并不反对民主主义
,

他也承认自己落后于时代
,

并且认

为有消灭
“

恋旧元素
”

的必要性
。

这是豪杰君与洋学绅士的相同之处
。

但是
,

与洋学绅士崇尚道义
、

主张和平主义的外交路线不同
,

豪杰君主

张通过侵略中国
,

实现日本的民主化
。

豪杰君身上之所以有民主与战争

① 伊藤宏一
「
政治哲学 七匕万。 力 夕 卜。 平和输

」 、

『力 夕 卜毓本凶

19 8 9 年
、

28 4 真
。

② 中江兆民
: 《三醉人经纶问答》

,

商务印书馆
,

1 990 年
,

第 21 页
。

③ 「又同志社私立大学 / 没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4 卷

、

岩波害店
、

、

法政大学出版局
、

29 3一2 94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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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性存在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主张
“

理术分离论
” ,

即天下

的事情都有
“

理
”

与
“

术
”

之别
,

在议论的场合发挥作用的是
“

理
” ,

而在实际领域里取得效果的是
“

术
” 。

这一观念也是他的武力征伐论形

成的思想前提
。

如果说
,

洋学绅士是从理想主义得出的和平外交论
,

那么豪杰君则

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

首先
,

他认为从生物本

性上讲
,

凡生活于天地间的生物无不以猎取而谋生存
,

凡生物越聪明的

越勇猛
,

越愚蠢的越怯懦
, “

喜胜厌败
”

是动物的本性
。

从国家角度上

讲
,

战争是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之事
, “

文明国就是善战国
” 。 “

军备是

各国文明成果的统计表
,

战争是各国文明力量的体温计
。 ”

其次
,

从功

利主义角度讲
,

任何人都希望避免痛苦
,

获得快乐
。

国家有所乐就如同

人皆有所乐一样
,

国家之乐是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
。

豪杰君着重从国

家层面来思考问题
,

却忽视了战争带给交战国人民的伤害
,

这也是与洋

学绅士相比豪杰君对战争态度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
。

从世界形势上看
,

豪杰君认为小国由于领土和资源有限
,

先天处于

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
,

并且这种劣势不易迅速扭转
。 “

小国想突然成为

大国是不可能的
,

贫国想暴富也是不可能的
。

兵少不可能增加
,

舰少也

不可能增多
。 ” ① 当敌方以百万军队

、

千百艘军舰进犯小国边境时
,

只

有十万军队
、

数十艘军舰实力的小国
,

即使日日操练达到极其精锐的程

度
,

也只是以卵击石
。

所以
,

小国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
,

通过侵

略他国
,

迅速攫取财富实现大国化
、

强国化
。

从
“

时机
”

的战略理念来看
,

豪杰君认为
,

大清国的衰弱正是 日

本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

这是
“

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
” 。

假使现在

不占领它
,

一旦大清国强盛起来
,

日本想
“

侵占以自富已不可能
” 。

从日本内政的角度上讲
,

豪杰君认为实行对外征伐是小国日本实现

文明化的必然选择
。

后进国在踏上文明之途时
,

国民中会并存着两种水

火不容的要素
,

即
“

怀旧要素
”

与
“

喜新要素
” 。

这两种势力相互对

立
、

排挤
、

竞争以至不可调和
,

形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
“

癌肿
” 。

为消

除
“

癌肿
” ,

豪杰君主张由国家挑起战端
,

将全国的恋旧分子赶到战场

① 中江兆民
: 《三醉人经纶问答》

,

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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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
,

战胜则日本可以掠夺战败国的土地
,

雄踞一方
,

变弱为强
,

变贫

为富
,

然后出巨资购买西方文明成果
,

从而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并称的

强国 ; 战败则可清除国内恋旧元素
,

日本可以在此后改革制度
,

移风易

俗
,

逐渐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度
。

总之
,

豪杰君所提出的对外征伐论与洋学绅士设想的和平发展论
,

目的都是为了使小国日本走上文明之路
,

摆脱国家所面临的危机
。

而两

者的不同点在于
:

洋学绅士重民
,

豪杰君重国 ; 洋学绅士重长远的
、

理

想的目标
,

豪杰君期望迅速获得利益 ; 洋学绅士从理论上彻底贯彻了民

主主义
,

并为日本设计了一条不设军备的和平之路
,

豪杰君则基于
“

机
”

的战略理念
,

提出了侵略其他贫弱大国使日本迅速致富的强国之路
。

(三 ) 南海先生的现实主义外交论— 政俗的层面

南海先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

基本体现了兆民

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

他的性格也代表了兆民
“

实际家
”

的一面
。

①

兆民富于批判精神的性格也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南海先生身上
。

南海

先生对前述两位论客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

他认为洋学绅士太过注 目于尚

未产生的新思想
,

妄图冒进
,

而豪杰君又太过专注于 回顾以往的
“

旧

戏
” ,

妄想倒退
。 “

瑞云是未来的祥瑞
,

只能以远眺为乐
。

幻想已成为

过去的奇观
,

只有以回顾为快
” ,

这些都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

南海先生不同意洋学绅士和豪杰君对世界形势的认识
,

认为日本人

正因为像洋学绅士和豪杰君那样对国际形势过分担忧
,

才出现了日本外

交上的
“

神经病
” 。

他现实地分析了日本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
,

并提

出了以睦邻友好为基础
、

以自卫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日本外交论
。

他认为
,

虽然欧洲各国豢养百万雄兵
,

拥有千万艘战舰
,

并将战场

扩展到了亚洲
,

但欧洲列强不会轻易侵略 日本
。

首先
,

就普法两国来

看
,

两国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使两国不会轻易挑起战端
。

大规模的扩军就

如同滚雪球一样
,

越大越难控制
,

它们不会逮然将
“

庞大的雪球
”

推

出门外
。

加之
,

英俄在旁边坐山观虎斗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普法

两国的相互竞争
。

其次
,

国际公法成为处理国际争端的工具是必然趋

势
。

从各国的施政程序上讲
,

发动一场战争也并非轻而易举
。

一个国家

① 植手通有 「兆民 忆打汁石民榷上国榷
」 、 『

中江兆民刃世界』
、

7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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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出兵
,

不仅该国的君主
、

宰相
、

百官要研究审查
,

议会要讨论
,

国民舆论也会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
。

因此
, “

欧洲各国的军队犹如虎

狮
,

其议院
、

报纸犹如铁网
,

而且又有各国势力均衡的策略
,

国际公法

的约束
” , “

狰狞的虎狮终年只能张嘴吐舌
,

不能随意咬人
” 。

① 他主张

小国日本应该采取防守的策略
。

军队平时应当加紧训练
、

演习
,

养精蓄

锐
。

一旦敌人来犯
,

军队将校兵卒应同仇敌汽
,

奋勇杀敌
。

同时
,

应与

周边各国结成兄弟邻邦
,

以图在危机时可以相互援助
。

在南海先生看来
,

日清关系是近邻关系的重点
,

日本必须搞好与清

国的关系
。

首先
,

清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
,

无论从文物制度
,

还是

从风俗习惯上看
,

两国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

其次
,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

看
,

清国地大物博
,

人 口众多
,

当日本特产 日益增加
、

货物丰富时
,

清

国必然成为日本理想的
“

一大市场
” ,

且两国都地处东亚
,

同样受到欧

美列强的欺压
,

外在的威胁使两国有携手的必要性
。

清国尽管衰落
,

但

也并非不堪一击
,

不会轻易受辱
,

所以豪杰君主张的侵伐策略绝不是那

么容易取得成果的
,

是不可行的
。

同时
,

日清两国间所发生的战争
,

不

是因为双方喜欢战争
,

而是惧怕战争才引起的
。

由于惧怕所引起的外交

“

神经病
”

才导致双方急于扩大军备
,

因为
“

神经
”

错乱才拉开战端
。

日本不需要担心清国因日本染指朝鲜和台湾地区而产生怨恨
。

作为外交

家应该摘掉有色眼镜洞察实情
,

彼此消除猜疑心理
,

即可促使两国达成

合作的共识
。

南海先生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家的大计
,

绝不可标新立异
。

在现今的

形势下
,

外交良策就是努力以和好为主
, “

只要不伤害国家威信
,

绝不

耀武扬威
” , “

无论世界任何国家都要与之和好
,

万不得已时
,

也要严守

防御的战略
,

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
,

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 。

②

《三醉人经纶问答》 揭示了小国日本在面临国内和国际压力下寻求自

主独立的三种外交策略
。

这三种路线是基于不同的假设
,

按照逻辑推理

而成的
,

每条路线都代表了兆民看待国际政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
,

三者纵横交错
,

共同构筑了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体系
。

人的思维方式是

① 中江兆民
: 《三醉人经纶问答》

,

第 55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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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样的
,

但在特定的情境下会存在一种主体意识
。

《三醉人经纶问

答》 一书的原著封面署名
“

中江笃介著
” ,

而第一页则写有
“

南海仙渔

著
” ,

由此可见
,

这一时期中江兆民更倾向于南海先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

路线
。

兆民在 《外交论》 一文中概括了小国日本的四种外交政策假设
。

日俄结盟论
。

无论是对亚洲国家来说
,

还是对欧洲列强来说
,

俄国

都是最令人恐
J

嗅的国家
。

俄国有
“

劲兵百余万
” ,

而且西伯利亚铁路的

修建使其触角伸到了亚洲
。

更重要的是
,

欧洲诸国的可怕不过是一代
,

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强大
,

路易十五的迅速衰落
,

而俄国的可怕却是
“

永劫未来
” ,

虽然它的帝王在更替
,

但他们代代都执行同样的侵略路

线
。

甚至
,

当时包括英国在内欧洲诸国奉行
“

一切皆以俄国之动机而

动
”

的亚洲政策
。

俄国对清国和朝鲜垂涎已久
,

而清国
、

朝鲜并没有与

日本合纵连横
“

将亚洲作为一大乡国
”

共同抵御强敌的观念
。

因此
,

日本应当仿效
“

牵牛的黑人遭遇饿狮
,

放弃牛而自助
”

与俄国结盟
,

加人到俄国南征军的行列
, “

与俄共图清国
,

以其余肉充实空腹
” 。

①

日英结盟论
。

英国海军之强位居世界首位
。

俄国在海军实力上不仅

不及英国
,

与法国也有很大差距
。

日本四面环海
,

正是英国施展其
“

独擅之伎俩
”

的一个
“

好的练武场
” 。

对于 日本来说
,

寻求英国海军

的保护比与俄国结盟似乎更加安全
。

另外
,

俄国虽然土地广阔
、

兵员众

多
,

但是国内财政困难
、

政局不稳
,

所以尽管其欲攫取亚洲土地
,

也难

保何时国内发生革命
。

从这一点来看
,

与其说俄国是
“

不死的蛟龙
” ,

莫若说是
“

瞎目的鸳鸟
” 。

② 而与此相对
,

英国的政治
、

文艺
、

技术等

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

因此只有依赖英国才能够巩固日本独立的基础
,

才是保持 日本独立的长久之计
。

日德结盟论与 日美结盟论
。

稗斯麦掌权下的德 国
“

武震天 下
” ,

① 「外交湍
」 、

『中江兆民全集』 第 H 卷
、

220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2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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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和战之权永远掌握在德国皇帝之手
” 。

德国也想在亚洲牟取利益
,

所以日本只有与德国结盟
,

才是国家的长远之计
。

但是
,

欧洲诸国实际

上是
“

虎狼野心之窟宅
” ,

与欧洲诸国结交维护国家安全
,

就如同
“

进

人毒蛇的口中
,

躲一时雨一样
” ,

早晚免不了祸患
。

美国是重礼义的国

家
,

承认了朝鲜独立
,

支付了下关的赔偿金
,

所以 日本与有
“

侠义
”

之心的美国结盟
,

才是
“

国家万世之长策
” 。

兆民不赞同上述与欧美列强结盟的外交政策
。

他认为弱国依赖于强

国是极其错误的
。

首先
,

依赖在个体层面上不是好事
,

在国家层面上也

同样不值得称道
。

依赖源于畏惧
,

因畏惧灭亡而依赖他国必然招致羞

辱
,

所以
“

不扫去依赖之一念
,

国之独立就没有希望
” 。

其次
,

兆民认

为日本虽然
“

贫
” ,

但并不
“

小
” 。

从人口上看
,

日本与意大利
、

法国

差不多
。

连瑞士都被视为
“

洋洋之一大国
” ,

日本为何要仰仗外国人寻

求国家的独立呢? 将国家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他国羽翼的护卫下是不现实

的
,

只有依靠自国的不懈努力
,

才能实现国富民强
。

在 19 世纪
,

无论

日本多么不开化
,

无论国际法多么无力
, “

我辈三千余万的大男儿
,

相

抱持而成一体
,

仗义执仁
,

彼列国或武力与我
,

我辈三千余万的大男儿

皆决心以一死而 自洁
,

全国化为焦土而不辞
,

不避枪林弹雨
,

与义俱

生
,

与义俱毙
,

… …彼列国的凶暴亦不足畏惧
” 。

①

兆民的现实主义思想也体现在 《土著兵论》 一文中
。

《土著兵论》

是兆民军事论中的核心文章
。

兆民在该文中指出日本应该废除常备兵

制
,

实行民兵制
。

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三浦梧楼将军的影响
。

三浦梧楼曾在 《朝野新闻》 上发表文章指出
,

日本应当像瑞士一样废

除基于
“

护国防民
”

思想上的常备军
,

实行以
“

御辱
”

为宗旨的民兵

制
,

这样既节省了金钱
,

又保证了大量的兵员
。

兆民赞同三浦梧楼的观点
。

他认为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祈愿
,

但是从现实上讲
,

现代社会是
“

黑暗的文明时代
” 。

在与攻打他国
、

不

知羞耻的
“

虎狼国家
”

交往过程中
, “

撤除兵备
,

销毁大炮
,

欲专门发

展道德经济
” ,

虽然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

却不是明智之举
。

日本应该

废除常备军
,

采用民兵制
。

原因在于
:

( l) 采用民兵制既能保存兵备
,

① 中江兆民 厂外交箫
」 、 『中江兆民全集』 第 1 1卷

、
2 2 3一2 2 4 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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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实现人人平等的大义与经济发展的宗旨
。

常备兵制实际上是为有金

钱
、

有地位的门户的子弟不服兵役而采用的政策
。

平时扛枪打仗
、

在阵

前流血杀敌的兵士半数以上是贫民家的子弟
。

内阁诸省中
,

耗费金钱最

多的是海陆军省
。① 将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租税大部分用于充实军备不

符合发展经济的原则
。

( 2) 军队不是镇压人民的武器
,

而是一国
“

护

国御辱的利器
” 。

养数十万
“

镇压内江有余
,

而不足以御外辱
”

之兵
,

白白浪费国家钱财
,

这在数学上是讲不通的
。 ② 并且各地的武器库也存

在着潜在的危险
。

如果地方的民众与政府结怨
,

民众夺取武器库
,

并用

来攻击政府
,

政府即使拥有数十万军队
,

因分散各地实际上也发挥不了

多大作用
。

所以
,

政府应该抛弃对人民的
“

猜疑心
” ③

,

废除常备军
,

实行民兵制
。

( 3) 实行民兵制不耽误生产
,

可以保证平时人民的生产

生活
,

人民也不用负担高额的军费
。

并且通过一县或数县一起举行军事

训练
,

会在人民中不知不觉形成一种
“

爱乡国
”

的风习
。

( 4 ) 民兵制

是站在防御的立场上所提出的政策
。

日本天然四面环海
,

与欧洲列强远

远相望
,

即使发生战争
,

列强率众来袭
,

日本也具有地理上的优势
。

( 5)

19 世纪的战争不仅是一种人数上的竞争
,

也是
“

韬略
” 、 “

学术
”

上的战

争
,

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兵绝不比常备军差
,

用于防守应当有余
。

④

总之
,

兆民不赞成与强国结盟
,

主张站在道义和国际法的立场上
,

通过日本独自的努力实现国富民强
。

他反对对外战争
,

但认为不设兵备

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是不现实的
,

日本应该采取防御策略
,

实行民兵

制
。

兆民提出的民兵制具有现实性
,

是对前期和平主义思想的丰富和

发展
。

“

近邻提携论
”

是兆民的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
,

兆民对处理日本与亚洲近邻的关系从理论
、

策

中江兆民 「海隆罩将胜埋盒霭
: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2 卷

、

1 13 真
。

同上书
,

第 11 4 页
。

中江兆民
「土著兵箫 : 、 『中江兆民全集』 第 11 卷

、

142 一巧2 真
。

中江兆民
「
常满军匕土著兵

: 、 『
中江兆民全集迈 第 13 卷

、

2 83 一2 86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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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

洋学绅士的永久和平论
,

主张

国与国都是平等的
,

就如同人与人平等一样
。

豪杰君的武力侵伐论与南

海先生的近邻提携论也都是围绕着日本与亚洲诸国
,

特别是与清国的关

系而提出来的
。

兆民对清国的状况极为关心
。

他认为
,

近代以来日本人对欧美和清

国的认识经历了截然相反的转向
。

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开始与欧美诸邦

交往时
,

人们大多讨厌西洋人
,

将他们视为
“

蛮夷丑虏
”

而不屑与他们

交往
。

但是
, “

物转星移
” ,

耳闻目睹欧洲的文明制度后
,

日本人认识到

欧美诸邦不仅不野蛮
,

而且其文化之进步远非 日本可比
,

以至于一提到

欧美则
“

万事万物皆为善良
” ,

甚至欲将欧洲诸国已经过时的风俗制度也

移植人日本
。

与此相反
,

日本一向与清国有交往
,

并醉心于它的文物制

度
,

而
“

百事模仿之
” 。

但是
,

自从欧美式的学术文艺输人到日本后
,

“

支那式的教育颇失其颜色
” 。

清政府
“

尔来在蕙国势不振
,

固守旧风
,

不见改革进步之形
” 。

在日本人中逐渐产生了对清国的蔑视心理
,

即使同

处东亚
,

日本人也认为清国人是比自己
“

数层劣等之一人种
” 。

①

兆民认为
,

虽然清国商人业务勤勉
,

敏于计算
,

富于自立精神
,

但

是清国日渐贫穷
,

其原因在于
:

( l) 清国墨守旧习
, “

顽然不采取改进

之法
” 。

清人极富
“

保守气象
” ,

缺乏改进气质
,

不知适应时势
,

且各

自
“

分离孤立
” ,

不能携手经营
。

( 2) 清国人因袭旧习
,

不知改良
,

清

政府若能及时给予人们指示
、

提醒和引导
,

鼓励人们从事工商业
, “

增

殖资财
”

亦不难
。

但是清政府
“

漫然放任
” ,

终使工商业不振
,

邦国不

达富美
。

( 3) 最重要的是人民吸食鸦片
,

耗费巨额财产
,

既影响了人

民的健康
,

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生产力
。

② 但是
,

兆民认为清政府也并不

是弱不禁风
,

不堪一击
。

西方文明精神的传人减慢了清王朝的颓势
。

清

国人才济济
,

清政府从西方大量购进文明成果
,

武装军队
,

改良兵制
,

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

所以
,

清国并不是一个
“

轻易可 以侮辱
”

的国

家
。
③ 从文化制度的相似性以及亚洲形势上看

,

日本应与清国保持友好

关系
。 “

我与清只不过一水相隔
,

书文相同
,

制度相同
,

习俗相同
,

土

① 中江兆民
「
清国商人巴本邦商人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2 卷
、

印 真
。

② 同上书
,

第 60 一石7 页
。

③ 中江兆民
: 《三醉人经纶问答》

,

第 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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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相同
” ,

且强英骄俄对亚洲虎视耽耽
,

早晚成为亚洲各国的
“

忧患
” ,

所以 日本与清国应当
“

互为唇齿
” ①

,

共同抗击列强
。

若日清开战
,

英

俄必会坐享渔翁之利
。

兆民欲将
“

从亚洲的边睡昂首崛起
,

一跃而进人 自由友爱的境地
”

的
“

道德的花园
” 、 “

学术的田圃
”

的日本建成亚洲乃至世界的
“

民主
、

平等
、

道德
、

学术的实验室
” 。

也就是
“

劝说各弱小国家
,

迅速采用民

主制
” 。

② 兆民早在 《东洋自由新闻》 的发刊词中就已明确提出
: “

欲

亢张日本国民自由之权
,

使其遍及东方诸国
。 ” ③ 企图通过促进东亚诸

国民主制的建立来保证东亚的和平
。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

兆民在这一时

期积极参与
“

东洋学馆
”

和
“

善邻馆
”

的筹建活动
。

据大限重信回忆
,

兆民是东洋学馆的倡导者之一
,

也是该馆的重要

出资人
,

兆民将经营日本出版公司所得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作东洋学馆

的建馆基金④
,

足见兆民对东洋学馆抱有很大的期望
。

1884 年上海东洋

学馆成立
,

它名义上是培养日清两国自由主义志士的教育机关⑤
,

而实

际上其设立的目的并不简单
。

东洋学馆最初具有四个基本的目的
:

其

一
,

为受兵役困扰的壮士提供逃避兵役的机会
。

其二
, “

打开与支那革

命党的交际之道
” ,

用 自由民主的思想引导清国人民迅速文明化
。

其

三
,

培养对清贸易人才
。

其四
, “

在支那窥探机会
” ⑥

。

东洋学馆承担着

为日本侵略清国寻找机会的任务
。

杉田定一在回忆录中也提到
,

大部分

东洋学馆的组织者认为
,

在俄
、

英
、

法等国加紧对清国施加压力的时

候
,

清国与其让欧美诸国得到手
,

还不如被 日本据而有之
,

清国是

“

成就英雄之地
” 。

但是
,

他不主张武力侵略清国
。

他曾对杉田定一说
:

“

杉田君
,

你如果一行顺利的话
,

可以成为支那一方之王啊
,

但我讨厌

当王
,

我想以文章欲使支那四亿的人民瞬时成为文明人
。 ” ⑦

甲申事件结束后
,

虽然日本政府对于事件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金玉

① 中江兆民 「吾廿了峙事 7 渝义沙 口 卜7 欲七义
:

、 『
中江兆民全集』 第 14 卷

、

22 真
。

② 中江兆民 「祝祠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1 卷
、

29 真
。

③ 同上书
,

第 28 页
。

④ 江藤清角编
: 『衡山言行绿』

、

19 01 年
、

49一 。 真
。

⑤ 幸德秋水 r 幸德秋水遴集』 第 1卷
、

世界郭瑜社
、

19 48 年
、

H 真
。

⑥ 小松裕
「
中江兆民胜行内了少了意藏

:
、

『庭史郭输』
、

1 981 年
。

⑦ 推贺博爱 『杉田鹑山翁:
、

辐山会
、

19 28 年
、

5 65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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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口

均等人态度冷淡
,

但是在野的有志之士却对援助朝鲜独立党表现出了很

大的积极性
。

福冈玄洋社的社员们在麻布的龙源寺设立秘密事务所
,

策

划援助独立党
。

头山满
、

来岛恒喜
、

前田下学与金玉均等人策划在釜山

建立外国语学校
,

名为
“

善邻馆
” ,

作为对朝运动的据点
。

兆民也参与

了该计划
,

并负责用汉文起草设立宗旨书
。

① 但由于大阪事件爆发
,

该

计划受到影响
,

中途夭折
。

这一时期兆民对大陆问题极其关心
,

他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

了致力于向大陆拓展的志士思想的影响
,

这也成为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豪杰君思想的来源
。

② 但是
,

不能轻易地说兆民是一位大陆侵略论的

宣扬者
。

从整体上看
,

这一时期兆民仍然是一位和平论者
,

他希望 日本

与亚洲诸国建立互为唇齿的关系
,

共同抵抗列强
。

他不仅想在日本
,

也

想在东洋诸国伸张
、

普及民权思想
,

建立民主制度
。 ③ 亚洲的民主化

、

文明化是兆民的理想
,

然而在亚洲诸国国内守旧势力异常强大
、

西欧列

强欲瓜分东亚诸国的国内国际形势下
,

理想和现实毕竟存在很大的差

距
,

参与建立上海东洋学馆和善邻馆是兆民企图实现心中理想的尝试
。

但是
,

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兆民已逐渐认为 日本是亚洲的领袖
。

总之
,

兆民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思想
。

如果说前

期兆民仅从
“

政理
”

的角度探寻 日本独立发展路径的话
,

中期兆民则

试图从
“

政理
” 、 “

政术
”

和
“

政俗
”

三个角度全面寻求小国日本的国

际政治发展战略
。

如果说前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理想主义的和平

主义为特征的话
,

这一时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的特征则是现实主义的

和平主义
。

这一时期兆民从书斋走上了街头
,

在现实中摸索
、

推进 日本

独立的发展战略
。

(责任编辑
:
夏 枉 )

葛生能久 『束亚先觉志士韶坛 』 上卷
、

大空社
、

19 97 年
、

120 一 121 真
。

松永昌三 『中江兆民 』
、

柏睿房
、

19 6 7 年
、

15 1 真
。

山 口光朔 r 中江兆民巴大睦周题
」 、 『 日本庭史』 、

19 5 7 年
。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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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新宗教忆打汁乙士夕 日士 ! )丈人

内倾向忆 , 协万

邵宏悼

197 0年代 l刘止
、

日本内新宗教力`大合含凳展套遂汁
、

日本宗教史上内 7’ 一 入含

引誉起乙 U赴
。

日本内新宗教内教羲忆表扎石士夕 刁士 U义人的倾向 l崖
、

民主主羲

七平和主羲澎主流套成寸戟援社会忆打协万也
、

消失寸乙乙 巴吐仓力
、
。 九

。 厂 日本

丙坛抗」 刃推持 匕尊皇很古仓了匕一沙寸石右翼的宗教团体以
、

于夕 : 于 日厂吞内

旗印套揭伴
、

干刃势力扯大含因 0含护乌
、

日本社会刃保守化套助畏 U丁冬众
。

日

本怒济内高度成畏忆 匕赴解。 万
、

世俗的含士夕 日士 l)义人解次第忆膨眼 U
、

新宗

教内中内士夕 : 士 l]厂点 也崖寸土寸活踢寸乙上今忆含 。 赴
。

本稿忆打协下
、

日本

内新宗教刃士夕 二士 )t义八内倾向忆。 协 { 分析 匕
、

日本社会 l: 打`寸乙新宗教内役

割己世界政治 乙̀毛九乌寸影譬`二。 、
、

下横封 U下觅九协

中江兆民内中期内国隙政治思想忆。 协万

唐永亮

中江兆民内中期刃国隙政治思想 (才
、

彼内国隙政治思想内变遥通程 二̀打汁乙重要

含一段隋亡南勺
、

乙内畴期 l刘立彼刃国除政治思想体系 (土寸分忆形成 七赴
。

彼 l止

「政理 J、 「政衔」 七 「政俗 J 内三。 内角度力
、

屯全面的忆 日本刃国隙政治凳展戟略

含渝述 匕九
。

中期内中江兆民 l立依然上匕万平和主羲者亡志乙力`
、

初期内理想主羲的

平和主羲七比叹
、

现奥的平和主羲内性格奎持。 上今忆含。 赴刃力`于刃特徽亡志乙
。

日本明治峙代忆起草吞扎赴民简患法草案汇。 协万

陕秀武

18 74 年忆始崖。九自由民榷遐勤 l才日本近代史忆扣`于乙最初内民案遐勤七考之

乌扎石
。

西洋文明内影馨含受汁九自由民榷输者连 l立棣 令含意法草案含作成 U { 兑

赴
。

中亡也
、

有名仓也内己匕万
、

都市民榷派忆止石 『噢呜社意法草案』 、

地方民

榷派内千集卓三郎忆上乙 『日本帝国意法山
(
「五 日市意法草案」 七也呼汀扎石 )

及梦植木枝盛 l二止 乙 r日本国国意案 』 含艺力`南石
。

上述刃意法案 l才南石程度刃先

退性套持色
、

西禅文明力
、 日本内底屠社会 :̀ 浸透 匕。 。 志。赴乙己奎表匕万。 、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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