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中江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

唐永亮

内容提要
:

中江兆民是 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

国际政治思想是其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兆民前期的和平 主义 思想是明治时代极有特色的国际政治

思想
。

本文以文明观和其代表作 《论外交》 为切入点来探讨兆民前期的 国际

政治思想
。

文明观是兆民看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
,

他的文明观有别于 主流的

欧洲中心主义 文明观
,

是批判的多元 的文明观
。

《论 外交》 一文则基本体现 了

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即以
“

道义
”

为旗帜
,

偏好于经济发展

的理想主义
、

和平主义思想
。

关 键 词
:
中江兆民 自由民权运 动 国际政治思想

中江兆民 ( 18 47 一19 01 ) 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评论家
。

他

的犀利笔锋和睿智的思想
,

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热

血青年
。

他一生留下了数 目庞大的著述
,

不仅在当时
,

而且对后世也产

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国际政治思想是兆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将在

梳理兆民国际政治思想演变的基础上
,

以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
文

明观和代表作— 《论外交》 为切人点
,

深人分析兆民前期的国际政

治思想
。

中江兆民出生于 日本土佐藩 (今高知县 ) 的一个下级士族家庭
。

从小在藩校—
一

文武馆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
,

毕业后被派往长崎

和江户等地游学
,

先后学过英学和法兰西学
。

18 71 年作为司法省派遣

的留学生赴法留学
,

从此以后终身致力于宣传法国的民权思想
。

他曾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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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
、

元老院书记官
,

但不久辞职
,

退出宦途
。

后长时

间置身于社会舆论界的最前沿
。

他的一生虽然只有五十几个春秋
,

但是

却作为 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

而闻名于世
,

被誉为
“

东洋的卢梭
” 。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期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
。

从国际政治与国

内政治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
,

以兆民的言行为中心
,

大致可以将中江兆

民的国际政治思想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 的形成期
,

以 1 884 年发生的甲

申事变为终点
。

这样划分的主要理由是
:

( l)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上讲
,

在这一阶段兆民作为一名学者开办法学塾
,

宣传激进的法国自由主义思

想 ; 作为媒体记者
,

以 《东洋 自由新闻》 和 《自由新闻》 为阵地宣扬

国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开设国会的必要性
。

这一时期他居于 自由民权运动

的阵营之外
,

间接地为运动提供理论基础成为贯穿于这个阶段的基本特

征
。

( 2) 以 1882 年在 《自由新闻》 上发表的政论 《论外交》 为中
』

自
,

已经基本形成了理想主义和平外交思想的体系
。

这种注重道义和经济发

展的和平主义思想与福泽谕吉后期所主张的脱亚人欧的外交思想形成了

鲜明的对 比
,

成为明治时代又一种极有特色的外交思想
。

第二阶段是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发展期
,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终点
。

这

样划分的主要理由是
:

( l) 在这一时期
,

政府对自由党的高压政策以

及自由党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党的分崩离析
,

兆民开始走出书斋直接参与

到自由民权运动之中
。

18 87 年政府颁布保安条例后
,

自由民权运动的

阵地转移到大阪
,

兆民又担任 《东云新闻 》 主笔
,

通过一系列的政论

文章
,

试图唤起民众对政治的关心
,

为开设国会做准备
。

大赦归京之

后
,

兆民积极参与自由党复兴和民党合并运动
,

1 890 年被选为参议院

议员
,

而后因对参议院的
“

无血虫的陈列场
”

状态不满而辞职
。

批判

精神和现实主义贯穿于这一时期兆民的思想之中
。

( 2) 在这一时期
,

甲申事变的爆发以及条约修改运动的兴起
,

催发了 日本国内的国粹主义

运动
。

兆民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

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变
,

这种理想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以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为中心

的一系列著述之中
。

总之
,

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自由主义经济

观与防守式外交战略为主线
,

以政理上的和平外交论
、

政术上的武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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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论
、

政俗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论为表现的理想与现实相互交错的国际政

治观
。

从甲午中 日战争开始为兆民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
,

即其国

际政治思想的变化期
。

经过几年在实业界的经历
,

这一时期兆民又回到

政治运动和舆论界的舞台上
。

针对自由党与进步党同藩阀政府的相互提

携
,

兆民创立了为国民谋利益
、

不受政府习气影响的
“

白纸党
”

—
国民党

。

为了对抗伊藤博文为首的具有政府政党性质的立宪政友会对民

主政治的威胁
,

兆民参加了由贵族院议员近卫笃膺组织 的具有
“

帝国

主义
”

性质的国民同盟会
。

这一 时期其政治思想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

体系
,

但是也体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特征
,

现实主义性格更加明显化
。

在

他的以 《满洲之事情》
、

《靖和问题》
、

《一年有半 》 等为中心的晚期著

述中
,

出现了与前期和中期不同的国权主义倾向
。

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已经初步显示了国际和平主义的基本性格
。

它的形成与其儒学教养
、

法国留学经历和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紧密联系在

一起
。

兆民的和平思想来源于儒学 的道义
、

民生等思想
。

土佐藩交通方

便
,

与大阪通海路
,

商品贸易发达
。

经济上的往来交通开阔了人们的视

野
,

使土佐人形成了重商主义和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的传统
。

不仅如此
,

作为 日本朱子学派的一个分支
,

南学在土佐藩非常盛行
。

正因如此
,

在

藩校文武馆学习的兆民得以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儒学课程
。

这一时期培养

起来的对儒学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其后来转向法兰西学而发生改变
。

即使

在赴法留学时
,

兆民也没有放弃从儒学的精神资源中汲取营养
,

甚至将

《孟子》 译成法文
。

在兆民看来
,

孔孟的仁义道德不亚于西方哲学
。

他

曾指出
: “

西土之道学以希腊苏格拉底
、

柏拉图为原本
,

而论二贤之道

不外乎仁义忠信
。 ” ① 他的汉文学造诣精深

, “

其文奇拔飘逸
” ,

足以独

成一家
,

占据明治文坛的元老地位
。
② 德富苏峰甚至认为明治时期洋学

① 中江兆民
「
策渝

:
、 『
中江兆 民全集

:
第 1 卷

、

岩波香店
、

19 83 年
、

26 真
。

② 小岛佑焉
『中江兆 民』 、

弘文堂
、

18 91 年
、

37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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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精通汉文的当推兆民和森田思轩①
。

兆 民一生敬重中国的孟子和柳宗

元
,

儒学的民生
、

道义思想成为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
,

也是他接受

法国民权思想的接点
。

兆民的和平思想亦源于法国的民权思想
。

在法留学期间
,

兆民接受

了法国民权思想的洗礼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法 国激进的政治思想家
、

“

和平与自由同盟
”

的创始人之一埃米尔
·

阿科拉对兆民有很大影响
。

埃米尔
·

阿科拉作为
“

实证主义时代卢梭的弟子
” ,

对卢梭的思想既批

判又继承
,

他在 《政理新论》 的前言中讲道
: “

予始读夫子之书
,

大有

所悟
,

遂得别自立一说
,

是岂夫子起予者非邪
,

夫夫子天神矣
,

而余也

排之
,

夫子论主权
,

归之于众庶矣
,

而予也斥之
,

则予之与夫子
,

宜若

不相容也
,

虽然
,

夫子之在世也
,

推阐天理
,

讲明人义
,

孜孜不倦
,

视

斯道犹饥渴之于饮食
,

唯恐不及焉
,

自生民以来
,

未若父子也
,

是 以
,

予今揭夫子之名于卷首
,

而表之
,

不知夫子果额予言否
。 ” ② 正是 因为

这一点
,

使得师从于埃米尔
·

阿科拉的兆民通过这种批判的视角
,

对卢

梭的思想有了更为深人的理解
。

不仅如此
,

兆民在法留学期间
,

正值法

国七月革命
、

二月革命等市民革命与王政复辟相互交替
,

而最终归于第

三共和国的时期
。

现实中法 国人民对自由的热切渴望
,

深深触动了兆

民
,

坚定了他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
。

如果说
,

儒学的道义理念是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
,

卢梭的民权

思想是兆民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工具的话
,

19 世纪后半期在日本爆发

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是促使兆民将儒学道义理念与卢梭民权思想运用于实

践的契机
。

兆民创立的
“

法学塾成为民权论的源泉
,

成为一个政治性

的俱乐部
” ③

。

法学塾中
“

祖述卢梭的民约论
,

排人爵
,

击阶级
,

奔放

议论
,

如天马行空
,

青年之徒闻风来学者很多
” ④

, “

前后及至二千余

① 森田思轩 ( 18 61 一 1 89 7 )
,

名文藏
,

曾就读于庆应义塾大阪分校
,

明治十五年来到东

京
。

受到矢野龙溪的知遇人邮便报知新闻社
,

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

其擅长评论与翻译
。

因

翻译了雨果的 《死刑前的六小时》
、

《怀旧 》 和朱利斯
·

弗恩的 《铁世界》
、

《十五少年》 而一

举成名
,

被称为翻译王
。

明治二十五年森田辞去报社职务
,

一面于东京一所专门学校执掌教

鞭
,

一面活跃于文坛
。

明治三十年病逝
,

年仅 37 岁
。

② 噎美雨亚哥刺士著
、

酒井雄三郎
·

白石畴康靓
『
政理新流

』 上卷
、

小笠原杳房
、

188 4 年
、

序
。

③ 平野羲太郎编
『
幸德秋水避集

』
第 1 卷

、

世界郭箫社
、

194 8 年
、

11 真
。

④ 宇田友猪
·

和田三郎福
『自由党史

』
中卷

、

岩波香店
、

195 8 年
、

37 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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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不仅如此
,

兆民通过 《自由新闻》 等媒体一直致力 于宣传世界和

平主义思 想
,

对引导 自由 民权运动 的政治导 向起到 了十分重 要 的

作用
。
①

总之
,

兆民前期理想主义和平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东西方思想基础

和国内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之上的历史的产物
。

对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思

想的梳理
,

有利于更加清楚地把握和理解兆民整个国际政治思想体系的

演变
。

从 18 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开始
,

文明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

低与高
、

野蛮与开化的标准
,

逐渐成为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

出发点
。

兆民亦非常重视文明观
,

但他的文明观有别于主流的欧洲中心

主义文明观
,

而是批判的多元的文明观
。

为了更加深人地揭示兆民文明

观的特点
,

下面将其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加以对比分析
。

福泽谕吉与中江兆民都是在欧美生活过的近代思想家
,

但是两人对

待欧洲文明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

这种差别大概源于两人出国的时代和目

的地的不同
。

福泽旅欧时正值欧洲资本主义的隆盛期
,

英国处于维多利

亚女王的统治之下
,

法国处于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期
。

福泽所看到的欧

洲是欣欣向荣
、

无矛盾
、

文明的
、

近代化的欧洲
。

而兆 民留法时期的欧

洲已经进人资本主义保守反动时期
,

处于帝国主义形成的前夜
。

来到普

法战争失败
、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的巴黎
,

兆民所见到的已不再是欧洲文

① 松尾章一认为在壬午事变所引起的日本国内国权主义高涨的时代
,

《自由新闻》 能够

保持和平主义倾向与 18 82 年时担任 《自由新闻》 社论负责人的植木枝盛和作为客员编辑的中

江兆民以及专职编辑末广重恭
、

马场辰猪有很大关系
。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

植木枝盛进人

( 自由新闻》 的时间是在马场辰猪和末广重恭退出自由新闻社之后
,

《自由新闻》 决定解除马

场社员职务的时间是 18 82 年 9 月 28 日
。

另外根据马场的自传体回忆录
,

马场得知板垣退助外

游的时间是在
“

1 8 82 年 8 月末
” ,

所以即使那时他与板垣闹翻的话
,

代替马场的植木枝盛正式

进人自由新闻社的时间也不应当是在 8 月份
,

而应当在 9 月末左右或更晚
。

而那时壬午事变已

经告一段落
,

所以 《自由新闻》 的和平主义倾向大概主要还是受到兆民和马场等人的影响
。

另外
,

据 ( 自由党史》 记载
,

当时兆民作为社论员负责 《自由新闻 ) 社论版的工作
。

这一点

与兆 民在 《士族政治》 一文中的回忆也相互印证
。

由此可见
,

负责政论版的兆民无疑对于引

导 《自由新闻》 的政治倾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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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繁荣
,

而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劳动者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牺牲之上的

繁荣
。
① 兆民归国时所见冠以文明的欧洲国家对待落后的非洲和亚洲人

的
“

文明的
”

方式②
,

使他对欧洲近代文明又有 了深刻的认识
。

兆民留

学中所掌握和体会到的文明的核心与作为边缘文明的亚洲的现实相结

合
,

构成了兆民文明观的原点
,

也形成了他从亚洲的视点对现代文明的

批判态度
。 “

兆民把普遍的理念作为 目标
,

把对欧洲式自由的局限性的

克服与亚洲人民自由的恢复同时作为课题来认识
。 ” ③

另一方面
,

从纵向看
,

对于文明的发展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

兆民

认为文明是多维的
,

而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单极的
。 一

福泽认为文明是按

一定秩序进化的
,

这一秩序就是由
“

野蛮
”

到
“

半开化
”

而至
“

文

明
”

的过程
。

而且福泽愈到后期
,

愈将文明性和合理性合二为一
,

即

文明就是道义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

福泽最终选择的是追求与西方列

强为伍
、

以
“

脱亚
”

为手段的所谓
“

文 明式
”

的强国之路
。

他认为现

实的国际政治是以
“

金钱
”

和
“

战争
”

为二重原理的政治
。

在和平的

时候
,

通过贸易增加财富 ; 不和平的时候通过诉诸武力获得财富
。

由此

可见
,

福泽的国际政治世界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 的现实的实力的世

界
。

因此
,

德富苏峰将福泽评价为
: “

翁以力作为人生的第一义
。

而以

金钱为力的权化
,

或者直接称为实力
。 ” ④

而兆民受怀疑主义影响
,

对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持批判态度
。

兆民

对古希腊皮浪的怀疑主义推崇备至
。

他认为
,

只有那些对别人认为理所

当然的事情持怀疑态度的人才是
“

最贤者
” 。
⑤ 而对于文 明

,

兆民认为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优点
,

在学习西方文明时应当避免它的缺点
,

并发扬日本固有的优势
。

与 日本相比
,

西方文明强于技术和理论
,

但是

其
“

道义之心因非居常淬砺而至浸靡灭
,

且穷理分析之术
,

剖厘析锚 ;

法律经济之学
,

谈权说利
,

以至其弊或喜高妙而厌切近
” 。

并且
,

西方

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使人们贪图私欲
,

患于浮躁
。

① 松永昌三 『中江兆民 』 、

柏害房
、

1967 年
、

38 真
。

② 中江兆民
「
抬外交

」 、 『
中江兆民全集 J 第 14 卷

、

③ 松永昌三
r
中江兆民郭伏

』 、

岩波香店
、

199 3 年
、

④ r 德富琳峰集
J

、

改造社
、

19 30 年
、

40 2 真
。

⑤ 中江兆民
「
疑学弃

」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n 卷

、

125一 136 夏
。

37 真
。

岩波睿店
、

19 84 年
、

13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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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民认为日本有强于欧美列强的固有优势
。

君民关系相较欧美各国

更为融洽
。

英
、

法
、

美人民为了获得自由权
, “

碎脑
,

破肠
,

膏血洒于

街衡
” ,

原因在于官民
、

君 民矛盾 不可调节
,

其憎恶之情俨然如 同仇

敌
。

但是日本国民
“

忠孝之教
,

沦侠人人骨髓
” ①

, “

温 良厚重
” , “

虽

车夫皂吏皆知礼节
” ②

。

并且
,

兆 民认为评价人种的优劣
,

不是以物质

上是否丰富作为标准
,

而应以道德和 良心作为评价的标准
。

兆 民认为黄

种人的良心比白种人的良心
“

更大且明
” 。

总之
,

兆民对欧洲文明的批判态度
,

完全基于对欧洲文明的亲身体

验和对明治维新后举国翻译输人西洋思想
、

文化后所产生的无视日本传

统思想和文化的反思
,

主张将西洋文明的优势和 日本传统的优势结合起

来
,

变成日本人之物
,

而非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形式上
。

另外
,

兆民注重文明所带给人民的富裕和自由
,

而福泽谕吉则更加

重视文明所能实现的国家独立的后果
。

福泽反对政府用一时的政策来控

制愚民的政府主导型渐进论
。

他认为
: “

若由政府来作
,

文明之形虽然

逐渐相似了
,

可是对人民来说正失去了一种气力
,

也就是文明的精神逐

渐衰微了
” 。

而文明的精神主要来源于人民
“

自主独立的精神
” 、 “

人民

独立的气力
” 。

但这种独立并不是为了士农工商的独立而独立
,

而是为

了
“

进而保卫国家
” 。

兆民的文明观则主要 以
“

民
”

为中心展开的
。

兆 民认为西方文明

在两个方面有积极意义
:
欧美技术文明与物质文明对人民生活的改善有

积极意义 ; 另一方面
,

欧美的政治文明对人民权利的赋予有重要 的意

义
。

兆民认为
: “

欧美诸国号称文物旺盛者
”

在于人人都富于进取心
,

而进取心来源于
“

民之 自由权
”

的获得
。

人民若没有自由权利
,

原本

多强大的国家
,

也不会有生命力
。

同时
,

如果人民享有自由权
,

政府在

处理国际政治事务时就能够避免有司基于私利的
“

悠唯猖狂
” ,

有利于

更加客观地和理性地处理国际事务
。

兆民的文明观无疑受到卢梭 《学问艺术论》 的很大影响
。

兆 民从

很早就开始关注卢梭的 《学问艺术论》③ 一书
,

他曾在 《策论》 一文

① 中江兆民
厂
千七百九十三年伍两西 民榷之告示

」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4 卷

、

78 真
。

② 中江兆民
「
策泊」

、 『
中江兆民全集』 第 1 卷

、

32 真
。

③ 中文译本名为 《论科学与艺术 ) (何兆武译
,

商务印书馆
,

19 59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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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
:“

余闻卢梭著书
,

颇讥西土政术
,

其意盖欲昌教化而抑艺

术
。 ” ① 该书大概就是卢梭的 《学问艺术论》

,

后兆民与土居言太郎将其

译成 《非开化论》
,

于明治十六年 ( 18 83 ) 由日本出版公司公开 出版
。

他们所以将题目改为 《非开化论》
,

一方面
,

表现了其对卢梭文章本质

的深刻把握
,

另外
,

似乎也是假托卢梭表达了
“

对
`

开化
’

—
近代

西欧化— 风潮的反感和批判性的意识
” ,

认为明治政府只注重文明的

形式
,

而忽视道德和精神的欧化政策
,

就如同
“

鹦鹉学语
” 、 “

猿猴拟

态
” ,

俨然就是一个
“

回固吞枣
” 。
② 卢梭与兆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的相

似使两人对于文明的态度产生了共鸣
。

卢梭生活的年代是主张理性与进

步的启蒙主义统治欧洲的时期
,

兆民所处的年代也是明治政府所主导的

欧化政策与
“

明六社
”

所倡导的知识与功利的启蒙思想风靡一时的时

期
,

对于强势文化的大胆质疑
,

对于文明外表下道德的衰微
,

引起了两

个人共同的关注
,

卢梭对于文明的批判性认识更是得到了兆民的共鸣
。

但是
,

所属国家的不同也使两人的文明观存在着差异
。

如果说卢梭

对文明是一种批判基础上的承认的话
,

兆民则是接受基础上的批判
。

卢

梭生活于 18 世纪 中期正值强盛时期的法国
,

就像卢梭自己所描述的
:

在欧洲各国中
,

法国以其
“

文艺遒丽
” 、 “

技术精微
” 、 “

言辞婉美
” 、

“

揖让恭逊
”

等而傲视群芳
。

而兆民生活的日本却是一个饱受列强压迫

的刚刚从封建时代走出来的弱小之国
,

内忧外患比比皆是
。

两国国情的

不同造成了两人文明观的差异
。

卢梭的理想状态是古代城邦的自然生活

状态
,

其对于文明的批判是深人的
,

甚至提出了要废除法律
、

禁止印刷

术等极端的主张
。
③ 但是

,

兆民所要面对的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
,

即

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进步
。

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普遍是以发达国家为模

本的
,

那么西方的文明当然就是日本所要学习的
,

对于这一点兆民也是

承认的
。

总之
,

兆民的文明论是一种批判的多元的文明论
。

相对于那些沉醉

于欧洲文明
、

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的人来说
,

兆 民多了一些理性和批判

的视角 ; 相对于那些只重视文明的物质性外在要素的人来说
,

兆民更重

① 中江兆民 r 原政 J 、 r
中江兆民全集

J
第 1 1卷

、

岩波香店
、

19 8 4 年
、

16 真
。

② 中江兆民 「国会箫
」 、 『

中江兆民全集 J 第 10 卷
、

63 真
。

③ 桑原武夫
『
沙少一

J 、

岩波睿店
、

19 73 年
、

8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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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文明中道德和精神性的要素
。

这种文明观成为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点
。

《论外交》 是兆民前期 国际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

在这篇文章中
,

兆

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和平外交理论
。

兆民批判古来富国强兵之悖论
,

反

对战争和军备
,

主张世界和平
,

强调
“

道义之义
”

与
“

经济之理
”

在

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

国富与兵备二者何者为重
,

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倾向
。

兆民对古今富国强兵论表示质疑
。

他认为
,

不顾国家发展一味强兵的做

法
,

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都是没有道理的
。

首先
,

兆民承认富国
、

货物丰沛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益处
,

因此天下

人都渴望之
。

然而
,

在兆民看来
,

强兵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来说不是一个

好的策略
, “

吾等不知为何可期冀强兵
” 。

因为
:

( l) 兵在儒家看来是

“

所谓不仁之器
,

提不仁之器以行不仁之事
” ,

所以强兵是不合道理之

事
。

( 2 ) 人类畏死好生是人情之自然
, “

不 问地之东西
,

不论带之寒

温
,

不分代之古今
,

不论国之开否
,

凡人类者莫不有此情
” 。

然而蓄不

仁之器
,

运不仁之谋杀人盈野
,

以致流血千里
,

这有悖天道好生之德
。

( 3) 地球上各国都致力于追求本国利益
,

一旦各国利益之间发生冲突
,

就会在国家间大动干戈
,

决一雌雄
。

因此
,

各国都在平时训练兵马
,

蓄

积粮食
,

以备邻国人侵之难
。

但军备是
“

不生产消费
” ① 的

,

国家多养

兵
,

租税就随之加重
,

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
。

兆民驳斥了国家富裕则常备兵必多的观点
,

认为这是未分
“

纯专

之见
”

和
“

比较之见
”

的原 因
。

兆民认为
,

若从
“

比较之见
”

出发当

然会得出上述的结果
,

但是若从
“

纯专之见
”

出发
,

将用于兵备的费

用用于其他
,

则国家的富裕程度会超过今天 的百倍
,

从而得出结论
:

“

富国强兵二者是天下之最难相容者
,

专重经济时
,

不能多蓄兵
,

专崇

武时则不得多殖财货
。 ”

他还进一步批判了
“

国家兵强
,

则四邻敬畏
,

莫敢侮辱
,

从而使人民安于乐业
,

国家 日益强盛
”

的观点
,

认为此乃

① 俊藤孝夫
『
记者兆 民

』 、

再寸犷害房
、

19 90 年
、

H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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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辨本末之论
。

根据西方的历史
,

在
“

文物之运未开
,

利用厚生之术

未精
,

邦国之富未甚阜
”

时
,

其拥兵不过五万
、

十万
。

随着学术的发

展
,

精密机械的发明
,

货物变得丰富
,

兵额才渐次增加
。

由此可见
,

“

并非因为兵强而工业兴
,

而是因为工业之兴盛兵才强
” 。
①

总之
,

兆民否认富国与强兵之间的直接关联性
。

他认为
,

应当以富

国为中心建设国家
,

而不可以因为扩充军备而增加民众负担
,

影响国家

经济发展的速度
。

这种思想似乎在当今的 日本得到 了印证
: 没有常备

军
,

依然没有影响 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国
。

从这一点上说
,

日本今日

的发展没有超出兆民思想的视野
。

对于近代欧洲所流行的强权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兆民并不认同
。

在兆

民看来
,

实力并不等于正义
,

正义
、

道义是脱离实力的更加高尚的概

念
。

基于此
,

兆民批判欧洲各国在外交上欺诈
、

阴险
,

有失正义
。

兆民指出欧洲列强的外交思想主要来源于三种心态
:

( l) 艳羡嫉

妒之心
。

其说欧洲各国与他国的交往样态就如同看到邻人勤勉敬业获得

资财
,

而不由自主地产生艳羡妒害之心
,

执棍棒或握沙砾到邻居家
,

强

迫其交出钱财
。

( 2) 只求自我强大
、

期冀他国弱小的心理
。

兆民指出
,

欧洲各国与邻国交往
,

都抱有期望他国弱小
、

追求自我强大的心理
。

这

种心理如同人之贵强贱弱的
』

合理一样是可以理解的
。

然而
,

如果各国仔

细研究这种心理
,

克服私欲
,

增进才智
,

懂得道义
,

就能够消除这种心

理障碍
。

( 3) 自恃文明
、 “

轻贱微弱
” 、 “

侮辱卑野
”

的心理
。

兆 民认为

欧洲人虽为文明人
,

但不应该歧视落后地区的人
, “

宜循循然导之
,

让其

徐徐体会夫之文物制度之美
” ,

这才是先进国所应尽的
“

职分
” 。

最后
,

兆民将古来欧洲各国外交之道概括为两条
:

( l) 当他国文

物制度与我基本相同时
,

运用各种策略
,

以削弱对方
,

抓住孔隙
,

或举

兵征伐之
,

或联合一两国胁迫之
,

以图一 己之欲
。

( 2) 若面对文物制

度远不及我邦之国
,

或以威力恐吓之
,

或以智力欺诱之
,

以实现其征服

之欲
。

在兆民看来
,

两者不外乎都是
“

景慕英雄武震之光誉
,

炫耀一

时之功名
” ,

都是
“

反经济之理
,

背道德之义
”

的行为
。

在此基础上
,

中江兆民提出了自己的外交理论
。

① 中江兆 民
「
策外交

」 、 『中江兆民全集
』
第 14 卷

、

岩波眷店
,

19 85 年
、

128 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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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民将国家分为大国与小国
,

与之相应
,

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
。

前

者像英法德俄等国
,

土地博大
,

人 口兴旺
,

文学
、

技术先进
, “

凡邦国

致富之所以莫不具备
” 。

这种国家国力强盛
,

四邻望之都很忌惮
,

不会

轻易招致灭亡之祸
。

可以偶尔
“

从事三军之事
” ,

即使损害财政
,

其善

后工作也并不困难
。

但是
,

对于小国来说
,

却不可以像大国那样做
,

其

外交政策的核心应是保持国家的独立
。

而要保持国家独立
,

首先要坚守

信义
,

讲究和睦
。 “

道义所在
,

虽大国不畏之
,

虽小国不侮之
。 ”

如果

他国兴不义之师
, “

举国为焦土可战不可降
” 。

唯此才是外交之道
。

由

此可见
,

兆民认为小国外交之道钓核心在于道义
,

小国靠理义而不是靠

实力赢得他国的尊敬
。

而小国外交之道桩像终极目的在于国家独立
,

在于

国家内部人民 自由的获得
。

这种思想受到孟子思想的很大影响
。

孟子主张国与国之间交往应当

有道
,

大国当仁
,

小国应智
,

这样才能保天下
,

保国家
。

其批判小国以

服从大国为耻的心态
。

他说
: “

今也小国师大国
,

而耻受命焉
,

是犹弟

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
。 ”

即认为与其感到耻辱还不如虚心学 习
。

但孟子

认为小国也不应该畏惧大国
: “

国君好仁
,

天下无敌
” ①

, “

齐楚虽大
,

何畏焉 ?
” ② 他主张当强国侵犯而来时

,

全民要一心誓死报国
, “

效死勿

去
” 。

孟子与兆民都出生于小国
。

兆民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下的东

方小国 日本
,

而孟子生于战国群雄虎视耽耽下的邹国
,

相似的小国生存

危机
,

使两人都在积极地思考应对之策
,

孟子的思想也自然成为兆民积

极汲取的对象
。

但是
,

兆民与孟子相 比
,

其思想中包含了诸多近代性的

要素
。

比如在抑止战争的问题上
,

兆民认为光靠君王的仁是不行的
,

而

主要靠培养人们自治之精神
,

使人们
“

坚守天赋之自由
,

伸畅固有之

权利
” ,

建立宪政
,

制止有司态意发动战争
。

在富国强兵 问题的分析

上
,

兆民更是以 自由主义经济观为出发点
。

兆民认为日本与邻国清国之间应当遵守和睦的原则
。

他认为
,

强英

骄鲁在亚洲逞强
,

亚洲周边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
。

如果能够与

这些国家修好
、

交善
, “

结成唇窗
,

关系的话
,

就能共同抵抗列强
。

如

① 《孟子
·

离娄 上》
。

② 《孟子
·

滕文公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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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合时机地与邻国交战
,

就会被英
、

俄坐享
“

渔翁之利
” 。

兆民在明

治十五年的 《二松学舍学艺杂志》 上发表了 《兄弟阅墙说》 一文
,

对

当时日本国内兴起的征韩
、

征清思想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

兆民认为当有

强敌来犯时
,

兄弟要么选择
“

顺乎天理
”

而御敌
,

要么选择
“

随乎人

欲
”

而自相残杀
。

在两者择其一的情况下会出现四种结果
: “

太上
,

兄

弟四海之人 ,’;
“

其次
,

兄弟一国之人
” ; “

再次
,

兄弟一家之人
” ; “

最

下者
” , “

一身之外
,

不知有所谓兄弟者
,

不知有所谓国家者
。

荧荧七

尺躯孤立万众之中
。

莫有所凭倚
” 。

可见
,

兆民心中渴望的是四海兄弟

天下一家
、

和平相处的大同世界
,

有情有理的邻国关系
。

兆民讥讽勾结

外国人来灭 自己兄弟的人
,

就如同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
,

勾结契丹

灭了后唐的后晋太祖石敬塘与背叛南宋并联合金军攻打南宋的伪齐国皇

帝刘豫一样①
,

令人鄙视和不齿
。

由此可见
,

在实力主义
、

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思想占据思想界主流

的时候
,

兆民并未随波逐流
。

他以小国 日本为出发点
,

主张国际政治的
“

道义
”

原则和经济至上原则
,

反对将国家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充军备

上
,

主张以富国为首要的目标
,

以和平发展
、

维持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为

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
。

这一点使他的思想在明治思想界独树一帜
。

当

然
,

理想主义是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闪光点
,

也是兆民的局限

之处
。

在国际法软弱无力
、

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占据主流的情况下
,

作

为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小国所讲的
“

道义
”

能否最终为列国所承认?

在以实力来说话的国际舞台上
,

面对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
, “

道义
”

的

凭依究竟在哪里 ? 这是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没有回答的问题
。

总之
,

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是理想主义
、

和平主义的
。

兆民通过

法学塾的教坛和新闻媒体将他的思想在社会中传播开来
,

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
。

特别对下层民权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影响甚深
,

这些人后来成为

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坚决支持者
。

不仅如此
,

兆民以经济

为重的和平发展路线长期为二战后的 日本政府所践行
。

兆民的和平思想

是战后和平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
,

深人研究这一源头对于理解当今日本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责任编辑
: 韩铁英 )

① 其原文是
“
石敬塘刘予之辈盖是己

” ,

其中
“

刘予
”

应当是
“

刘豫
”
的误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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