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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原生性源流

日本“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

思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进入中世

纪之后的一位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

曾提出“欲治大明国之志”并付诸

实施，成为日本开疆拓土扩张主义

的最早启发者。随后，江户时期学

者山鹿素行发表著作贬低华夏文

明，倡导“日本主义”。他毫不掩

饰地提出“中朝”（指日本）论，

宣称圣人（孔子）的道统到宋朝就

已经泯灭，应该认定日本是“中

国”，“唯有日本才确实可谓中

国之地”。①山鹿素行把日本称作

“中央之国”，主张建立以日本为

中心的独自的国际秩序。他歌颂丰

臣秀吉入侵朝鲜，把丰臣秀吉“征

伐朝鲜”和神功皇后“征伐三韩”

相提并论，称“秀吉晚年，征伐朝

鲜。其勇敢胆略，冠于古今⋯⋯显

示本朝武威于异域者，神功皇后之

后即在秀吉统治之时”。②在他看

来，日本已俨然建立起以日本为中

心的国际秩序。山鹿素行的上述思

想为后来建立力图以日本为中心的

国际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军

事学说被幕府末期的长州藩士吉田

松阴所继承，其传承的侵华思想对

明治维新时期的军国主义形成产生

很大影响。

18世纪70年代，日本“集国学

之大成”者本居宣长反对儒学，进

军国主义侵略特性评析
吕耀东

虽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古代日本就

有尚武的精神，幕府时代武士集团首领曾掌控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百多年。明治维新实施的“富

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

扩张的质变点。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处于积蓄力量、小试牛刀的准备阶段。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开始了有预谋、有计划地对外扩张。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彻底破产，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仍未彻底肃清，现代日本社会依然弥漫着否认侵略罪行的

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军国主义”的前世今生

【摘要】日本的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随之构筑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建立了军国主义的警察、监狱和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并对外实施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日本明

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及事件，均是军国主义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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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了山鹿素行的“日本主

义”。山鹿素行和本居宣长倡导的

“日本主义”与建立以日本为中心

的国际秩序思想，深为近代日本军

国主义者所推崇，对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扩张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

响。到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俄国等西方列强“东渐”，不

断对日本造成“冲击”，日本出现

了一批通过研究荷兰了解西方的

“兰学”学者，他们通过著书立

说，上书大名或幕府，就当时的日

本内外政策发表见解。其中代表人

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主张“开国”，学习西

方，进行对外扩张。林子平在《海

国兵谈》（1791年）中称颂“神

功皇后使三韩臣服，丰臣秀吉征伐

朝鲜使之至今仍服从本邦”的“光

辉武德”；羡慕俄国的叶卡捷琳

娜二世的“布德张武”和“一统五

洲”，希望日本出现一个像他们那

样“文武双全”的“将才”，来建

立他所设想的“武装体制”。③同

林子平相比，本多利明的对外扩张

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把眼睛转向

欧洲，主张向欧洲各国学习。他在

1798年撰写的《经世秘策》和《西

域物语》著述中，主张实行对外扩

张的“开拓制度”。可见，幕府末

期，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与幕

藩体制的危机，日本的扩张主义意

识与国际乱局相结合，使得日本对

外扩张理念逐步强化。

继山鹿素行、本居宣长、林子

平和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吉

田松阴等学者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思

想的奠基者。佐藤信渊意图吞并中

国、称霸世界，先提出了同时进攻

北京和南京的侵略计划，后迫于西

方列强的侵略压力，又提出“存华

挫狄”的主张，希望中国成为日本

的屏障。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同

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吉

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启蒙者，提

出了以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

害的“得失互偿论”。尤其是当他

看到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

强宰割，便开始产生对华蔑视感，

并更加觉得日本的出路在于己为中

介，促成得失互偿。这表明他逐渐

形成了通过侵略朝鲜和中国来对抗

西方的战略设想。1855年，吉田

松阴在给其兄长的信中称：“与俄

美和亲条约已定，我决然不可破坏

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

深信义。其间，培养国力，降服易

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

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

之。”吉田松阴关于入侵中国和朝

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

梦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扩张思

想，勾画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

侵略思想的雏形。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

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维新启

蒙者关于皇国史观及对外侵略扩张

等思想主张，给伊藤博文、山县有

朋等日后明治政府领导者以深刻影

响，被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国主

义者完全继承并加以广泛宣传，演

化为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

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

据和指导方针。伊藤博文、山县有

朋、井上馨等人把吉田松阴的扩张

思想相继付诸于指向亚洲大陆的侵

略扩张行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理念

由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书斋

设想，演变为军国主义侵华思想与

侵华战争互动并进的形态。一方

面，奉行“富国强兵”、力图摆脱

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的日本政

府，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

道路，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

面，以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

启蒙思想家”、民间报人福泽谕吉

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倡导者，大肆鼓

吹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

明治政府军事扩张和侵略亚洲的野

蛮行径摇旗呐喊。他在近二十年写

的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里，把

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

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

合法。他积极支持的侵占朝鲜、吞并

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的一系列侵略构

想和实施方略，被后世的军国主义者

全部付诸为侵略行动加以实施。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司令官

西乡从道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

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

侵台军退出台湾的条件。虽然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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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规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

软弱和英美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

不战而胜刺激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

华欲望。这次入侵台湾是日本走上

明治维新之路的首次对外用兵，其

中包藏着侵略朝鲜、侵吞琉球的武

力试探。1875年，日本武装入侵朝

鲜，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为冲绳。

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

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

《外交政略论》。他主张在固有领

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设想出

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

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

紧密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

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

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

足于形胜之地位。如果别国侵入利

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他

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

鲜。也就是说，把日本国疆域称为

“主权线”，把朝鲜作为“利益线

的焦点”，将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

为日本的“利益线”的势力范围。

山县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国议会

上发表施政演说称，在列强争霸的

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

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

益线”。他极力宣扬“利益线”理

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可以

说，山县有朋已把朝鲜、甚至中国

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

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按照这样成

行的“大陆政策”战略构想，为

了“防守主权线”，占领和侵略朝

鲜、中国等“利益线”势力范围就

成为历史必然。

山县有朋的这一“利益线”理

论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

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

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

鲜、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件”、

“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

系列侵略战争及事件，均是军国主

义“大陆政策”关于“利益线”理

论的具体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承接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承接性从

日本政要对于日本战败投降纪念谈

话可见一斑。譬如，安倍“八一四

谈话”中妄言：“日俄战争鼓舞了

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

洲的人们。”这样无耻言论再次唤

起中华民族悲惨伤痛的历史记忆。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侵略者完

全无视中国主权，把中国东北变成

争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杀戮战场，

无数无辜中国民众死于非命。安倍

所美化的侵略历史就是山县有朋的

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其当年对

华侵略扩张的“利益线”理论，如

今已“华丽变身”成为安倍美化军

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国际名片”和

“正义招牌”。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演变过

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

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

着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

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

论”实现向“得失互偿论”的彻底

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

“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

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

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

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做法侵略

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

“大陆政策”构想的产生，为日本

最终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

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无暇东

顾，又给了日本军国主义确立“在

东洋的权利”的战略时机和侵略空

间。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

奏折”的侵华政策推进，反映出日

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已经

转变为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

随着二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

争的失败，宣告了日本“大陆政

策”的彻底破产，但是日本军国主

义思想仍未彻底肃清，现代日本社

会依然弥漫着否认侵略罪行的历

史修正主义思潮。近年来，生于战

后的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盐崎恭

久、高市早苗、前原诚司等右翼政

治家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

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存在

历史修正主义言论。

历史节点的中日关系“变局”

中日两国“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是维护双边正常国家间关系

的正确路线。2014年中日达成“四

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二点也再次明

确：“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

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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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

能否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

原则和精神，是发展中日关系

的关键。《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消除了二

战后中日两国的隔绝状态，中

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当代中日

关系的新篇章。但作为曾经交

战的双方，从立法程序上说，

政府间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必须

通过签定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

确定。《中日友好条约》签订

后，中日双方领导人在互访和

会谈中不仅涉及中日双边关

系、对于共同关心的亚太地区

的形势及其他国际问题予以高

度关注。

冷战结束凸显中日关系的

结构性变化，两国在钓鱼岛及

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摩擦表面

化。为了维护冷战后的中日关

系的正常发展，1998年，中日

两国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发表

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

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联合

宣言》。 该《宣言》指出，力

求中日关系克服和适应国际格

局变动的冲击。

2008年5月7日，《中日关

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

合声明》成为两国“第四个政

治文件”。该《联合声明》维

护和巩固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为构建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创造

了有利条件。该《声明》宣布，中

日“双方相互视为合作伙伴，不是

威胁” 。可以说，中日第四个政治

文件的确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

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时期两

国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

构想。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

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

义日盛，中日两国关系就此进

入了历史认识问题纷争时期。

日本内阁成员不断出现为军国

主义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恶

化了中日关系，是与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精神相悖的。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曲

折历程来看，若仅仅发展经贸

与民间交往，而不能在政治、

外交及安全领域增强互信，要

想从根本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

是很困难的。中日关系仍然处

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

时期。如何把握机遇，有效缓

和两国矛盾与分歧，寻求共同

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长

久性，还需要两国坚持“四个

政治文件”发展中日关系。随

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

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现，

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

时有发生，并将可能影响未来

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通过中

日对话与磋商，缓和分歧与矛

盾，累积政治互信，仍将是考

验日方能否维护中日两国关系

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试金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

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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