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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

史 桂 芳

　　东亚联盟论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侵略理论。它以王

道主义为指导原理, 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

通”为基本内容, 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

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并用, 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1939 年 10

月日本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 发行《东亚联盟》月刊, 由此开始

了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据统计, 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有 10 万

人, 共建立了 8 个地方事务所、57 个支部”。①东亚联盟协会以民间

组织的形式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 对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及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东亚联盟论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最早提出的。30

年代, 他先后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东亚联盟运动》、《昭和维

新论》等文章, 系统地阐释了东亚联盟论。后来, 石原和其他东亚联

盟论的鼓吹者, 又对东亚联盟论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本文试图通过

分析东亚联盟论的内容, 来揭露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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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防共同”是东亚联盟论的最主要内容, 按照东亚联盟论的

解释, 国防共同就是“为了东亚联盟的防卫, 首先将联盟各国置于

统一的方针之下, 建设适合各国情况的武装, 积极努力综合发挥陆

海空三种武力的威力, 建成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联盟国

防”。① 具体来说,“国防共同”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建立东亚共同国防, 对抗欧美

东亚联盟论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侵略权益, 肆意歪曲历史, 它

把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 描绘成亚洲民族解放的先声。

它宣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 促进了亚洲各民族的自觉和

奋起, 此后亚洲各民族纷纷起来反抗欧美势力”②; 日俄战争是“最

近数百年来亚洲民族对欧洲人的首次胜利, 由此对被压迫民族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战后埃及、秘鲁、士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国

纷纷掀起了独立运动”。③ 按照这种逻辑, 既然日本启发了亚非拉

人民的解放运动, 亚洲各民族就应该与日本一道组成抵御西方入

侵的国防, 尤其是与日本同文同种的东亚各国, 与日本建立共同国

防更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

外来侵略引起的, 不论这种侵略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近代中国

人民抵制日货运动、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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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直接反对日本侵略的。东亚联盟论宣传:“联合东亚诸国, 确立

新的集团政治体制, 建设一大国防圈, 就是对西洋诸国的巨大威

胁”①;“国防共同的目的不是统治中国, 而是为了排除欧美霸道主

义的压迫”。② 这里, 东亚联盟论者是以人种观念来混淆民族解放

观念, 目的是以反抗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为名, 控制中国和东亚各

国。另外, 东亚联盟论认为, 要在短时间内拥有排除欧美列强在亚

洲的势力, 仅靠日本一国是不行的, 须发挥东亚整体的国防力量,

“我们要准备世界大战, 就要使用东亚所有的武力⋯⋯我们的国防

计划, 必须与美、俄、英相对抗”。③ 可以看出,“使用东亚所有的武

力”与“美、俄、英相对抗”确是“国防共同”的主要目的, 但这样做的

另一个必然结果, 则是东亚各国不再对日本设防。

(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

东亚联盟论认为, 在当今世界的 4 个国家集团 (即欧洲集团、

美洲集团、苏联和东亚集团)中, 东亚集团形成最晚。而从目前东亚

各国的力量来看, 能够担负东亚防卫责任的只有日本, 因此, 日本

是东亚防卫的枢纽。据此, 东亚联盟论者提出:“国防共同当然需要

一元化统帅⋯⋯从总的观点来看, 日本在军事上居于领导者的地

位, 是非常明白的道理”④;“从国防共同的角度来看, 联盟宣战以

及缔结和约等权限, 属于天皇陛下”。⑤ 这意味着,“国防共同”联盟

内的各个国家, 将失去独立外交基本权力。因此, 这种防卫体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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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各国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防卫”, 而是沦为受日本摆布的殖

民地。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即以国防共同的名义, 使东亚各国不对日本设防, 达到控制它们的

目的。

东亚联盟论认为, 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的第一步是

建立日、“满”、华的国防经济圈, 在东亚防卫体制中,“满洲国”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满洲国处于联盟对苏国防的重点, 因此满洲国

内驻屯的日军须不断增加, 来保证战时大规模的军队以满洲国为

根据地进行作战”①, 建立日“满”共同防卫体制十分迫切。1932 年

9 月, 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确立了共同防卫的原

则。

为减少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防卫体制的阻力, 东亚联盟论提

出:“要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引导到我方来, 以东亚的地利为依托, 巩

固共同防卫的阵地。”② 他们认为, 中国的民族主义为英美支持、被

白人所误导,“英美帝国主义以支援旧国民政府统一的政策为招

牌, 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巧妙地转化为抗日运动, 共产党也以对日抗

战为条件, 提出了与国民政府妥协的方案”。③ 而要“纠正”被共产

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歪曲的民族主义, 不给白人插手东亚的机会,

“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④, 建立

东亚的防卫体制。这里的所谓民族主义, 实际就是由日本独霸东

亚, 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而建立东亚防卫体制, 则是为日本取

代欧美在亚洲的统治打下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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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略与战略并用”

东亚联盟论认为在东亚建立国防国家体制, 需要得到东亚各

国人民的支持。因此, 要向日本国内人民灌输忠君思想, 向被侵略

国家的人民宣传东亚一家, 以怀柔政策和欺骗手段实现军事进攻

难以达到的目的。东亚联盟论考察了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日两国

的状况, 认为日本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后, 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预计的

那样, 立即投降, 而是坚持抗日, 这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深入

国民心中, 所以蒋介石能够在经济、武器、组织力量均处于劣势的

情况下, 一直坚持抗战, 不投降, 这说明真正的“援蒋的路线不是英

美, 最强大的援蒋路线在国民心中”①, 因此, 日本与中国作战, 也

不能只靠军事进攻, 还要巧妙地运用政略, 通过使用政略实现和

平。

东亚联盟论认为国防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 狭义的国

防就是指军事设施, 拿“满洲国”的国家地位来说, 军事设施大概已

经万无一失。但是如果得不到四千万民众的支持, 就不能说国防已

经完成。广义的国防除物质要素外, 还包括着很多的精神因素。②

要拯救东亚, 完成统一世界的使命, 就要获得中国人的信赖, 把握

民心是最重要的国防, 与中国作战“要政略战略并用”。③ 所谓的

“把握民心”就是通过宣传“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等来化解中国

的民族主义, 使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丧失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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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亚联盟论把“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国防共同”同等重要的问

题。用石原莞尔的话来说,“经济一体化”就是“防止欧美帝国主义

的侵略, 增进联盟诸国的整体利益, 建立日满华三国经济相互依存

的纽带, 并使之不断发展。现在为了国防上的需要, 努力实现联盟

内部的自给自足, 将对外依存减少到最小程度, 建立有利于东亚解

放的有利态势”。① 具体地说,“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

(一)为战争取胜准备物质条件

东亚联盟论鼓吹,“在国际政治中无人道和正义可言”。② 要战

胜西方, 东亚各国“须确立新的经济道德, 在短时间内, 创造出比世

界上任何经济集团都强大的经济力量来”。③ 建设东亚强大的经济

实力, 发展生产力是东亚联盟的经济目标。

东亚联盟论批判西方列强对东亚各国的经济剥削时指出:“帝

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 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

之下, 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 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

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 除日、满两国外, 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经济”。④ 他们所强调的是, 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造成了东亚的落

后, 东亚要发展首先就要铲除西方的侵略, 实行东亚联盟的“经济

一体化”。应当承认, 西方列强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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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殖民地化。但是, 近代日本的侵略同样给这

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事实上, 东亚联盟论批判西方的

经济侵略, 正是为日本在东亚的经济统治制造舆论。

建立日本在东亚的经济统治, 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 同

时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手段。因此, 建设东亚国防经济体制是“经

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石原莞尔认为, 为了使日本具有与西方列

强争霸抗衡的军事力量, 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需要绝对巨大

的经济力量⋯⋯现在日本国防必须预想到持久战, 所以在联盟范

围内应该保持持久战所可能需要的经济力量”①, 即联盟范围的经

济, 都要服从于日本军事侵略的需要。他还认为, 现在的战争对经

济有很大的依赖性,“现在的武装日益依存于经济基础, 具有高度

生产力水平的国家, 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优秀装备”。② 没有经济作

保障, 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实现以“国防经济”为重要内容的“经济一体化”, 东亚联盟论

认为, 需要建立东亚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经济, 废除依赖欧美的经济

政策, 在东亚范围内实行经济提携。“只有确保高度自给自足国防

经济, 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经济首先是资源

的 (原料的) 自给自足经济, 东亚天地中埋藏着多种多样极其丰富

的资源⋯⋯第二是资材的自给自足经济⋯⋯第三是技术及劳动力

的自给自足经济”。③ 这里的“自给自足”, 不仅把东亚各国的经济

纳入日本的战争轨道, 而且还要对东亚的资源、财富以及人力进行

全面的掠夺, 在经济上满足日本对外侵略需要的企图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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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中国武装移民和投资开发

东亚联盟论认为, 经济一体化首先是日、“满”、华的一体化。九

一八事变后, 日本开始向东北大量移民, 掠夺性地开发东北地区资

源。1932 年 8 月, 日本国会作出向东北移民 500 户的决定。从 1932

年到 1936 年日本政府共有计划地向东北进行了 5 次武装移民, 共

移民 2785 户、7000 多人。这些移民每人都带着一支步枪, 屯垦队

还配备了机关枪、迫击炮, 他们侵占中国农民的耕地, 参与军事侵

略和武力镇压。① 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武装移民政策, 东亚联盟论首

先鼓吹移民在日本的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出:“北满是对苏

国防上最重要的地区, 必须迅速开发, 从国防上说, 我们迫切地希

望日本移民成功”。②

东亚联盟论还从所谓实现“民族协和”的角度, 论述了移民的

作用。提出:“满洲国是经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满洲事变我众多

同胞流血建立的, 满洲国应早日建设成理想道义的国家, 这就需要

很多日本农民移民满洲。”③ 这是因为, 大量移民到中国东北, 可以

宣传日本的王道思想, 有利于在东北实行奴化宣传。

东亚联盟论还从经济的角度, 公开宣扬移民东北是解决日本

农村耕地不足的唯一出路, 认为“耕地面积过小是日本农村的根本

缺陷”,“解决这个缺陷只有让 560 万户农民中的 260～ 360 万户去

参加满洲国的圣业”。④ 当时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 制定了用

20 年的时间, 移民 100 万户 500 万人到东北的计划, 使日本人在

伪满洲国的总数达到十分之一。⑤ 东亚联盟论提出的移民数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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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计划的数目多 2 到 3 倍。

除武装移民外, 日、“满”、华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

是通过投资开发, 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质资源。日本占领东北后, 石

原莞尔等直接参与了投资开发计划的制定。1936 年日本陆军省满

洲班制定了以制造汽车、飞机和掠夺钢铁、煤炭为主要内容, 投资

金额达 22 亿日元的东北五年计划案。石原莞尔看后认为此计划

“规模太小, 很不满意。后又以关东军为核心制定了《开发满洲纲

要》(即汤岗子案) , 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就是以汤岗子案为基础, 制

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此计划于第二年实行”。① 这是一

个全面掠夺性开发东北资源的计划, 因为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这个计划又经修改, 不断扩大投资规模, 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提供

了物质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 东亚联盟论认为, 要消除中国的抗战力

量, 就应彻底摧毁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使之丧失抵抗日本的经

济实力和国防力量, 即“作为手段彻底摧毁蒋政权与占领地建设并

行”。② 所谓占领地建设就是在占领地建立伪政权, 进行经济掠夺,

给蒋介石政权造成经济困难, 使之不得不屈服于日本。它还主张日

本与汪伪政权合作, 攫取中国的资源。1940 年汪伪国民政府与日

本签定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 这个条约为

日本在中国的掠夺提供了方便。东亚联盟论还提出开发中国的边

疆地区,“遵从经济一体化的原则, 为增强联盟的经济力量, 不仅要

开发内蒙、北部中国, 还应开发西藏、云南”。③

(三)确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统制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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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联盟论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世界上共存在着三种指

导原理, 即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和统制主义。欧美各国以自由主义

为指导, 东方各国实行专制主义。从实际效率来看, 自由主义高于

专制主义, 统制主义又高于自由主义。按东亚联盟论的解释,“所谓

统制主义就是采纳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长、并加以综合利用

的指导精神。如果放任自由就不能求得真正的自由, 所以避免混

乱, 整顿无益的重复, 就要做必要的最低程度的限制, 这就是统制

主义。即统制主义非束缚自由, 而是为了更合理地使用自由, 不得

不施加专制”①, 这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

东亚联盟论认为苏联就是由于实行了统制主义, 才成功地实

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东亚联盟要发挥最大的效率, 也应采取统制

主义经济。与这种理论相一致, 日本首先在“满洲国”实行了统制经

济政策。1933 年 3 月日本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即明确

规定在伪“满洲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东亚联盟论者还解释说,

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与苏联的经济统制的目的完全不同, 苏联

的经济统制是为了消灭个体工商业者、地主, 而满洲国的统制经济

是为了增强国防能力, 发挥所有人的能力”。② 由此可见, 东亚联盟

论的统制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本质不同, 完全是为日本扩

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东亚联盟论认为,“以统制和计划为基础的地区、民族, 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 已显示出迅速发展的势头”。③ 为发挥最大的效率,

东亚联盟也要采用计划经济。目前计划经济主要在日本、“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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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中国实行, 将来扩大到东亚各国, 在经济一体化的原则指导

下, 确立整个联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东亚联盟论还认为, 日本是东亚联盟的中枢, 担负着指导联盟

经济建设的任务。东亚经济就像人体一样, 日本是躯干,“各国的国

民经济犹如肢体, 各国国民经济在统一单位内起肢体的作用”①,

也就是说, 东亚各国在经济上要服从日本的领导, 在日本的领导下

制定东亚的经济计划。为了掩盖日本建立东亚殖民经济体制的野

心, 东亚联盟论宣称日本“不会采取歧视他国的民族经济政策。我

们主张日本在经济一体化中起领导作用, 领导必然伴随着统制, 但

是在统制时应避免善意的压迫, 尽可能承认广泛的经济自由”②,

为日本的经济奴役和控制辩护。

(四)扩大国防经济范围, 夺取南洋各国的资源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东亚联盟论即主张经济一体化的

范围, 应随着日本的军事进攻而不断扩大,“广大的经济范围当然

不仅仅限定于东亚联盟的经济范围内, 它应包括东亚联盟力量所

及的势力范围及友邦的广阔领域内, 友邦势力圈作为东亚联盟的

一个盟邦来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国防经济体制”。③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 美英等国纷纷对日宣战, 日本日益感到因此力量不足, 迫切需

要获得新的战略资源, 日本把攫取新的资源的目光移向了南洋的

广大地区。东亚联盟论积极配合日本对南洋的掠夺计划, 认为南洋

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对此决不能轻视, 鼓吹“南洋问题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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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由于美国随着中国事变的进展, 强化了

对日本的经济压迫政策, 从自卫的角度讲, 日本不得不开发南洋的

资源”①, 这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问题, 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

题”。②

与当初鼓吹把中国经济纳入日本殖民经济体系是清算西方帝

国主义的经济榨取, 使中国从欧美半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的调

子一样, 东亚联盟论又把对南洋各国的侵略、掠夺说成是帮助亚洲

各民族获得解放。有人还为日本控制的南洋各国勾画了一幅“美

丽”的图景, 现在援助菲律宾独立, 使其完全独立后形成强烈的对

日依赖感情”,“强化相互间的依存关系”③, 还要开发荷属印度尼

西亚的资源、肥沃的土地, 把日、“满”、华三国的经济提携发展为包

括南亚诸国的提携。

东亚联盟论还认为, 与向中国东北移民一样, 向南洋发展不失

为解决日本人口过剩的新途径。它提出:“西欧帝国主义独占人口

稀薄的土地, 多在东亚地区的南洋方面, 为了人类公正的发展, 这

些土地距离 (日本)不远, 应向我等正摆脱人口过剩的诸民族开放,

那样我们将灵活运用在满洲的经验, 在新天地里建设新民族协同

的国土, 以解决人口问题”。④ 这里, 东亚联盟论者不自觉地扯下了

“解放亚洲”的面纱, 暴露了日本扩张的面目。

综上所述,“经济一体化”就是让日本任意掠夺和支配东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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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把东亚变成日本的后方基地, 通过对东亚各国的经济控制,

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经济一体化”对东亚各国来说, 实质是经济

的殖民地化、附庸化。

三

“政治独立”是东亚联盟论中是最具欺骗性的。按照石原莞尔

的解释,“政治独立”是指“在联盟宪章或联盟国家间的协定范围

内, 构成的联盟各国家独立行使本国的主权。但是为了整个联盟的

利益, 在必要的范围内对其权利进行限制。所谓必要范围是指涉及

国防共同及经济一体化的事项”。① 就是说,“政治独立”是有条件

的, 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为转移, 服从日本的总体战

略。具体说来,“政治独立”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一)以天皇为联盟盟主, 各国服从日本

“政治独立”的指导理念, 即是东亚联盟论一直鼓吹的王道, 它

认为王道“是在日本民族的魂与血的历史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生活

正确原理, 是世界最高的绝对真理。它不仅是日本国内的真理, 不

久将扩大到全世界, 作为人类生存的原理, 全世界应统一于此真

理”。② 它宣称, 王道主义不仅注重日本的繁荣, 而是关心世界的发

展, 在东亚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而“掌握皇道道统的

天皇的灵力是世界的最大惊异和感动”,“天皇是世界唯一的天成

王者”③, 王道就像牛顿定律一样, 不仅适合英国而且适用于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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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有谁怀疑王道、不信任日本天皇, 就如同怀疑哥白尼地动说一

样, 怀疑科学”。④。它还宣扬,“天皇是日本的天皇, 同时是联盟的

盟主, 天皇不是在日本政府的辅弼下统制联盟, 而是天皇批准各个

国家的代表组成事务局, 在天皇的亲裁下领导联盟”。① 这表明, 所

谓“政治独立”的国家, 不过是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东亚联盟论还鼓吹,“政治独立不是政府的独立, 而是家族社

会的独立, 乡土社会的独立, 民族社会的独立。家庭、乡土、民族社

会不容许他人侵犯”。② 如果政治独立不包括政府独立, 国家政权

受制于人, 何谈政治独立? 倘若政府成为傀儡, 又如何保证人民的

权益不受侵犯, 家庭独立、乡土独立、民族独立又有何意义?

(二)中国应承认伪满洲国“独立”

东亚联盟论声称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 却以中国丧失在东北

的领土主权为前提条件。它提出, 东北是诸民族的故土, 不仅仅是

中国的领土, 很多日本人到东北生活, 所以很难说东北是中国的领

土。“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 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

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 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

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 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③

日本武装霸占东北是铁的事实, 但由于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

日本不便把东北直接并入自己的版图。因此, 在石原等人的导演

下, 建立了完全服从日本利益的“满洲国”, 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

“满洲国”的独立存在。东亚联盟论认为,“承认满洲国, 就理解了满

洲国与中国本土的差异, 满洲国是各民族的复合国家, 中国归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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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纯粹是中国人的中国”。① 这样, 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东北

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庸。

为了掩盖“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东亚联盟论还宣称, 建立“满

洲国”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军阀的压迫下, 从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

放出来。“东北国际上为各国的权益所束缚, 在内政方面, 长期为军

阀的专制暴政所压迫, 人民如奴隶, 苦不堪言。因此要解放他们, 使

之沐浴王道之光”。② 在对外方面,“如果没有日本与强国苏联对

抗, 不用说满洲, 就是中国北方也会在苏联的暴政下呻吟”。③ 因

此, 它认为中国人不应指责日本的所作所为, 东北在日本的控制

下, 才能免遭外来压迫。

东亚联盟论鼓吹,“满洲国”“作为最早的民族协和国家而独立

的, 它既非日本的领土, 亦非中华民国的失地”④, 而是东亚历史上

民族协和的第一个国家。为了表现伪满的“独立”性, 日本宣布撤销

在东北的“治外法权”。东亚联盟论者则声称:“如果中华民国充分

理解满洲国作为诸民族共同经营的意义, 承认其独立, 同意按照东

亚联盟精神实现日华真心提携, 日本为了中华民国完成独立, 即时

归还既得的政治权益。”⑤“作为日本应遵循‘政治独立’的原则, 不

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日本人应认识中国和满洲国本质上的区别, 不

应参与中国的政治。”⑥这实质上是将伪满问题排除于中国内政之

外, 让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三)汪伪政权的“政治独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 于 1940 年 3 月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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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纯粹是中国人的中国”。① 这样, 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东北

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庸。

为了掩盖“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东亚联盟论还宣称, 建立“满

洲国”是为了把东北人民从军阀的压迫下, 从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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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既得的政治权益。”⑤“作为日本应遵循‘政治独立’的原则, 不

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日本人应认识中国和满洲国本质上的区别, 不

应参与中国的政治。”⑥这实质上是将伪满问题排除于中国内政之

外, 让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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