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侵略理论的深刻剖析
———评《东亚联盟论研究》

雷 　颐　 　

“狼吃小羊”是大家从小就熟知的故事。连狼要吃羊也一定要

找出个“理由”,那么在人类现在的文明世界 ,当一个国家对外大举

扩张时 ,仅恃武力自然远远不够 ,更要“理由充分”,更需要一套强

大、系统的理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提供“背景支持”,作为对外宣传

的根据、对内煸动民情或曰动员民众的力量。日本从明治维新起

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侵占朝鲜、中国台湾和东

北 ,最终发展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与此相应 ,在这

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

论。的确 ,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 ,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

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 ,因而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而且时至今日 ,日本朝野相当一些人对自己当年的对外侵略仍缺

乏应有的认识 ,更谈不上深刻反省、忏悔 ,依然与这套理论大有关

系。因此 ,对这套能如此蛊惑人心的复杂理论作番认真清理 ,当大

有意义。对此 ,史桂芳著《东亚联盟论研究》① 一书作了相当深入

的研究 ,使人颇受启发。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 ,随着对外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 ,走上对

外侵略、对内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 ,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种种支持

侵略和专制的理论。首先出现的是“脱亚论”。这种理认为日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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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桂芳 :《东亚联盟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本文引文均引自

该书 ,不一一注明。



有学习西方“脱离亚洲”才能强盛 ,就国内改革而言 ,“脱亚论”当有

进步意义。但是 ,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 ,“脱亚论”立即成为支持对

外侵略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人提出“现在随着我日本帝国之开化

进步 ,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 ,凌驾于固陋的朝鲜 ,不仅如此 ,这也

是我国藐视支鲜两国 ,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连日本颇具影响

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朝鲜、中国还未“开化”,即将为欧美所

亡 ,所以日本“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

振兴亚洲 ,毋宁应脱离其行列 ,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

待支那、朝鲜之法 ,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 ,只有按照西方人

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这种理论成为明治政府制定对外

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依据。但这种公开主张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

毕竟过于“赤裸裸”,缺乏欺骗性 ,所以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 ,日本

的侵略理论又从“脱亚”变为“归亚”。所谓“归亚”,即是说日本与

亚洲由其是东亚诸国“同文同种”,要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由日

本充当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和保护人。正如作者所言 :“‘脱亚’与

‘归亚’,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实

现日本对亚洲的霸权。‘归亚’是‘脱亚’的发展 ,毋宁说 ,它比‘脱

亚’更具有欺骗性。”

概括地说 ,所谓“归亚”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

求 ,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

发展 ,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

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 ,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

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 ,不得不进入大

陆 ,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

迫下已无力保护自己 ,所以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 ,宣传

“是日本长期以来以自己独自的力量 ,反抗着欧美帝国主义对东亚

的压迫 ,正因为有了日本 ,才避免东亚完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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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是被白人误导 ,反成了欧美和苏联

“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

联的代理人 ,“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 ,

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 ,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

因此 ,“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

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十分狡猾地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

经济剥削 ,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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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经济命脉

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 ,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

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

“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

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 ,它认为自由主

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

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

谓霸道文化 ,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 ,东

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 ,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 ,

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 ,是王道的化身 ,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

的繁荣 ,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 ,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 ,

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 ,在日本的

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 ,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

的“圣战”。

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动员日本国民心甘情愿地为侵略扩张牺

牲 ,是日本侵略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

内阁在 1937 年 8 月 24 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

要求国民“增强举国一致 ,尽忠报国的精神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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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如何长期 ,都要靠坚忍持久克服困难 ,达到所期之目的”。不久 ,

在内阁组织下 ,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 ,

由海军大将马橘任会长 ,并在全国的道、府、县成立相应的组织 ,由

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 ,对精神、思想的控制和灌输制度化、系统

化 ,因此更加有效、更加严密。这种“精神总动员”的实质就是完全

否定个人、否定“私”。文部省在《臣民之道》中明确要求国民彻底

否定“私”,一切都归于天皇 ,“我们平常的生活虽是私生活 ,但是这

终究是在实践臣民之道。翼赞天业的臣民 ,其工作具有公的意义。

进而言之 ,绝不能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 ,属于自己自由而姿意妄

为。虽是我们的一碗饭、一件衣服也不仅是自己的事情 ,即使我们

游戏、睡觉也与国家须臾不分 ,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我们

的私生活一刻也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在这种理论框架

中 ,个人、私人的任何方面都完全消失 ,完全融入皇国之中。有关

部门制定的《报纸等刊载限制事项》要求重点宣传“我国是东亚的

轴心国家 ,而其他国家是卫星国家 ,只有依靠我国的领导或培养才

能获得发展”。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

有极强的煽动性 ,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

使当时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 ,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

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 ,心甘情愿地

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而且 ,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和文

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 ,很难说不对 ,

因此这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迷惑性 ,使人更难认清它的制造者背后

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

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

系之复杂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说明 ,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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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 ,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 ,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 ,

即从理论到理论 ,从概念到概念 ,从文本到文本 ,以“后理论”证“前

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天的“文本”对过去的“文本”

进行一种“纯文本”阐释 ,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 ,那么 ,我们今日很

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

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

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 ,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

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

殖民统治”的结论 ! 所以 ,对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的“纯文本”阐

释方法 ,一定要非常慎重。

总之 ,《东亚联盟论研究》不仅对日本的侵略理论作了非常细

致深入的剖析 ,而且通过这种剖析给人一种方法论意义的启发 ,即

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

疏理 ,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此 ,对各

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 ,它的言词其实并不

重要 ,关键在于要洞察它是由谁掌握、针对什么、又是如何被运用

的。

(作者雷颐 ,195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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