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

史桂芳 王 柯

内容提要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中, 日本知识分

子十分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主动研讨对策, 为政府充当参谋和智囊。昭

和研究会是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团体,该会协助近卫组阁、参与调整对华

政策、策划新体制运动。透过昭和研究会我们可以了解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

子及其团体为确保既得侵略利益的活动,认识知识分子与政府、与战争的复

杂关系。目前国内学术界少有关于日本知识分子及其团体的研究, 作者期待

通过探究昭和研究会的沿革、主要活动、历史作用等,进一步拓展抗日战争史

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侵华战争 昭和研究会 近卫内阁 协同主义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 14 年之久的侵华

战争。在侵华战争期间, 日本许多知识分子不再清高、空谈, 而是

主动了解国内外大势,商讨对策,直至为政府充当参谋和智囊。昭

和研究会作为战时成立的日本知识分子团体, 它组织各种专门的

研讨会,讨论日本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

问题,力图对政府施加影响。昭和研究会在近卫组阁、日本政府调

整对华政策、实行国内新体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透过昭和

研究会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明了知识分子

与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

53



一 昭和研究会的发起及组织构成

昭和研究会是由近卫文 的密友后藤隆之助于 1933年创立

的知识分子团体。当时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在东北扶植

傀儡政权    伪满洲国政府, 日本退出国联, 改变了!协调外交∀政

策。在这种形势下, 后藤隆之助等知识分子十分担心日本因此在

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 他们决定组织国策研究机关, 研讨国内外

形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1933年 10月 1 日,在东京成立

后藤事务所, 12月正式定名为昭和研究会。

#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中,提出研究会的目的在于: !根本改
变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地位。综合动员朝野所有的智慧和

经验,实行朝野一体的总动员,充分疏通官僚、军部、实业界、学界、

评论界等各方面的思想, 综合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树立真正的国

策。∀ % 昭和研究会由常任委员和委员组成,常任委员是机构的核

心。昭和研究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如教育问题研究会、农村问题

研究会等, 1937年又增设了政治机构、外交、经济、金融财政等专

门委员会,各官厅、各界有影响力者参加各专门委员会。1938 年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专门研究会数量进一步增加,研究会发展到

有世界政策、政治、经济、世界、文化等 5个领域、共 16个专门研究

会。各专门委员会设委员长。常任委员会是昭和研究会的最高决

议机关,他们根据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综合判断政治经济动向和

形势,决定最终的政策大纲。常任委员和专门委员自昭和研究会

成立到解散,人员构成基本稳定,变动很小。

昭和研究会集中了当时日本媒体、文学、经济、政治、教育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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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人才。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 撰

写研究报告。参加昭和研究会者均为兼职, 研究会的委员们都是

晚间参加会议, 且不领取任何报酬,但是,他们的热情非常高,经常

为解决日本面临的各种!悬案∀通宵达旦地讨论, 不时有激烈的争

论。

昭和研究会对各个研究会的成果基本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处

理:一是对于紧要问题,综合各方意见, 向研究会成员传达; 二是将

研究报告印刷若干份分发给常任委员和委员; 三是用活字印刷的

方式向有关的团体、个人分发研究成果,使社会广泛了解昭和研究

会的活动状况和成果。昭和研究会后期多采用第三种方式以扩大

其影响力。1940年日本开展大政翼赞运动,成立大政翼赞会, 昭

和研究会解散。

昭和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认为: !他们不是为了近卫一个人

而进行研究,而是为了处于激荡时期的日本、为了他们自己来认真

研究日本的发展政策∀ % ,他们把知识分子与日本对外发展联系起

来,认为如果离开了日本的命运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命运,对处于风

云变幻时期日本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忧虑。

二 昭和研究会的主要活动

参加昭和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以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日本发展

为己任,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重点放在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

外交、军事等方面,政治色彩和倾向十分明显。昭和研究会的活动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协同主义理念,鼓吹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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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以协同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用协同主义化解中国的民族主

义,麻痹中国人的斗志。昭和研究会成员多数非政府官员, 他们主

要通过思想理论来影响政府。昭和研究会下的各个分会, 在研究

讨论中,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和报告,其中#新日本的思想原理∃、
#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纲领∃等最具有

特点和影响力,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标志性成果。东京大学的教授

蜡山政道曾连续在#改造∃等杂志上,发表关于东亚协同体论的文

章,研究会的加田哲二、山崎靖纯、三木清、三枝博一、船山信一、尾

崎秀实等发表了很多关于协同体论的文章。%

昭和研究会认为卢沟桥事变, !从时间上说是解决资本主义的

问题, 从空间上来讲, 是实现东亚统一。因此, 事变本身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 因为现在世界形势的发展, 把一国作为经济单位实

行自足已经不可能了,建立包括日、!满∀、华在内的东亚协同体是

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东亚协同体不仅包括经济集团, 还应在政

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形成日、∋满( 、支的连环, 这样协同体

才名实相符∀。) 昭和研究会认为要建设东亚协同体,就必须形成

!东亚文化∀。日本文化在建设东亚新文化中具有指导意义, !日本

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

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 日

本精神、文化不仅是日本的,还应向东亚传播, 在东亚协同体的建

设中大放光芒。协同主义作为东洋思想可以纠正西方思想。

昭和研究会提出协同主义思想的目的, 是为使陷于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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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潭的日本政府在中国拔出脚来。昭和研究会认为要达到此目

的,就必须使执掌中国大权的蒋介石国民党接受建设东亚新秩序

方针。昭和研究会成员竭力寻找协同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共同点,

阐述东亚新秩序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相一致, 说明只有协同主

义才能实现中国建设近代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昭和

研究会多次讨论协同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三民主义

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尽管理论上自相矛盾,但是其内容是不可

分割的。从三民主义的内容来看, 单纯的民族主义已经不符合时

代的理想,民权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这是现在必须超越和克服的思

想。!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有通向共产主义的危

险。东亚协同体建设对中国来说是崭新的道路, 用新的协同主义

代替三民主义, 就能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 特别是民生主义的要

求,形成新的东亚独特的文化∀。% 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会陷入排外

主义、抽象的世界主义共产主义。要用协同主义消除中国的民族

主义, 把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引向与日本合作建设东亚

新秩序的道路上去。他们认为与中国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 还应

包括思想战,思想战绝不仅仅是宣传活动,其根本在于确立新的思

想原理。这个新思想原理就是协同主义,它也是建设东亚新秩序

的指导思想。

昭和研究会认为协同主义原理!从更高的角度超越了已经破

产的近代主义, 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主义等体系更具有

优越性。它立足于传统, 又非单纯地复活封建的东西, 亦非止于空

疏自负的言辞。它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 站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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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历史阶段, 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 协同主义是超

越了民族的东洋文化, !东亚协同体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 它具有

民族协同的含义,因此, 要超越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又承认

协同体内部各民族的独立性∀ & , 协同主义要以日本精神为指导,

但协同主义是集西方东方文化之大成, 它又不仅是东亚地区的特

殊的理想,而且是对世界和平有积极贡献的普遍原理。

昭和研究会注意到中国民族主义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他们认

为 !中国以低下的经济力量、不完全的政治体制、贫弱的军队抵抗

到现在,这实际是民族问题∀ ) , 主张以协同体主义化解中国的民

族主义,使国民政府走上与日本合作的道路。

第二, 支持近卫文 组阁, 希望近卫内阁接受协同主义主张,

尽早结束中日战争。1937年 6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昭和研究

会对贵族出身的近卫文 寄予无限希望,研究会的发起者后藤隆

之助是近卫内阁的智囊之一。近卫内阁成立后, 昭和研究会各个

专门研究会异常活跃。昭和研究会感到华北形势紧张,为此,他们

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做

了分析,认为:通过西安事变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统一力量受到削

弱,南京政府为了加强其力量必然会在政治、经济、财政等各个方

面加强力量;蒋介石为了完成中国的经济建设会极力避免与日本

特别是关东军发生摩擦。尽管尚不能根本调整日本与中国的关

系,但是,日本也要积极在华北建设缓冲地带, 解除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会以日本的压迫为由, 实现赤化。如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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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日本周围就会被赤色势力包围,因此,日本必须完成国防线的

建设。% 昭和研究会对于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 对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充满恐惧, 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措施, 缓和紧张的中日关系, 从

根本上维护日本的利益。

近卫内阁成立后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关东军立即调兵, 做好随时入关支援华北的准备。7月 8日,

日本陆军商讨对策。以陆军大将杉山元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扩大事

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 & , 而参谋本部作战

部长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凭日本现在的兵力,

一旦对中国全面开战,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不能自拔, 主张应就地

解决,避免事态扩大。日本政府为了争取时间,确定了!不扩大∀方
针。昭和研究会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和中国问题研究会立即会商,

他们不希望事态扩大,主张就地解决事变, 认为就地解决、把事变

限于局部,有利于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昭和研究会认为解决事

变的最好方法是近卫首相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会谈。即使交涉

没有结果也可以让世界看到日本对和平的诚意, 使日本在国际上

处于有利态势。当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 企图!三个月灭
亡中国∀,根本没有把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昭和研究会希望近卫首

相去中国与蒋介石直接会谈的建议自然没有被政府采纳。

昭和研究会的后藤隆之助和酒井三郎为了解事变后中国的情

况, 1937年 10月到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进行了考察。通过现地

考察,他们看到中国正在为建设近代国家而努力, 他们得出这样的

结论: !只要日本不停止分裂中国的企图, 战争就不可能结束。即

使退到云南、四川这样的地区,蒋介石也不会低头。蒋介石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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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遍及中国各地, 国民党是国民运动的中心,如果不与党首蒋介

石握手,和平就没有希望∀ % , 他们希望政府重视蒋介石及国民政

府,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有力量, 要实现日本的利益,就必须与蒋介

石合作。

事实证明日本提出的!不扩大∀方针不过是缓兵之计, 1937 年

12月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38年 1月 16日, 近卫内阁

发表了著名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声明公然叫嚣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中国建立能真诚与帝

国合作的新政权,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建设复兴的

新中国∀ & , 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补充声明, 强调!所谓今后不

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从历来的国际法

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

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

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 将它彻底抹掉∀。) 昭和研究

会认为这个声明断送了和平的道路, 对近卫既表失望、愤懑, 又有

同情。由于昭和研究会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日本政府,特别是近卫

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又不愿也不敢去直接指责近卫本人, 而把战

争不断升级、扩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军部, 为近卫开脱责任。! 内
阁自身并不知道军部的方针。尽管内阁想从军部了解战况的进

展,但是, 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 根本不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即使

报告也不过是形式上的∀ ∗, !尽管近卫一贯持不扩大方针, 但是军

部无限扩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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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攻占后,迁都重庆,继续抗战。鉴于中

日战争陷于长期化的态势, 日本政府为早日结束中国战争, 1938

年11月 3日, 日本政府发表了!虽国民政府, 亦不拒绝∀的声明。

在这项声明中, 日本提出 !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

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

织,取得新生的成果, 参加新秩序的建设, 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该声明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希望国民政府进行

适应日本政策需要的改组后, 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1938年 11月 30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方

针∃的决定,提出!在互惠的基础上,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

经济提携∀ & 三项原则。12月 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 发表了第

三次对华声明, 重申!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

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 的原

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近卫三原则。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表明

了日本对华政策从速战速决发展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

企图通过!以华治华∀,分化中国的抗日营垒, 达到侵略目的。

昭和研究会对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他们认为

日本的使命就是建设东亚新秩序, 并在解决中日战争的同时,传播

日本文化,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日本精神。当然, 日本建设东亚新

秩序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呼应,也没有改变国民政府的抵抗态度,

除汪精卫集团叛变外,广大的中国军队和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依

然坚持抗战,日本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只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建立东亚协同体,在协同主义的旗号下确保日本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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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利益,达到军事侵略难以达到的目的。随着中日战争的长

期化, 日本作为一个地小人少、资源匮乏的国家, 经济问题日益凸

显。这时的昭和研究会集中研究东亚集团经济问题,提出东亚经

济协同体的概念。认为只有建立日本、中国和!满洲∀的东亚集团

经济,才能促进东亚经济的发展,实现!产业国和落后国、工业国和
原料国的结合, 实现两者互通有无、平等互惠关系∀。% 这其实就

是为了满足日本的战争物资需要。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满∀、华集

团经济的目标, 从日本来看就是确保军事上必要的物资,日本要从

中国进口的不是粮食, 而是煤炭、铁矿石、各种金属、盐、棉花、羊

毛、桐油、烟草等原料。为了解决日本地少人多问题, 昭和研究会

还在 1940年 9月制订了长达 500页的#关于促进国土计划的意见
书∃, 该意见书把日、!满∀、华都设定在国土计划之中,提出要向!满

洲∀大量移民, 重新调整国土内人口、产业、交通粮食等方面的布

局。昭和研究会将计划书大量印刷, 在向政府提出该计划书的同

时,还向相关部门大量散发, 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为了研究在

!满洲国∀如何实现日!满∀华的国土计划, 昭和研究会的佐藤弘等

还亲自去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他们强调协同主义实践与理论同样

重要,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实证性研究。到中国

东北调查就是昭和研究会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表现, 表明他

们对于夺取东北资源的重视。

昭和研究会认为建立东亚协同体对外是建设东亚新秩序, 对

内要对日本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以使日本更好地担当新秩序的

领导者,为解决中日战争、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提供条件。认

为!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是协同主义。协同主义是国内新体制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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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东亚新秩序的指导精神∀。%

昭和研究会成员是知识分子, 他们对日本军人独断专行、干预

政治很不满,希望近卫建立强有力的内阁,避免军人对政治的过多

干涉,昭和研究会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曾出现多次解决事变的机

会,但是,这些计划都被军部破坏了∀。& 因此他们提出建立直属

天皇的!国防御前会议∀, 以限制军人的权力, 并对日本现有政党进

行重组和改造, 加强政党的权力。他们认为日本现有政党存在许

多问题,与日本领导东亚新秩序建设不相符合,政党!浮在国民各

层的上面,不能提出打开非常局面的政策,他们只代表部分人的利

益,为此相互竞争,分散了国民的力量。因此, 不能形成团结全体

国民代表其意志的政治∋力( ∀ ) , 应该解散现有的政党, 建立代表

国民全体利益的有力组织。近卫赞成昭和研究会对现在政治体制

的认识,希望依靠国民组织的力量压制军部, 解决中国问题, 日本

新体制运动由此展开。新体制运动开展后,日本既存的政友会、民

政党、社会大众党等先后解散, 为建立举国一致的体制创造了条

件。近卫希望日本各界结为一体,实现!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近

卫认为新体制运动的目的在于大政翼赞, 实践臣道。1940 年 10

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近卫任大政翼赞会总裁。昭和研究会成员

积极参与大政翼赞会的活动, 有马赖宁、风见章、后藤文夫、后藤隆

之助等人为翼赞会的核心人物,很多昭和研究会的相关者也参加

了大政翼赞会。昭和研究会在新体制运动中, 更多地投入到新体

制的建设和翼赞政治中, 1940年 11月 19日,研究会宣布解散。

昭和研究会为日本维护日本的利益可谓!殚精竭虑∀, 他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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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人不同的面目来构想如何结束战争,怎样化解中国的民族主

义,但是, 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和国内的新体制构想并未能

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三 昭和研究会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昭和研究会作为日本国内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在战争期间

一改知识分子远离或者淡漠政治的传统,主动分析国内外形势, 力

图在最大限度上影响政府, 维护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政府因发

动侵略战争遭到世界人民的抵抗而失败,但是,昭和研究会还是为

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昭和研究会作为知识分子团体积极参与政治,对培养日

本官僚政治人才、训练官僚制定策略的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昭

和研究会无论是通过协同体理论,还是研究会主要成员充当近卫

内阁的智囊,都在有形或者无形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个方面和政府的内外政策。日本的国内新体制运动、建设东

亚新秩序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出昭和研究会的影子。

其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日本知识分子与军阀是有区别

的。诚然,昭和研究会作为知识分子的团体,关心政治、提出政见

是为了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但昭和研究会与军阀的不同点

在于, 他们少了些轻狂, 承认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和要求, 重视民

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 认为这时期的中国人与清朝时不同,

对于中国仅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 关键是征服中国人的思想,即用

协同主义克服中国三民主义的影响力,促使中国与日本合作,以真

正取得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从这点来说,昭和研究会在实现日

本侵略利益方面,比明火执仗的武力侵略更加具有欺骗性和危险

性。因为军事进攻很容易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抵抗, 而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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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的渗透和侵略是隐蔽的。所以, 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

仅陷于军事、政治、外交,必须重视思想、文化的侵略。值得注意的

是,昭和研究会能在诸多方面为政府提出参考意见,与他们灵通的

信息系统分不开。因为他们与近卫关系密切,通常能得到一般人不

能得到的情报,有这些情报做基础,他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一定的预

见和客观性,这又为他们影响政府提供了条件。昭和研究会通过参

与政治,自觉地发挥在战争漩涡中的政治作用,以此希望自己的理

论研究成果和政策,能够变为现实的改革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

度上,昭和研究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昭和研究会成员战后回忆起

曾经的活动,无不感慨没有阻止中日战争扩大, !既是近卫的悲剧,

也是昭和研究会的悲剧∀ % ,对日本战败抱极大的遗憾。

再次,昭和研究会成员是日本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比较

高的理论素养, 他们在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曾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

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战后日本出版了三木清、

尾崎秀实的著作集等,也为我们研究战时日本思想、社会留下了宝

贵的资料。昭和研究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左翼人士参加,如尾

崎秀实,他们对日本武力征服政策提出过批评。尽管他们是左翼

人士,战争结束前被日本政府杀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对

侵略战争的认识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深刻,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明确。左翼人士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是另

外一个研究题目了, 留待以后研究。

(作者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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