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深町英夫著《教养身体的政治 ：

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段瑞聪

一

、 中国人的
“

身体
”

正在受到关注

年 月 ，
日 本岩波书店 出版了 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的专著《教养身体的政治 ： 中国 国 民

党的新生活运动 》 （ 身体 全鎂 于 政治 中国 国民党乃新生活運動 ） 。
① 该书根据作者过去 年里

用 日 、中 、英和韩文 （ 翻译 发表的 篇论文结集而成 。 该书 出版不久 ，就有 日 本评论家在《朝 日 新

闻 》发表书评 ， 足见该书已受到 日本媒体关注 。

笔者曾经以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 ，
并出版了专著 。

③ 关于新生活运动 除

了拙著以外 ，还有关志刚 、温波和夏蓉等学者的专著 。
④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该书通过

“

身体政

治
”

这一新视角 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 。 正因为如此 作者将新生活运动定义为 ：

“

国 民党政权试图

通过
‘

教养
’

或者
‘

医治
’

中 国人的身体 来适应现代这一时代的一种尝试
”

（第 页 ） 。

世纪 年代 以后 ， 西方史学界兴起身体史研究热 。
⑤ 近年来 ， 米歇尔 福柯 （

、皮埃尔 布尔迪厄 、布莱恩 特纳 （ 等人的著作先后在

中国被翻译出版 。 与此同时 ， 台湾和大陆学者也不断推出有关近代 中 国身体史的研究成果 。 与

本书 内容关系最密切的当属 台湾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的
一

系列研究成果 ，如论文《丑怪的装扮 ：新

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 ，
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期 （ 年 月 ） ，第

—

页 ；著作

《历史 、身体 、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

—

》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 、 《政

① 关于本书之中文名称 ，
笔者本想译成 《规训 身体的政治

： 中 国 国 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 但是 ，
深町教授在 自 己的 文章里译

为 《教养 身体的政治 ： 中国 国 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 在此 笔者尊重作者的 译法 。 参见深町英 夫 《评 家近 亮子的 〈 蒋介石的 外 交战

略与 中战争 〉 》 ， 《抗 日 战 争研究 》 年 第 期
，第 页 。

② 内 澤旬 子 「 （ 書評 ） 『 身 体奁舨 于石政治
： 中 国 国 民党乃 新生活運動 』 、 『 朝 曰 新 聞 』朝刊 、 年 月

。

③ 段瑞聡 『 蔣介石 新 生活運動 』 、
慶應義 塾大学 出 版会、 年 。

曰本 学者深町英夫 、 小野寺 史郎 、 水羽信 男 等 位先后 为

拙著撰写书评 。 分别刊登在 『 中 国研究 月 報』 年 月 号 — 頁
）

、 『 近 ；：在 』 第 号 （ 年 月 、 ：

— 頁
）

、

『 夕了社会文化研究 』 第 号 （ 年 月 、
— 頁 ） 。

④ 关志刚
： 《新生活运动研究 》 ，海天 出版社 年版 温波 《重建合法性 ： 南 昌 市新 生活运动研究 —

》 ， 学苑 出版

社 年版 夏蓉 《妇女指导委 员会与抗 日 战争》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⑤ 杜丽红
： 《 西方身 体史研究述评》 ， 《 史学理论研究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⑥ 苏全有 、 王海波 《对近代 中 国身体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洛 阳理 工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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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身体 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
—

》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 《战争 、身体 、

现代性 ：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
—

》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 。 相比来

说 ， 日本有关中国身体史的研究成果还很少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该书 的出 版填补 了 日 本近代 中

国身体史研究的空白 。

、

二 、 本书之内容评介

本书由绪论 、前篇
“

主题 （ 第
一 章 ） 、

“

间奏
”

（第 章 ） 、后篇
“

变奏 （ 第
— 章 ） 和结论组

成 。 下面将介绍各章主要内容 ，并适当加以评论 。

绪论
“

扣好钮扣 ，请 勿吐疲
”

作者在绪论里首先讲到该研究的出发点 ， 即起源于
一个普通 的疑问 。 具体来说就是新生活运

动何以在国难中发动 ，并得以大规模且长期推动 ？ 作者认为以往研究并没有得出 明确的答案 （第

— 页 ） 。

作者简单归纳了中 国大陆及台湾 、西方和 日本有关新生活运动的以往研究 。 但是 ，笔者稍感遗

憾的是 作者对于从身体视角 分析新生活运动的 以 往研究成果着墨不多 。 其中 ， 对于黄金麟和

的论文只 以注释 第 页 ）形式提及 而对于丹野美惠 、 严晓珮 ）

的论文在绪论里则完全没有提及 。
② 笔者认为 作者如果先从正面讨论以身体视角分析新生活运

动的已有研究 ，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自 己 的观点和分析框架 ，再展开论述的话 ，或许更能突显该研究

的独创性 。

第 章
“

苹果的 回味——思想
”

作者在该章关注蒋介石之 日本留学经验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 分析了 中 国传统思想中 的身体

美学与近代西方生活礼节之差异 。 作者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们在何时何地操作各 自 的

身体 ，
以及 由此展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第 页 ） 。 具体来说 ，作者认为古代中 国身体美学所追求

的是人们通过 自 己的身体 断断续续地确认和体现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 ，而近代西方身体美学则促

使人们通过身体 表现和证明其独立人格的伦理美德 第 页 ） 。 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异 作者认为

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认识不同 另一个则是对身心关系之认识不同 。

不过 作者在本章
“

小结
”

部分指 出
“

国民党政权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从本质上必然将中 国人民

及其传统文化作为否定 、诬蔑的对象 而且将与其敌对
”

（第
— 页 ） 。 对此 笔者不禁要问 ，对

于新生活运动发动者蒋介石所提倡的恢复
“

礼 、义 、廉 、耻
”

等固有道德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 诚然 ，

蒋介石对于传统思想的理解也许有偏颇和不足之处 。 但是 ，从新生活运动当时蒋介石发表的演说

里
，我们看不到他有否定传统文化之言辞 。

另外 ，笔者曾在拙著里对新生活运动之思想背景进行过详细分析 。 具体来说 ， 除了传统思想 、

蒋介石的 日 本留学经历和他的对 日 认识以外 还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 。 作者在本章里谈

① 石田 秀荚 『 二 乙 中 国古代 二扫 ！ 于 身体刃思 想 』 、 中 国 書店 、 年
；
飯岛 涉 『 沁又 卜 近代 中 国

——衛生

制庋化 」 社会变容 』 、研文出版 、 年 遊佐徹 『蠟人形 銅像 肖 像画——近代 中 国人 身体 政治 』 、
白 帝社 、 年 。

② 黄金麟 ： 《丑怪的装扮 ：
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 ；丹野 美穂 「 民 国期 中国 ■

『 清潔 』 希求 『 国 民 創 出 ： 新生活

運動 婦嬰衡生工作力 办 之 石 」 、 『 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 』 第 卷 合併号
、

年 月 、 頁
；

‘
‘

；
，

，

；

“

—

，

，
关于丹野 、

论文 作 者在本书 第 章 （ 第 页 ） 有提及 ，
但是没有就其视角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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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传教士的活动 但是并没有从思想方面展开分析 。

第 章
“

星火燎原 乐 队马车——政治
”

该章分析了国民党政权的派系斗争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 笔者在拙著里通过分析南 昌新生活

运动促进会干事会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会之成员结构 指出新生活运动之领导力量主要由三

民主义力行社 、政学系 、东北派和基督教有关人士组成 。 与此相对 ，作者分析 了南昌 行营中 的黄埔

系和政学系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拥蒋派 （主要是 派 ） 和非蒋派 （西山派 、改组派 ） ， 以及作

为地方政权的 山西 （ 阎锡山 ） 初 四川 （刘湘 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与反应 有助于读者对国 民党政权

派系斗争进行全面的理解 。

作者认为 蒋介石通过煽动心腹各派 （黄埔派 、 派 、 政学系 ）之间的竞争 ，成功地获得了他们

对蒋本人的忠诚。 但是 ，
笔者认为派系对立影响了新生活运动领导机关的人事 ，

削弱了组织的凝聚

力 其结果导致了蒋介石权力基础的不稳定 （拙著第 页 ） 。

第 章
“

蒋介石 的新衣
——社会

”

该章所关注的焦点是新生活运动对身体之教养如何设计和实施 、当时中 国社会之反应如何 。

当时 正中书局发行一套新生活丛书 ，预计出版 册 。 作者认为该丛书反映了 国 民党 当局的职业

观 所以在本章以银行职员 、店员和农民为例 ，分析了普通民众对新生活的反应 。 但是 ，在众多的职

业集团中
，
作者为何只选择 了上述 种职业 文中似乎没有明确的交代 。 诚然 关于工人 、政务官和

公务员 的丛书似乎没有出版 ，选择上述 种职业也许有不得已之处 。 但是 ，蒋介石在发动新生活运

动时 ，将国民党党员 、军官 、警察 、学界 教育家 、校长 、学生 ）视作推行运动的主要力量 。 笔者认为 ，

作者有必要对上述这些职业进行分析 ，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当时 国民党政权所设计的
“

理想的 国民

形象
”

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和反应 。

不过 ，作者通过分析新生活运动当时的纠察活动 ，指 出人们对新生活运动持阳奉阴违的态度 ，

认为基于权力 的他律的 、暂时的和断续的监视是很困难的事情 。 所以 作者借用
“

皇帝的新衣
”

这
一

典故 将本章命名为
“

蒋介石的新衣
”

，以示社会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 。

第 章
“

敌乎 ？ 友乎 ？
——

日 本人
”

本章考察了新生活运动当时 日本外交当局和民间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 。 作者认为 ，
日本

外交当局并没有理解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
“

教养身体
”

创造国 民 、建设国家的本来意义 而是对蒋

介石本人或者新生活运动排 日之侧面加以警戒 。 另外 ，
日 本民间舆论对新生活运动则是褒贬不

一

第 页
） 。 具体来说 ， 民间舆论基本上是以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 、稳健与激进 、亲 日 与反 日 、

独裁与民主这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新生活运动的 。 基于此 作者认为无论 日本外交当局还是民

间舆论 几乎都没有对新生活运动模仿 日本 、进行身体教养的意义进行慎重而详细的分析 ， 仅仅从

对 日 本 自身的直接的 、 短期的利益得失来判断该运动的性质 （ 第 页 ） 。 但是 ， 客观来讲 ， 当时身

体美学这
一

概念尚未完全渗透 日本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作者对 日本外交当局和 民间舆论的

批评也许有点强人所难 。

第 章
“

谁教养孩子 ？
——家族

”

本章分析了女性在新生活运动 中作用的变化。 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开始时 女性的作用被认

为是保持家里整齐清洁 ，培育勤劳健康的现代国民 。 但是 ，中 日 战争爆发后 ， 国 民党政权为了最大限

度调动人力资源 ，
开始提倡女性走向社会 ，

开设托儿所 第 页 ） 。 但是 ，笔者认为 ，
开设托儿所不仅

仅是为了让女性走向社会 积极参加战时动员 。 从培养现代国民的角度来说 ，有必要加强公共教育 。

第 章
“

谁为 国 捐躯 ？
——

军事
”

作者在本章以伤兵之友运动为例 ，探讨其在新生活运动 中的意义 。 作者认为 ，

“

伤兵之友
”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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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 目的在于
“

医治
”

在前线受伤而被送往后方的底层民众的身体 ，慰抚他们以免成为扰乱社会秩

序的 因素 。 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 ， 同样在战场负伤的 日 本兵的
“

医治
”

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呢？

再进一步讲 救死扶伤只用
“

医治
”

身体来解释是否恰当呢 ？

第 章
“

奢侈 的保镖 ？
——美 国人

本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战地服务团与美军义勇队士兵的身体 （卫生 、营养 ）之间的关系 。 作者

认为 ，美国人重视卫生和营养 不仅是其经济水准的反映 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尊重个人人权的观念 ，

主要是为了保持将士健康 从而使其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 与此相对 ， 中 国方面则是为 了维护其作为
“

宽厚的主人
”

的面子而煞费苦心 。 诚然 ， 中 国方面热情接待美军的确有维护面子的因素 。 但是 ，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中 国为了加强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 进而获得美国 的更多的支持 。 所以 如果仅

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来解释战地服务团与美军的关系 将会忽略其政治意义的存在 。

结论
“

中 国人是爱迪生吗 ？

”

作者认为 新生活运动之发动是时代的必然结果 。 也就是说 中 国 国民党政权为了培养符合国

民国家的现代 国民 不得不通过 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

教养身体
”

， 发动并推行新生活运动 。 同时 ，

作者还指出 ， 年以后 ，对国共两党来说 ，通过
“

教养身体
”

来培育现代国 民依然是重要的课题。

今天 ， 中 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 作者将今 日 的中国 比作爱迪生 ，认为 中国是
“

将
‘

富强
’

作

为 自 己的 目的 ，但是并不尊重个人
”

的特殊的
“

后现代
”

超级大国 。 中国是否能 以其独特的模式实

现现代化 令人瞩 目 。

三 、 本书的意义

本书是第一本以身体视角来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专著 值得积极评价 。 作者早就在其他杂志刊

登文章 ，呼吁
“

致力于中 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在熟练运用史料的同时 应对其他领域 （人文科

学 、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 ） 尽可能给予关注 从 中汲取有用的理论 、概念和模式
”

。 作者甚至认为
“

理论和膏药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

。
① 可以说 作者忠实地履行了他 自 己 的理念 。 正因 为有这样的

理念 ，作者
“

十年磨一剑
”

，完成了这样一本学术专著 。 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 作者除了对新生活运

动重新定义 以外 对
“

身体美学
”

（第 页 ） 、

“

公共意识
”

（第 页 ） 、

“

国民 国家
”

（ 第 页 ）等

概念也进行了定义 。 作者的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近十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 史料收集变得越来越方便 。 尽管如此 ，作者还是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 ，广泛搜集并运用大量 日 文 、 中文和英文的一手史料 从而使本书的立论更为坚实可

靠 。 不仅如此 ，作者能够熟练运用 日 文 、 中文 、英文和韩文 （ 翻译 ） 发表相关论文 ，更扩大了其在国

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 多国史料的熟练运用和多种语言的 自 由发表 ，充分证明作者是当今 日 本的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有力推手 。

四 、 关于本书的几点意见

第一 关于本研究的定位问题 。 身体史研究是
一门跨学科研究 ，与政治史、思想史 、文化史 、社

会史 、性别史 、医疗史等领域有密切关系 。 而
“

身体
”

或者
“

身体政治
”

正是本书的中心概念 。 笔者

认为 如果作者在
“

绪论
”

里对
“

身体
”

和
“

身体政治
”

加 以定义 ，对中 国近代身体史研究现状做
一

番

① 深町英夫 「 理掄 概念 模式一理屈 青藥《匕 二 付 〈 」 、 『 歷史評論』 、 年 月 号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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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 特别是对为数不多的以身体视角讨论新生活运动的以往研究进行分析之后 ，再提出 自 己 的观

点和分析框架的话 ，本研究在中 国近代身体史研究和新生活运动研究中的定位将会更加 明显而有

意义 。

第二 ，
以

“

身体
”

视角研究新生活运动的局限性 。 本书以新生活运动推行的
“

伤兵之友
”

运动 、

战地服务团 的活动等为例 ，分析了
“

围绕身体的政治
”

。 但是 本书第 章派系斗争 、第 章 日 本的

反应 ，
以及本书没有提及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 会所推行的乡村服务 、生产事业 、文

化事业等活动 ，
如果只用

“

身体
”

的视角 恐怕不能解释清楚 。 由此可以看出用
“

身体
”

视角分析新

生活运动的局限性 。

第三 ，
中国 国 民党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 本书副标题为

“

中国 国 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 但是 ，

本书并没有对国民党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展开分析 。 笔者曾在拙著里指出
“

新生活运动与国 民党

的关系极为薄弱
”

（拙著第 页 ） 。 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始终是在蒋介石个人的领导下进行的 。

如果作者认为是
“

中 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的话 应该向读者说明 国 民党的身体观到底是什么 。

最起码应该对新生活丛书之一的《 中 国国 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 》做一具体分析 。

第四 ，其他政治势力的身体观 。 众所周知 新生活运动当时 ，除 了国 民党以外 ，还有中 国共产党

和其他政治势力存在 。 这些政治势力的身体观与 国 民党的身体观 （如果存在的话 ） 有什么异同 ？

比如 ，黄金麟教授已经对苏维埃革命与身体的关系进行分析 。 广岛大学水羽信男教授在对拙著

的书评里也指出
“

当时 自 由 主义者所构想的
‘

国 民
’

形象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要创造的
‘

国 民
’

的性质是不同的
”

。 如果将同 时代的这些政治势力的身体观进行比较分析的话 也许更能加深对

新生活运动
“

身体政治
”

的理解 。

以上是笔者对本书的粗浅理解和评论 。 若有误解或曲解之处 ，敬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

〔作者段瑞聪
，

日 本庆应义塾大 学 商学部教授 〕

责任编辑 ： 高士华 ）

① 参见黄金麟《政体与 身体 ：
苏 维埃的 革命与 身体

—

》 。

② 水羽信 男 「 書評 段瑞聡『蔣介石 新生活運動 』慶應義 塾大学 出版会 」 、 『 夕 社会文化研究 』 第 号 、

年 月 日 、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