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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效仿西方
帝国主义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对
外扩张主义，依靠军事手段攫取了
巨大利益。!"世纪 #"年代以后，日
本由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一步步
陷入战争的深渊。日本民众在民族
文化负面因素浸润下，在政府“皇国
史观”欺骗和强制下，成为对外侵略
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和牺牲品。

忠良!臣民"效忠天皇
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和维持长

期战争，如果得不到大多数民众支
持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将民众纳入
侵略战争体制，日本统治阶级的惯
用手段是利用天皇的权威，将民众
造就成效忠天皇的忠良“臣民”。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大

力树立天皇的权威，为国内政治统
治和对外侵略服务。日本政府相继
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教育
敕语》，宣扬天皇统率军队乃日本的
“国体”，要求日本国民“义勇奉公以
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年，日
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
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
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以天
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至
此，确立了天皇在近代日本政治生
活中的绝对权威，为在天皇名义下
统治国民和对外战争奠定了基础。
为了将全体国民纳入军国主义

轨道，日本统治者将传统的家族制
度与天皇制结合，创造了极具欺骗
性的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这种理
论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
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本家与分
家的同族关系，将统治与被统治的
关系比拟为家族父子的关系，主张
实现作为总家长的天皇对全体国民
的家长式统治。

'&#( 年，文部省刊行《国体的
本义》，强调日本是“一大家族国
家”，“忠是以天皇为中心，绝对随顺
天皇之道”。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运
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打着天
皇制和家族国家观的旗号展开的。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就主
张，人民和天皇构成日本民族有机
体发展的两个要素，其中天皇是中
心，天皇家是民族的嫡系，是全体人
民的生命之源，人民的责任则是对
天皇尽忠尽孝。
如果国与家等同，忠与孝也就

等同起来。由于天皇是全体国民的
总本家与家长，国民是天皇的分家
与子孙，家长的权力与天皇制的统
治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民应
像侍奉父母那样服从天皇制国家的
统治。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且
爱国必须忠君，这是全体国民的最
高行动准则。在这种国家观念支配
下，要求人民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
欲，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天皇和国家。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

这种天皇观念和家族国家观念，愚
弄和操纵国民，畅通无阻地推行战
争和对外侵略政策。二战期间，天皇
更是成为国民绝对忠诚的对象。由
于对外侵略战争都是以天皇的名义
进行，长期教育灌输和洗脑的结果
使民众觉得为天皇献身是无上光荣

的事情，不少士兵都喊着“天皇陛下
万岁”而发起自杀式攻击。

严密控制民众言行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推行对外侵

略扩张政策，使民众成为战争的工
具，对民众进行了严密的政治、社会
和思想控制。特别是上世纪 #"年代
后，军部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凡
是批判军部的必然遭到严厉镇压。
到法西斯体制建立后，统治者不仅
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残酷
镇压，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也大加讨
伐。'&#%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宣传机
构的控制，凡是不利于战争的就会
被取缔，民众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
随着侵略战争的长期化，把国

民动员到战争之中的体制也渐渐强
化起来，其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
域住民的基层组织———町内会、部
落会、邻组。'&)"年 &月，内务省发
布《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纲》，要
求在村落组织部落会，在市镇组织
町内会，在部落会和町内会之下设
置 '"户左右为一单位的邻保班（城
市多叫邻组，农村多叫五人组），全
体住户必须加入这些组织。同年 '!

月，部落会町内会的设置率达到
&*+，邻组的设置率也达到 &'+。
随着军事统制的加强，部落会、

町内会、邻组不仅承担国家政策的
宣传渗透、思想动员，还承担生活必
需品配给、储蓄与公债额分配、金属
回收、防空活动、纳税监督和奖励、
后方支援、与区域内各种团体联络
等广泛业务。由于町内会、部落会的
强制统一设置本身就是为了强化对
国民的统制、把国民纳入协助战争
的轨道，伴随着战局进展，其作用也
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年后，作为社会的最末端
机关，町内会、部落会、邻组被纳入
大政翼赞会领导之下，同时作为行
政辅助机关，成了国民统治的重要
工具。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地方本部
统制下，部落会、町内会为实现侵略
战争政策服务，成为强制推行国民
动员、征购粮食、分摊公债、配给物
资和防空演习等的机构。在当时的
状态下，国民离开了邻组、町内会和
部落会就不能生活，如果不参加邻
组的活动和集会，就会被视为“非国
民”。在贯彻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动
员民众积极支援战争方面，邻组发
挥了巨大作用。

面对军部的独裁和法西斯化，
属于下层阶级的民众也许除了唯唯
诺诺顺从之外毫无办法。上面的命
令，特别是作为国家政策决定的，就
必须服从，不服从就被扣上“国贼”、
“非国民”的帽子。批判或反对命令
的，就一定会受到特高警察、宪兵的
严格监视、惩戒、拘留或拷问。在这
样的严密控制下，要按上层权力的
命令行动的思想浸透了各个阶层。

煽动受害排外情绪
日本是一个岛国，有着长期封

闭的历史，而且民族构成相对单一，
形成了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特征。
与此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日本
人的“内外有别”意识。为了保持集

团的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日本人
对内强调“和”与“协调”，对外则强
调“战”与“竞争”。
日本人一方面对外部世界非常

敏感，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民族
意识和排外心理，一旦遇到与外部
的矛盾摩擦，很容易就激发起狭隘
的民族情绪。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对
外战争中，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是通
过宣传工具的大量宣传报道，夸大
渲染外国的军备和战斗能力、经济
力量以及排外的民族感情，使不了
解外国情况的一般国民产生狂热的
排外情绪。
特别是从 '&#'年“九一八”事

变到 '&),年二战结束的 ',年间，
掌握了国家领导权的军部和政府首
脑，就是通过不断向国民灌输受到
外国尤其是列强压迫的意识，以煽
动国民的排外和被害意识，驱使国
民投入全面战争。如在“九一八”事
变前大肆宣传中国的“排日”、“侮
日”，把柳条湖事件报道成中国军队
的恶意挑衅，指责国际联盟“不公
正”地压制日本，把全面侵华战争说
成对中国军队的“膺惩”，把对英美
开战说成打破“白人压迫”等，以此
煽动国民的被害意识和狂热的排外
情绪。如果浏览一下当时的报刊杂
志，可以发现日本充斥着这样的欺
骗性、煽动性宣传。

除了攫取利益的诱惑之外，日
本统治阶级通过大肆渲染和夸大外
部压迫和威胁，煽动国民的受害者
意识和排外心理，利用狭隘的民族
感情掀起国民的战争狂热，驱使国
民甘当战争炮灰。九一八事变前不
久，当时身为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小
矶国昭曾说：“日本人喜欢战争，只
要一开枪便会跟上来。”军部高喊冠
冕堂皇的王道乐土、建立新秩序的
口号，唆使国民抱着进入大陆的幻
想，齐心协力支持战争。结果，国民
的这种心理被利用，终于发展成对
外国狂热的憎恶感情和高涨的同仇
敌忾精神，被军部拉上了不可挽回
的毁灭道路。这种排外与被害意识，
助长了国民的团结意识，很容易地
实现了举国一致的“总力战”。但集
团战争的歇斯底里，也成为一种强
大的助推力，使日本彻底失去理智，
滑向了侵略战争的深渊。

追随大流支持战争
日本近代以来靠对外战争获得

了太多的财富。自明治初年建军以
来，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
中取得了胜利。在大正初年爆发的
一战中，日本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
在几乎未实际交战、未受任何损失
的情况下成为战胜国。当然，这些战
争毫无例外地都获得各种各样的利
益，也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支
持。可以说，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直接
或间接的利益，是普通日本民众支
持战争的重要原因。

'&#(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后，相继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
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海运
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
人会等。这些组织自觉地把会员编
成军队性组织，在加强劳动、提高生
产效率、开展储蓄运动、健康运动、
支援军事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年，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
麿以建设高度国防国家、解决中国
问题、建立政治新体制为纲领，发起
新体制运动，企图将广大国民组织
起来协从战争。各政党惟恐落后于
潮流而孤立，纷纷自行解散。同年
'"月大政翼赞会成立，首相自任总
裁，全国设立支部，都、道、府、县支
部长由知事担任，成为自上而下的
官办组织，从各方面统制国民生活。

'&)!年 *月，大政翼赞会把大
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
报国会、海运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
团、大日本妇人会统合到旗下，把部
落会、町内会和邻组等也置于领导
之下。大政翼赞会成为以内务官僚
为中心的上意下达的机构，为法西
斯体制的改组开辟了道路。
另外，就是在知识分子、言论人

士中也出现了不少积极协助战争的
人。'&)!年 ,月，日本文学报国会
成立，几乎网罗了文坛所有作家。同
年 '!月，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立，
集中了许多与军部、官僚勾结的言
论人士和随大流主义者，成为战时
“思想战”的核心。

不仅日本社会上层，就是中下
层许多人也对战争采取了积极协助
的立场，这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社
会结构有很深的关系。在日本社会，

集团既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场所，是
实现自身价值的所在，也是获得安
全、荣誉、地位等的地方。因此，民众
人都从属于某个集团，有着强烈的
集团意识。到近代，由于中央集权国
家的成立和统治阶级的教育灌输，
这种集团归属意识指向了天皇和国
家，表现为对天皇制国家的效忠和
献身，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采取任
何行动，而且这些行动都被赋予了
合理性。集团的目标、评价和习惯成
为每个成员行动的标准和依据，强
调的是集团成员的行动一致，与此
不符的思想和行动都会受到压制甚
至取缔。这样，日本人的政治行动就
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状况。

民众加害意识淡漠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

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民众也受
到军国主义的压制和欺骗，并在对
外侵略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牺牲，从
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众也是日本
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然而，面对日本
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虽
然也有少数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反
抗，大多数日本人还是选择了支持
或追随战争的立场，因此对被侵略、
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来说，显然日本
民众又是加害者。
但是，战后以来日本人在谈论

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往往
被害者意识过剩，而加害者意识淡
薄。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
受害者，在提起战争时首先想到日
本国民所受的苦难，而认识不到日
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
深重灾难；念念不忘日本遭受盟军
空袭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
带来的损害，而不愿提及日军对亚
太人民施加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
三光政策、强征慰安妇等。另外，拒
不反省侵略历史，甚至否认、美化侵
略历史的政客还能屡屡当选国会议
员或地方自治体首长，也说明了日
本民众在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上存
在错误认识。
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观，与集团

主义的无责任体系有很深关系，因
为全体国民都是战争的参与者，并
没有明确的责任所在。战后虽然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国际法角度对
日本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日本却
没像德国一样设立国内法庭，来追
究战犯们的国内犯罪和国内责任。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反
过来又成为日本国民对战争性质认
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缺乏西方基督教及中国儒教那
样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日本人的
价值观和善恶标准是相对的，是以
共同体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对
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
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二战这样
已有国际定论的问题上，也往往只
从自己的立场来考虑，缺乏相应的
国际常识和道义准则，很少有人从
人道主义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
反省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
看来，要彻底解决日本的战争

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需要日本和
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 日本二战时期宣传画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

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中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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