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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既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

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也是一种以绝对主义政治哲学为根本价值取向的

国家实践与国家体制。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包含着精

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即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作为政治文化的近代日本

国家主义，体现为极端国家本位与日本本位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

治心理，表现为国家崇拜与日本至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伦理观。作为

政治实践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体现为近代日本内政的绝对主义国家建设

及外交的极端自利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表现为天皇绝对主义国家体制

的建立和发动以殖民主义为动机、以帝国主义为目标、以军国主义为手

段的一系列侵略与争霸战争。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是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

的整合，是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统一，其生成的历史背景既是幕末日

本的国家危机，更是在这种危机中抬头的极端主义国家意识，因此，近

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形成与其说是国家主义从无到有的过程，毋宁说是其

政治文化传统中自古沉淀的保守主义国家意识与心理成长为系统的极端

国家主义思想、实践、意识形态及国家体制的过程，故而，这是一种从

“有”到有的过程，它反映了政治文化稳定而内在的历史传承性。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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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日本国家主义既渊源于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又作为近代日本

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与伦理体系而成为后代日本政治的意识、价值

及心理渊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物质过程即国家实践与国家体制，终

结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覆灭，然而其精神过程却没有止步，

它以意识的、价值的、心理的潜在形态滞存于政治文化之中，固化为极

端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并以民族政治文化根性的机理与力量作用于现

当代乃至未来的日本政治走向。因此，无论是现当代还是未来，保守化

与右翼化都决非日本政治的偶然动向，它有着深厚而顽韧的政治文化渊

源，即近代日本国家主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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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自１９世纪初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欧洲产生之后，国家主义便作为

一个独立的政治学范畴载入政治思想史，尽管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国家主义曾经历史性、民族性地蜕变为反和平、反人类的军

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战争浩劫及意识形态灾难，

然而，世界范围内对国家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多限于在感性上对少数曾

经发动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极

端主义倾向性做笼统批判，未能将国家主义作为一种与特定政治文化有

着根深蒂固联系的国家信仰及民族政治心理而对其进行民族性、文化性

及心理性剖析，对国家主义的属性、内涵、外延、成因、作用机理、形

态及影响亦未做较为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中外政治思想史所涉 “国家

主义”，多被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国家现象和政治思潮来审视，却鲜有问

究国家主义的伦理本质与政治文化渊源。一直以来，由于对国家主义的

属性和定义域缺乏清晰的界定，导致国家主义概念的适用与解释易陷于

混乱、流于肤泛。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国家主义的介绍与解析，注重于将

其作为一种泛国际化的政治思潮而进行一般性概括和解读，忽视或轻视

了对国家主义的国别化研究与辨析，从而忽略了国家主义的特殊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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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本研究将凸显国家主义的民族性与传承性，力求历史性地追

溯、民族性地把握、心理性地探究、文化性地界定、伦理性地解构国家

主义。以往国内外学界偏重于对国家主义的静态分析，而忽视了对国家

主义的发展性进行动态追踪。国家主义的概念是历史性地产生的，而国

家主义的实践却久已存在，且将始终伴随国家而存在，因为它是国家固

有的、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伦理属性与价值禀性，故而有国家就有国家

主义。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感性与国家理性，是国家始终具

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是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取向，是国家

心理、国家性格和国家动机，是政治文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内敛性与外向性的双重叠复。以往国内外学界对

国家主义的研究重视欧洲而忽视亚洲，作为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近代

以来深受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曾是

绝对主义政治哲学和极端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因而其近代国家主义属

极端主义类型。以此界定和类属来定义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则可全方

位、全景式地剖现近代日本以极端国家主义为核心与特征的极端主义政

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对日本内外政治实践的制导作用。

迄今为止，在中外学界的日本国家主义研究领域里，将日本国家主

义作为独立范畴进行深入系统的政治文化解析的专著性研究颇少，关于

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视角的研究则多散见于中外学者所著日本政

治史或思想史中的有关片段，以及诸多涉论日本国家主义的专题或非专

题文章，其共同的特点是限于专著的体例或拘于文章的命旨与篇幅，只

对日本国家主义进行片段性解读，这是具体研究的必要，但也成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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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无论是历史性还原，还是学理性研判，皆需对日本国家主义施以

多层面、多视角、多语境的复合式研究，整合日本国家主义概念之历史

性和民族性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既有的关于日本国家主义的研究多指向

近代日本，且中外学者对此仁智各见，多有建树，但众多散见的著述在

客观上无法整合为对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系统性析论。因此，关于近代

日本国家主义的历史性与系统性研究仍余空白，无论是从政治史抑或政

治思想史的角度审之，皆有必要填补此研究空白。不揣浅陋，拙著欲为

此尝试，力求以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梳理近代日本政治史中伴随着政治

绝对主义而走向极端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信仰体系和实践体系形成的历

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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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导　　论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于近代欧洲，因而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与民族

性，也即特殊性。但是，这种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思潮一经产生，便

很快成为一种泛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并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国家建

设发挥着内在驱动与导向作用。显然，国家主义具有相对确定和相对普

适的精神内核，即具有可以为不同政治文化所理解并指导不同国家政治

实践的一般内涵。对这种一般内涵或本质的诠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

治学者对国家主义的认知倾向。因为国家主义是历史地产生并历史地发

展、演变的，故而将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相结合来理解和表述国家主义

的内涵是必要的。在此方面，国内学者多有建树，具有代表性的是何新

所著 《论政治国家主义》（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在该书序言

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作者对国家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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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

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

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主义。什么是新国家主义？我理解的新国家主

义，就是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

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我所说的 ‘国

家主义’，不仅是以之与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的 ‘自由主义’相

对峙，而且是以之与鼓吹全盘西化的 ‘世界主义’相对峙。我提出 ‘国

家主义’这个理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认为，当今应当高张国家主

义 （爱国主义）的信念，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整个民族，统合当今的

人心。只有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能统合不同阶

级、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

位，才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

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

卫祖国而战！”

“国家主义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

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

要爱它。对于全世界那些爱国的人们，爱国都是不需要理由的。以至不

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国王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

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 ‘社

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

“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对全民进行灌输！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信念！

全民共同的信念！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民族、日本民族、德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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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以至现代的美国，都为我们树立了始终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

信念的政治榜样。这也是历史上那些伟大民族迭经变乱。而国运始不衰

的精神秘密之所在！”①

何新对国家主义的诠释，多层面、多侧面地揭示了国家主义的基本

规定性，尤为强调和突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家主义信仰中的核心地位。

以现实的中国为主体，何新也阐释了新国家主义的价值与伦理取向。如

此，何新从国家主义的源头梳理到当代，演绎了自近代古典国家主义至

当代新国家主义的历史嬗变，从中提取了国家主义恒久不易的价值元素

与伦理精神。

何新进一步阐述道：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中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也是

一种关于国家组织和功能的理论，也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理论。它

与近代政治民族主义一同兴起于１６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由马基

雅弗利首先提出。并且从那时起，就成为西方宪政体制、法权体系和国

家理论的根本性基石之一。可以说，自１６－１７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

义的宪政国家制度，始终牢固地建立于三大支柱之上，这三大支柱就

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然秩序。……国家主义有新旧之分。新国

家主义诞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欧洲，是对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浪潮

的一种反驳。新国家主义在政治上实际也是欧洲一体化组成新国家的理

论基础。而古典国家主义从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则始终是西方政治思潮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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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①

台湾学者张翰书在其所著的 《近代政治思想史》中也有类似的阐

述，他认为，近代政治思潮以三大观念为根本基石，即民族主义、国家

（主权）主义、政治自然主义。国家主义的根本内容是关于国家主权的

问题，而政治自然主义则将国家视为 “中性的”研究对象，所谓国家的

道德目的不过是私人的评价而已。

何新与张翰书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代中国学界对国家主义概念的

前沿性认知。其共同之处在于，皆肯定古典国家主义在近代西方政治思

潮中的核心地位，也都尤为重视和突出主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同位

关系。

日本国家主义包括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态，战后国家主义称为新国家

主义，战前国家主义则称为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在

政治文化渊源上必定与战前国家主义有精神联系，故而，即使是研究新

国家主义，在逻辑上也有必要溯及近代国家主义，尤其极端国家主义。

当代中国学界中，将日本战前与战后两种国家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的，当数孙政所著 《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该书首章即探讨战前

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形成、特点及终结。在回溯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

的形成之前，孙政首先简括了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简言之，日本战前极端国家主义也是西方国家主义在东方的一种表现，

因此它具有国家主义的普遍性特点，即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而存在。

—４—

① 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第４－６页。



·导　　论·

但是，之所以称之为极端国家主义，是因为它又具有与西方国家主义所

不同的特征。这些日本式 ‘极端’特征的形成，与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

以及独特的近代发展历程密切相关。”① 在分析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

成因时，孙政认为：“从日本近代历史来考察，国家主义之所以在建设

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为极端国家主义，原因是多重的。但究其根本，最

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日本国家的形成历程有其特

殊性，形成了日本国体的特异性以及日本人国家观念的特殊性；其二，

日本在形成近代国家的同时，没有形成与此一致的国民，而是形成了无

条件服从于天皇的 ‘臣民’；其三，则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在

这个过程中的助推作用；其四，两次民主运动高潮的不彻底性与妥协

性。”② 上述原因中最为重要的是 “日本国体的特异性以及日本人国家

观念的特殊性”。所谓国体的特异性，是指 “天皇制以握有绝对权力的

天皇为顶峰，由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的名义行使统治权，以军人

敕谕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使国家统一，天皇制就是这种

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③ 近代天皇制是近代日本国家

主义的载体，亦是国家主义的体制化或制度化形态，同时也是国家主义

的意识形态化。孙政的研究，已将凝聚着政治绝对主义的近代天皇制的

确立过程，同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逐渐趋向极端的进程联系起来，由此为

解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提供了参照和媒介，也提供了一条可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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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版，第４０页。

同上书，第４０－４１页。

同上书，第４３页。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路径。

在分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特点时，孙政指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

除具有西方国家主义的普遍性特点即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之外，又有

“不同于西方反动国家主义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之处即 “从意识形态

角度说，日本的极端国家包含有如下几方面特质：天皇主义、家族主义

和农本主义。这些内容决定了其与西方国家主义的性格差异，造成这些

差异的原因在于许多前近代的东西在近代日本没有被清除，相反却被近

代日本国家使用并 ‘发扬光大’了。”①

在上述三种特质中，“天皇主义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最为显著的特

点。如果说西方国家主义完全是近代的产物，那么日本国家主义则通过

天皇把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古代历史，甚至是史前的人类起源都紧密地联

系起来了。而当他们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其真正的目的还

是为了实践现实，同时也指向未来。”② 家族主义是近代日本极端国家

主义的又一重要特点，“家族主义与天皇主义紧密相连不可两分，是支

撑日本走向近代极端国家主义的两大思想基础，同样是西方国家主义所

见不到的特质。”③ 所谓家族主义，是指家族主义的国家观，“家族主义

是近代以来日本国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共同

社会基础。由于国被作为家的扩大，从而使日本传统家道德 ‘孝’成为

忠孝一致、忠君爱国的家族国家观的基础。”④ “总而言之，家族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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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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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版，第５５页。

同上书，第５５页。

同上书，第５８－５９页。

同上书，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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