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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就
國家未來走向產生爭論。保守
派在傳統倫理下，力圖建立君

主專制國家。而改革派為推進變革進程，
力圖仿效歐洲，走立憲的近代化道路。在
自由民權運動的促進下，改革派的制憲主
張佔據了上風。隨後，在天皇名義的主導
下，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立憲進程。1890
年，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色彩的「明治憲法」
終於實施。「明治憲法」共七章七十六
條，包含了臣民權利、政黨政治、議會體
制及分權制衡等內容，這在東方文明體系
的國家中尚屬首次。在立憲的促進下，日
本諸領域有了長足發展，階層等級制度被
憲法廢除，大量有才學的平民進入各行各
業，人才流動頻密。及至大正天皇時代，
無論民主政治或綜合國力，均呈現出強有
力的進取勢頭。

妥協的產物
日本的發展景象頗受當時中國知識階層

的注意。1904年日俄戰爭開始後，日本的
國力得到了檢驗。晚清、民國初期的中國
留學生抱㠥「師法東洋」、「救亡圖存」
的心態到達了日本，所學科目涉及文、
史、哲、法、經、理工、醫學與軍事等諸
多領域。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黨更是以日
本為活動基地。周恩來在東渡日本留學
時，更是以「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
亦英雄」的詩句來展現自己的豪邁心境。
這些旅日中國人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產
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變革的共同追
求，一度使中日政界、學界交往熱絡，因
而那一時期也是中日民間情感最為融洽的
階段。
然而，作為保守與改革之間的妥協產

物，「明治憲法」中留下了不少舊思潮的
殘餘。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對軍隊與
政府體制的規定。為了迎合右翼保守派的
「尊皇」訴求，「明治憲法」第十一條規
定天皇享有軍隊統帥權。而有關天皇權限
的條款，在憲法排列中，全數位於「臣民
權利義務」、「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即
政府制度）之前，從而形成了「軍隊屬於
皇權、皇權高於政府」的格局，軍隊成為
獨立於憲法制衡體制的力量，為日後軍國
主義的泛濫埋下了禍根，最終將日本與亞
洲鄰國帶入戰爭的漩渦。

保守與改革的再較量
「明治憲法」中有關天皇、軍隊的條

款，後來引起了日本改革派的警惕，對於

這些條款所隱含的軍國主義危險，他們更
是憂心忡忡。為消除可能的隱患，日本著
名自由派法學家美濃部達吉，在1912年提
出了「天皇機關說」——即天皇只是日本
的國家機關，而日本的統治權在於全體國
民。根據這一理論，軍隊必須置於國會和
政府的制約之下。
此學說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他們

針對性地提出了「天皇主權說」，以維護
皇權的至高性和軍隊的自主性。原本，這
場學術爭論只局限於東京大學等高等院校
中。但隨㠥時間推移，這一論戰從學府蔓
延到民間。不同意見的人士因認識不同時
常大打出手。在論爭的過程中，上世紀二
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危機，
導致日本的經濟也出現了崩潰跡象。在日
本民間，文明色彩逐漸褪去，以北一輝為
代表的軍國主義與強權思潮鼓吹者，備受
追捧。在這一背景下，有了民粹勢力的鼓
噪，原本對學術爭論不表態的軍方，開始
介入。
1930年，日本海軍部與右翼勢力串聯，

以政府與外國簽訂條約、「侵犯天皇統帥
權」為由向政府發難，間接導致濱口雄幸
內閣下台，濱口本人甚至險些被暗殺。
1932年，海軍極端派人士發動政變，刺殺
了孫中山好友、主張對華友好的首相犬養
毅。1936年發生了陸軍極端勢力主導的
「二二六兵變」，他們以「清君側」的名義
刺殺了財務大臣、內大臣、侍從長等高
官。同年，美濃部達吉等改革派人士相繼
從議會中被除名，遭到迫害，大學之中，
也禁止教授他們的學說與理論。風聲鶴唳
下，備受軍方極端勢力壓迫的岡田啟介內
閣發表「國體明徵聲明」，以官方的身份
否定了「天皇機關說」。1936年，美濃部
達吉遭到右翼分子刺殺而受傷住院，險些

送命。軍國主義勢力的行徑，幾乎摧毀了
「明治憲法」的架構。

憲法退場，戰爭出場
軍方極端勢力對憲法政治一連串的破壞

行為，收到了「實效」。經歷了一系列的
政變、暗殺後，為求自保，日本政界對軍
方的越軌行為緘口不言。文官政府的運作
已經對軍方不能產生任何制約。1937年發
生「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
發。事件發生後，儘管日本內閣一度通過
了處理事變的「不擴大」方針，但日本軍
方如同「九一八事變」時一樣，對文官政
府的命令置若罔聞。約一個月後，為了與
陸軍爭奪侵華的主導權，日本海軍在上海
發動了「八一三淞滬事變」。至此，憲法
體制下的日本文官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對
戰爭事態的控制權，名存實亡。
1941年，陸軍出身的東條英機正式組

閣，文官政府被軍人內閣完全取代；另一
方面，軍方和右翼法西斯勢力取締了日本
國內的所有政黨，實行獨裁統治，國會被
徹底架空，並通過了一連串限制民眾言
論、結社與集會自由的法令。至此，明治
維新、尤其是「明治憲法」頒行以來，所
確立的政黨政治、責任內閣、基本民權等
憲法政治要素幾乎被毀滅殆盡。整個國家

沉浸在狂熱的軍國主義與對外侵略氛圍
中。
憲法的退場，意味㠥戰爭的出場，這不

僅毀滅了日本本國的憲法體制，對他國的
侵略也給中、韓等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曾經在中國文人心目中是師法、學習對象
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了侵略者的形象，
中日之間的民間情感由親近走向了對立，
其餘波一直影響至今。因為濃厚的皇權色
彩及其惡劣影響，「明治憲法」在二戰後
被同盟國徹底廢除。

反思：從保守到極端
伊藤博文在「明治憲法」頒行後，曾經

寫下《帝國憲法義解》與《皇室典範精要》
兩篇大作，試圖將天皇所代表的日本傳統
政治倫理與現代議會民
權政治的架構相結合。
「明治憲法」毫無疑問是
傳統與現代的雜糅。憲
法中類似於「天皇」條
款這樣的傳統倫理因
子，後來成為了專制統
治與對外擴張的工具——
天皇成為國家的主宰，
是國家的主體；軍隊是
以皇道倫理武裝起來的
「皇軍」；對外侵略被視
為是為天皇盡忠；在台
灣等殖民地推行的奴化
教育也被稱之為「皇民
化教育」。
總之，天皇被神格化，

一切軍政事務都以天皇的
名義下達或進行。這樣的
傳統價值的極端化，幾乎
將明治維新以來取得的所

有成就摧毀殆盡，亞洲各國更是深受其
害。1946年昭和天皇發布《人間宣言》，
將天皇定位成普通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軍國主義忠君的蒙昧性，但戰爭、侵略與
殺戮的沉重代價已難以挽回。
對傳統因素在改革中加以改造甚至根

除，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這就是傳統與
現代進行糅合的限度。但是，面對上世紀
二十年代的經濟危機、面對改革帶來的社
會分化，日本沒有選擇在持續的改革中求
得自我飛躍，反而以反科學、反改革的傳
統倫理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不但毀棄
了自身的現代化，也為他國帶來深重的災
難。可見，惟有持續改革，才是國家發展
的正途。這是「明治憲法」在曲折中走向
覆亡的歷史教訓，也是現實的理想影射。

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通過了
新憲法，即現行憲法。較之於「明治憲
法」，現行憲法已經完全剔除了皇權、軍
國主義等要素，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
則。甚至在憲法第九條中，基於承擔戰
爭責任的緣故，明文剝奪了日本的戰爭
發動權。此外，為了防止軍人勢力的再
次坐大，新憲法明確將自衛隊的統帥權
交給了國會下產生的文官政府。因此，
這部憲法又被稱之為「和平憲法」。日本
如何對待現行憲法，一直被中、韓等亞
洲國家所關注，因為這直接牽涉到日本
對過往侵略戰爭的反省程度和認罪表

現。
然而，必須警惕的是，修改甚至推翻

這部「和平憲法」，已經成為了日本國內
的強大思潮。實質上，日本朝野早已就
修憲甚至制定新憲法達成了共識，以完
成所謂「向正常國家轉變」的過程。在
「自衛隊」的名義下，日本已經重新進行
了軍備武裝與整合；儘管憲法規定政教
分離，但是日本朝野政治人物一再參拜
供奉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面對
釣魚島紛爭，日本首相甚至公開宣稱要
動用自衛隊進行反擊。
「明治憲法」時代的理論爭議，遠未

結束，只不過在現代社會換了一種表現
形式，甚至是重演。2000年5月15日，時
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公開發言中表
示：「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道國
家。」此言一出，輿論嘩然。這不僅僅
是對「皇國史觀」的重溫，實際上更是
對戰爭責任的一種變相逃避。那麼， 實
際作為軍方的日本自衛隊，是否超脫了
政治呢？2008年，身為日本空軍司令的
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上將，公
開發表文章《日本是侵略國家嗎》，試圖
為當年的侵略戰爭翻案。雖然事後，他
本人因此被撤職，但此事還是引起了中

韓等國的高度警惕。因為，這是日本戰
後以來，首次有軍方人士發表關於歷史
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公然破壞了「文人
治軍」的原則。
「明治憲法」，造就了日本近代的強

大；「和平憲法」，則奠定了二戰後日本
先進、發達的基礎。然而，兩次大發
展，都暗含㠥保守勢力的沉渣泛起與暗
潮洶湧。「明治憲法」時代，日本民
間、政界，尚有理性力量與軍國主義思
潮對抗。而當今日本，無論是民間還是
政界，右傾化已經成為主流。戰後歷次
國會選舉，勝利的都是保守派。這是比

二戰前更加危險的地方，卻長期不為人
所關注。在當今日本的社會氛圍中，要
產生類似於宮崎寅藏（孫中山先生的好
友）、內山完造（魯迅的好友）這樣的對
華友好人士，實則比二十世紀初更加艱
難。二戰前的日本，內部有改革派的制
約，尚且發動了戰爭。今日日本，已無
真正意義的改革勢力。考察當代中日關
係，尤為需要對日本的近代史與當代史
進行比較分析，因為這直接牽涉到他們
的對外方針，更是民間情感的反映方式
之一。如若「明治憲法」的歷史再次重
演，必將是東亞的一大災難。 文：徐全

現行「和平憲法」之危艱

中日之間，既有戰爭責任、靖國神社等歷史問

題，近來又因釣魚島爭端而導致兩國關係日趨緊

張。考察中日之雙邊互動，除了外交以外，亦可

從日本國內史予以分析。「明治憲法」的誕生，

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具體成果，也奠定了其步入

先進國家的基礎。然而，憲法中的保守條款，也

是後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原因之

一。而當下，日本國內似乎又出現了重演明治歷

史的趨向，令人警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中日爭端的另一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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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

（左二）與日

本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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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日本媒體

報道「二二六兵變」

憲法公布圖

■1946年，通過新憲法

■日本立

憲詔書

■自由派人士美濃部達吉被迫辭去議員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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