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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皇国史观”又称“国体史观”ꎬ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

现ꎬ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ꎮ 它的思想因子可追溯到公元 ８ 世纪以汉字书写

的日本古典«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中世纪的«倭姬命世纪»所包涵的“日本神国论”
和“八纮为宇”ꎮ 此后ꎬ经过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镰仓时代的北畠亲房和江户时期的山

鹿素行、本居宣长ꎬ尤其是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和福泽谕吉等人的阐发、发酵ꎬ成为日本

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先导ꎮ １８９４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ꎬ是日本“皇国史观”的重要实

践ꎬ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实现了兼并朝鲜、侵占台湾的目标ꎬ进而推进其

“称霸世界”的战略ꎬ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日本整个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ꎮ
〔关键词〕日本ꎻ皇国史观ꎻ大陆政策ꎻ甲午战争

“皇国史观”又称“国体史观”ꎬ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

现ꎬ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ꎬ认真研究日本“皇国史观”思想的演进及

与甲午战争的关系ꎬ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华战略有重要帮助ꎮ
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ꎮ

一、日本“皇国史观”思想溯源

日本“皇国史观”的思想因子ꎬ可追溯到公元 ８ 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

«古事记»(公元 ７１２ 年成书)、«日本书纪» (公元 ７２０ 年成书)中已有呈示ꎮ 至

中世ꎬ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ꎬ依神明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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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ꎮ 此种神化日本的“神国论”和由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大帝”臆想的“八
纮为宇”理论直接推衍出日本海外扩张和侵略的思想因子ꎮ 所谓“神国论”实际

就是神化天皇、神化日本ꎬ延传至近代就形成“尊皇爱国”为主旨的皇道主义ꎻ〔１〕

所谓“八纮”意指四方四隅ꎬ该词原出自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

训»ꎬ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即以此词ꎬ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ꎬ内称:“兼
六合以开都ꎬ掩八纮而为宇”ꎬ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之下ꎬ而这个“一宇”ꎬ便
是日本天皇的统治ꎮ 这种将“神话”当作“肇国的事实”及“自古以来的国家信

念”以及蕴含于日本意识中的所谓“万世一统”“天埌无穷” 〔２〕 的“国体意识”ꎬ可
视为内在于日本思想深处的“皇国史观”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因子ꎮ

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划分ꎬ学界一般划分为三个时期:镰仓时代(１１８５ －
１３３１)、宝町时代(１３３６ － １５７３)和江户时代(１６０３ － １８６７)ꎮ 对于广义的“皇国史

观”的形成ꎬ一般只是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儒学者和国学者的“国体论”
和“尊皇论”ꎮ〔３〕中国学者刘岳兵认为在幕府时代早期的“镰仓末期北畠亲房所

著«神皇正统记»将神道、儒学、佛教各种思想资源加以整合ꎬ在促使皇国史观形

成一种理论化的形态方面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４〕北畠亲房(１２９３ － １３５４)所著的

«神皇正统记»的目的就是要力图理论地、历史地论证日本是“神国”ꎬ其中儒、
道、佛各种思想实际上都成为其论证“大日本者神国”这一论断的精神资源ꎮ 北

畠亲房还利用了中国的阴阳、五行、五德相生的理论ꎬ论证日本“神国”的主体性

和正统性ꎮ 其核心思想则直接来自于中世纪«倭姬命世纪»中提出的:“大日本

国者神国也ꎮ 依神明之加被ꎬ得国家之安全ꎻ依国家之尊崇ꎬ增神明之灵威”ꎬ是
近代日本“皇国史观”的重要思想资源ꎮ

作为日本“皇国史观”思想资源的“神国论”和“八纮为宇”之说并非是虚幻

的泛泛说辞ꎬ它实际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资源ꎬ成为日本“皇国史观”思想

构架的内核ꎮ 此后日本多次发动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战争ꎬ都可以看到其作为

发动战争的思想内核ꎮ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丰臣秀吉在 １６ 世纪末期两度发动的

大规模侵略战争ꎬ占领朝鲜开城、平壤ꎬ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ꎬ由日本天皇统

治明朝ꎬ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ꎬ“统一天下”ꎬ终因中朝联合在陆战和海战中击

败日军ꎬ丰臣秀吉败归ꎬ后于 １５９８ 年一命呜呼ꎮ 然其“必图朝鲜ꎬ窥视中华”的
扩张侵略的理念则是体现践行“神国论”和“八纮为宇”思想的体现ꎮ

二、日本“皇国史观”的确立与演进

丰臣秀吉败归后ꎬ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的幕府属于江户时代ꎬ虽行“锁国体

制”ꎬ但其对外侵略扩张之意并未消弭ꎬ仍存“掩八纮而为宇”的日本“神国”思想ꎮ
江户幕府初期ꎬ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ꎬ称日本为世界中心ꎬ讴歌“忠节”、

“尚武”的“武士道的精神”ꎬ为近代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的渊源之一ꎮ
江户幕府中期ꎬ本居宣长等人宣传“神国”日本统治世界ꎬ将日本古书«古事

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际帝王ꎬ赞颂“神道”为日本文化的原始精神ꎬ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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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神道”以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ꎮ
江户幕府后期ꎬ日本遭到西方列强欺凌侵略ꎬ日本一批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提

出挽救危机的方略ꎬ其主流意向是一批受“神国论”影响的藩士提出的主张ꎬ其
中著名人物是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和福泽谕吉等人ꎮ

佐藤信渊在其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安抚万国之苍生ꎬ自始便是皇

国君主之要务ꎮ”并说“皇国征伐支那ꎬ如节制得宜ꎬ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ꎮ”
其提出的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ꎮ 如得满洲ꎬ“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

也”ꎮ 并进一步提出:征服支那之后ꎬ再图东南亚、印度ꎬ成为近代日本“皇国史

观”的确立和军国主义侵略方案的先导ꎮ
吉田松荫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鼓吹“神国论”的代表人物ꎬ其在西方列强侵

犯日本之后ꎬ提出“失之于欧美ꎬ补偿于邻国”的思想ꎬ他在«狱是帖»中提出:“我
与俄、美媾和ꎬ既成定局ꎬ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ꎬ失信于夷狄ꎮ 但必须严章程ꎬ
厚信义ꎬ在此期间善蓄国力ꎬ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ꎮ 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

者ꎬ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ꎮ”吉田松荫还提出了“控制南洋而袭印度ꎬ为
将来吞并五大洲作准备”的战略构想ꎬ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前导ꎮ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里ꎬ还培养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

领导人和明治维新的重要骨干ꎮ
１８６７ 年ꎬ德川庆喜在倒幕中被迫宣布还政“天皇”ꎬ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开始ꎬ

同年ꎬ明治天皇发表«宸翰»ꎬ宣布“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ꎬ“开拓万里波涛ꎬ布国

威于四方”ꎬ欲将天下疆域收入治下ꎬ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的梦想ꎬ其目标首

先是邻近的朝鲜、中国的台湾以及中国的东北ꎬ而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

其“远大目标”ꎮ 同时ꎬ日本明治政府明确“神皇绝对权威”ꎬ宣传“神道”ꎮ
１８６９ 年颁布«关于修史的命令»提出“扶植天下之纲常”的“八纮为宇”的思

想ꎮ １８８２ 年颁布«军人敕谕»鼓吹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ꎻ１８８９ 年颁布«大日

本帝国宪法»确立“天皇神道的独一无二”地位ꎻ１８９０ 年颁布«教育敕谕»推行效

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ꎮ
在这一时期ꎬ阐发“神国论”和“皇国史观”的重要人物还有福泽谕吉等人ꎮ

其中福泽谕吉力倡“文明开化”ꎬ学习欧美ꎬ与其“共进退”ꎻ同时把中国、朝鲜等

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化”的“恶友”ꎬ予以抛弃乃至侵凌ꎻ鼓吹“脱亚入欧”ꎮ
１８８７ 年所著«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成为甲午战争的预言ꎮ 同年日本

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ꎬ成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ꎬ其提出:第
一步是攻占台湾ꎬ第二步是吞并朝鲜ꎬ第三步是进军满蒙ꎬ第四步是灭亡中国ꎬ第
五步是征服亚洲ꎬ称霸世界ꎬ实现“八纮为宇”ꎬ标志着日本“皇国史观”指导下的

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称霸世界战略的确立ꎮ

三、日本“皇国史观”思想在中日战争中的实践

１８６８ 年ꎬ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ꎬ经过了 １８７４ 年日本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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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１８７９ 年吞并琉球等试探之后ꎬ已摸到清朝政府妥协软弱的底细ꎬ滋长了其

轻华、侵华的野心ꎮ 一批受“皇国史观”和“八纮为宇”思想影响的明治维新政府

领导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继承、发展并实践了日本“皇国史观”和“八纮为

宇”思想ꎬ鼓吹“征朝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ꎬ成为推行和实践“皇国史

观”指导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领导人ꎮ
１８９０ 年ꎬ日本明治政府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了“主权线”

和“利益线”概念ꎬ强调朝鲜是日本的利益线ꎬ为确保利益线ꎬ进取中国是第一要

务ꎮ 从而将“皇国史观”指导下的对朝、对华的侵略战争的命题ꎬ从实践角度提

上了国会讲坛ꎮ
同时ꎬ为扩军备战保证军需ꎬ日本政府以国家财政收入的 ３０％作为军费ꎬ明

治天皇宣布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款 ３０ 万元补贴海军ꎬ全国官员以 １０％ 的薪俸

作为捐款于海军建设ꎬ半年之内ꎬ从首相伊藤博文到各地贵族、富豪为海军捐款

达 ２００ 万日圆ꎮ 日本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超过 １７００ 万日圆ꎬ以此形式筹集资

金ꎬ几乎举国一致地支持“皇国史观”影响下的“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ꎮ
在日本第四届国会上ꎬ明治天皇明确提出了“兼六合而掩八纮”ꎬ实际上是

批准了对华对朝发动侵略战争ꎮ
在此前后ꎬ日本发动对华情报战ꎬ在中国建立的东洋学馆、日清贸易所等间

谍机构ꎬ伪装为僧人、学者、商人等的日本间谍活跃在中国各地ꎬ说着流利的汉

语ꎬ侦察、收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到地理山川和风土

人情无所不包ꎮ
日本的政客和各式各样的媒体竭力为即将到来的“义战”摇旗呐喊ꎬ形成了

举国上下要求出兵海外的异常兴奋的状态ꎬ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通俗歌

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充斥列岛ꎮ
１８９３ 年ꎬ日本政府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ꎬ颁布«战时大本营条

例»ꎬ日本发动对华、对朝的侵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ꎮ 此时ꎬ日本陆军能够出国

作战的机动兵力有“７ 个野战师团 １２ 多万人ꎬ海军共有大小军舰 ３１ 艘ꎬ鱼雷艇

２４ 艘ꎬ总排水量为 ６. １ 万吨”ꎮ〔５〕

此时ꎬ对日本来说ꎬ唯一缺少的就是战争借口ꎮ １８９４ 年春ꎬ朝鲜半岛发生东

学道农民起义ꎬ李氏王朝于同年 ６ 月 ３ 日向清政府请求“遣兵代剿”ꎮ 日本喜出

望外ꎬ居心叵测怂恿清政府出兵ꎬ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ꎬ清政府信以为真ꎬ
派出直隶总督叶志超带兵 ２０００ 人开赴朝鲜ꎮ

日本诓骗清政府成功的同时ꎬ１８９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ꎬ日本正式成立了由天皇统

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

时最高机构———大本营ꎮ 同日ꎬ一批日本海军开赴朝鲜汉城ꎮ 当清军叶志超率

部队于 ６ 月 １２ 日到达朝鲜牙山时ꎬ日本混成旅团 ７０００ 余人已进驻仁川ꎬ与清军

形成对峙ꎬ实力超清军ꎮ 此时ꎬ朝鲜东学道农民起义已经平息ꎬ“平叛”、“助剿”
的借口已不存在ꎮ 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ꎬ朝鲜也希望日军撤兵ꎮ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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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拒不撤兵ꎬ且继续增兵朝鲜ꎬ并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名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日军攻

入汉城王宫ꎬ驱逐国王ꎬ组成亲日的傀儡政府ꎬ实现其“大陆政策”的重要一

步———占领朝鲜ꎮ 接着ꎬ日本海军无视国际公法不宣而战ꎬ在仁川附近丰岛海面

袭击了清政府雇佣的英国公司 ３ 艘运兵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ꎬ并击

沉运“高升”号ꎬ同时击毙落水者ꎬ致使 ８００ 余名清军葬身大海ꎮ
１８９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ꎬ日本对华宣战ꎬ“战时大本营”迁到广岛ꎬ日本天皇以大元

帅身份到统帅大本营ꎬ举国一致的战时指挥体制正式形成ꎬ日本从陆海两个战场

侵犯中国领土ꎬ实施其“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又一步ꎮ
１８９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与清北洋舰队进行海

战ꎬ结果北洋舰队 ５ 艘军舰被击沉ꎬ４ 艘受伤ꎬ损失惨重ꎻ日本联合舰队ꎬ仅 ４ 艘

舰重伤ꎬ并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ꎮ
与此同时ꎬ山县有朋大将率领日本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ꎬ新编第二军

登陆中国花园口ꎬ两军同时入侵中国本土ꎬ攻陷旅顺ꎬ进行了连续 ４ 天的大屠杀ꎮ
此时虽进隆冬ꎬ日本军队在中国山东荣成登陆ꎬ从后路包抄ꎬ与日本联合舰队协

同作战ꎬ陆海夹击ꎬ将北洋舰队围困在刘公岛军港ꎬ致北洋舰队全军覆灭ꎮ 此后ꎬ
清政府派出李鸿章等赴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ꎮ

中国与日本的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与“八纮为宇”战略思想指导下

的日本军国主义“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ꎮ 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从未有的

巨大的战争利益ꎮ 据记载ꎬ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约为 １５００ 人ꎬ其中

８５％为病死ꎮ 然而日本从战争中得到的回报却是极其丰厚的ꎮ 日本通过迫使清

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ꎬ不仅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ꎬ夺占了台湾和澎湖

列岛ꎬ获得白银 ２. ３ 亿两(含 ３０００ 万两赎辽费)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和在华投资

设厂等特权ꎬ还获得价值 １ 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ꎮ 首次对外战争赌博使日本获

得意想不到的巨额回报ꎬ朝野上下狂妄自大ꎬ野心膨胀ꎬ纷纷推出各类“视捷

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ꎬ日本国内笼罩着一种“大国崛起的民族意

识”ꎬ“大国ꎬ大国民”、“神国”、“大和民族”、“雄飞海外”的论调充斥于世ꎬ日本

各界几乎无不为日本战争的胜利而兴奋、自豪ꎮ
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确立的标志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八纮为宇”思

想的一次重要实践ꎮ 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ꎬ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的华夷秩序ꎬ使
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霸主ꎮ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点ꎬ也是日本

对华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拐点ꎮ 从此ꎬ中日关系完全处于不平等的地位ꎮ 甲午

战争以后ꎬ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ꎬ军部揽权ꎬ军国主义的宣传和军国主义教育

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ꎮ １９０３ 年ꎬ田中智宇把“八纮为宇”概括为“八纮一宇”ꎬ
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ꎮ 从此ꎬ“八纮一宇”成为日本的国家格言ꎮ 其军

政机构悬挂条幅分别为“武运长久”和“八纮一宇”ꎮ 日本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

主义与“皇国史观”的神国论ꎬ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与“八纮一宇”思想ꎬ武士道精

神的好战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ꎬ疯狂地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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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ꎬ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侵略的军国主义不归路ꎮ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ꎬ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巨痛和奇耻大辱ꎮ

北洋海军的覆灭ꎬ不仅宣告中国海军的惨败ꎬ也宣告了洋务运动以来的富强努力

的失败ꎮ 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ꎬ给中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ꎬ
是史无前例的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ꎬ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

步为补偿的ꎮ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戳穿了清政府纸老虎的面目ꎬ对中

华民族形成巨大的冲击ꎬ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ꎮ 甲午战争失败后ꎬ整个中国ꎬ群
情沸腾ꎬ前所未有的议论ꎬ前所未有的激愤ꎬ前所未有的探求ꎬ促使中国人民重新

选择振兴中华的道路ꎮ 沉重的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历史转机ꎬ就在中日«马关

条约»签订的同时ꎬ千余名举人进行了“公车上书”ꎻ此后ꎬ１８９８ 年发生戊戌维新

运动ꎻ１９００ 年发生义和团运动ꎻ１９１１ 年爆发辛亥革命ꎬ彻底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

统治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ꎬ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点ꎬ它激发

了中华民族的觉醒ꎬ形成了强烈的要求改革、进步的爱国主义的巨大历史潮流ꎮ
中日甲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变了亚洲和世界的格局ꎬ大大影响了

２０ 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ꎮ 对中国而言ꎬ甲午战争的失败ꎬ使中国失去了一次

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ꎬ并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ꎻ而从长远

看ꎬ甲午战败的“屈辱记忆”却使中国如同凤凰涅槃ꎬ终于一步步走向辉煌ꎮ 而

日本通过此次战争ꎬ“神国论”和“八纮为宇”的“皇国史观”进一步膨胀ꎬ脱亚入

欧ꎬ继打败中国之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ꎬ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ꎬ此
后不断发起对外侵略战争ꎬ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ꎬ并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彻底失败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皇国史观”影响下的日本军国主义最

终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ꎬ也使日本和亚洲人民深受侵略战争毒害ꎬ这
个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而惨痛ꎮ

时至今日ꎬ以安倍为首相的日本政府不断制造事端ꎬ渲染“中国威胁论”ꎬ修
订了日本和平宪法ꎬ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ꎮ “国虽大ꎬ好战必亡ꎻ
天下虽安ꎬ忘战必危ꎮ”今年时值甲午战争 １２０ 周年之际ꎬ我们反思中日甲午战

争ꎬ必须铭记用血泪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ꎬ彻底洗刷历史的耻辱ꎻ我们必须对日

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保持高度警惕ꎬ必须居安思危ꎬ加强国防ꎬ决不允许历史悲

剧重演!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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