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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性格对其外交战略的影响

崔道伟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社科部

,

河南 郑州 4 5 0 0 0 0 )

【摘 要」日本受国土狭小
、

资源遗乏
、

文化封闭等因素影响
,

国民具有浓重的危机意识
、

等级观念
、

崇强鄙弱等文化性格
,

它深深影响着日本近现代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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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具有很深的文化渊源
,

一千多年前
,

盛唐文化让 日本艳羡不已
,

派人中国的
“

遣唐使
”

助

力 日本社会走向文明
。

然而
,

唐宋之后
,

日本对华

的认识和态度发生逆转
,

不断尝试挑战中国在东亚

的领导地位
。

甲午海战
,

日本彻底在政治
、

经济
、

科

技
、

军事等领域取得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

并在接下

来的战争中愈加疯狂
,

直至战败
。

二战后
,

日本经

济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其主权让渡
、

政局动荡
、

文化

迷失
、

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等乱象
。

近年来
,

中日关

系一波三折
,

尤其 自 2 0 12 年 日本
“

购岛闹剧
”

以来
,

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

临近冰点
。

面对 日本这个地缘相近而又情感渐远的邻居
,

通过借助对其国民性格的分析
,

可 以更好地捕捉和

把握与之相处之道
。

一
、

岛国心态
,

危机意识
,

促使对 生存空间的

欲望和贪婪
日本国土狭长

,

环岛皆海
,

生存空 间有限
。

古

时
,

受航海技术限制
,

长期与外界隔绝
,

较为封闭
。

加之地壳板块变动剧烈
,

日本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多

火山
、

多地震
、

多海啸国家
,

火山爆发伴随地震冲

击
,

以及震后可能发生的海啸侵袭
,

给 日本国民蒙

上浓重的心理阴影
,

加剧了岛国生存的孤立感和不

安全感
。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

孤立而

多灾的恶劣外部环境
,

推动了日本民族形成了强烈

和统一的内在认同
,

强烈的充满危机的
“

岛国意识
”

就是在这种土壤中逐渐孕育形成
。 「卿

5

岛国心态的
“

衍生产品
”

就是潜在的危机意识

和外向冲动
,

日本人对生存空间的压抑和资源能源

的短缺忧心忡忡
,

与周边国家发生的各种冲突
,

其

心理基石也在于因资源 匿乏而激发的占有和积累

欲望
。

他们从未忘记二战时期被美军切断资源补

给线的痛楚
。

现在
,

日本拼命和中国争东海油气田

和钓鱼岛
,

以及到茫茫太平洋加固所谓的
“

冲之鸟

礁
” ,

可见其对资源的极度忧虑
,

加之 日本运输的海

路大半要经过中国南海
,

这就不难理解日本插手南

海的动机了
。

一方面
,

岛国狭小的生存环境使得 日本民族充

满忧患意识
,

勇于面对来 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竞争的

严峻挑战
。

另一方面
,

狭小的地理空间
,

密闭的生

存环境
,

匿乏 的自然资源
,

使得 日本民族容易形成

一种局促狭隘的眼光和复杂的心态
,

不时萌发探寻

外部世界的好奇
,

从而时时向外凯觑和窥探
,

潜在

地牵动了日本民族逐渐拓展 自己疆域
、

踏足大陆的

侵略意识
。

二
、

集团主义
,

等级秩序
,

激发 日本国民
“
忠君

爱国
”
思想

历史上
,

日本的政治治理方式比较单一
,

即所

谓的
“

万世一系
” 。

从政治架构上看
,

日本天皇作为

最高统治者的国家象征从未改变
,

日本也从未改朝

换代过
。

民族构成的单一性
,

政治认同的神圣性
,

客观上加强了 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

大家庭的 日本集团主义意识
。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

价值观的长期累积
,

培养了 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

意识— 个人利益服从集团利益
,

个人与集团成员

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
。 “

在日本

人眼里
,

成功与失败都是集体的事
,

这个集体的每

一员不论其工作表现如何
,

都必须与整个集体同甘

共苦
’ , 。 「2 op 62

千百年来
,

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

社会里
。

随着幕府封建制度的强化
,

其社会被进一

步划分为士
、

农
、

工
、

商四个层次
,

仅武士阶层就有

十多个等级
。

明治维新后
,

虽然日本从西方大肆输

人欧美文化
,

但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

动摇过
,

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
。

整个社会强

调主从关系
,

等级分明
,

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

简单地还原成
“

上级
”

与
“

下级
”

这种单一的军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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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

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
,

没有权利
。

严格的

等级制度导致 日本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

念
,

逐步发展成一种以
“

等级制
”

为特色的国家对外

战略
。 「3l p 39 5

集团主义和等级制度发展到近代
,

即演变成为

所谓的
“

忠君爱国
”

思想
,

由于对天皇的盲目崇拜
,

日本人相信 自古以来 日本就是神国
,

天照大神会给

予 日本特殊的照顾
,

为后来 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家抱

着侥幸心理发动战争
,

发动世界大战埋下祸根
。

日

本向外输出战争
,

美其名曰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国际

等级新秩序
,

只不过他们设想位居等级高端的应是

日本民族
。

在近代 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
,

集团主义的变种— 剥夺 自我
、

抹杀人性的军国主

义
,

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
,

造就了无数愚昧
、

狂热的亡命之徒
,

一批批奔赴战场
,

成为日本侵略

扩张的工具和炮灰
。

三
、

耻感文化
,

矛盾性格
,

致使 日本外交政策

反复无常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

日本主要是吸纳和

接受其他文明的精髓
,

并转化成 自己的文化内涵
。

日本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

日本民族将儒家倡导

的
“

丰L
、

义
、

廉
、

耻
”

中的
“

耻
”

拿出来单独加以改良
,

以符合 日本社会传统
,

形成所谓的
“

耻感文化
” 。 “

耻

感文化
”

强调外在约束
,

忽略内心 道德情感制约
。

从传统观念上看
,

日本人的行为是由别人的态度来

决定的
,

上级
、

政府
、

抑或天皇可 以定义善与恶
、

是

与非
、

正义与邪恶等概念
,

自己所能做的就是服从
,

即使错了或有罪
,

只要罪行没有暴露
,

就不必懊恼

和忏悔
。 “

耻感文化
”

深深渗透至 日本人的灵魂深

处
,

其外交战略较少考虑道德因素
,

具有浓重的蒙

昧盲从
、

尚武好战色彩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中国先

贤们的仁义和合精神似乎一开始就被热衷于征战

传奇的大和民族冷落了
。 日护

明治维新前
,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
,

感到内

心的耻辱
。

通过维新变法
,

日本以极强的精神和极

快的速度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

使 日本迅速崛起

成为东方强 国
,

野心也随国力愈加膨胀
,

一步步滑

向战争的深渊
。

日本人对战争的责任和态度极其

模糊
,

缺乏理性反思和认真反省
,

不管是
“

靖国神

社
” ,

还是
“

历史教科书
” 、 “

从军慰安妇
”

等问题
,

日

本极力否认侵略
,

回避战争罪责
,

缺乏一个民族应

有的气度和担当
。

日本民族性格极其矛盾
,

常常令人费解
。

美国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 日本民族性有精辟分析
,

`

旧 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
,

默武而又爱美
,

据

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
,

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
,

驯

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
,

忠贞而又易于叛变
,

勇敢而

又懦弱
,

保守而又求新
。 ” 「卿菊本是 日本皇室家徽

,

刀是武家文化象征
。

鲜花和 凶器放在一起
,

描绘出

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状态
,

这两个内涵迥异的意

象
,

意在象征 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 日本文化的双

重性
。

在国内
,

日本人彬彬有礼
,

含蓄腼腆
。

一出

国门
,

原形毕露
,

不惜损害他国于战火
,

甚至杀伐无

度
。

二战中
,

日本军人罪恶滔天
,

战后回到国内闭

口不言战争罪过
,

过起了闲适安逸的平静 日子
,

并

不觉心理不安和谴责
。

双重性的民族特性对于 日本外交政策的确立

和外交活动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
。

面对台湾问

题
,

一些 日本政客怀着阴暗心理
,

表现出极为短视

的政治取向
,

公开或隐秘地搞一些有损中国统一的

小动作 ; 2 0 11 年 日本发生海啸
,

一方面表示感谢中

国援助 ;另一方面
,

却傲慢地要求中国将援助物资

自行运往核污染灾区 ; 2 0 12 年 日本
“

购岛闹剧
”

上演

后
,

中方宣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
,

日本叫嚣中国单

方面改变钓鱼岛现状 ; 2 0 13 年当中国划定东海防空

识别区后
,

安倍政府强烈抗议中方主张
,

殊不知 日

本已经划定防空识别区长达 44 年之久
。

这种国民

性格的矛盾性
,

使得 日本的外交价值观摇摆不定
,

行为怪异
,

让国际社会琢磨不透
。

四
、

武士精神
,

坚韧顽 固
,

诱发 日本军国主义

思潮的泛滥

武士精神又被称作武士道精神
,

它对 日本国民

性格的影响至深至远
。

日本有句谚语
“

花数樱花
,

人数武士
” ,

表明武士阶层在 日本社会受到普遍尊

崇
。

11 世纪前后
,

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崛起
,

成为近千年 日本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
。

武士文化

的思维模式多变而复杂
,

崇尚刚猛
、

恃强与冒险
,

非

理性地迷信武力和暴力
,

深信优胜劣汰
、

弱肉强食

的法则
。

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就是
“

忠
” ,

他们视名誉

重于生命
,

为了荣誉可 以不顾一切
, “

当丧失名誉

时
,

唯有死是其解脱
,

死是摆脱耻辱的可靠避难

所
’ , 。 。6op6 7

武士道精神是 日本传统武家文化与儒学的忠

孝名分观念
、

禅宗的
“

死生一如
”

思想相结合的产

物
,

是武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长期熏陶的结果
。

武

士通过地狱般的训练
,

血洒疆场
,

誓死报效主君
。

这种理念造就下 的武士
,

就会成杀人不眨眼 的屠

夫
。

侵华战争中的 日本士兵对中国百姓的杀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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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用其极
,

细菌战
、

毒气战
、

虐杀俘虏等暴行
,

公

然践踏《日内瓦公约 》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
。

武士 的精神境界为日本国民广为向往和憧憬
,

成为
“

理想
”

的人生模式
。

日本国民性中的尚武
、

施

暴
、

好斗
、

不怕死
、

不认输的特征与武士文化息息相

关
,

在这种人生追求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
,

极易

形成施暴冲动与挺而走险的赌徒心理
。

在对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
,

日本政府不认

错
、

不反思
、

不服输的立场
,

具有典型的缺乏理性
、

顽固不化的武士风格
。

上世纪 80 年代 日本成为经

济大国
,

中曾根康弘打着
“

战后总决算
”

的旗帜
,

追

求政治大国化
。

小泉时期
,

日本执意申请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安倍上台后
,

提出
“

摆脱战

后政治体制
”

的战略方针
,

日本的国家战略更加右

倾化
,

更富进攻型
。

日本一方面希望继续狐假虎威

与美国形成军事共治
,

另一方面
,

其谋求成为亚洲

领导者的梦想
,

从未消减
。 口衅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尝

试
,

日本已经把
“

和平宪法
”

的和平实质抽空
,

基本

完成了修宪的必要准备
,

近十年来的 日本政坛
,

犹

似一场推动军国主义复活的接力赛
,

一次次把 日本

置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境地
,

暴露出 日本政客反复

无常
、

缺乏诚信的本质
。

五
、

崇拜强者
,

鄙视弱者
,

导致 日本国际定位

的偏差和迷失

历史上
,

中日两国有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

的时期
,

那就是 日本派遣规模巨大
、

次数频繁的遣

唐使赴盛唐学习的历史
。

然而
,

唐宋之后
,

尤其近

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压时
,

日本开始对中国的权威加

以蔑视和挑战
,

被称为
“

明治维新改革之父
”

的福泽

谕吉认为
,

中国
、

朝鲜等国乃
“

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

“

丑类
” ,

必须由日本主导加以改造
。 「枷 30 日本转而提

出
“

脱亚人欧
” ,

选择与强者为伍是 日本民族具有广

泛共识的心理基石
。

在
“

强者为美
”

民族心理的唆使下
,

日本外交先

是倒向大英帝国
,

后又转向法西斯德国
,

二战后彻

底追随并依附美 国
。

二战日本本土 20 多万人死于

原子弹空袭
,

几乎所有城市遭遇美军狂轰乱炸
。

按

理
,

日美两国应该仇人相见
,

不共戴天
。

令人膛 目

的是
,

天皇宣布投降后
,

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没有遇

到任何情绪的反弹和行动的阻碍
,

美军对 日本人迅

速表现出的积极配合态度无不感到吃惊
,

日本天皇

甚至专程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
,

这种无原则的急转

让不了解 日本的人感到手足无措
。 「9]
战后

“

欧美民

族优等论
”

赢得日本国民的一致认同
,

仿效美国
,

追

随强者
,

拜倒在西方脚下等论调迅速被日本上下接

受和认可
。

而今
,

强化日美同盟
,

赢得美国保护
,

满

足美国各种要求在 日本政坛成为公认的施政方针
。

作为极端表现
,

对强者的崇拜
,

必然产生对弱

者不屑和蔑视
。

在日本国内
,

恃强凌弱的事情
,

不

仅在学校发生
,

在日本的企业和社会团体中也屡见

不鲜
。

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
,

狐假虎威
,

恃强凌弱
,

缺少公正的气度和人文主义精神
。

近年来
,

中国综

合国力迅速增长
,

国际地位直线上升
,

日本政界乃

至社会出现焦虑和恐慌的情绪
,

随即提出
“

返亚脱

欧
”

的理念
,

在 自身身份定位上产生了相当程度的

模糊和混乱
。

从民族心理上说
,

日本出现的
“

定位

困惑
”

问题
,

是其
“

自我认知
”

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

现
。 「̀0n] 77

当前
,

日本挟美 自重
,

拉拢周边国家围堵中

国
,

积极为军国主义复活摇旗呐喊
,

在错误的历史

轨道上越滑越远
。

读懂一个民族
,

文化是最好的切人点
,

国民性

格是民族文化的最好注脚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研究

本质更有助于解析现象
。

站在一个更高
、

更长远的

维度看待中日关系
,

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更加宽广

的视野
、

更加优秀 的品质
、

更加强大的实力
,

使民族

复兴之路更加坚实和壮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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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认为人类的存亡与 自然的发展总是生死与共的
,

人应该与大自然保持协调一致
。

与大 自然相协调
,

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性
,

这个观点在彝族人民的生

产生活禁忌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

比如在生产上 的

禁忌有
: “

火 日不播种
” 、 “

枯焦 日不播种
” 。

牧民根

据季节游牧
,

夏季禁忌迁徙
,

是因为夏季是牧草生

长的季节
,

随便搬迁会践踏牧草生长
。

对动物的禁

忌
,

如不在动物繁衍期和交配期捕猎
,

不做灭绝性

的猎杀等都是不干扰动物的正常生长繁衍
。

彝民

族人民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 自然
,

这种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诸多宗教禁忌
、

世俗禁

忌
,

在客观上体现了彝民族人民保持自然和谐完整

的生态意识
。 「5]

崇拜神灵的彝族人
,

在对自然的敬畏过程中
,

自

觉地维护和保护了自然生态
,

其宗教意识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

彝族传统的生态观认为
“

杉

树护竹林
,

竹头不沾露 ;竹子护杉树
,

杉根不进风
” ;

“

大山若和谐
,

不起风和雨 ;原野若和谐
,

牛羊会兴旺 ;

江河若和谐
,

鱼虾会兴旺 ;社会若和谐
,

人类会兴

旺
。 ” 日l
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生态危机

,

保护生态就是

保护人类自己
。

凉山彝族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西部

大开发的背景下
,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和挑

战
,

也面临着怎样保护生态环境新的考验
。

如何保护

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
,

我们要从凉山彝族人民传统的

生态道德观中汲取精华
,

发掘
、

整理并有意识地利用

彝族传统生态伦理道德观
、

传统习俗以及传统文化中

的生态智慧
,

使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

使凉

山彝区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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