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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风靡一时的“小日本主义”
“大日本主义”是二战时期日

本开辟东亚战场的主要指导思想，
其主旨在于扩大领土与对殖民地
的掠夺。其实在二战前及二战
后，有另一种“小日本主义”思想
风靡一时。它的提出者，是日本
著名的“65日首相”石桥湛山。

石桥湛山提出“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于 1884 年 9 月出生
在日本东京，父亲是莲宗僧人杉田
湛誓。石桥湛山最早在《每日新
闻》和《东洋经济新报》做记者和专
栏撰稿人。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
日本国内对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萌生了吞并中国
东北、主宰东亚的扩张念头，“优良
民族统治论”恶性膨胀。日本国会
开始不遗余力地以武士道精神为基
础，在舆论和军备上努力打造“大日
本主义”，策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以确保所谓的国家长远利益。

石桥湛山以经济学硕士的敏
锐，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数据，

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小日本主
义”，大力宣扬“拥有殖民地在经济
上没有价值”，认为“少而精的民族
团结性和智慧性”才是真正的强国
之路。在“大日本主义”“大亚洲主
义”侵略理论甚嚣尘上之时，1921
年7月起，石桥湛山连续发表长文

《大日本主义的幻想》，反对日本发
动对外侵略战争，指出领土扩张政
策只能造成四邻皆敌，经济上得不
偿失，国防上军备沉重，主张“国民
与国民的交往是永远的”，日本“不
要做将来后悔的事”。

起初被认为“不合时宜”

只是，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
的冲击之下，石桥湛山的观念显然

“不合时宜”，“小日本主义”并未引
起日本主流社会的足够重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坚守
“大日本主义”的“满蒙领有论”已
经成为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得
到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支持。在
国内媒体几乎一边倒的“侵略有
理”叫嚣声中，石桥湛山及其《东洋

经济新报》的“满蒙放弃论”“放弃
一切论”仅仅是极少数自由知识分
子的微弱呼声。相反，日本政府和
军部控制的舆论界则开动了全国
的宣传机器，在极力宣传“满蒙领
有论”的浪潮中，随处可见大众传
媒要求民众支持军部、支持侵略战
争的狂热鼓动。

当然，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
义”也并非出自道德和人道，其目
的是为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
利益。只是在日本举国上下狂热
扩张氛围中，“小日本主义”未能
对社会舆论和国策产生多少影
响。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东洋经
济新报》对舆论没有影响力，一点
也没有打击到政府，政府才让它
随便谈论。

二战后受到高度评价

二战结束后，“大日本主义”被
彻底打回原形，日本当局被迫无奈
地放弃了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大
日本主义”。自然而然地，他们想
起了“小日本主义”。

1956 年 12 月，一直被压制的
石桥湛山于是被推举上台，以 72
岁高龄成为日本第 55 任首相，背
着战败的罪名奔走于国际审判与
国民自救的夹缝之间，收拾战败的
烂摊子。

石桥湛山上任伊始就大力改
善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驻日美军
的极力反对下，他力排众议，实施
了多项惠民政策，安抚了国民的不
安定感，下重手投猛药，全力发展
立足本国实际的经济建设。从这
时开始，日本经历了至 1970 年代
的“黄金十五年”发展，年均经济增
长在 15%左右，走的就是“产业立
国”路线。而“小日本主义”思想也
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
发展，被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
木武夫率领的鸽派所继承。

只是，内忧外患，刚刚战败的
日本实在太让年事已高的石桥湛
山操心了，1957年2月25日，石桥
湛山因病辞职，任期仅为 65 天。
1973 年 4 月 25 日，石桥湛山以 89
岁高龄去世。（摘编自《文史博
览》《世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