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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

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是由邱静编写的的内容简介如下：在冷战、高度经济增
长、“55年体制”等日本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日本
改宪的政治过程，而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变化。到了20世纪80
年代，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宪法思想的主流是强调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
分子护宪运动影响力的衰退（乃至日本政治的整体变化）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这
里更加不容忽视的思想背景是知识分子团体自身民主思想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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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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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种定位变化一方面是当时各种具体情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支持吉野反
思战争的主张的学者们并不一定具有吉野那样的建立民主战线的意识。即使是思想上与吉野颇有相近
之处的丸山真男，在平谈会成立当时也“很遗憾没能完全理解吉野先生的本意，而是出于更朴素的想
法参加的”。而平谈会的议长安倍能成也在主张拥护和平的同时，怀疑这会有利于共产党势力，对共
产党和大众的和平运动抱有不信任感。这种中立主义代表了当时许多学者的看法，也恰恰证明了吉野
提倡民主战线的必要性。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看法的存在，日本知识分子最终未能建立起日本民主
战线。在平谈会的创立总会上“完全没有关于现实政治的讨论”，这种情况在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紧
迫性而有所改善，但仍是平谈会的弱点之一。 2.部会间的差异？——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者的问题 平谈
会成立后，东京、关西分部各自组成了文科、法政、经济、自然科学等部会，分别开展讨论，并定期
召开总会。从当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然科学者反而比社会科学者更积极提
倡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例如，在《东京地方自然科学部会报告》中，学者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位
学者的声明中“科学家本身并不是给世界招致灾厄的责任者”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对这次给人类带
来严重灾害的战争，我们想要明确指出，自然科学者至少应负有一半——并且是重大的——责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提法与战争中自然科学者的行为和处境有关，并不一定是自然科学者清楚
地认识到战争责任的结果。 正如丸山真男所回忆的那样，“即使是从大学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在组织
上广泛负责的都是自然科学者，在这个背景下，自然科学者提起了‘我们的战争责任’的问题，但作
为个人或作为日本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一定有战争责任的意识”。即使是主张自然科学者应负有一半
战争责任的《东京地方自然科学部会报告》，也只是分析了引起战争的技术、制度原因，并没有继续
对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进行深入追问。他们的反省虽然表面上看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者们更
加“深刻”，但实际上他们并未能理解联合国声明更深层的内涵，并未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与“从人
心开始的战争”作斗争的重要性。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实际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者，而是平谈会整体的
问题之一。如前所述，吉野的问题意识并未被广泛理解。甚至在平谈会议长安倍能成那里也是如此。
例如，在创立总会上，当羽仁五郎提出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时，安倍愤怒地说，“你是说战争责
任在我们吗”，并不认为自己负有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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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将介绍战后
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概述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先驱“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成立、定
位、主要活动。第二章将阐明“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宪法思想及其特征，对比其与战后初期著名日本
知识分子团体“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异同，分析“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宪法观与第九条论，并研究其
内部三种有代表性的宪法思想。第三章将概述“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运动与政治影响，包括对内
阁“宪法调查会”的遏制作用、在安保斗争中的影响以及对地方革新政权的影响。第四章将研究“全
国宪法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宪法再生论坛”、“九条会”等后继知识分
子护宪团体的护宪思想与政治影响，并对比其与“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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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日本的学者，值得一看。
2、邱静师写的挺好的。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五十年代开始持续二十年的护宪运动的核心原则是国民
主权，不是和平主义，所以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判定是有问题的，并由此导致一系列认识误区，挺启
发的。对护宪运动和市民运动的结合虽有提及但限于篇幅没说太多。文末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材料挺好
。总之加个感情分可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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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在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了战后具有战争共同体验、抱有对战争进行反思意识的
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著名专家、学者）自发组成的团体一一“宪法问题研究会”以其独特的方式一一
演讲、发表言论、撰写文章、组织研讨会------等，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对抗政府和社会上为
实现日本“再军备”而竭力推进修改宪法的保守势力，进行不懈斗争的全过程。 书中详细介绍了该组
织在其存在的18年（1958~1976年）中的所作所为；深刻分析了该组织对日本政治发展方向的影响和最
终不得已（成员高龄化）解散造成的损失以及其后各“护宪运动”组织发展的新动向及其与“宪法问
题研究会”的异同等。阅读本书对我们今日了解和认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局变化的趋向性特
征不旡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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