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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甲午战争直至日本战败（1895—1945年），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蔑视型中国观进
一步固化，对于中国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
，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均否定其积极意义，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
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
由于持有此种认识的主体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
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中国亡国观”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
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并成为支配性观点，导致日本最终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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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中国亡国观”的雏形——走上侵华之路1一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转移与甲午战争的发动
二日本对华观的全民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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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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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参谋本部的强权主义“分裂论”及其对策 陆军最为重要的政策是极力推进大陆政策以及
强化军备。
相对而言，山县、寺内作为陆军的最高层，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的能动性，其大陆政策也主要集中
在“满洲权益”的巩固和扩大上。
而参谋本部作为军令机关，持有中国客体观，无视中国的能动性，把中国视为日本扩张的客体对象。
他们对于大陆政策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东北，而是着眼于全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
辛亥革命对于参谋本部来说是日本分裂中国、操控中国的大好时机。
 1910年12月，陆军省内部起草了名为《对清策案》的文书，其中预测中国政变将近，列强有可能动用
武力加以干涉，届时日本将成为核心成员。
对清作战的胜败当然是明确的，但日本在中国本土上扶植的利权较少，而清政府的赔偿能力也极为有
限，故有恐再次出现庚子事变中劳多得少的结果。
而且，如果对清作战不能推翻清朝统治，就会陷入以庞大的国土和国民为对手的长期泥沼化战争。
该方案从战略合理性出发，主张对清作战应以“获取利益”为重点，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陆军省对上述方案进行了修改，加入如下内容： 有人往往过于乐观地解释支那。
然支那并不逆世界大势而动，纵然有所迟缓，但其进步之状与甲午之役时相比一目了然。
随着回收利权、排外思想的发展，他们产生了民心渐次统一的倾向。
故对于过度的轻视必须要慎重。
 对于担心战争长期化的内容，参谋本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地广人多的清国人是最易驾驭的人民
。
他们为君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国民奋起斗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假令有也是）”。
参谋本部主张删除有关担心战争长期化一节，但被陆军省拒绝。
上述内容的插入以及保留，反映了陆军省最高首脑即寺内正毅的意见，山县也阐述过相同看法。
从上述经过来看，参谋本部绝大多数人都持有中国客体观。
 北冈伸一的研究表明，日俄战争以后，陆军内部逐渐确立了寺内体制。
寺内于1892年3月就任陆相，一直到1911年8月历经九年五个月才下台。
尤其是在为日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儿玉源太郎死后，寺内不仅成为陆军长州藩阀的要人，而且
成为整个陆军实际领导人中的头号人物。
虽然也有不少人在日俄战争中立功，但寺内一方面与山县、桂太郎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将少壮
派军官集结在自己周围，从而确立了寺内体制。
在寺内体制中，长州人不仅在陆军内部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还将触角伸向参谋本部，陆军省通过渗透
到参谋本部的长州人确立了相对于参谋本部的优越地位。
这就决定了参谋本部过度推行大陆政策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陆军高层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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