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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我的论文集能够以中文出版，我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感到无上的荣幸。
在我看来，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还具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兴奋与荣耀的特殊意义。
在此准备结合日本的历史，对这种意义略加阐述，以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序言。
　　自从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因其幸免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能够迅速推进
现代化的进程。
对于日本这个亚洲的落后国家来说，为了获得其独立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作为在非
欧美的世界极少数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实例之一，这一过程或许也存在一些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方面
。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段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产生了大量负面的影响。
因为这是一段超国家主义的历史，把日本作为神国的神话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天皇制统治的
结构则构成了其实质。
因此，它同时也是一段在国内压制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反复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主义侵
略和统治的历史。
　　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在克服上述两项近代历史的负面遗产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呢？
就对第一个方面的负面遗产，即对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压制进行清算而言，可以说战后的日本已
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由于采用了使天皇制非政治化、保障了国民主权与自由民主主义、宣布放弃战争权利的宪法，战后日
本已经构建了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它至少可以保证1945年之前的体制几乎不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然，也不能说今天就已经完全不存在要求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否定自由与民主主义和鼓
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复古主义的政治势力。
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今后成为日本的多数派，因为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种鼓噪着要恢复旧体
制的势力犯下的乃是可耻的时代性错误。
毫无疑问，我自己也是持这种态度的人之一。
　　那么战后日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的遗产即殖民主义是否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呢？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的，是战后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正面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加以认识。
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被搁置于暧昧状态之中，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则不断地受到首
相与阁僚的正式参拜。
这一切只能说明，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意识是何等稀薄。
另外，那些反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定性为单方面的侵略
战争意味着一种只强调本国历史的否定一面的“自虐史观”；他们的企图就是对这种历史观加以批判
。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摆脱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国范围内丧失自信的状况，民族主义也有所抬
头，并且与这些动向同流合污，从而产生了使人们诚实地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不断受到动摇的危险性
。
　　因此必须承认，虽然战后的日本已经与1945年之前的旧体制进行了决裂，但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应
有的姿态，以解决对于过去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并且对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
对于养育了我的日本这种状态，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罪责。
正因为如此，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自己总是希望战争责任的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
同时一直在以下两个方面不懈地努力。
其中的一方面，是始终以对日本国内那种试图逃避事实、美化历史的言行进行批判为己任。
该论文集反映的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所从事的第二方面的努力，是与日本绝对不应再加以侵略的亚洲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活动
，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作用。
正是这方面的活动为一直致力于欧洲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且以向年轻一代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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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1994年夏天，我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进行了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以霍布斯、洛克、
卢梭为中心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
我在讲授的时候还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那就是为承担着中国现代化使命的年轻一代传授一些
多多少少有意义的知识，并以此作为对日本曾经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
　　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所寄予的愿望的另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着我自己的希望，即通过在对时代的认识方面为现代中国读者提供
一个多少能够发挥作用的立足点，为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承担一点点自己的责任。
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它毕竟是作者在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时的一个主观愿望。
上面说到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
也正因为这本小书对我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岩波书店表示衷心的
感谢。
　　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序言之前，我还要向迄今为止给了我大量支持、关心、帮助与理解的亲爱的中
国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年轻的朋友唐士其博士，他为该书的翻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从他学生时代第一次参加我上面提到的讲座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进行不断的交流。
他让我相信，中国有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于欧洲与日本的政治理论都具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
我相信，与他在学术上的交流，今后也将不断地激发彼此的智慧。
　　此外，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老朋友们。
特别是梁守德、潘国华、方连庆和黄宗良四位教授对我的深厚友情。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让人激动的历史，而与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则让我有幸窥见了中国
知识分子如同长江、黄河一般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
让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梁、潘、方、黄四位教授。
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在这本书中寄托的希望，也会从内心深处为该书能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与人>>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除最后一篇“现代世界中的政治与暴力”之外，都是由作者加藤节教授本人从他
的两部论文集《政治与人》和《政治与知识分子》中挑选出来的。
作为一名学者，加藤教授是通过他辛勤而出色的学术活动向世人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并与日本社会中各
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思想与行为展开斗争的。
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极其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它们虽然主题各不相同，但却又贯穿着一些共同的思想，而且在内容上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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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与国家——为同时代史①而作    一、对同时代史进行考察的视角    （一）同时代史面临的困
难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最困难的，就是写同时代史。
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现实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不同，它往往有可能由于人的意志的作用而转向人
们完全无法预期的方向，因为人的意志本身总是潜藏着导向某些新的事物的动因。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试图加以描述的同时代史，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创造历史的人们自身的作用而
被背叛或者涂改的命运。
    写同时代史的困难，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对像现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的时代进行同时代性的评价或者判断，就不能不冒切断历
史自身发展脉络的风险。
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雄鹰”只有在“一个时代面临着自身的终结，并且再一次试图对自身的
价值进行总结的时候”（里尔克）②才会“起飞”，而在像现在这样一个方向尚不明确并且激烈动荡
的“未完成的”时代，离这种终结尚远。
    另外，还可以指出对当前的时代进行同时代史的考察时使问题变得更为困难的另一方面的因素。
那就是由于这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变化本身的常态化，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变化从什么地方开始到
什么地方结束，以及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理解的历史意识。
由于变化的常态化反过来使人们对变化的感受变得迟钝，从而使入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并不具
有什么与其他时代不同的固有的历史特性，换言之就是产生了把当前的时代作为一串没有起点也没有
终点的无限连续的事件进行把握的倾向。
    （二）对当代史进行考察的视角    但是，就我们而言，希望了解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
种时代认识的欲求，却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充满了激剧的变动而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
这种认识关系到在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自己已经迷失的历史位置的认识，同时
也关系到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问题是，在这种场合我们并没有可能通过已经掌握的知识成果创造出某种对复杂的当代世界进行迅速
解读的全能的范式或者理论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对同时代史进行理解，就必须具有能摆脱过去的理论框架的束缚，对世界进行
自由考察的主体性的思考态度，以及发挥全部的知性与想像力，敢于进行精神冒险的求知勇气。
    也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方法论上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基于这样的立足点对同时代史进行考察。
这就是把在当代世界中失去了自明性的对象作为精神冒险的场所，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同时代史的特性
进行探究。
如果说那些原来自明的、没有疑问的东西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确实性的话，那么对这一事实切实
的关注就能够让我们识别出当代固有的历史特性。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对于在当代世界失去了自明性的到底为何物的判断，从一开始就由于论者的不
同而有所差别。
比如说，像欧洲中心史观以及从历史发展阶段论出发对问题的理解，关于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
义的断言，以及国际关系中对权力政治理论的信仰等等，都具有某些不容忽视的价值。
把当代放在一定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中失去了自明性的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以
国民国家作为既定框架而形成的人与国家的关系。
在当代世界，由于“国民国家的空洞化”福田欢一)越来越严重，以及越来越难以把人们各种各样的要
求闭锁在国家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们已经根本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把国家作为“神的理念”的体现
而实体化，并且把人的价值与义务的根源一元化地归结于他作为这个国家的成员这一事实。
就此而言，对与国民国家一道失去了自明性的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重新加以审视，并且对其中
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当代特征进行考察，就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当代世界认识的切实的课题。
    本文试图对这个课题给出某种解答。
当然，对于失去了自明性的事物进行自觉的考察并非易事，而且，对于错综复杂的人与国家的关系进
行全面的研究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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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下的论述只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对特定的问题进行的尝试性探讨。
这是需要事先加以说明的。
    二、国民国家——虚构与实体    （一）虚拟性    从19世纪以来一直牢固地保持着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单
元地位的国民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双重的意义上具有其虚拟性。
这种虚拟性表现在：首先，国家不过是人类行为所创造的产物；其次，国家又是一种通过把实际上存
在着各种差异的个人虚构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者而形成的“想像的共同体”（B．安德森）。
    简单地说，近代国民国家是以专制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地域性权力机构国家（state）作为外壳，并且
以希腊罗马时期把国家视为人类共同体的观念的近代表述即民族（nation）为其内容，通过把权力的
合法性基础从君主主权转移到人民主权之上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当然，自不待言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贯穿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即打破与专制主义权力相联系的
特权阶层对权利的独占，形成自由的国内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国民国家作为建立单一国民经济体系的要求的产物，作为特定条件下创造出来
的人为的构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虚构。
当然，这种虚拟性同样也通过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波澜，被传递到第三世界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民国防大
学，因为它们同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物。
    然而，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国民国家虚拟性的，应该际法要还是构成国民国家内核的民族概念自身
的虚拟性。
使国民国家始终保持着地域性质的专制主义，以绝对主权的形式通过暴力消灭了使人们相互差异的地
域的、文化的、部族的（ethnic）、身份的和宗教的多元性，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当国民国家肃清了专制主义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民族这样
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概念克服了其成员之间的差别，并且形成了政治社会的共同体特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国家不过是通过把具有各种各样实质性差异的个人抽象为同质的民族的一
员而形成的虚构物，体现这种同质性的则是关于国民普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
而且，这种虚拟性虽然是作为欧洲国家的特征最早出现的，但后来在第三世界却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中要求获得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它们几乎都不具
备任何能够超越地缘和血缘、民族和部族以及语言和宗教对国民的区分的共同体性质。
    （二）实体化的历史条件    近代国民国家虽然如上所述，作为虚拟的、“意识形态的虚构”而存在
，但在事实上却又一直维持着不容置疑的作为国家生活的框架的实体性或者说“现实性”（J．丹）。
简单地说，形成这种现实性的，是以下一些隐藏了国民国家的虚拟性，同时又强化了它的共同体性质
的历史条件。
    从19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产生了以下一些新的条件。
首先，市场机制这一统一的分工体系的出现，导致了国民经济作为一种实体的产生，并且明显地促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减少了那些体制之外与财富的分配绝对无缘的人数。
其次，作为“国民意志”表达机构的议会制度的确立，以普通选举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
以及通过社会立法运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使国家的全部成员都被纳入了体制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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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言对我的论文集能够以中文出版，我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感到无上的荣幸。
在我看来，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还具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兴奋与荣耀的特殊意义。
在此准备结合日本的历史，对这种意义略加阐述，以作为本书中文版的序言。
    自从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因其幸免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能够迅速推进现
代化的进程。
对于日本这个亚洲的落后国家来说，为了获得其独立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作为在非
欧美的世界极少数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实例之一，这一过程或许也存在一些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方面
。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段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产生了大量负面的影响。
因为这是一段超国家主义的历史，把日本作为神国的神话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天皇制统治的
结构则构成了其实质。
因此，它同时也是一段在国内压制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反复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主义侵
略和统治的历史。
    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在克服上述两项近代历史的负面遗产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呢？
就对第一个方面的负面遗产，即对国民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压制进行清算而言，可以说战后的日本已
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由于采用了使天皇制非政治化、保障了国民主权与自由民主主义、宣布放弃战争权利的宪法，战后日
本已经构建了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它至少可以保证1945年之前的体制几乎不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然，也不能说今天就已经完全不存在要求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否定自由与民主主义和鼓
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复古主义的政治势力。
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今后成为日本的多数派，因为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种鼓噪着要恢复旧体
制的势力犯下的乃是可耻的时代性错误。
毫无疑问，我自己也是持这种态度的人之一。
    那么战后日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的遗产即殖民主义是否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呢？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的，是战后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正面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加以认识。
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被搁置于暧昧状态之中，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则不断地受到首
相与阁僚的正式参拜。
这一切只能说明，战后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意识是何等稀薄。
另外，那些反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定性为单方面的侵略
战争意味着一种只强调本国历史的否定一面的“自虐史观”；他们的企图就是对这种历史观加以批判
。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摆脱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国范围内丧失自信的状况，民族主义也有所抬
头，并且与这些动向同流合污，从而产生了使人们诚实地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不断受到动摇的危险性
。
    因此必须承认，虽然战后的日本已经与1945年之前的旧体制进行了决裂，但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应有
的姿态，以解决对于过去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并且对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
对于养育了我的日本这种状态，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罪责。
正因为如此，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自己总是希望战争责任的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
同时一直在以下两个方面不懈地努力。
其中的一方面，是始终以对日本国内那种试图逃避事实、美化历史的言行进行批判为己任。
该论文集反映的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所从事的第二方面的努力，是与日本绝对不应再加以侵略的亚洲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活动，
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作用。
正是这方面的活动为一直致力于欧洲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且以向年轻一代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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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1994年夏天，我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进行了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以霍布斯、洛克、
卢梭为中心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
我在讲授的时候还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那就是为承担着中国现代化使命的年轻一代传授一些
多多少少有意义的知识，并以此作为对日本曾经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
    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所寄予的愿望的另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着我自己的希望，即通过在对时代的认识方面为现代中国读者提供
一个多少能够发挥作用的立足点，为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承担一点点自己的责任。
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它毕竟是作者在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时的一个主观愿望。
上面说到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
也正因为这本小书对我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岩波书店表示衷心的
感谢。
    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序言之前，我还要向迄今为止给了我大量支持、关心、帮助与理解的亲爱的中国
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年轻的朋友唐士其博士，他为该书的翻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从他学生时代第一次参加我上面提到的讲座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进行不断的交流。
他让我相信，中国有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于欧洲与日本的政治理论都具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
我相信，与他在学术上的交流，今后也将不断地激发彼此的智慧。
    此外，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老朋友们。
特别是梁守德、潘国华、方连庆和黄宗良四位教授对我的深厚友情。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让人激动的历史，而与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则让我有幸窥见了中国
知识分子如同长江、黄河一般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
让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梁、潘、方、黄四位教授。
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在这本书中寄托的希望，也会从内心深处为该书能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
                                                                 加藤节                                                              200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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