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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書名: 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作者: 加藤陽子 加藤陽子譯者: 黃美蓉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

內容簡介

向高中生闡述－日本近現代史的最前線

●從甲午戰爭開始到太平洋戰爭期間，近乎每十年就經歷一場大戰的國家日本是以什麼正當性理論說
服人民進行戰爭？
 
●日本在整個一戰期間總共只有1250人的傷亡，為何卻在一戰後出現「國家改造論」、「不改變，便
要亡國」的呼籲？
 
●水野廣德(1875-1945)在一九二○年代為何提出「日本是沒有資格進行戰爭的國家」。
 
●1931年7月(918事變前兩個月)對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進行之意見調查，詢問「為了滿蒙使用武
力，是正當行為嗎？」居然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東大生回答「是」。
 
●2005年由讀賣新聞對日本國民進行的調查。34.2%的人認為「與中國的戰爭、與美國的戰爭都是侵
略戰爭」、33.9%的人認為「與中國的戰爭是侵略戰爭，與美國的戰爭則不是」。在此，我反倒想要
關注「關於在剛才的大戰當時之日本政治領導者及軍事領導者的戰爭責任問題，您認為在戰後已經被
充分爭論？還是不認為呢？」之問題，超過五成的回答是「還未被爭論、幾乎未被爭論」。
 
※
我的專業領域是經常被提出與現代金融危機比較之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及因其而起的世界經濟危
機與戰爭時代，其中也包含一九三○年代的外交與軍事。雖然報紙或電視等會以非常簡單的方式將三
○年代歷史與現今狀況做出比較，但我們應該從三○年代歷史中學到甚麼教訓呢？各位讀者，如果您
被問到甚麼是三○年代的教訓，您能立即答覆嗎？
 
在戰前的政治體制下，由於既有政黨、貴族院、樞密院等諸多道牆的攔阻，因而無法實現應該能提升
國民生活水準之社會民主主義改革要求。結果引發何種狀況呢？因為在既有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實現
社會民主主義改革要求，導致類似改革推動者的軍部之民氣漸高。到目前為止，我最想表達一個令人
畏懼之教訓，也就是當可實現人民正當要求之體制陷於機能不全狀態時，可能會出現藉由讓人民看見
原本不該看見之夢想的類似版，以獲得人民支持之政權勢力。但我完全無意指稱可能會再度出現戰前
時期的陸軍般政治勢力。《雷伊泰島戰記》、《俘虜記》作者大岡昇平也在《戰爭》一書中大膽地闡
述歷史不會單純地再度出現，思考「這條路似曾相識」這件事本身就是失敗主義。
 
此書是以二○○七年底開始至隔年一月新年的五天期間舉行的講座為基礎，構築從序章到第五章之內
容。在序章中，首先說明歷史學家如何運用頭腦觀察對象，讓大家進一步地品味世界知名歷史學家們
對「事件」之外「問題」的厲害，同時也知道如何有趣地解讀歷史。各章探討對象如下：第一章是甲
午戰爭、第二章是日俄戰爭、第三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四章是九一八事變與日中戰爭、第五章則
是太平洋戰爭。若是歷史愛好者，不論從哪一章開始閱讀，應該都會覺得有趣。但歷史並非死背之
物，即使只有一點點，若是認為歷史等看似不像真正學問的人，請務必從序章開始閱讀。
 
在這次的講義中，雖然探討對象依舊相同，但現在將視野稍微放大，例如在序章中，我試著思考以下
三個論點：①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的美國與日中戰爭期間的日本之相同對外認知為何？②在經歷造成龐
大死傷者的戰爭之後，國家為何需要新的社會契約？③盧梭曾說戰爭是對敵國建立憲法及社會之基本
原理進行攻擊之型態，既然如此，被改寫為太平洋戰爭結果的日本之基本原理為何呢？很希望可以抽
離出所謂戰爭之根本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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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到底，本書的主題就在於各個時期的戰爭會對國際關係、地區秩序、該國家及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呢？以及各個時期的戰爭前後會發生何種變化呢？戰爭一邊重複著將自國人民及他國人民共同逼至絕
望深淵的戰爭慘禍，也一邊以應說是一臉認真的表情持續發生。我在課程中，讓學生們思考假如自己
是作戰計畫策畫者，或假如自己是處於被派遣為滿洲移民之立場等。僅在講課時，戰爭重活了。這樣
做的目的在於有必要簡潔明瞭地整合有時的戰爭之根本性特徵、有時的戰爭帶給地區秩序、國家及社
會的影響及變化。其成果，就是本書。
 
再者，本書並非以日本為中心的地心說，也加入中國的觀點及列強的觀點，並融入大量最新研究成
果。如日本與中國相互競爭東亞領導者之結果的甲午戰爭樣貌、俄國方面認同陸海空軍能完美合作並
肩作戰(旅順會戰)這一點才是具有新戰爭型態意義的日俄戰爭樣貌等，均以彷彿親臨現場般方式述說，
因此，不僅是中高生，應該也未背叛中高年讀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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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輕鬆簡單的參考書，這是一本極度激進讀物。而書中沒有直接呈現的激烈性，則深深吸引著
我。」堀江敏幸(早稻田大學教授、日本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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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日本小說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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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從出版後就成為話題，我當時也已經拜讀一回。此次又重新閱讀一次，再度感受到內容的
卓越性。這是一本不會讓人厭倦的書籍。」養老孟司(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讓人印象深刻地有趣。居然能有這樣的著作？是否有許多日本人閱讀此書呢？」鶴見俊輔(京都新聞)
(日本思想家、大眾文化研究者、社會運動者)
 
「不僅是單方面地提出結論，而是明白表達持續通往結論之門的方向－總之，對讀者來說，這也是開
啟評論之讀物。」橋本治(日本小說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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