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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1948 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北京 100010)

　　摘　要 :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加剧 ,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由原来“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

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而 1947 —1948 年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冷战与美国对日主导思想的变化、日本国内经

济和社会状况、美国国内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它确立了美日冷战盟友关

系 ,对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内战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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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effects of U. S. pol icy towards Japan in 1947 -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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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as the Cold War exacerbated , the U. S. changed its policy towards Japan from ”demilitariz2

ing and democratizing Japan”to ”actively bolstering the restoration of Japan”, which occurred mainly in 1947 - 48. The cause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can be argu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the Cold War and changes in America’s leading attitude towards

Japan ; Japa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America’s domestic factors. As a result , this transformation led to , first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l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 second , grea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2

tions in the U. S. and Japan and particularly the break out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6 -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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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 ,国际形势跌宕起伏 ,美苏矛盾恶化 ,冷战在

1947 年后全面展开。应形势发展 ,美国的对日政策从“以

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

复兴”,其调整幅度巨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

美国对日政策的历史的考察 ,探究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原

因及其深远影响。

　　1 　占领初期对日本的改造和美
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

战后初期 ,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 :在政治上 ,遏

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的扩张 ,控制中间地带

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之沿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

上 ,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 ,确立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

易体系 ;在意识形态方面 ,则配合其政治和经济战略 ,利用

战后的有利形势 ,扩张其自由民主观念 ,抵制共产主义的

传播。

美国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

威胁 ,并将其发展成按美国式民主原则运作的政府。为

此 ,美国占领当局以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为中心 ,先后发布

了一系列指令 ,采取了各种措施 ,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

改造。政治上 ,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公民言论和新闻自由 ,

并取消对政治、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限制 ;逮捕战犯 ,并设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 ;取缔了一些鼓吹日本

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团体或其他组织 ,整肃公

职人员和企业界头面人物、地方各级官员、大部分重要

工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精英以及各宣传和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 :2003 - 03 - 15

　　作者简介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第 5 卷第 2 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0 0 3 年 6 月

Vol . 5 , No . 2 　　 　 　　 　　 J OU RNAL O F HI T ( SOCIAL SCI ENCES EDI TION) 　　　　　　 J un . ,2003



领域有影响的人物。经济上 , 1945 年 11 月 6 日 ,盟军最

高统帅部发布了解散财阀的基本指令。1945 年 12 月 9

日 ,盟军最高统帅部向日本政府发出《农地改革备忘录》,

要求其解放农民 ,铲除农业结构上的问题 ,并提出农地改

革计划。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使日本的经济体制实现了

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思想文化方面 ,1945 年 10 月 ,最高

统帅部颁布两项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清除极端民族主义和

军国主义思想 ,引进新的教育原则 ,以培养有教养、爱好和

平和有责任感的公民 ;建立教师审查机制 ,把所有军国主

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从教职中清除出去。通过改革 ,实

现了教育内容和教育管理的民主化 ,日本的初高等教育在

短期内得到较快发展 ,教师也获得了组织教师联合会的自

由。日本的教师联合会不久便成为一支抵制任何民族主

义和专制主义再起的强有力的力量[ 1 ] 。

在盟军占领日本的最初两年中 ,最高统帅部根据华盛

顿的指令 ,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对日本进行

了一系列改造 ,基本奠定了战后日本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

础。更重要的是 ,在美国看来 ,通过占领和改造 ,他们已经

取得了对日本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和灌输美国式自由民主

观念的胜利。

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 ,是随着各种形势

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

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

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美、日的国内因素

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 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 ,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及其共

产主义的扩张 ,在占领日本的最初两年中 ,基本上采取了

严厉的改造政策 ,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 ,

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

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 ,“杜鲁门主义”

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

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

大 ,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 ,“到 1948 年 ,对共产主

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2 ]中国、

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

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

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 ,特别是 1947 年下半

年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 ,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

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 ,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

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

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 1946 年

2 月 ,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

问题 ,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 ,但对蒋介石和国

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

样 ,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 ,国务院远东司

在 1946 年底 1947 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 (“博顿草

案”)中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

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1947 年以后 ,国际形势促使美

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 ,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

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各方

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

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

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缔约

的时机、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是否重新武

装日本等三个问题上。

1947 年 9 月以后 ,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 ,美国

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 ,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 ,并加

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 年 10 月 ,三部协调委员会的

SWNCC384 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

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

和约的 PPS/ 10 号文件提出推迟媾和[ 4 ] 。1948 年 1 月 22

日 ,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 SWNCC384 号文件 ,要求“做

出更多的努力 ,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

自足 ⋯⋯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 ,在

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 ,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 5 ] 。1948 年

3 月 ,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 ,分别代表

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 ,

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

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 ,把美

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 ,确

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 ,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

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 ,应尽早缔结对日和

约 ,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

彻底、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 ,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 ,大

幅度减轻赔偿 ,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6 ] 。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 PPS28 号文件[ 7 ] ,

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 PPS/

28/ 2 号文件提交国务卿 ,并于 6 月 2 日作为国家安全委

员会 NSC13 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 年

10 月 7 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 NSC13/ 2 号

文件[ 8 ] ,9 日 ,杜鲁门予以批准 ,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

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

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 ,该文

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

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

国际形势 ,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

日本经济复兴问题 ,它明确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

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 ,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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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的

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 ,而

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成盟友 ,取代中国对抗苏联势力在

远东的扩展和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冲击。这样 ,NSC13/ 2

号文件标志着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主导思想完成了转变。

在美国各部就对日政策进行辩论的同时 ,美国政府和

占领当局已开始了对日政策的具体转变。1948 年 2 月 3

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 ,允许美国商人进入日本 ,延长了

滞留日本的时间 ,并促使他们与日本的个人、商业公司以

及外贸商等进行交流[ 9 ] 。在解散财阀问题上 ,德雷帕在

1948 年 4 月 7 日宣布华盛顿已废除了 FEC230 号文件 ,随

后成立了一个“排除集中评估委员会”,并于 1948 年 5 月

派往日本。该委员会很快即把已确定解散的 325 家公司

中的 150 家排除在外 ,对其余的则未做决定。到 1949 年

8 月 3 日该委员会解散时 ,297 家公司被免于解散 ,11 家

被要求解散。在赔偿问题上 ,美国由最初严厉的赔偿规定

迅速缓和态势。鲍莱方案对日本赔偿问题做出了严厉的

规定 ;斯特瑞克代表团在 1948 年 2 月发表的《日本工业赔

偿调查报告》不但大大削减了日本的赔偿数额 ,而且减少

了对日本工业水准的限制 ;1948 年德雷帕调查团发表的

题为《关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形势及展望》的报告又大量

削减了日本的赔偿 ,并明确提出要复兴日本经济 ;到 1949

年 5 月 ,华盛顿就宣布赔偿计划已经成功解决了。在削减

日本赔偿的同时 ,也逐步放松了对财阀的限制。美国还制

定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其他措施 ,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美

国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上。对于

整肃问题 ,则逐步放宽了对战犯的整肃和审判。远东事务

局局长巴特沃斯在 1948 年 1 月 16 日致电负责占领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苏兹曼 ,建议修改原来有关整肃问题的限制

条件[ 10 ] 。此外 ,还采取了一些限制劳工运动的政策 ,以建

立日本政府稳定的统治秩序。

(2)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在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 ,日本国内的经济和

社会状况也是促使美国对日政策调整和转变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 ,美国在占领时期的对日政策一直根据日本国内政

治和社会情况进行着调整。

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后初期 ,日本

通货膨胀严重、原料燃料短缺、粮食匮乏 ,随着日本军队的

复员 ,失业人口也剧增。1945 年 10 月 ,日本本土只有 18

万吨钢 ,锭钢年产量还不到 100 万吨 ,而战时最高年产量

达 400 万吨 ;煤的年产量也从最高时的 4 000 万吨下降到

2 100 万吨 ;食品的生产和分配也下降到日本人最低生活

水平之下。日本大城市的经济结构被摧毁[ 11 ] 。这在

1945 年底和 1946 年初一直是困扰占领当局和美国政府

的问题。到 1947 年底 ,日本的工业产量只有 1930 —1934

年平均产量的 45 % ,出口量只有同期平均数的 10 % ,进口

大约是 30 %[ 12 ] 。

与此同时 ,占领当局解散日本财阀的行动遭到日本政

府内保守势力的抵制 ,他们故意采取通货膨胀政策 ,使得

经济秩序更加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愈演愈烈 ,使得

劳资矛盾日趋严重。1946 年春天 ,东京等地爆发了一系

列的群众示威运动。随后 ,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会组

织在 10 月份发起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的运动。到

1947 年 1 月 ,官公厅工人组成的各派工会临时成立“全国

工会临时斗争委员会”,发表《二·一总罢工宣言》,号召发

动“二·一总罢工”。为在日本建立稳定的秩序 ,日本议会

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于 1946 年 9 月通过了《劳动关系调

整法》,建立了劳资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机制 ,宣布产量控制

为非法 ,并阻止政府雇员罢工。1947 年 1 月 31 日 ,麦克

阿瑟签署了禁止“二·一总罢工”的命令。1947 年 ,严酷的

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剧了劳资争端 ,在 12 月份卷入纠纷的

18 万工人中 ,有 17 万是国家雇佣的工人。

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对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更是感到

恐惧。早在 1946 年初 ,日本临时政治顾问艾奇逊在致总

统杜鲁门的报告中 ,就针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动荡表达了

这样的担心 :“在这样的形势下 ,很明显它会极大地鼓舞共

产主义者 ⋯⋯它 (共产主义) 将会因目前严重不稳定的经

济形势而受到欢迎 ⋯⋯尽管曾经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

都不希望他们成为日本的一个支配性的集团 ,但他们将会

更加强大。”[ 13 ]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更是担心日本共产党

影响的扩大 ,尤其是担心他们受到莫斯科的操纵。陆军部

长肯尼思·C. 罗亚尔在致国防部报告的附件中指出 ,保持

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日本本土的控制 ,对于抵制共产主

义在远东的扩张和实施美国当前的战争观念是非常重要

的。为确保日本免于苏联的控制 ,美国必须从经济上扶植

日本 ,并保持其领土和行政完整[ 14 ] 。

显然 ,消除日本工人运动的左倾化倾向 ,平息日本人

民的斗争 ,并实现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单靠对工人运

动的限制和政治高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必须首先解

决日本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这样 ,日本的国内经济和社

会形势成为美国转向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原因。

(3) 美国国内因素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美国国内因素在对日政策的转变方面也产生着重要

的影响。首先 ,亲日集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发挥了相

当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是“美国日本理事会”

(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Japan) ,它在推动 1947 年后美国

对日政策的转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15 ] 。该组织 1948 年 6

月 28 日在纽约城哈佛俱乐部成立 ,格鲁和卡斯尔为名誉

主席 ,哈里·F. 科恩为组委会主席。科恩、康普顿·帕克

南、赫博特·胡佛、詹姆斯·李·考夫曼、海军上将普拉特、约

翰·L . 柯蒂斯、杜曼、威廉姆·R. 卡斯尔、克拉伦斯·E. 迈

耶、约瑟夫. 巴兰坦 (包兰亭) 等都是该集团的成员。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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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卡斯尔代表着战前就主张与日本妥协的势力 ,科恩、帕

克南、考夫曼都是比较保守的人物 ,杜曼是 ACJ 的日本问

题专家 ,克拉伦斯·E. 迈耶是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和董事

长 ,是格鲁的好朋友 ,约瑟夫·巴兰坦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

究员、国务院和路军部日本问题顾问。

该组织成立以前 ,一些人反对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采

取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政策。帕克南政治倾向极端保守 ,

在战前就和许多日本高层官员建立了大量的联系 ;胡佛一

直在积极就对日经济政策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

建议 ;考夫曼在战前曾任通用电器、美孚石油等公司驻日

本代表 ,他强烈反对解散财阀的政策 ,声称这“将会导致日

本经济的崩溃”,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将使美国不可能在

日本进行商业活动 ,打击日本人民的信心 ,削弱日本作为

美国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远东堡垒’潜力”[ 16 ] 。

1948 年初 ,美国已着手改变占领政策 ,并施加压力 ,

要求麦克阿瑟执行阻止通货膨胀、促进生产、扩大出口、减

轻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以及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计划 ,但

这些计划的实施却摇摇摆摆。亲日集团借机在《新闻周

刊》撰文 ,攻击占领当局执行的经济政策 ,特别是解散财阀

的政策 ,以对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但麦克阿瑟对此大有

置之不理之势 ,他在 1948 年 2 月表示要解散占日本工业

75 %的 325 家“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公司。美国政府在

1948 年 3 月首先派出与亲日集团有密切联系的以凯南为

团长的使团到日本 ,随后又派出陆军部副部长德雷帕以及

来自最强大的公司的五个代表组成的使团赴日。他们向

麦克阿瑟强调说 ,占领时期的改革阶段已经结束 ,进一步

解散财阀将会阻碍日本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成为美

国实现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的基础。

1948 年夏 ,美国日本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有威

斯丁豪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在

日本有大量投资的公司的主管人员参加的午餐会。罗伯

特·L . 艾克尔伯格 (极端保守的地缘政治学家) 在会上演

讲时 ,猛烈抨击了占领当局早期采取的政策 ,并呼吁重新

武装日本。1949 年 2 月 16 日 ,他们在威拉德大酒店为国

务院和陆军部的 12 名高级官员举办了一次晚会 ,科恩和

考夫曼抨击了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安排及其采取的政策 ,他

们都积极主张复兴日本经济。该组织还向新闻界、政府有

关机构和有关官员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 ,使日

本真正自给自足 ,实现其出口增长和外国投资增加的首要

条件是对日元的单一和固定的汇率。他们特别强调了美

国私人投资在日本经济复兴计划中的作用。

美国国内的这支力量大都与日本联系密切 ,特别是在

日本有大量经济利益的商界人士。他们本身与美国决策

层关系密切 ,他们的意见甚至会直接作用于美国决策层 ,

因此 ,在冷战背景下 ,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另

一方面 ,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增长也对美国

对日政策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6 年 11 月的国

会选举中 ,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获胜 ,超过了新政自由派

力量。许多保守议员是孤立主义者 ,而且都是赞同减税和

缩减开支的 ,特别关注对外援助[ 17 ] 。由于日本所需要的

食物、燃料以及进口、生产、重建等事务大都需要美国来承

担 ,庞大的占领费用也要由美国纳税人承担 ,他们作为民

众选出的代表 ,越来越要求华盛顿给他们兑现为和平付出

的代价。美国驻沪总领事卡宾德在为美国对日政策辩解

时所说的话或许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可以

永远使日本贫困化 ,我们可以解除日本一切的工业 ,并且

以必要的商品供给日本 ,借以弥补日本生产与维持它人民

所需之品的不足。我必须直率地向各位说 ,美国纳税人是

不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 ⋯⋯”[ 18 ]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也日益感到财政的紧张。“有限

的财政资源 ,投入到日本经济中的越多 ,能够用于援助其

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的资源就越少。除非日本

经济得到复兴。否则 , 美国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支持

它。”[ 19 ]因此 ,即使没有冷战 ,美国最终也肯定会调整政

策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2 　美国对日政策转变所产生的
影响

(1)美国占领时期的行为特点与美日冷战盟友关系的

确立

美国对日政策在 1947 年至 1948 年 ,从原来的对日本

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转变成扶植日本经济复兴

并对它进行有限的武装。但是 ,美国在占领期间采取的解

散财阀、劳动立法、战犯审判与整肃、农地改革、教育改革、

政教分离等措施 ,对日本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产生了极

大的冲击 ,民主化改造的成果并未因美国政策的转变而丧

失 ,它也不可能重新回复到战前的体制。

美国的占领 ,使日本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安

全等方面都完全仰赖美国。更重要的是 ,美国决策层在制

定和实施对日政策时 ,充分注意了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吸

收。他们知道 ,一战后对德国严酷的惩罚并未能使它更加

珍视和平 ,而是激起了它对战胜国的仇恨。希特勒正是在

民主体制下、利用德国人的复仇情绪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

治、进而走向战争的。三部协调委员会在 SWNCC162/ 2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我们的政策必须符合日本人自身的

观念和动机 ,这对于源于全民的政治重组的自然发展是极

其重要的。”[ 20 ]因而 ,美国在对日占领期间非常重视对其

思想文化的改造 ,并特别注意日本人的自尊。这样 ,通过

占领和改造 ,日本在心理上也屈从和接受了美国。

应该说 ,在占领日本期间 ,为了在日本推进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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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改革 ,美国利用其在日本的军事存在 ,在解散财阀、

农地改革、宪法的制定等很多问题上都曾对日本施加压

力。但是 ,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在推行美国的政策时 ,往

往能够充分注意到日本人的自尊 ,使之在形式上变成是日

本人主动的改革行动 ,而非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人民的。

这既不会打击日本人的自尊心 ,使之产生抵触情绪 ,又能

够实现美国改造日本的政策目标。这正如美国参议院劳

动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参议员艾尔伯

特·D. 托马斯在 1947 年 8 月 5 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 :“日

本社会的改革应该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完成 ;最高统帅不应

该把计划强加给它 ;最高统帅部和占领军的活动不是要统

治日本 ,而是监督日本人民改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的

努力。”[ 21 ]

日本的教育改革问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实际

上 ,派出教育调查团、调查团成员的组成等问题都是以日

本人主动提出的形式出现的 ,可以说是充分照顾到了日本

人的感受。盟军最高统帅部宣传和教育局首先就调查团

的成员组成征求了日本学者的意见。麦克阿瑟还在 1945

年 12 月 10 日否决了宣传和教育局提出的以 J . B. 科南特

为团长的方案。他认为任命科南特为团长在政治上是不

合适的 ,因为他是总统原子弹计划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计

划的顾问之一[ 22 ] 。

在 1946 年 2 月美国教育调查团赴日前举行的几次预

备会议上 ,本杰明强调顾问团的目的是帮助最高统帅部向

日本人提供必要的材料、建议和鼓励 ,以使他们能够进行

与他们自己的要求相适应的教育改革[ 23 ] 。他们认为 ,对

日本教育改革应该采取这样的基本态度 :鼓励日本人自己

的主动性 ,尊重日本人的独立性 ,而不是单方面向他们陈

述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 24 ] ,“所有的教育改革应该由日本

人主动地完成 ,并符合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25 ]

美国在占领初期对日本的改造及其以后对日本的扶

植 ,以至于后来单独媾和并结成同盟 ,使日本未像美国所

担心的那样因混乱和贫困而倒向苏联 ,而是把它牢牢地纳

入到美国的远东战略之中 ,成为美国坚定的冷战盟友。这

对冷战本身和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稳定了美国战后的远东战略 ,大大减轻了中国革命胜利

对它造成的冲击 ,为美国在远东保留了一个对抗苏联和中

国革命影响的坚实的堡垒。

(2) 对美、日国内政治的影响

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内政治的右倾

化 ,这种趋势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但是美国对日

政策的转变反过来又影响 ,或者说是加剧了美国国内政治

的右倾化。

促使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右倾化的最重要的国际背景

是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战后 ,苏联填补了法西斯国家失败

后在远东和欧洲留下的权力真空。苏联影响力的扩张、社

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美国国内激起

“红色恐惧”。“对国外共产主义的恐惧 ,必然会增加对国

内共产主义的恐惧。”[ 26 ] 1946 年秋天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

中获胜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劳工的立法 ,

甚至越过总统的否决而通过《塔夫脱 —哈特莱法》。美国

国内反共宣传也日益增加 ,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在 1946 年 10 月宣称 :“共产党人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 ,国

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 27 ] 1945 年

《亚美》杂志事件和 1946 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

推动了一场全面肃清政府内部共产党人的运动。1946 年

12 月 25 日 ,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 ,设立总统临时雇员忠

诚委员会 ,1947 年 3 月又颁布“忠诚调查令”,开始对所有

联邦雇员进行忠诚调查。

正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右倾的背景下 ,占领当局在日本

推行的民主化改造政策受到的攻击也就更加猛烈。美国

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大大加强了亲日集团

的游说能力 ,促使美国完成对日政策的转变。同时 ,他们

对麦克阿瑟以及美国促使日本民主化的政策的攻击 ,与国

内的其他反共活动结合 ,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右

倾化和保守化 ,直至出现了像麦卡锡主义这样也违背资产

阶级自由民主观念的反共歇斯底里。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也是比较深

刻的。首先 ,它使日本在占领初期开始的民主化改革未能

走向深入 ,而是趋于保守。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后 ,原来实

施的诸如解散财阀、审判战犯等问题都未能深入进行 ,使

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够彻底。被解散的财阀后来又改头

换面 ,恢复了原来的家族控制。被整肃的战犯获得宽大处

理 ,一些具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又

蠢蠢欲动 ,开始活跃起来。对日本劳工运动的压制 ,在确

保了短时期内日本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同时 ,也打击和压抑

了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使得日本在战后

很长时间里政治上缺乏革新的动力和意识。美国对日政

策的转变给战后日本政治造成的消极影响 ,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自民党一党主导日本政坛的体制出现困难时 ,

才充分地浮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其对日政策的转变

使得美国实现其彻底改造日本人思想的努力半途而废。

保留天皇制、放宽对战犯的审判、降低战争赔偿等 ,使日本

人未能进行深刻的反思 ,未能对战争和历史做出正确的认

识。因此 ,战后以来 ,特别是在日本经济低迷的今天 ,日本

国内的极右反动思潮时有抬头 ,日本国内有人经常在教科

书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做出伤害亚洲和中国人民感情的

举动。有报道说 ,当前几乎每到周末 ,日本右翼的宣传车

都会在车站前的路口大造喧嚣 ,鼓吹“皇国史观”、“建立军

队”,否定侵略战争罪行[ 28 ] 。日本虽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

大国 ,却没有作为一个大国应具备的、对世界和平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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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责任感 ,它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

及近些年来的军事走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 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

1945 年 8 月 15 日 ,在日本天皇发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的广播讲话一个小时之前 ,蒋介石发表了被称为“以德报

怨”宣言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

说》,明确表示对日本采取“不念旧恶 ,与人为善”[ 29 ]的政

策。但中国人民曾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之

苦 ,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牺牲 ,非常担心日本再度威胁自

身安全 ,因此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

烈反对 ,也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产生了相当的影

响。

在 1947 年 7 月麦克阿瑟为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

而宣布 8 月 15 日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时 ,孟宪章、褚辅

成、王造时等在上海发起召开了一个对日问题座谈会 ,他

们在会后发表的《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一文表达了

这样的忧虑 :“在日本真正民主势力未抬头前 ,美国积极扶

助日本 ,有如养虎 ,一旦羽毛丰满 ,谁又能保证养虎者不遭

反噬。”[ 30 ]此后 ,他们多次举行日本问题座谈会 ,讨论美国

扶日问题以及中国应采取之政策 ,并不断在报纸和杂志发

表文章 ,表达他们对日本复兴后再度威胁中国的担心。这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反对美国

扶植日本的运动。

1948 年春 ,上海各高校学生开始召开反扶日讨论会

和演讲会。5 月 4 日 ,全市两万多名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

了“五四”营火会 ,会上 120 多个大中学校成立了“上海市

学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复兴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此

后 ,上海各校的反扶日活动愈益发展。6 月 5 日 ,上海 120

多个学生团体到上海外滩公园集合 ,举行“反对美帝扶植

日本复兴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游行遭到军警的镇

压。由此 ,运动迅速从上海推进到全国各地。在北平、南

京、济南、昆明、广州、成都、厦门、重庆、武汉、长沙等地 ,反

扶日运动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山东大学教授 99 人在 5

月底发表了《反对美国扶植宣言》;北平北大、清华等 12 校

学生在 6 月 9 日举行了反扶日大游行 ;香港各侨团 170 余

人在 6 月 19 日举行“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

并通过了反扶日宣言。

面对这场日益高涨的反扶日运动 ,司徒雷登在 6 月 4

日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充满威胁意味的声明 ,为美国对日

政策进行辩解 ,同时威胁说 :“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

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 ,可能致不幸之结果。”[ 31 ]

此后 ,中国人民更是群情激愤 ,上海文艺界、妇女界发表声

明对他进行了批评 ;6 月 6 日 ,北大、清华等北方 11 院校

自治会致电司徒雷登 ,表示抗议 ;北平各大学教师 437 人

也在 6 月 8 日联名致信 ,反对美国扶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国民政府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

变采取了一种默许或者说是赞同的态度。早在 2 月 12 日

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 ,外交部长王世杰就表示中

国将有条件地支持美国扶助日本复兴的计划 ,但“保留对

日本赔偿要求不受此类恢复日本经济措施影响之权

利”[ 32 ] 。行政院长张群在 9 月访日归来后对记者说 :“日

本的军国主义是不能抬头了。日本的政治是民主化了。

日本的经济现状并不能重做军国主义的基础 ,也不足以威

胁中国的经济复兴和建设。”[ 33 ]对于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

运动 ,国民政府则把它斥为“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策动

的反美运动 ,其目的是“离间中美合作”[ 34 ] ,对其进行了诬

蔑和打击。这样 ,国民政府实际上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对美

国扶植日本运动的斗争对象。

实际上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组织和领导反扶日运动中

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 ,由于 1947 年民盟被

迫解散后 ,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等地的活动

已受到限制 ,反扶日活动就成为中共团结各民主党派人

士、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无形的统一战线。由于运

动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的时刻发生的 ,它配

合正面战场的形势 ,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 ,动摇了

国民政府的士气 ,加速了它的灭亡。

　　3 　结　语

影响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这一

转变也确实对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美、日、中三国的国

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美国对日

政策的转变并不是彻底的改变 ,它的变与不变是各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 ,它在日本的基本政策目标没有改变 ,而是实现

其在日本目标的方式和具体政策发生了转变。美国对日

本的占领和改造 ,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用美国的

模式改造的民主化的日本 ,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

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美

国的决策者认为日本的民主化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 ,它已

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了。在美国对日政策问题的争论过

程中 ,美国国务院、海军部以及陆军部也充分讨论了对日

媾和和缔约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

存在问题。因此 ,就实现日本的民主化和确保其不再成为

美国之威胁这一点上 ,美国是没有改变的。

其次 ,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之初以及对它进行改造的

过程中 ,并没有把剥夺日本并使之永远贫困化作为其目

标 ,而是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再度走向战争的历

史教训 :一味地对战败国进行严厉的惩罚只能引起仇恨和

战争 ,而不能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因而 ,美国在最初制

定的对日政策中明确规定“日本人民应该获得机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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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自己和平时期需要的经济”[ 35 ] 。美国最初只是

准备对孕育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扩张势力的经济与社会

结构进行民主化改造 ,一定程度上限制它的战争潜力 ,在

此基础上 ,发展和平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但是 ,它

也没有准备大力扶植日本经济复兴。扶植日本经济复兴

确实是美国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 ,对其原有政策

的调整和转变。

再者 ,美国对日政策在 1947 年至 1948 年间的转变 ,

只是初步的 ,但却是最关键的 ,因为它确定了美国对日政

策的未来方向。其最终完成的标志则是 1951 年旧金山会

议美日单独媾和的完成以及安保条约的签订。美国在这

个时刻调整对日政策 ,无疑对美国在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

的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不是就像美国决策者所说的那

样 ,日本在此刻已经真正实现了民主化了。显然 ,民主的

形式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成熟、健康的民主精神 ,它还缺乏

宽容和反思历史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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