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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佔領與日本戰後「民主改革」

⊙ 盛邦和

 

日本戰敗之後，美國隨即以聯合國的名義佔領日本，並於日本以「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

國主義」、「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為目標，採取一系列措施，推行所

謂「戰後日本民主改革」，諸如搶佔佔領者主導地位，進行「間接統治」、推動「民主

化」，頒布新憲等等。美國的佔領政策固然在某種層面上具有時代意義，然而其對日本固有

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會基盤沒有，也無法作根本的觸動，緊接「冷戰」的需要，又對日本舊

政治、文化形態採取容留與溫存的態度。這就使佔領的最後結果並未達至「根絕軍國主義」

的目的，而留下無盡的歷史隱患。

一 搶佔主導與「間接統治」

美國進入日本，首著先鞭的是設置佔領機構。日本戰敗後即建立了由美、英、蘇、中、法、

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荷蘭、菲律賓等十一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

Eastern Commission）。1另外還在日本設立「對日理事會」作為總司令部的諮詢機構。2然

而這些組織僅具原則上的象徵意義，美國憑藉佔領日本時的「特殊作為」，沒有在獨占日本

的問題上作絲毫的讓步。此後的日子裏，由美國獨家支配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

（GHQ）」3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戰後重建事務。4對日管理的目的縱有無數，而為其要者則為：

其一、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與軍國主義；其二、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

如阪本太郎所說，上述目的，日本「在短時間裏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5為了實現「改造」

日本的目標，「公職驅逐」與舊政體解散的工作隨即在日本展開。1945年9月，日本軍隊與其

所屬機關被「一卒不留」地遣散，同月將東條英機作為一級戰犯逮捕，並處以絞刑。1946年1

月4日，GHQ發出解散右翼團體及裁撤軍國主義頭目公職的指令，6規定所有戰爭的「協助

者」，一概從政界、經濟界、言論界的崗位上離開，結果約十二萬名舊政府公務員遭到「放

逐」（解職）的命運。

美國在日本實行的不是親握權柄的直接式統治，而採用以日治日的「間接統治」。這種方式

最初體現在對天皇的處置上，美國一部分人主張「天皇問罪」的嚴峻態度，也許受到《菊花

與刀》作者等一類學者、政客的影響，考慮到天皇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決定保持天皇

制度，用其「日本精神象徵」的作用，協助戰後日本的管理。7

在美國人看來，一方面對日本的「管理」實為佔領，然而佔領者的色彩卻要盡量淡化。美國

人歷來崇尚「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利弊權衡的結果，他們認為相對於直接「管理」，

由日本人「自管」，要減少許多麻煩。其一可以消弭日本人的抵制心理；其次也可以讓原本

技術嫻熟、性格馴順的日本官吏經過改造後為己所用。許多舊政府的公務員由此重新回到政



府崗位上來。8他們如同舊機器上的零件，拆卸──是因為曾經為舊機器服務。起用──則因

為舊機器已經過整頓與改裝。

二 美國「民主」與出人意料的英國式「新憲法」

美國的佔領政策是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推行的。「麥克阿瑟是一位極富有魅力的領導人，他

只接受華盛頓的一般性指導」，「他那種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辭感染了正在絕望中尋求鼓舞

人心的指南的日本人」。麥克阿瑟有志於將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價值的自由與民主的「亞洲

瑞土」。9佔領之初，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浪潮在日本捲揚開來。

1945年10月4日GHQ發出《民權自由指令》，11日又有五大改革指令（男女同權與婦女解放、

對勞動者團結與組織的支持、教育的自由化、廢除專制與國民解放、經濟的民主化），宣布

「特高警察」與「治安維持法律」的廢止。1945年11月2日對十五個財閥集團實行資產凍結，

此後又發出解體的指令與天皇財產凍結的指令。12月9日發出土地改革指令。10

美國人認為，只有對日本進行民主改造，才能使這個島嶼國家脫離原來的立國路線，回到國

際社會中來。為了這個目標，佔領者取消了所有極端國家主義團體，廢除所有鎮壓性法律，

釋放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共產黨。禁止一切舊的陸海軍官、政府、企業以及教育界的頭目擔

任任何重要職務。11

1945年12月15日，佔領軍指令神道與國家的完全分離，禁止天皇的神格化。新憲法用法律形

式，規定天皇不是神，沒有實際的權利，只是國家統一的象徵。12月31日，禁止使用有關歷

史、地理與修身的教科書。新憲法「賦予國會最高權力，消除所有權利競爭的根源，或者使

其明確的隸屬於國會」，規定眾議院選舉首相，內閣對國會負責，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取代貴

族院。12

在此同時，美國決定在日本頒布一部新憲法，以適應「新日本」的需要。由於這時的日本政

府混亂不堪沒有辦法承接這項任務，麥克阿瑟命令自己的參謀班子起草新憲法，經過細微的

修正，以1889年憲法修正案的名義公佈，並於1947年5月3日生效。意味深長的是，這個憲法

並非一遵美國自由體制的克隆物，而以英國議會政治作其藍本。據說由此這部「新憲法就與

日本人的政治經歷相適應，得到絕大部分人的熱烈歡迎」。13

三 政黨的活躍與左派的崛起

1945年10月至11月之間，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舊政友會鳩山派）、日本社會黨（舊無

產政黨諸派的統一黨）、協同黨等政黨結成，除此外無數的小政黨也在這個時候紛紛建

立。1945年以後，戰前的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再次活躍起來，他們大都得到青年階層的擁護，

積極開展起民主化鬥爭。14

以一系列「民主化指令」與新憲法為依托，GHQ與日本新政府規定民眾享受眾多的權利。這包

括制定勞動工會法，勞工享受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人民具有團體交涉、示威游行的無條件

的權利；人人都享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承認婦女與男子具有同等的參政權等等。與此

同時，確認司法部門為獨立系統，不受行政干涉。15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人間宣言》，



確定「天皇不是神」。16

1945年10月10日，出獄的共產黨幹部發表以「訴諸於人民」開頭，發表以下言論17：

聯合國軍隊為將世界從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進駐日本，由此日本打開

了民主革命的端緒，為此表示深刻的感謝之意。

工會法規定勞動者具有諸多權利，對日本勞工活動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工會組織發展

迅速。戰爭結束時，日本還沒有一個工會組織，而到了46年1月已經出現了925個工會組織，

將49萬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同年4月末，工會組織至7357個，擁有會員279萬人。18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起先，總司令部的官員總認為日本人是服從權威的「臣民」，接受美

國式民主還需時日，想不到他們卻利用「給予的機會」，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中發動如

此迅猛的左派運動。與要求民主的積極性相一致，勞動爭議的事端也日益增多。日本的報紙

與廣播，對日本的舊體制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抨擊，力主將一切舊體制的代表從權力寶座上驅

除出去。

井上清對戰後的日本改革有過以下的評價：首先「否定天皇是神」，對日本千百年來的專制

權威作了沖擊與否定。井上說19：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有過自由民權運動，給日本人民帶來民主思想的最初啟蒙，然而自從

那次思想革命失敗以後，天皇專制的權威日益加強，舉凡所有與政府權威相抵觸的思想

與運動都被鎮壓在萌芽狀態。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敗北，天皇權威落地，為日本走向民主創造了條件。確實，近現代日本

統治者製造與完善了神道，政教合一使專制統治獲得精神支持，並從內心深處麻痹人民，使

他們失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自覺。天皇神格被否定以及「政教分離」政策的制定，使日本人

民獲得思想的解放。再則，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全面走上社會運動的

舞台，表現出社會進步原動力的主角姿態。他說，自1912-23年「大正政變」以來，人民起來

投入了反對專制內閣的鬥爭，然而其身份常是資產階級的附庸與「動員力量」，至於作為一

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還缺乏條件。自1918年「米騷動」 20之後，勞動階級開始獨自戰鬥，不

再是資產階級的「動員部隊」，顯示出「獨立的階級」的地位。但不可否認，其力量依然微

弱，無法與封建專制政府作卓有成效的抗衡。唯於戰敗後，事態一變，人民利用美國佔領軍

所宣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空隙」，擴大了戰鬥的規模，開始以在政府中獲得自己的地

位作為明確的目標。這表現在46年5月，人民已將鬥爭的矛頭指向美國佔領軍與其卵翼下的日

本政府，表現出要求實現「民族完全獨立」的思想覺醒。21

應該看到，戰後的改革對日本來說是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又一次大變革。如果說前一次

變革（明治維新），是基於西方壓力作出的反應與選擇，那麼第二次變革（戰後改革）則是

掃除日本軍國主義，摧毀前「大日本帝國」而進行的全面強行改革。「明治維新是日本主動

從西方引進君主立憲的專制制度，而戰後改革是西方社會向日本強行導入現代民主制

度」。22

戰敗之前，日本有過它的「現代化」，那只能說是完成了一半的現代化，一個經濟上實現現

代化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停留在封建制的「半現代化國家」。23而日本走向比較完全的現代



化，則起始於戰後的「民主改革」。

四 明顯的局限

然而正因為這場改革是美國價值「強行導入」的結果，是外在的而不是自覺的，是外加的而

不是自動的，因此所發生的負面效果也十分顯著。24

美國佔領使日本實際上成為準殖民國家。如同賴蕭爾（Edwin W. Reischauer）所承認的，自

從美軍進駐日本以來，日本人日益厭煩外來者的干涉，「因為美國人常常不了解細節就指手

劃腳，給經濟造成不必要的損失」。25在政治上，佔領者成為日本的「新天皇」，掌握了決

定日本命運的一切立法與執法的權力。在思想上，佔領者強調「民主」，然而這樣的「民

主」是有限制的。進駐日本不久，美國佔領政策的重點從政治改革轉向經濟恢復。「這種轉

變是自然的，因為美國原來的改革計劃已經行將完成，而日本經濟的持續虛弱則日益被視為

日本成功的主要威脅」。26這種政策上的變化使美國不再像先前那樣，將「民主」掛在嘴

邊，從而使左派失去原有的思想上的「正當空間」。

如前所述，由佔領軍帶來的「民主」，出乎意外地讓「左派」力量強大起來。佔領軍驚呼：

說是要給日本人帶來民主，但「日本民主的將來絕不可交到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手裏」271946

年成立的吉田內閣很快就發表了「保持社會秩序」聲明，放任警察對「爭議勞動者」的逮

捕。1946年秋天日本爆發全國大罷工，在佔領軍的策劃下政府隨即拋出《勞動關係調整

法》，對罷工作出嚴格限制，與先前制定的《工會法》發生明顯的衝突。佔領軍司令部先是

口頭要求罷工「自動終止」，工會置之不理，決定在1947年2月1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總罷工。

由是，麥克阿瑟親自下令禁止罷工。28

美國佔領日本，改變了東亞的政治地緣結構，「冷戰方興未艾，中國正在『喪失』給共產主

義。日本不僅不再是東亞和平的唯一威脅，而且是民主的基地和美國在世界這個地區的軍事

基地」。 29對應國際形勢變化，美國將日本捆上冷戰的戰車，日本的國家主權也因此受到嚴

重損傷。

美國的「間接統治」顯示了對舊體制與舊文化的溫存，使許多戰爭罪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處

理，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被安插到政府許多重要崗位上去；在文教領域對軍國主義的批判也沒

有真正深入有效的開展。這些問題於冷戰局面日益明朗化後更趨嚴重，也不再可能得到糾

正。如此，即為日後日本封建主義的持續與軍國主義的復活留下不可忽視的隱患。30這正如

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所說：「儘管今日日本的反美言辭愈來愈泛濫，但那些民粹主義的民族主

義者，更不用說那些炫耀理性的技術治國論、自稱現實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了，卻從未對戰後

美國的軍事佔領政策提出異議，因為這一政策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殖民罪惡」31。

總之，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現代性革命，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後美國指導下

的民主改革也存在著顯然的不徹底性。其對日本前現代化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妥協、容留與溫

存所致的種種社會與精神上的隱患，還在持續對日本與國際社會發生著不可低估的消極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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