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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 总体战体制 下 ， 日 本文部 省是 负 责神社神道 以 外 宗教 团 体事务 的 行政

机构 ， 也承担 了 动 员 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等服务于 战 争 的任务 。
１ ９４０ 年之前 ， 文部 省

的 动 员 工作并不顺利 ， 但是 随着 《 宗教 团 体法 》 的 实施 ， 情况有 了 极大转 变 。 因 为 通过该

法 ， 文部省确 立 了 对宗教 团体 的保护监督政策 ， 加 强 了 对 宗教 团 体 的 有效统制 ， 从 而构筑

了 宗教动 员 的基础 。 由 此教派神道 、佛教 、基督教被纳 入 国 家神道体制 ， 得到 国 家认可 的

宗教 团体与 文部省 关 系 密切 ， 成 为 总体战体制 下 的 受 益 团体 。 文部 省 的 宗教动 员机制 继

承 了 内 务省 的设想 ，标志着 国 家神道体制 的进一 步 强化 ，助长 了 曰 本 的对外侵略战 争 。

关键词 总体战体制 国 家神道体制 日 本文部省 宗教动 员 《 宗教团体法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总体战理论有以下特点 ：军事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要求增加对经

济 、工业的动员 比重 ；强调思想 、精神动员 的必要性 。

？—次大战后 日本开始在国 内推行总体战体

制 ，思想 、精神动员成为重要方面 ，宗教动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侵略战争中 ， 国家神道成为

战争动员的主要精神力量 ，大部分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目前学界对

日本国家神道的形成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 ，对 日本政府动员其他宗教团体服务侵略战争的史实也

有不少论述 ，但对 日本政府如何组织宗教动员问题的关注仍显不足 。
？

１ ９ １ ３ 年 ，文部省设立宗教局 ，开始负责管理神社神道以外的其他宗教团体的相关事务 ，直至二

战结束 ， 日本维持了 由 内务省负责神社神道 ，文部省负责其他宗教团体的格局 。
③ 正是基于这种格

局 ，文部省在总体战体制下还承担了动员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团体的任务 。 本文将以文

部省宗教行政科室的设立 、相关法令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为主 ，梳理总体战体制下文部省宗教动员机

制的形成与影响 ，并探讨其与国家神道体制之间的关系 。

①《 纗厚 ｆ総力戰体制研究 ： 日 本陸軍乃 国 家総動 貝構想 Ｊ 、社会評汾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２ ２ 頁 。

② 主要研究成果有阪本是丸 ｒ 国 家神道形成遏程乃研究 ｊ （岩波書店 、 １ ９９４ 年 ）
； 赤沢史 朗 ｒ近代 ａ 本〇思想動 貝 ｔ 宗教统制 Ｊ

（校倉書房 、 １ ９８ ５ 年 ） 。 除 了 国 家神道外 ，赤泽还揭示 了 第二次宗教法案 、 第一次宗教 团体法案和 《 宗教 团体法 》与 宗教动 员 之 间 的

密切关 系 ，但对 《 宗教团体法滅布后文部省如何具体运用该 法 实现 宗教动 员 没有详细论迷 。 高 洪 ： 《 战争期 间 日 本 军 国 主义法 西

斯的精神专制 》 （ 《 曰 本学刊 》２００ ５ 年第 ４ 期 ） ， 对 国 家神道和文部省 的 宗教动 员 均有论述 ， 择调 了 宗教动 员 对 Ｂ 本侵略战争的影响 。

何劲松 ： 《伪满期 间 日 本佛教在 中 国 东北扮演的 角 色 》 （ 《世界宗教研究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３ 期 ） ；
王 海燕 ： 《 日 本侵华战争 中 的 国 家神道 》

（ 《抗 日 战争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主要论述 了 曰 本佛教 团体与 国 家神道在侵华战争 中的 罪 恶行径 ，前者 涉及 了 部分文部省对佛教

团体的动 员 工作 。 张大柘 ： 《 宗教体制与 曰 本的近现代化 》 （ 宗教文化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 分析 了 国 家神道体制及对其他 宗教的制
约 。 此外还有学者对

“

大 日 本战时报国会
”

进行 了 研究 ，但 多是从基督教或佛教团体的 角度进行的事例研究 。 如原誠 「戰時下 ６０＊

教会 ： 大 日 本戰時宗教報 国会 ｔ関 ；ｂ 

＊

） Ｔ
＊

ｊ （ ｆ基督教研究 Ｊ 第 ５ ８ 卷第 ２ 号 、 １ ９ ９ ７ 年 ３ 月 ） ； 大沢広 嗣 「 昭和前期Ｗ仏教界 ｔ 速合组

織 ： 仏教速合会如 Ｇ 大 曰 本戰時宗教報 国会 圭 Ｔ
＊

」 （ ｒ武蔵野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 Ｊ 第 ３ １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

③ 《 宗教 团体法 》场布之前 ，新宗教团体 多被看作
“

类似 宗教
”

，主要由 内务省 负 责管理和取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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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侵华 南京大屠杀研究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一

、文部省宗教行政科室的设立

经历明治初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后 ， 明治政府为防范基督教 ，于 １ ８ ７２ 年设置教部省 ，负责统管神

道和佛教 。 １ ８ ７ ７ 年 ， 明治政府废除教部省 ，在内务省设立社寺局 ， 开始了宗教行政事务 。 正如 日本

学者阪本是丸所言 ，教部省成立时看似神佛平等 ，但其政策的实质是重视神道 。
①

随着与西方各国修约的推进 ， 明治政府对基督教的敌对态度开始转变 ，神道 、佛教对抗基督教

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 。 １ ８９ ９ 年第二次山县有朋 内 阁 向帝国议会提交了第
一次宗教法案 。 该法案

只规定了与寺院 、教会相关的事项 ，不包括神社 ，最终法案未能通过帝国议会审议 。 但是不久 ，在行

政机构的设置上神社与其他宗教被区别开来 。 １ ９００ 年 ， 内务省内新设神社局 ，将社寺局改为宗教

局 ， 由此确立了神社行政事务与宗教行政事务的制度性区别 。
？ 神社局分管神社及神官 、神职的相

关行政事项 ，其他宗教团体继续由 内务省宗教局管辖 。

１ ９ １ ２ 年 ２ 月 ， 内务大臣原敬等人会见了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代表 ，呼吁宗教界人士协助振

兴国民道德 ，与会的三教代表表示将辅佐皇运 、振兴国 民道德 ，并要求政府尊重宗教 ，史称
“

三教会

同
”

。 实际上策划这次会议的内务次官床次竹二郎想要利用这三派宗教支持天皇制国家 ，并打算通

过国家权力实现该 目 的 。
③ 然而 ， 明治政府成立后逐步推行国家神道体制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他

宗教与神社神道之间的矛盾 ，

？这一矛盾决定了内务省的设想无法顺利实现 。

内务省组织
“

三教会同
”

时文部次官福原镣二郎也出席了会议 ，但文部省表现出事不关己 的态

度 。 福原认为 日本道德教育的基础是《教育敕语 》 ，教育独立于宗教 ，文部省与该计划无关 。

⑤ 根据

日本学者西田毅研究 ，文部省之所以对
“

三教会同
”

态度冷淡 ，主要是认为文部省与内务省分别负责

教育和宗教 ，两者管理的事务有别 。
？１ ９ １ ３ 年 ，宗教局从内务省划归文部省 ，下设两个科室 ，第一

科负责教派 、宗派 、教会 、僧侣 、传教士及其他宗教事务 ，
１ ９ ２４ 年改称为宗务科 。 这意味着 日本政府

开始以教化国民为 目 的开展宗教事务 。
？ 很快 ，文部省对动员宗教团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

负责管理神社与管理其他宗教团体的行政机构分开后 ， 日本政府对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 的政

策 ，但是内务省与文部省最终都走上了动员宗教服务于战争的道路 。 神社局继续宣扬国家神道 ，强

化神社的社会机能 ，进而将国家神道发展成侵略战争的思想武器 。 另一方面 ，文部省借 由 《宗教团

体法 》加强了对宗教团体的统制 ， 同时大力开展动员活动 。

二
、文部省宗教团体动员机制的形成

为应对一次大战后激进的社会思潮和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社会动荡 ， １ ９ ２ ３ 年 １ １ 月 ，大正天皇颁

布 《振兴国民精神诏书 》 。 据 日本学者赤泽史朗研究 ，此后不久文部省开始参与动员宗教团体的活

动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宗教动员很难有效开展 ， 于是从第二次宗教法案开始 ，文部省力求解决

阻碍宗教动员 的问题。

⑧

①阪本是丸 ｒ 国 家神道形成過程 ＣＯ研究 Ｊ 、岩波書店 、 １ ９ ９ ４ 年 、 ２０ ６ 頁 。

② 阪本是丸 ｒ 国 家神道形成遏程 （？）研究 Ｊ 、 ３０ ５ 頁 。

③ 土肥昭夫 「三教会 同 ：政治 ． 教育 ？ 宗教 閧速 （Ｃ ；ｆｃｈＴ （ ２ ） ｊ 、 ｒ 年 卜 教社会 問題研究 Ｊ 第 １ ４ 、 １ ５ 期 、 １ ９ ６ ９ 年 ３ 月 。

④ 村上重 良 ｒ 国 家神道 Ｊ 、岩波新書 、 １ ９７０ 年 、 ８０ 頁 。

⑤ 土肥昭夫 「三教会 同 ：政治 ． 教育 ． 宗教 匕 ＜７） 開連 （二｝＾＾ （ １ ） 」 、 丨 今＾ 又 卜教社会 問題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１ ９ ６ ７ 年 ３ 月 ，

⑥ 西 田毅 「天皇制 国 家 ｈ教 ：

“

三教会 同
”

問題 奁 中心 夕二Ｘ厶研究 Ｊ 第 ７ 期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

⑦ 村上重 良 ｒ 国 家神道 Ｊ 、 １ ７ １ 頁 。

⑧ 赤沢史朗 ｒ近代 日 本Ｗ思想動 貝 ｔ 宗教统制 Ｊ 、校倉書房 、 １ ９ ８５ 年 、 １ ０８
—

１ １ ４ 頁 。 赤泽认为 阻碍 国 家动 员 的主要原 因 有佛
教寺 院土地 国有化后部分返还 问题未解决 ； 没有与 宗教相 关的统一法规 ；僧侣及传教士的参政权问题 ； 国 家强制参拜神社 问题等 。

赤泽主要是以佛教 团体为例进行总结 ，其 实从文部省 的 角度来看 ， 难 以顺利 开展 宗教动 员 的核心 问题是缺乏强有 力 的行政权限 ；

教派神道 、佛教 、基督教团体与神社神道之间根深蒂 固 的 矛盾 。

９ ８



罗 敏／总体战体制 下 日 本文部省 宗教动 员 机制 的形成 与 影 响

１ ９ ２ ７ 年 ，若概礼次郎内 阁 向第 ５ ２ 届帝国议会提交第二次宗教法案 ， １ ９ ２ ９ 年 ， 田 中义一内 阁又

向第 ５ ６ 届帝国议会提交第一次宗教团体法案 。 在陈述这两项法案的提交理由时 ，政府明确指出将
“

便利宗教团体的教化活动
”？

、

“

与宗教团体作为教化团体在振兴国民精神上做出贡献的宗 旨相辅

相成
”②

。 这些措辞在 １ ８９ ９ 年提交的第一次宗教法案中完全没有出现 。

最终上述两项法案都以审议未了而告终 ，此时 ，文部省依然无法有力地开展宗教动员 。 １ ９ ３ ７

年 ９ 月 １ ０ 日 ，文部省发布 《 国民精神总动员实践事项 》 ，要求国 民慰藉
“

殉国
”

士兵的亡灵 、慰问和帮

助军人家属 。
？ 同 日 ，文部省发布的 《 国 民精神总动员相关地方施行委员会要纲 》提出 ，地方施行委

员会应网罗并组织包括宗教家在内的有影响力 的民间人士 。
？ 这种程度的动员远远无法达到政府

的要求 。 １ ９４０ 年初 ，特高警察在报告中指出 ， 自 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开展以来 ，在教派神道 １ ３ 派 、佛

教 ５ ６ 派 ， 以及基督教 ２ ０ 多派中 ，真正热衷于动员活动的宗教团体只有十几个 ，不仅如此 ，还须防范

某些宗教团体宣扬反国体思想和反战 、反军思想 。

⑤

明治以来 ， 日本政府三次提交宗教法案都未能顺利通过 ，主要是受到了佛教团体和基督教团体

等的强烈反对 。
⑥ 但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国家动员 的深人 ， １ ９ ３ ９ 年 日本政府再次提交的宗教

团体法案终于通过了帝国议会审议。 如学者所指出 的那样 ，这部法案得以通过的原因主要在于推

进战争是当时的最高 目标 ，其他事情都必须纳人国家统制 。
？ 具体而言 ，

１ ９ ３８ 年颁布的 《 国家总动

员法 》极大地影响了宗教立法过程 。
⑧

七七事变后不久 ， １ ９ ３７ 年 ８ 月 ，第一次近卫内 阁阁议决定《 国 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 》 ，确定由

内 阁 、 内务省和文部省担任该运动的计划主管官厅 在近卫内 阁任内 ， 日 本还于 １ ９ ３８ 年 ４ 月 颁

布了 《 国家总动员法 》 。 １ ９ ３ ９ 年 １ 月 ，接替近卫内 阁的平沼 内 阁立即 向第 ７４ 届帝国议会提交宗教

团体法法案 。 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在说明提交法案理由时将
“

有利于宗教教化活动
”

作为重中之重 。

荒木指出 ：

“

在振兴国 民精神 、启蒙国 民思想方面 ，宗教事关重大 。 特别是鉴于当前之非常局势 ，对

感化人心 、社会风气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宗教是否能健全发展甚为重要 。 因此为发展宗教团体 、增加

其教化机能 ，完善宗教法规是当务之急 。 与宗教团体相关的现行法规基本都是明治初年制定的布

告 、通告或省令 、训令等 ，法令数量三百有余 ，杂多而不完备 ，往往易生异义 ，遣成行政上的不便 ，进

而会影响宗教团体的发展 ，阻碍其教化活动 。 为从根本上完善宗教行政 ，整理繁杂的规定 ，对宗教

团体施行恰当的保护监督 ，有利于宗教教化活动 ，这是最为必要的法律 。

”？同年 ３ 月 ，这份
“

有利于

宗教教化活动
”

的法案通过帝国议会审议 ，
４ 月 ， 《宗教团体法 》正式颁布 。

《宗教团体法 》规定 ，教派 、宗派或教会 、寺院提交包括教义等在内的章程 ，经由文部大臣或地方

长官认可后成立宗教法人。 该法颁布后 ，为便于宗教团体成立法人 ， 文部省预留 了一年的缓冲期 ，

到 １ 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 日 ， 《宗教团体法 》才正式实施 。 通过《宗教团体法 》 ，文部省确立了对宗教团体的

①ｒ 第五十二回贵族院議事速記録第九号 Ｊ （ 昭和 ２ 年 １ 月 ２９ 曰 ） 、 １ ５ ５ 頁 、 日 本帝 国议会会议录检索 系统 ：
１１？

１
）

： ／ ／＾ １？５ １￡ １＾
－

ｋａｉ

—

Ｌ ｎｄｌ ．

ｇｏ ．
 ｊ ｐ／ ？

② ｒ 第五十六 回责族 院議 事速記録 第 十 五号 Ｊ （ 昭 和 ４ 年 ２ 月 １ ５ 日 ） 、 ３３２ 頁 、 曰 本 帝 国 议会会议录检 索 系 统 ： ｈｔｔｐ ： ／ ／

ｔｅｉｋｏｋｕｇｉｋａ ｉ

—

ｉ ． ｎｄ ｌ ．

ｇｏ ．

 ｊ ｐ／ ？

③ 「资料 ９ 国 民精神総動 貝 突践事項 」 （ １ ９ ３ ７ 年 ９ 月 １ ０ 曰 ） 、 吉田裕 、 吉 見義 明 編 集 ． 解説 『 资料 曰 本現代 史 １ ０ 曰 中戰争期

刃 国 民動 貝 （ １ ）  Ｊ 、大 月 書店 、 １ ９８４ 年 、 ４７
—

４ ８ 頁 。

④ 「资料 １ １ 国 民精神総動 貝 （二 閟 １
＊

石地方 突行委 貝 会要纲 ｊ （ １ ９ ３ ７ 年 ９ 月 １ ０ 曰 ） 、 吉 田裕 、 吉 見義明 編 集 ． 解説 『 资料 日 本

现代史 １ ０ 日 中戰争期Ｗ 国 民動 貝 （ １ ） Ｊ 、 ４ ９
＿

５０ 頁 。

⑤ 「宗教閧孫 太
》

） 親亡 厶 治安对策 」 、 吉 田裕 、 吉見義 明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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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监督政策 ， 由此具备了大力动员宗教团体的能力 。

《宗教团体法 》的适用对象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
“

宗教团体
”

， 即教派神道 、佛教宗派 、基督教 、

其他宗教以及寺院和教会 ；另一类是
“

宗教结社
”

， 即非宗教团体但宣扬宗教教义 、举行宗教仪式的

组织 。 根据《宗教团体法 》 ，文部省对宗教团体的保护监督主要通过以下权限或政策来实现 ：

认可权① ： ａ 、教派 、 宗派或教 团 的设立 、成立法人、 变更章程时 需要获得主管大 臣 的认可 。

（ 第三条 ）寺院或教会的设立 、成立法人、 变更章程时需要获得地方行政长官的认可 。 （第六条 ）

管长 、 主管教团人员 或其代理人就任时 需要获得主管大 臣 的认可 。 （ 第 四条 ） ｂ 、教派 、 宗派或

教 团合并或解散时需要获得主管大 臣 的认可 。 （ 第五条 ） 寺 院 、教会合并或解散时需要获得地

方行政长官的认可 。 （ 第 十一条 ） ｃ 、寺院 、教会处理重要财产 、借款时需要获得地方行政长官的

认可 。 （ 第 十条 ）

监督权 ： 第 十六条 ： 宗教团体或神职人员在 宣扬 宗教教义 、举行仪式或 宗教活动 时 ，若妨碍

安定秩序或违背 臣 民义务 ，主管大 臣有权限制 、禁止上述行为 ，暂停神职人员 的业务 ， 或取消设

立 宗教 团体的认可 。 第 十七条 ：就职于 宗教 团体或其机构者违反法令 、教规 、 宗制 、 教团章程 、

寺院章程或教会章程 ，有伤 害其他公众利益的行为 时 ，主管大 臣有权取消 、暂停 、禁止或命令机

构就职人员 改任 。 神职人员 违反法令 、危害其他公众利益时 ，主管大 臣有权停止其业务 。

调查权 ： 第 十八条 ： 主管大 臣在监督宗教团体时 ，在必要情况下 可 以要求 宗教团体提交报

告或者对其 实 际情况进行调查 。

免税措施等 ： 第二十二条 ：依照命令规定不 向 宗教 团体征收所得税和法人税 。 依照命令规

定免除寺院及教会院 内 土地地租……北海道、府县 、 市町村及其他公共 团体不得向 宗教团体征

收地方税 。
？

１ 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在《宗教团体法 》正式实施前夕 ， 日本颁布敕令 ，修改《文部省官制 》
③

，文部

省增设专职人员 ， 负责调査 、监督宗教团体 ：

第 十条之三文部省 中设置三名 专 门 宗教官 员 ，奉命调查研究 宗教的教义 、仪式等 ， 以及掌

管指导宗教相关 团体的工作 。

第 十条之四文部省 中设置四名 宗教官 员 助理 ，奉命调查研究 宗教的教义 、仪式等 ，
以及从

事指导宗教相关 团体的 工作 。

④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１ 月 和 １ ９４３ 年 １ １ 月 ， 由于东条英机内 阁推行缩减行政机构的政策 ， 日本政府两次修

改《文部省官制 》 。
１ ９４２ 年 ， 《文部省官制 》规定撤销宗教局 ，在教化局下设立宗教科 ，宗教官员 由三

名改为两名 ，宗教官员助理由 四名改为两名 ；

？ １ ９４３ 年 ， 《文部省官制 》又规定撤销教化局 ， 在教学

局下设置宗教科。

？ 虽然文部省下属部门缩减 ，宗教科划归教化局后又改设在教学局下 ，但这一时

期文部省反而加强 了对宗教团体的动员职能 。 随着 《文部省官制 》的修改 ，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１ 月 ２ 日 和

１ ９４３ 年 １ １ 月 ４ 日分别修订的文部省分科规程规定 ，宗教科负责的多项事务中包括调査研究宗教

制度及宗教文化 ， 以及振兴教化活动 。

⑦
１ 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 ７ 日 ，文部省又设置了宗教教化方针委员会 ，

由文部大臣监管 ，负责调査审议与宗教教化政策相关的重要事项 。

①宗教结社成立后或 变更事项 时 ， 需在 １ ４ 曰 内 向地方长官登记 ， 无需认可 ，但 同 时没有成立法人的 资格 ， 不 能享 受减免税

等优惠政策 。 除 了认可权外 ，监督权的 第十六 、十七条和调查权的 第 十八条适用 于宗教结社 。

② 「 宗教团体法 ｊ （ １ ９３ ９ 年 ４ 月 ８ 日 ） 、 大蔵省 印刷局 ｒ 官報 Ｊ ３ ６ ７ ５ 号 。

③ 《文部省 官制 》是明 治 中期至 昭和初期规定文部省权限 、组织 、名称 、设里 、构成等的 法律 ，
１ ８８ 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颁布 。

１ ９ １ ３

年 宗教局 划 归文部省后 ， 《文部省 官制 》作 了 相应修改 ， 有关 宗教的事项 开始被纳入其 中 。 １ ９ ４ ９ 年 ５ 月 ３ １ 曰 ， 随着 《文部省设里法 》

的颁布而被废除 。

④ ｒ文部省 官制 中改正 ７件 」 （ １ 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０ 曰 ＞ ， 大蔵省印刷局 丨 官報 Ｊ ３ ９ ６ ８ 号 。

⑤ 「行政 簡 素化実施 ／ 為二又几＂文部省 官制 中改正 」 （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１ 月 １ 曰 ） 、 大蔵省 印刷局 ｒ 官報 Ｊ 号外 。

⑥ 「行政機構整播 突施 ７ 為二又少文部省 官制 中改正 」 （ １ ９４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曰 ） 、 大蔵省 印刷局 ｒ 官報 Ｊ ５ ０４２ 号号外 。

？ 「文部省分課规程改正 ＿ ｊ
（ １ ９ ４２ 年 １ １ 月 ２ 日 ） 、大藏省 印刷局 ｒ 官報 Ｊ 第 ４７４４ 号 ；

「文部省 分課規程改正 」 （ １ ９４ ３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 、 大蔵省 印刷局 丨 官報 』 ５ ０４４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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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阿部 美哉訳 『天皇 ｔ 神道 ＧＨＱＯ 宗教政策 』 、 寸彳 ７少 出版会 、 １ ９８８ 年 、 ２ １ ３ 頁 。

何劲松 ： 《伪 满期 间 日 本佛教在 中 国 东北扮演的 角 色 》 ，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 １ 年第 ３ 期 。

永 岡 崇 「戰争 ＜７＞痕路 ｔ信仰 ： 天理教 ■ 奁ｆｔ ＜

＊

ｏＴ ｊ 、 ｒ 宗教研究 Ｊ 第 ８２ 卷第 ４ 号 、 ２００ ９ 年 、 １ ３０５
—

１ ３ ０ ６ 頁 。

「治安維持法 」 １ ９ ４ １ 年 ３ 月 １ ０ 日修 、 ， 大蔵省 印刷局 『 官報Ｍ ２ ５０ 号 。

遠藤高志 「
１ ９３０ 年代 中盤 （

二見 ？＆
“

瀨似 宗教
”

餘一
“

迷信
”

論 ｔ 聞係 （
二着 目 Ｌ＞Ｃ

—

ｊ 、 ｒ東北 宗教学 Ｊ 第 ２ 期 、 ２ ００６ 年 、 ８ ３ 頁 。

渡部蓊 ｒ逐条解税宗教法人法 』 、行政株式会社 、 １ ９ ８ ２ 年 、 ９ 頁 。

赤沢史 朗 丨近代 日 本乃思想動 貝 ｔ 宗教统制 ｊ 、 ２ ４０
—

２４ １ 頁 。

罗 敏 ／总体战体制 下 曰 本文部 省 宗教动 员 机制 的形成 与 影 响

１ ９ ４４ 年 ，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等在文部省的组织动员下 ，成立了大 日 本战时宗教报国会 ，

鼓动战争 ，这是文部省宗教动员活动的顶峰 。 大 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动员 国 民

精神 ，鼓动战争 ，为阵亡者举行仪式 、援助遗属和战争受伤人员 、派遣人员赴前线激励官兵 ，并按照

文部省发布的各种命令 ，举行宗教仪式 ，祈祷神佛保佑战争胜利 、守护后方等 。
①

保护监督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文部省宗教动员 的基础 ，主要原因如下 ：

首先 ，保护监督政策实际上是对宗教团体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保证了文部省宗教动员 的有效

开展 。 文部省将支持和反对天皇制国家的两类宗教团体区别开来 ，对前者进行保护 ，对后者采取坚

决取缔的措施 ，这不仅有利于文部省对前者进行动员 ，也迫使后者为了生存不断向 国家政策靠拢 。

从 １ ９ ２０ 年代起 ， 日本多数佛教宗派就积极响应文部省的动员号召 ，到了３ ０ 年代这些团体已经

深人中 国东北地区 ，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 。 《宗教团体法 》实施后 ，佛教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教热

潮 ，时任净土宗宗务所参事的里见达雄鼓吹在大陆的传教工作应进人
“

第二个阶段＇并呼吁为更好

地配合侵略战争 ，需加强对宗教的统制 。

②

其他宗教团体为了获得文部省认可 ，经历了异常艰难的过程 ，其中不乏修改教义支持战争的团

体 。 如长期受到监视的天理教面对不断加强的宗教统制 ， 以
“

革新
”

为 口号 ，在战时重构教义
“

勤劳

奉献
”

，将奉献的对象转化成国家 ，甚至发展出
“

圣战的教义
”

，信徒被组织成
“

勤劳奉献队
”

，参加煤

矿 、工厂和农业的增产活动 ，协助侵略战争 。
③

《宗教团体法沖虽然规定了有关宗教结社的事项 ，但实际上如果不能得到文部省的认可 ，就无

法成立宗教法人 ，不仅不能享受减免税等优惠政策 ，更意味着将面临被取缔的危险 。 特别是 １ ９ ４ １

年重新修订的 《治安维持法 》实施后 ， 日本对宗教团体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 《治安维持法 》第七条规

定 ：

“

以散布否定国体 、亵渎神宫或皇室尊严等为 目 的组织结社的人员 、结社的工作人员 ， 以及其他

从事指导职务的人员 ，处以 四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知情并加入结社的人员或为达成结社 目

的而采取行动人员 ，处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

”

第八条规定 ：

“

以前一条为 目 的结成集团或集团领导

者 ，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参加以前一条为 目 的的集团 ，或与之有关联的人员 ，或为达

成前一条 目 的而采取行动的人员 ，处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

”？ １ ９４２ 年司法省刑事局重提
“

类似宗

教
”

，并将
“

类似宗教
”

规定为妨碍国家 、社会安定的宗教行为 。
？ 许多宗教团体或团体负责人被判

定违反《治安维持法 》 ，如耶稣基督教之新约协会 （ １ ９４ １ 年 ） 、 日本圣洁教会 （ １ ９４ ２ 年 ） 、无宗派基督教

（ １ ９４３ 年 ） 、本门佛立讲胜川本部 （ １ ９ ４３ 年 ） 、创价教育学会 （ １ ９４ ３ 年 ） 、大 日 教 （ １ ９ ４３ 年 ）等 。
⑥ 这样

一来 ，能够存活下来的宗教团体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但都接受文部省的统制 ， ＳＫ务于侵略战争 。

其次 ，保护监督政策加强了对宗教团体的统制 ，便于文部省宗教动员 的实施 。 文部省在认可教

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团体 ，给予其保护的同时 ，也加强了对这些团体的统制 。

《宗教团体法 》正式实施后不久 ，
１ ９ ４０ 年 ６ 月 ，文部省 向 日本基督教联盟代表表示 ，政府不会认

可教会数少于 ５ ０ 家 ，信徒数少于 ５ ０００ 人的小教团 ，并且以此为契机 ，要求佛教宗派也进行合并 。
？

为了能够得到文部省的认可 ，大多数基督教团体和佛教宗派相互合并 。 合并后基督教仅有两个教

团 ，佛教宗派从之前的 １ ３ 宗 ５ ６ 派锐减到 １ ３ 宗 ２８ 派 。 也有部分宗教团体因为坚持不与其他教团

合并 ，满足不了信徒数等要求而不被文部省认可 。 例如基督教的新教教派不愿与其他教团合并 ，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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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得政府认可 ， 因此不得不支付税费并接受警察的控制 。
①

教团和宗派的合并有利于文部省掌握传教士 、僧侣和信徒的情况 ，也方便文部省对宗教团体进

行动员 。 以基督教为例 ，在文部省的压力下 ，
１ ９４ １ 年 ６ 月 合并成立的 日本基督教团将

“

生活纲领
”

定为在遵从皇国之道 、辅佐皇运的基础上开展教会生活和社会生活 ；
１ ９ ４ ２ 年 １０ 月 日本基督教教团

高层下达
“

实现大东亚战争 目 的
”“

宗教报国
” “

确立 日本基督教
”

的命令 ；
１ ９４４ 年 ８ 月 ， 日本基督教

教团又发表了 《 日本基督教教团决战态势宣言 》 。
？ 文部省则严密监视教团 的教化活动 ，并不断进

行鼓动 。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１ 月 ，文部省要求基督教教团汇报修道会 、讲习会 、勤劳奉献 、祭祀 、慰问伤亡官

兵家属等活动的具体情况 ；
１ ９４４ 年战局恶化 ，文部省又开始动员传教士劳动报国 。

③

文部省并不局限于单独对各宗教派别的动员 ，而是致力于统合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团体 ，

组织其服务于战争 。
１ ９４ １ 年 ６ 月 ，神道 、佛教 、基督教在文部省支持下召开

“

宗教报国全国大会
”

，

１ ２ 月 文部省又组织召开
“

宗教团体战时事务局长协商会议
”

。 １ ９ ４２ 年 ４ 月 ，神道 、佛教 、基督教等成

立了
“

兴亚宗教同盟
”

。
④ 最终在文部省的主导下大 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于 １ ９４４ 年 ９ 月 成立 ，文部

大臣担任会长 ，在文部省 内设置事务所 ， 由 国库承担财政补助 。
⑤ 各宗教团体被进一步集中起来 ，

更加便利文部省宗教动员政策的传达和实施 。 大泽广嗣认为迟至战败前一年 日本才设立大 日本战

时宗教报国会 ，是因为文部省优先贯彻《宗教团体法 》 ，而后才着手统合宗教界 。

？ 实际上 ， 《宗教团

体法 》的保护监督政策加强了对宗教团体的统制 ，正是在这种统制之下文部省才有可能对宗教团体

进行统合及动员 。

三 、文部省宗教动员机制的影响

文部省宗教动员背后的实质问题是国家神道体制与神道以外宗教之间 的关系 ， 随着文部省宗

教动员机制的形成 ，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被纳人国家神道体制 ， 同时还产生了与文部省关系密

切的受益宗教团体 。

第一 ，教派神道 、佛教、基督教相互间的矛盾 ， 以及三者与神社神道的矛盾逐步转化为国家公认

的宗教团体与国家不予承认的宗教团体之间的矛盾 。

教派神道原本是幕末维新时期成立的结合了神道 、佛教 、修验道 、 阴 阳道等多种要素的民间宗

教 。
？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 ，这些宗教的生存空间并不宽松 ，例如天理教遭到 了反复调查及地方警察

的压迫和干涉 ；政府以金光大神无资格为 由 ，要求金光教拆除本部的神殿 。

⑧ 不久 ， 明治政府为建

立国家神道 ，开始施行祭祀与宗教分离的政策 ， 因此逐步承认教派神道中的独立教派 。 到 １ ９ ００ 年

代 ，金光教和天理教也相继独立 。 从 １ ９ ２ ７ 年的第二次宗教法案开始 ，教派神道成为了宗教 （ 团体 ）

法案的适用对象 。

明治初年经历废佛毁释运动的佛教逐渐恢复后 ，

一直寻求能够获得与神道同等地位 。 起初 日

本施行神道国教化政策 ，佛教地位下降 。 １ ８９ ９ 年政府提交的第一次宗教法案中 ，神社以外的宗教

团体被置于私法人的地位 。 日本佛教界对此强烈不满 ，认为应该将佛教各宗派设立为公法人 。

？

①里军 占领 日 本时期盟军 总 司令部 民 间信息教育局 文件 ： Ｅｘｃｅｒｐ 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ｓ ｏｆ 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ｓ ｉｏｎＲｅ ｌａ ｔ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 Ｒｅ ｌ ｉ

－

ｇｉｏｕ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 ， ＣＩＥ ｉ件 ， ＢＯＸ Ｎｏ ． ５ ９ ４０ ， ＣＩＥ （Ｄ） ０ ５ ７ ７ ２
， 曰 本 国 立 会图 书馆藏 。

② 原誠 「
日 本基甘教 团 ｔ フ ア シＸ厶 時代 」 、 ｆ基督教研究 Ｊ 第 ６ １ 卷第 １ 号 、 １ ９ ９ ９ 年 ６ 月 、 １ ９

—

２ １ 頁 。

③ 原誠 「戰時下 （７）诸教会 ： 大 曰 本戰時 宗教板国会 聞 ：ｂ ？

） Ｔ ｊ 、 ｒ基督教研究 Ｊ 第 ５ ８ 卷第 ２ 号 、 １ ９ ９ ７ 年 ３ 月 、 １ １ ７ 頁 ，

④ 参见何劲松《伪满期 间 日 本佛教在 中 国 东 北扮演的 角 色 》 ， ｆ世界宗教研究 Ｊ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３ 期 。

⑤ 大沢広嗣 「文部省 Ｊ： 財 团 法人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 国会 ｊ 、 ｒ 宗教研究 Ｊ别册第 ８８ 卷 、 ３ ７３ 頁 。

⑥ 大沢広嗣 ：

「文部省 ｔ 財 团 法人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国会 ｊ 、 ｒ 宗教研究 Ｊ别册第 ８８ 卷 、 ３ ７３ 頁 。

⑦ 村上重 良 「 国 家神道 Ｊ 、岩波新書 、 １ ９ ７０ 年 、 １ ２２ 頁 。

⑧ 村上重 良 ｒ 国 家神道 ｊ 、 ｉ ｉ ｏ 頁 。

⑨ 大 日 本仏教徒 同盟会 ｆ 宗教法案反对意見 Ｊ 、 大 日 本佛教徒 同盟会 ， １ ９００ 年 、 １ ２
—

１ 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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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敏 ／总体战体制 下 曰 本文部省 宗教动 员 机制 的形成 与 影 响

１ ９ ２ ７ 年的第二次宗教法案和 １ ９ ２ ９ 年的第一次宗教团体法案之所以遭到佛教界反对也是因为法案

规定
“

三教平等
”①

。
１ ９ ３ ８ 年底 ，地位对于佛教界而言依然是最为敏感的问题 。 时任善通寺派管长

的莲生观善认为 ，在宗教团体法案要纲？中将教派神道置于佛教各宗派之上甚为不妥 。
？ 虽然始

终无法比拟神社神道 ，但随着宗教动员 的深人 ，佛教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 日本开始推崇敬神的同

时也须敬佛 。 除了强制国 民参拜神社外 ，政府还要求国民每月 徒步参拜一次近郊的神社 、寺院 ，广

而告之祭神或者佛祖的事迹 ；奖励民众在家中设置神龛佛坛 ，朝夕清扫 、献茶供养等运动 。
④

基督教与国家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 １ ８ ７ ３ 年 ２ 月 ， 明治政府撤除了禁止基督教的布

告 ，但是基督教长期受到新政府的敌视 ，被称为
“

邪稣教
”

。 １ ８ ９ ９ 年 ７ 月 ，为了应对与西方国家签订

的新条约的实施 ， 内务省规定了
“

除神佛道之外的宗教
”

的章程 ，这里的
“

宗教
”

特指基督教 。 然而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政府对基督教仍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 ， 因此 １ ９ ２ ７ 年的第二次宗教法案引发

基督教团体的激烈反对 。 直到 《宗教团体法 》颁布 ，基督教才被正式称为
“

基督教
”

。 当时大部分基

督教高层都期待通过《宗教团体法 》取得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 ，受到文部省保护从而避免警察介

入 。

⑤
１ ９４０ 年的 《基督教年鉴沖收录了一篇题为 《 〈宗教团体法 〉成立意义 》的文章 ，文章指出 ， 《宗

教团体法 》赋予了基督教极大的特权 ，能够与神道 、佛教同列成为国家公认的团体 ， 实属非常之特

典 。
？ 基督教团体从国家提防的对象变成了保护的对象 ，从而发展成了协助战争的工具。

《宗教团体法 》实施后 ，文部省予以认可 ，给予宗教法人资格的对象主要是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

督教团体 ，这也是明治以来国家从法律层面对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团体的承认 。 由于获得认可

的各宗教团体统领由天皇任命 ，享受
“

敕任官
”

待遇 ， 因此 １ ９ ４ ２ 年 １ １ 月 ２ ６ 日 ，各教派神道 、佛教宗

派 、基督教教团和天主教教团 的统领与文部大臣 、文部省教化局局长等人一起觐见了天皇 。
⑦

自此

这三类宗教团体获得了仅次于神社神道的地位 ， 于是这些教团结成一体 ，相互间 的矛盾 ， 以及与神

社神道之间的矛盾逐渐淡化 。

第二 ，诚然 ，在总体战体制下文部省加强了对宗教团体的统制 ，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

文部省还有保护国家公认宗教团体的一面 。 这些宗教团体支持国家方针 ，享受保护和优惠政策 ，与

文部省建立了复杂的关系 ，成为总体战体制下的受益团体 。 以佛教界为例 ， 因为 《宗教团体法 》附属

法令中提出无偿向寺院等借贷国有财产等 ，此前大力反对历次宗教 （团体 ）法案的佛教联合会开始

采取向政府妥协的方针 。
？ 除了宗教法人外 ，佛教团体还联合成立了财团法人 。

１ ９ １ ２ 年 ， 日本佛

教界成立各宗派恳谈会 ， １ ９ １ ６ 年改称佛教联合会 ，

？九一八事变后佛教联合会积极慰问驻
“

满洲
”

日军 ，并为阵亡者召开追悼会 ，叫艮早就开始支持国家对外侵略活动 。 １ ９ ３８ 年 ７ 月 ，经由文部省认

可后 ，佛教联合会成立民法财团法人 ， 表示要振兴佛教并实现佛教报国 。 如 日 本学者大泽广嗣所

①近角 常ｆｔ ｒ 宗教法案反对来歷 Ｊ 、 １ ９ ２ ９ 年 。 这里 的三教平等是指教派神道 、佛教和基督教 ， 不 包括神社神道 。

② １ ９３ ８ 年 １ １ 月 ， 文部大 臣荒木 贞 夫向 宗教制度调查会咨询 了 宗教 团体法案要纲 ，后 经过法制局 的修改 ，作为 宗教 团 体法案
提交给 了 第 ７４ 届帝 国议会 。

③ 蓮生親善 「 宗教 团体法要纲Ｗ神佛基 ＣＯ顺位Ｃ就ｈＴ 」 、 ｒ 中 外 曰 報 Ｊ １ ９ ３ ８ 年 １ ２ 月 ４ 日
； 衆議院調查部 ｒ 宗教团体法案調 查

资料 Ｊ １ ９ ３ ９ 年 ２ 月 、 ２ ３ １
—

２ ３ ２ 頁 。

④ 「 资料 ６ ６ 国 民精神総動 員 運動 （
二閣ｆ 

■＆各方面乃意見 内 閣 情報部 」 （ １ ９ ３ ９ 年 ４ 月 ） 、 吉 田裕 、 吉見義 明編 集 ． 解税 『 資料
曰 本現代史 １ ０ 曰 中戰争期 国 民動 貝 （ １ ） Ｊ 、 ２０ ２ 頁 。

⑤ 原誠 「
日 本基督教 团 ＾： フ アシＸ厶時代 」 、 ｒ基督教研究 Ｊ 第 ６ １ 卷第 １ 号 、 １ ９ ９ ９ 年 ６ 月 。

⑥ 笠原芳光 「
曰 本基督教 团成立 問題 （ １ ） 宗教统制 （Ｃ対ｔ 冬 抵抗《 問題 ｔＬ Ｔ 」 、 丨 考 卜 教社会 問題研究 Ｊ 第 １ 〇

期 、 １ ９ ６ ６ 年 ４ 月 。

⑦ 大沢広 嗣 「昭和前期Ｏ仏教界 ｔ速合組織 ： 仏教速合会旮 Ｇ 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 国会 ｉ Ｔ
＊

」 、 ｒ 武蔵野大 学仏教文化研究所
紀要 Ｊ 第 ３ １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⑧ ｒ全仏二十年 ＣＯ步為 』 、文平社 、 １ ９ ７ ３ 年 、 ８ 頁 。

⑨ 大沢広 嗣 「昭和前期 ｃｏ仏教界 ｔ速合組織 ： 仏教連合会力
、

Ｇ 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国会 圭 Ｔ
＊

＿ ｉ
、 ｒ 武蔵野 大 学仏教文化研究所

纪要 Ｊ 第 ３ １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２ ６
—

２ ７ 黃 ０

⑩ 「资＃ １ ８ 仏教

＇

拼合会 ｊ；满 州駐 屯軍想 問 並戰死者追掉会 開催其他 （二 関ｔ ■＆件報告 」 （ １ ９ ３ １ 年 １ ０ 月 ２ 日 ） 、吉 田裕 、 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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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言 ，佛教联合会成立财团法人 ， 目 的在于强化 自 身的财务基础 。
①

１ ９４４ 年 ，在文部省主导下成立的

大 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也同样拥有财团法人资格 ， 同年度的预算案中有超过一半的收入来 自文部

省的补助金 。
？

《宗教团体法 》实施后 ，文部省推进了基督教教团和佛教宗派的合并 ，加强了对基督教和佛教的

统制 。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 当时基督教高层也同意合并 ，继而摸索将信仰整合成一体 ，提倡建设 日

本基督教 。
③ 对部分佛教团体而言 ，合并更是为宗派统制寺院创造了条件 。 佛教界在反对 １８ ９ ９ 年

第一次宗教法案时曾提出应当使宗派与寺院之间保持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

④而促进宗派合并 ，加

强宗派的统制力恰恰满足了这一愿望 。

文部省宗教动员机制的理念来源于内务省完善国家神道体制的构想 。 如前所述 ，在文部省接

管神社神道以外宗教团体之前 ， 内务省方面就试图动员宗教团体 ，为天皇制国家服务 。 虽然内务省

的设想没有顺利实现 ，但对之后文部省的宗教动员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内务省决定将教派神

道 、佛教和基督教纳人天皇制国家的体系 中 ，试图通过国家权力调和这三派宗教与神社神道之间的

矛盾 ，并且在内务省起草的第一次宗教法案中 已经出现了对宗教团体进行保护监督的理念 。
⑤

１ ９ １ ３ 年宗教局转设至文部省后 ，文部省继承了 内务省的基本设想 。 此前明治政府就宗教问题

已经多次颁布太政官布告 、教部省省令 、 内务省省令等 ，这些法令在文部省看来是
“

零碎
” “

杂多
”

而

且
“

不完备
”

的 ，也就是说这些法令无助于文部省统制宗教团体 。 在总体战体制下 《宗教团体法 》出

台 ，文部省通过该法建立了强有力的统制 ，最终得以有效地动员宗教团体服务于战争 ，也标志着国

家神道体制的进一步强化 。

文部省的宗教动员机制是 日本有意谋划的总体战体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目 的正是为了支持

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 。 在文部省的动员下 ，宗教团体沦为法西斯政权控制民众精神的工具 ，原本应

该提倡善行和道义的宗教教义成为了煽动
“

圣战
”

的法宝 。 被煽动起来的民众长期处于精神麻木 、

狂热好战的状态 ，这既是 日军屡次对他国国民实施残暴行径的思想根源 ，也推动 日本国家机器更快

地走向军事冒险 。
？

二战结束后 ，盟军 占领 日 本 。 １ ９４ ５ 年 １ ２ 月 ２ ８ 日 ， 在盟军的要求下 ， 日 本废除了 《宗教团体

法 》 ，文部省的保护监督政策也一 同被取消 。
１ ９４ 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日本废除宗教教化方针委员会 。

至此 ，与文部省宗教动员相关的制度规定被彻底铲除 。

〔罗 敏 北京大学历 史学 系博士生 〕

（责任编辑 ： 常星 ）

①大 嗣 「昭和前期 ｃｏ仏教界 ｔ連合組織 ： 仏教速合会力、 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 国会 武蔵野大 学仏教文化研究所

紀要 Ｊ 第 ３ １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２ ９ 黃 。

② 大沢ｋ 嗣 「 昭ｉ前期ｂ私教界 ｔ速合組織 ： 仏教速合会力
、

Ｇ 大 日 本戰時 宗教報 国会 Ｊ Ｔ
＊

ｊ 、 ｒ武蔵野 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

紀要 Ｊ 第 ３ １ 期 、 ２０ １ ５ 年 、 ４ ５ 頁 。

③ 川 口 葉子 「総力戰体制 下 （
Ｃ ｉＪ 

（于 Ｓ信仰 ｔ戰寺
——

〈 日 本基督教 〉 奁 中心 （
二

＿

｜
、 ｒ 宗教研究 Ｊ 第 ８ ３ 卷 、 １ ５ ６ ７ 頁 。

④ 大 日 本払教徒 同盟会 ｒ 宗教法案反対意見 Ｊ 、 大 日 本佛教徒 同盟会 、 １ ９００ 年 、 １ ２
—

１ 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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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高 洪 ： 《战争期 间 曰 本军 国 主义法西斯的精神专制 》 ， 《 日 本学刊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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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Ｎａｉｑ 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ａｎｄ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ｉ 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ｗａｒ ｔ ｉｍｅｄｉｐ ｌｏｍａｃｙ．

９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ｌ ｉｇｉｏｎＭｏｂｉ 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ＬｕｏＭｉｎ （ ９ ７ ）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ｏｔａ ｌＷａｒ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 ｉｎｉ 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ｗａｓａｎａｄｍ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ｖｅｍａ

？

ｃｈｉｎｅｒｙ
ｆｏｒ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ｕ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ｅｓｅｘｃｅｐｔＳｈｉｎｔｏｓｈｒｉｎｅｓ ， ｉｔａ ｌｓｏ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ｔｈｅｔａｓｋｓｏｆ

ｍｏｂ ｉｌ ｉｚｉｎｇ
ＫｙｏｈａＳｈ ｉｎｔｏ ， Ｂｕｄｄｈ ｉ ｓｍ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 ｔｙ

ｔｏｓｅｒｖｅｗ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１ ９４０ ， ｔｈｅ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 ｆ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ｄｉｄｎ
＾

ｔｇｏｗｅ ｌ 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ｔｈａｔｓｉ ｔｕａｔ ｉｏｎｈａｄｉｍ
？

ｐｒｏｖｅｄａ ｌｏｔ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 ＩＧＩＯＵＳＧＲＯＵＰＳ ．Ｂｙ 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ｇ

ｔｈ ｉ ｓｌａｗ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 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ｅｓ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ｅｄ
ｐｏ ｌ ｉｃｉｅｓ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 ｉｓ ｉｏｎｏｆ

ｒｅｌ ｉｇ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 ｔｓ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ｆｔｈｅｒｅｌ ｉｇｉｏｕｓ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ｌａｙ
ｄｏｗｎａｆｏｕｎｄａ

？

ｔ 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ｎｍｏｂ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ＴｈｅＫｙｏｈａＳｈｉｎ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 ｓｍａｎｄＣｈｒ ｉｓｔ ｉａｎｉ 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ｒ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ｎｔｏ ．Ｔｈｏｓｅｏｆｆ ｉｃｉａｌ 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ｄｒｅｌ ｉｇ 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

ｃｌｏｓｅｌ ｉｎｋ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ｂｅｃａｍｅｂｅｎｅｆ ｉｃｉ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Ｔｏ
－

ｔａ ｌＷ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ｎ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ｆｏｌ

－

ｌｏｗ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 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ｗｈｉ ｃｈ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
－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ｈ ｉｎｔｏ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ｏｆａｇ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１０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 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

ｉｎ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Ｄａｌ ｉａｎｕｎｄ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ｕｌｅ ＹｕＷｅｐｊ
ｕｎ（ １ ０ ５ ）

Ｊａｐａｎｈａｄｒｕｎｔｈｅｄ ｉｒｅｃｔｃｏ ｌｏｎ ｉａ ｌｒｕ ｌ ｅ ｉｎＬｕ ｓｈｕｎａｎｄＤａ ｌ ｉａｎｆｒｏｍ１ ９ ０ ５ｔｏ１ ９４５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Ｊ 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ｏ ｌｏｎｉｚ ｉｎｇ
Ｔａ ｉｗａｎ ，ｔｈｅＪ 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ｉ ｓｍ ｗｅｒｅｓｈ ｉｆｔｅｄ ｉｎｔｏ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

Ｄａｌ ｉ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ａｔ
ｐｅｒ ｉｏｄｏｆ４０ｙｅａｒｓ ？Ｊ ａｐａｎ ，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 ）ｃｏｎｔ ｉｎｕｏｕｓ ｌｙｐｒｏｍｏｔ ｅｄｔｈｅｄｅ

？

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ｉ ｓｍ ｉｎｔｈｅ ｌｅａｓｅｄｔｅｒｒ ｉ ｔｏｒｙ ，ｔｕｒｎ ｉｎｇｔｈｅ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ｉ ｓｍｔｏｂｅｔｈｅｔｏｏ ｌ ｓｏｆ
ｐｒｏｐａ

？

ｇａｎｄａｆｏｒｋｅｅｐ ｉｎｇ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 ｌｏｎｉａ ｌｒｕ ｌｅ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ｔｈｅｙｃｏｎｔ ｉｎｕｅｄ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 ｉｎ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Ｄａ ｌ ｉａｎｏｕｔｗａｒｄ ｓｂｕ ｉ ｌｄ ｉｎｇ

ｔｈｅｍｔｏｂｅｔｈｅ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ｙ
ａｇｇ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ｇａ 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 ．

１ １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ｉ＾

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ｎＴｉｅｑｕａｎ （ １ １ ５ ）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ｇ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ｔｈ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ｒｔＳｏｃ 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ａｄｃａｒｒ ｉｅｄｏｕｔａ 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ａｂ ｌｅａ
－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ｕｔ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 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

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ｓｅｒ ｉｅｓｏｆｄｅｖａｓｔａｔ 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ｗ ｉｔｈｍａｎｙ
ａｃｔ ｉｖｉ ｔ ｉｅｓ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
ｐａｒａ ｌｙｚ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ｗａｒ ， ｔｈ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ｏｆＣｈ ｉｎａｍａｄｅａｃ
－

ｔ 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 ，ｉ ｔｍａｄｅａ

ｇｏｏｄ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 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ｗａｙ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ｉ ｔ

ｈａｄ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ｄ ｉｆｆ ｉ ｃｕ ｌｔ ｉｅｓ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ｖ ｉ 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 ．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ａｔ ｉｏｎｗａ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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