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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陈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原敬以 “时势论”和 “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

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

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 “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

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

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

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

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 “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

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

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原敬；政治理念；对美认识；日美协调

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４５８（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３－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５６／ｊ．ｃｎｋｉ．ｒｂｗｔｙｊ．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原敬 于１９１８年９
月组阁，第一次实现了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

政党领袖组阁，这标志着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

上政党内阁的诞生，并由此开启了明治宪法体制下

政党内阁的惯例。原敬内阁成立伊始，即以日美协

调取代日英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由此对

一战以来大隈、寺内两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一系

列调整。认识日美协调政策可以从国际政治方面来

进行考察。一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和平主义浪

潮风起云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公开外交为特

征的 “新外交”，反对列强秘密缔结协约或协定的

“旧外交”①。不过，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

现原敬日美协调政策与他在一战期间提出的日美协

调外交构想也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国内学

界在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相关研究中虽对此有所

涉及［１］，但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原敬

早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

演变、原敬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认识等诸方面的考

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做一探讨

和分析。

一

１８７９年，原 敬 投 身 新 闻 界，在 报 知 新 闻 社 担

任评论记 者 之 时，正 值 国 内 自 由 民 权 运 动 风 起 云

涌，原敬目睹其发 展 潮 流，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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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其中 “时势论”尤为值得关注。“时势论”始

于原敬在１８８０年发表的 《政体变更论》一文。在该

文中，首先，原敬提出政体之变更 “无常理也无常

势。是以需要循时乘势，或未必需要变更，或必须

进行变 更。总 之，是 否 变 更 政 体 唯 在 于 时 势 之 如

何。”［２］１４接着，原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所体现的是依

据舆论和公论，“国民正热望立宪政体之时势”［２］１５。
再次，原敬批评当时藩阀政府对于要求颁布宪法、
开设议会的自由民权派的敌对态度，认为 “原本国

会请愿之徒是为时势所推动。即其徒之见识能够成

为时势。夫已为时势。何问其贤不肖，何论其进退

举止，孟轲云：虽有智慧，不如乘 势；虽 有 镃 基，
不如待时。”［２］１６－１７即 原 敬 积 极 支 持 运 动 并 非 因 其 是

当做之事，而是基于其必然产生的认识，认为促成

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时势的作用。最后，原

敬强调不察 “时势”之危害：“盖在未可变更之时

势之际进行变革，则崩坏四出以至于天下复不可收

拾；又若在可以变革之时势之际不进行变更，则上

下乖离终 至 于 不 可 维 持 之 境 地。此 二 者 皆 不 可 为

矣。”［２］１７在１８８１年 发 表 的 题 为 《知 大 势 为 官 民 当

务之急》一 文 中，原 敬 又 进 一 步 详 加 阐 释 “时 势

论”，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势者也，而治

国之国莫急于察势也。今夫不知势者往往违背大势

之所趋，是故祸害不旋踵而至。而能察势者，无论

何人皆可乘大势之所趋，是故其所欲者不期然可以

得之。……治国者安能不察其势之所趋，而事先予

以处理也。”［２］３９－４０由 此，原 敬 认 为 “时 势 论”是 治

理国家者不可不关注和予以重视的普遍政治理念，
并运用于其后对外关系的认识中。

“实力论”，源 于 原 敬 早 期 的 政 治 实 践。１８８２
年，他因偶然的机缘结识长州元勋井上馨，并受其

赏识，开 始 踏 上 仕 途，进 入 外 务 省。１８８４年，担

任驻清天 津 领 事。１８８５年，被 任 命 为 巴 黎 公 使 馆

副书记，１８８９年 归 国。海 外 的 五 年 任 职 经 历，对

于原敬在国 际 关 系 和 国 际 形 势 的 认 识 方 面 大 有 裨

益。自１８９０年起，原敬相继出任身为农商相 和 外

相的陆奥宗 光 的 秘 书。１８９５年５月，原 敬 升 任 外

务次官。原敬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历经条约修改和

三国干涉，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

加深。他深 刻 认 识 到 日 本 作 为 后 进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国地位。１８９７
年，随着陆奥宗光的去世，原敬离开官界进入大阪

每日新闻社，翌年，担任社长。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０年

期间，原敬在 《大阪每 日 新 闻》上 陆 续 发 表 社 论，

基于弱国认识提出 “实 力 论”。他 认 为，虽 然 在 国

际关系中 “各国处于对等之位置，此为国家当然具

备之权利”［２］５０１，但 “无 论 如 何 国 家 强 弱 之 间 必 定

存在差异”［２］６８５。而 基 于 强 国 之 幻 想，无 视 日 本 弱

国之实际，提出强硬外交之言论，在对外关系的实

际上则危险之极［２］６４６。由此，原敬指出，日本外交

应该关注欧洲列强之动向，慎重采取外交手段，为

了国家 利 益 起 见，也 可 以 与 敌 人 采 取 合 作 之 手

段［２］６１５。总之，原敬非常重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要

素，明确提出崇拜实力的 “实力论”。
基于 “时势论”和 “实力论”，原敬认 为，在

当时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之下，日本作为后起之资

本主义国家，在羽翼尚未丰满之际，惟有与欧洲列

强在达成协 议、保 持 协 调 的 前 提 下 实 施 “对 清 政

略”，才能实现日本在清朝权益的最大化，也就是

说对清政 策 和 与 欧 洲 列 强 保 持 协 调 密 切 相 关，即

“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２］３５０。总之， “时势论”和

“实力论”作为原敬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原敬政治观和外交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美国自１８９９年发表第一次关于中国门户 开 放

宣言，即开始逐步推行在中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

策，主要采取经济和教育手段，增强其对华政治和

意识形态的影响力。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
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幅接受中国留学生，通过留学

生教育的发展，增加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和培养留学

生的亲美意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

国，创办学校和医院等教育机构和公共设施。在传

教的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美国政府

的默许下，支持中国的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

１９０５年日俄战 争 之 前，美 国 为 抵 制 俄 国 在 中 国 东

北之扩张，与英国一同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并

在日俄 之 间 进 行 斡 旋，使 得 日 俄 缔 结 和 约。１９０５
年７月，日美签订 《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美

国承认日本控制韩国，日本承认美国控制菲律宾。
但战后，日本 取 代 俄 国，垄 断 中 国 东 北 南 部 的 权

益，并 “开始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资本。……日俄

战争结束后的第２年即１９０６年，日本的对华输出

额达到１１　７７７．９万 日 元，与 日 俄 战 争 前 即１９０３年

的６　４９９．４万日元相比，增长了８１．２％。”［３］２７围绕所

谓 “满洲门户开放”问题，日美之间关系开始紧张。

１９０５年末至１９０６年初，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意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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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起初得到时任日本首相桂

太郎的同意，并签署 《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

遭到刚从朴茨茅斯回国的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强烈反

对，遂通知美方宣布备忘录无效。此一事件成为日

美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美国爆发排斥日

本移民的运动。１９０６年３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

过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年１０月，旧金山

市教育局颁布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的命令。

１９０７年２月，美 国 联 邦 议 会 两 院 批 准 新 移 民 法 案

后，取消这一命令。为改善日美关系，美国总统西

奥多·罗斯福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于１９０７年９月赴

日，相继与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高 层 首 脑 会 谈，
谋求改善双方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经过沟通，相

互对对方的立场均有所谅解。随后，美国驻日大使

欧伯连与日本外相林董就日本移民问题进行多次谈

判，终于在１９０８年２月达成 “日美君子协定”，以

日方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使得移民问题基本上得以

解决。接着，３月，美国舰队在环球航行时特意停

靠日本，日本 也 表 示 热 烈 欢 迎，以 营 造 缓 和 舆 论。
为缓和双方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１９０８年１１
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分别代表

本国政 府，实 现 有 关 太 平 洋 方 面 问 题 的 换 文，即

《高平－罗脱协定》。协定提出，两国须保持彼此在

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自由和稳定，必须在中国维护工

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时，还应该保护列强在中

国之共同利益。很明显，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之

企图，重申一向主张之中国 “门户开放”政策，坚

持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
原敬对于美国及日美关系的认识，始于其１９０８

年８月至１９０９年２月为期６个月的漫游欧美之旅。
他在１９０８年７月卸任内相后，赴欧美海外旅行。自

１９０８年９月５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至１０月

８日离美赴法，在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旅中，原敬

广泛接触当地人群，包括日本驻美国大使高平小五

郎、日本著名银行驻当地分行行长、当地日本移民

领袖及侨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联社创

始人斯通、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 廉·艾 略 特、
有美国 “钢铁大王”之称的卡耐基、安那康达铜公

司总经理、通用电气公司社长等；参观内容也繁杂

多样，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美国产

业发展，二是与美国民主政治相关的诸领域。
原敬非常关注美国的产业发展，这与其作为企

业经营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他曾于１９０１年经财界

元老井上馨推荐，担任北浜银行董事长，直至１９０３

年１月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担任董事至１９０５年７
月底。自１９０４年起，原敬接受与陆奥宗光关系密切

的古河矿业公司的邀请，参与公司经营活动。１９０５
年至１９０６年担任古河矿业公司副社长。他希望通过

考察美国产业，对日本产业发展能有所借鉴。原敬

在美国参观合众国铜矿公司、安那康达铜公司，并

亲自赴伊格尔比特矿山考察［４］３２０。在工厂方面，原

敬主要关注火车车辆的生产制造。城市建设和铁路

设施也是原敬考察的一个重点。据原敬所述，“芝加

哥在美国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二百

万，市区分为地上和地铁三段交通设施，非常热闹，
目下十六层高楼为最高层。”［４］３２１此处所谓 “三段交

通设施”是指地铁、地上道路和高架桥道路。银行

和交易所也为原敬所关注，其考察金门银行、日美

银行等多家银行，并在纽约集中考察华尔街证券交

易所、股 票 交 易 所、铜 交 易 所、交 易 所 经 纪 店 和

“自助存款”［４］３２４。
原敬作为政党政治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关

诸领域也非常关注。如原敬重视教育和新闻出版事

业。这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原敬在进入政府之前

做过多年新闻记者。之后，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０年，又先

后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总编辑、社长。１９０３年与岩

下清周联合出资购买大阪新报，并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６
年亲自担任大阪新报社社长。在芝加哥，原敬访问

了芝加哥大学。在波士顿，原敬参观医科大学、哈

佛大学，并由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宴请

午餐［４］３２５。在华盛顿，原敬与高平大使一起谒见罗

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讲述美国排外热的变迁，实

为对排日运动间接之解释［４］３２２。原敬还参观政府所

属印刷局，据说印刷经费很多，印刷品种多样，但

多为议员演讲的印刷品［４］３２２。对此，原敬指出，“作
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情，议院相关物品不受任何限

制，实在令人吃惊”［４］３２２。在纽约，原敬与日本驻纽

约总领事水野一同接受 “ＡＰ”通信社 （美联社）创

始人斯通邀请共进午餐，随后在斯通引领下参观环

球新闻社及斯通的办事处［４］３２４。
另外，原敬也考察当地日本移民的生活和工作

情况。原敬在１８９２年担任外务省通商局长时兼任移

民课长，为保护海外移民，采取保护移民规则，并

于１８９６年颁布移民保护法。另外，美国排日移民运

动也是日美关系恶化的一个诱因。因此，原敬比较

关注海外移民情况和在美国发生的排日运动。在这

次美国之行中，原敬亲身感受到西雅图虽处于太平

洋沿岸，但该地几乎无排日热［３］３１７。在奥格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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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地摩门教势力甚大，而且摩门教徒一般对日本

人均抱有好感，故此地日本移民虽人口较多，但并

无排斥热［４］３２０。另外，原本排日运动应该比较激烈

的旧金山，排斥日本人的声浪逐渐减少［４］３１８。减少

原因，据原敬观察，是由于当地日本移民，事业多

有成功。日本移民在美国从事各种事业或工作，除

种植马铃薯、栽培葡萄及生产葡萄酒、创办报纸外，
还从事大学教师、牧场工人、铁路工人和自谋生计

等多种职业。另外，据原敬所述，驻旧金山总领事

小池 “专门致力于与外国人交往，渐有人气恢复之

兆，近来由我商业会议所邀请六十余位美国绅商赴

日本”［４］３１８。对 于 排 斥 日 本 人 的 缘 起，原 敬 认 为，
“其中 可 能 有 德 国 等 美 国 以 外 移 民 教 唆 的 因 素 在

内”［４］３１８。
通过一个多月的美国漫游，原敬指出，“迄今为

止，虽尚无亲眼观察美国的机会，但今日观察，确

实是活跃之国，目下经济界虽不景气，受其影响甚

多，但全国活动之形势明显可以看出，将来该国在

世界之地位非常值得关注”［４］３２５。而且通过其后英法

旅行，进一步加深了原敬的这种认识。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３１日，原敬在巴黎停留两

周，由于他曾在该地工作三年多，较为熟悉。但这

次在法国，原敬深感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种

“显著变化者酷似美国，……美国人非常喜欢巴黎，
每年有几万人来这里散发钱财。虽然，法国人认为

美国人风俗极端，并蔑视之，但安知其不是为了满

足美国卑劣、迎合散发钱财者之欢心 并 投 其 嗜 好，
这样不知不觉地也会为其风俗所同化。……美国不

仅政事经济，而且连风俗也拥有如此 之 潜 在 势 力，
真是令人惊讶之事。”［４］３２７１１月１日至２２日，原敬在

英国游览。与美国相比，原敬感到 “伦敦与去年考

察当时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与法国相比，美国

人来英国较少，往返美英间的轮船为方便旅客起见

多停靠法国，从 风 俗 这 一 点 上 来 看，与 法 国 相 比，
英国固有风俗尚可得以维系”［４］３２９。在原敬看来，与

作为 “新世界”、正在崛起的美国相比，英国的 “寂
寥”之感甚为强烈，尤其是法国风俗变化甚为剧烈，
而这种变化深受美国影响。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开

始呈现衰落征象。
总之，通过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考察，原敬亲

身感受到美国产业的先进，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深

有感触，目睹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社会

发展蒸蒸日上，强调美国 “全国甚为活跃，将来可

畏者当系此国”［４］３４２。同时，原敬通过欧美考察，深

感 “民众力量之发展实令人惊讶”［４］３４２，民主政治的

潮流势不可挡，而美国作为世界民主政治象征的地

位尤为值得关注，指出 “此等之事情在未来吾人料

理国政之时亦应为大加思考之事”［４］３４２。由此，原敬

预言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美国必将在世

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占有核心地位， “世界的美国

化”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日本对外关

系要重点关注美国之动向，并开始认识到日美关系

的重要性。

三

１９０９年，塔夫脱继任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诺克

斯推行 “金元外交”。在东亚政策上，针对日本，提

出改善在中国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试图使

得美 国 资 本 进 入 中 国 东 北 地 区。１１月，诺 克 斯 向

日、俄、中、德、法、英等国提出 “满洲铁路中立

化”和由美英共同出资修建锦州至瑷珲铁路。日俄

联合表示反对，英国态度冷淡。法国态度消极，只

有德国表示赞成。因受到日俄抵制，诺克斯方案未

能实现。日美矛盾更加尖锐。１９１０年１１月，美 国

组成有美、英、法、德 四 国 参 加 的 “国 际 银 行 团”
向中国东北提供贷款，来收买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
意图通过银行团向东北输出资本，这样不仅同日本，
而且也同俄国产生对立。日俄两国也 加 入 银 行 团，
最终促使银行团作出 “不损害日本特殊利益”的保

证。这样，美国计划受挫。日美关系进一步趋于紧

张，甚至传 言 日 美 有 可 能 开 战。针 对 上 述 “满 洲”
地区日美的紧张关系，时为桂内阁与党的政友会领

袖原敬极为担忧，他向时任内阁首相的桂太郎建议，
关于 “满洲”政 策 要 充 分 考 虑 到 美 国 因 素 的 影 响，
否则对国家极 为 不 利［５］１０。１９１３年３月，威 尔 逊 担

任总统之后，采取与欧洲列强和日本不同的对华政

策。执政伊始，即宣布退出由英、美、法、俄、德、
日组成的六国对华借款团。５月，在列强中第一个

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威尔逊受到国内进步主义改革

浪潮影响，将爆发辛亥革命的中国视为 “姊妹共和

国”，把对中国的支持看做美国的使命［６］６５－６６。中美

互为 “姊妹共和国”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深入人心，
与威尔逊采取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相比，日本对华

强硬外交日益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反日运动日益

激化。
日本自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即将日英同盟确立

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称之为 “帝国外交之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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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为抵制俄国在远东之扩张，日本为依靠

英国对俄开战，１９０２年１月，双方签订针对俄国的

军事攻守同盟 《日英协约》（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
在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临近结束时，英国担心俄国转而

侵略中亚与印度，日本为了取得英国对其自由处置

韩国权利之保证，双方进行延长协约的谈判，于８
月签订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鉴于日美矛盾趋于深

刻，日本担心英美联合，自己受到孤立，遂于１９１１
年４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修改日英同盟，目的是

将日英同盟适用于美国。但是，此时，英国同美国

开始接近，并将对美友好确立为外交 政 策 的 核 心，
自然不会 将 美 国 作 为 日 英 同 盟 的 对 象。１９１１年７
月，双方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最显著者为第

四条规定 “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已缔结普遍仲

裁条约时，在此仲裁条约有效期间，认为本约中无

任何规定，使 此 缔 约 国 负 有 与 该 第 三 国 交 战 之 义

务。”［７］３３２８月，英美签署仲裁条约。很明显，日英同

盟不适用于日美战争。从日美关系上说，日英同盟

已经失去效力，正在变为一具 “僵尸”。日俄战后，
围绕 “满蒙”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共同对抗美

国起见，日俄之间实现妥协，从１９０７年７月至１９１６
年７月，先后签订四次密约。日法之间于１９０７年６
月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

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日本希望以日俄

密约作为日英同盟的有力补充，在巩固日本外交上

发挥屏障作用。

１９１４年６月，一战爆发。８月，日本大隈重信

内阁以恪守日英同盟名义，宣布参加协约国并对德

宣战，其目的是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及势力范

围，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对此，时任政友会总

裁的原敬通过与元老及政府高层首脑多次会面，以

在野立场批评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围绕占领胶州

湾问题，原敬指出，“占领胶州湾如果不归还中国的

话，至少必须要做好和美国爆 发 战 争 的 准 备”［８］５２。
当原敬听 到 日 本 占 领 马 绍 尔 群 岛 的 消 息 后，认 为

“由此一来与美国的关系会愈加险恶，此点实在令人

担忧”［８］５５，在对外关系上，强调 “对于美国需要予

以充分注意，至少要致力于使得他日彼国不以我为

敌才是尤为重要之事”［８］１６３，“在此之际，绝对不能

将美国置之度外”［７］５６，并进而指出 “将来日英同盟

不足 恃，一 旦 与 美 国 有 事，欧 洲 毫 不 足 恃。因 此，
应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

所缓和之方针”［８］５１。由此，在一战爆发这种新的国

际形势下，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认识中必须要重视

美国，缓和与美国关系，避免爆发日美战争。进而，
原敬依据 “时势论”和 “实力论”，提出对华关系与

日美关 系 息 息 相 关，即 所 谓 “对 华 政 略 即 对 美 政

略”。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要实现日美协调，并

由此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他明确指出，“中国问

题的解决不应单纯从中国一方来看，社会上有日俄

同盟或俄法日英同盟等各种说法，但这些仅可维持

一时，并不足以依靠，如不能的话，倒是可以和美

国维持同盟，但希望渺茫，不过日美两国如果保持

亲密关系，中国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中国虽然也依

靠英 国 和 德 国，但 动 辄 有 依 赖 美 国 的 倾 向”［８］４９－５０。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当务之急，由于

这次欧洲大战打破欧洲均势，连东洋也不得不受其

影响，故……要解决该问题，虽和美国建立同盟属

于不可能之事，但要解决中国问题，至少要采取不

与美国采取冲突的政略不可”［８］５１。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内阁下台，寺内正毅 内 阁

成立。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对于寺内内阁站在 “是则

赞之，非则斥之”［９］８５２的立场上提供援助，实际上作

为寺内内阁的友党色彩非常浓厚。１９１７年４月，美

国参战，原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指出 “由于美国

之参战，会使大战实现和平”［８］３２５。针对一战结束后

的国际形势，原敬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将会在世界政

治、经济格局中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的世界化”正

在成为现实，尤其是解决所谓 “中国问题”更加离

不开与美国的合作，“美国应会执世界之牛耳，像中

国问 题 重 要 的 是 要 关 注 与 美 国 的 关 系 予 以 处

理”［８］２８７。接 着，原 敬 通 过 参 加 外 交 调 查 会，围 绕

《蓝辛—石井协定》、援段政策和西伯利亚出兵问题，
进一步详细阐释其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寺内正毅为

了统一国家的外交国防政策，于１９１７年６月成立临

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目的是将各政党 聚 集 在 一 起，
以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为此寺内正毅邀请各政党首

领参加，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同意参加。外交

调查会直属天皇，对有关时局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

和决策。
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接着，又向

中国提出酝酿已久的 “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引起

美国的极大反感。由于当时欧洲诸国忙于欧洲战事，
无暇东顾，在远东唯一可以与日本对抗的大国只有

美国。日美围绕中国的争夺虽很激烈，但双方并不

愿意破裂。日本 “战时经济的繁荣全靠军事工业的

发展，需要从美国进口钢铁和生铁，一旦来源断绝，
将遭受致命打击。”［１０］４９７而美国于１９１７年４月对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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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在远东无力与日本对抗，为保护关岛、中途岛

和菲律宾的安全，需要暂时与日本就中国问题达成

妥协。于是，１９１７年５月，美方主动要求日本政府

派遣特使赴美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日本派遣前外

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赴美。９月，石井菊次郎与美

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石井菊次郎在谈

判中提出日本在中国，特别是接壤地区，拥有特殊

地位，希望用 “卓越的利害关系”一语来表达这种

地位，但蓝辛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主

张用 “基于地理地位的特殊利益”一语来表达。石

井菊次郎打 算 取 消 “基 于 地 理 地 位”，以 “特 殊 利

益”一语来代替达成妥协，并要求政府训示。在１０
月３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对此进行讨论。原敬表示

“尽管不充分，但在使得美国承认我之特殊地位这一

点上却有很大进步，……日 美 间 缔 结 这 样 的 协 定，
至少会消除中外之疑虑，又会使得中国南方派有所

谅解，虽不完善，但也要使其成立”［８］３２１。其他委员

以修改字句为条件表示同意。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日，日 美 双 方 公 布 《日 本 和 美

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内容如下：两国 “政府均承认

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

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

地方，尤 为 其 然。中 国 之 领 土 主 权，当 然 完 全 存

在。……合众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声明毫无侵害中

国之独立及侵害保全领土之目的。且声明两国政府

常于中国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商工业机会均等之

主义。”［１１］１０５史称 《蓝辛—石井协定》。但日美两国对

该换文之解释有所不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１１
月６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正式承认

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因中日两国土地接近之故，
尤以彼领土毗连之部分为特甚。”［１１］１０７显然日本将换

文中的特殊 利 益 解 释 为 特 殊 地 位，从 所 谓 “满 洲”
扩展至整个中国，着重强调政治含义。而美国驻华

公使芮恩施在１１月８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认为

“日本在中国 之 商 工 企 业，曾 因 彼 两 国 地 理 关 系 之

故，显然对 于 他 国 公 民 之 同 一 企 业，占 有 某 种 利

便”［１１］１０７。美国指出，这种特殊利益仅限于工商企

业，与政治无 关，且 地 理 上 仅 限 于 与 朝 鲜 接 壤 之

“满洲”地区。不过，通 过 缔 结 该 协 定，两 国 围 绕

中国问题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原敬对这次缔结的

《蓝辛－石井协定》予以积极评价，指出 “对于美

国，要致力于使其对日本抱有好感”［８］３４１。

１９１７年７月，寺内内阁确立援助以段祺瑞为核

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这其中含有寺

内正毅与美国抗争的意识，他认为 “既然美国在对

华问题上这样处理，我方也不得不考虑采取我方之

立场”［８］２８７。原敬站在日美协调的立场，对援段政策

表示反对，认为其援助北方自然意味着压制南方派，
而南方派 “时常以美国为靠山”［８］３１８。即使迫不得已

援助段祺瑞，原敬也主张，应在与 “美国进行充分

意思 沟 通 之 后，认 为 迫 不 得 已 之 际 再 由 我 着

手，……至 少 有 必 要 阻 塞 南 方 要 求 美 国 援 助 之 途

径”［８］３０７。为维护与寺内内阁的良好关系，加上寺内

的强烈要求，原敬以向段祺瑞出售少量武器，且声

明不用于讨伐南方派为条件，表示消极同意。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１２月，英、
法两国向日、美两国建议，为防止储存于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手中，建议日、美出兵

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虽有意单独出兵，但美国反

对日本单独出兵。日本本野一郎外相接到英法出兵

要求后，在１２月２７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提出意见，
建议出兵西伯利亚东部。原敬对此表示反对，指出

“即使派出一兵一卒也会成为他日大战之开端”［８］３４９，
“如果德国对我发动攻势的话 （恐怕此事不会立即产

生），我自然会与其对抗。但此际由我单独出兵，则

会贸然陷入大规模战争之危险。”［８］３４９其他委员表示

反对，寺内首相也并未下定决心。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５
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本野外相提出最近为了保

护侨民，派遣两艘军舰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原敬指

出 “为了 避 免 引 起 美 国 误 会，有 必 要 向 其 进 行 解

释”［８］３５２。在３月９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严厉指

责本野外相进行单独出兵的交涉是独断专行，调查

会否决了本野的出兵主张。３月１７日召开外交调查

会，会议指出 “并非自主提议出兵西伯利亚，如果

列国申请一致的话，应以慎重和诚意进行审查，帝

国并无任何侵略性意思，又虽然对俄国国民抱有同

情，但德国势力东渐，在需要自卫的情况下，可以

采取适当之措施”［８］３７３。原敬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

出 “即使列国请求，不需要自卫之际，也不能立即

决心出兵”［８］３７３。总之，原敬反对未征得美国同意，
单独出 兵，强 调 “无 论 如 何 都 需 要 和 美 国 保 持 友

好”［８］３７６。在４月１２日的内阁会议上，虽大多倾向

于单独出兵，但寺内首相、后藤新平内相以未取得

美国同意而反对单独出兵。本野外相因出兵主张未

取得内阁会议同意，于４月２２日辞职，后继外相由

后藤内相转任。
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政府宣布帝俄时

代所有侵略性之条约一概无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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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密约。由此，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希望对抗

美国之屏障陷于瓦解。原敬也充分认 识 到 这 一 点，
他指出在对外关系上，“此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美

关系，日美间是否保持亲密关系可以说关乎我国未

来之命运，而日美间动辄疏远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

西伯利亚还是在中国都猜忌我有侵略野心，故要尽

力避免采取加深其猜忌的行动，这对我国也有很多

利益。”［８］４０６由于 “战后世界属于英美……，其余诸

国对此附从，……而日英有幸成为同盟国，再加上

美国，即如果实现日英美三国之合作，则对于国家

之未来极为 有 利。与 此 相 反，日 美 疏 远 隔 膜 的 话，
则国家没有比此更危险之事。故……有必要日美实

现合作”［８］４１２。

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９日，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

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发动叛乱。这使得

日本再次提出出兵论。美国也改变以往不干涉的态

度，７月，向日本提议共同出 兵，提 议 内 容 是：为

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美、日发表共同宣言，各出

兵７千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接着，日本

政府内部 围 绕 是 否 将 兵 力 限 制 在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海参崴）和是否把兵力限制在美国提议的７千人展

开讨论。后藤外相和陆军企图大举出兵，占领西伯

利亚东部。原敬指出 “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兵可以

开启未来日美合作之开端，故表示同意，其他像保

护铁路沿线也无妨，但借此机会向西伯利亚大规模

出兵则万万不可”［８］４１２－４１３。在７月１６日召开的外交

调查会上，原敬提出应将 “应美国提议出兵符拉迪

沃斯托克和出于自卫立场的出兵西伯利亚两个问题

分开”［８］４１６，“在考虑未来日美关系时应接受其提议

是为上策，……总之，可以开启未来日美合作的开

端”［８］４１６，但 “没有重大理由而出兵，会不知不觉地

酿成大事，对 国 家 非 常 不 利，希 望 采 取 慎 重 态 度。
故此番出兵，应该只限于美国提议的救援捷克军一

事，将来真正有必要时，再考虑向自卫上必要的地

点出兵。”［８］４１７伊东根据各委员提议，亲自拟定宣言

案和回答案。美国对日本宣言案和回答案的答复于

２７日送抵外务省，美国要求删去宣言案中向符拉迪

沃斯托克 （海参崴）以外地区出兵的内容。原敬在

３０日看到后藤外相带来的美国答复案时，希望政府

予以同意，并说 “无视美国之意志，日本会陷入孤

立之境地”［８］４２４。在８月１日的外交调查会上，政府

在对美复函中增加 “预计有必要向符拉迪沃斯托克

以外地区出兵和根据形势发展进行增兵”［８］４２５一语。
原 敬 指 出 “总 之，表 示 大 体 同 意 对 美 国 之 复

函”［８］４２５，如此一来 “未使得政府陷入极端错误，实

为国家之大幸”［８］４２６。８月２日，寺内内阁发表出兵

宣言。原敬虽对将出兵限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
参崴）感到满意，但对陆军的动向依然很警惕。结

果，陆军并未遵守政府宣言规定之范围，无视美国

意向，向中国东北北部和东西伯利亚 大 规 模 出 兵，
至１０月底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已达７０　０００多人。

总之，在西伯利亚出兵问题上，原敬一直主张

未取得美国同意不能单独出兵，应充分尊重美国之

意见，反对出兵西伯利亚，严格限制在美国提议出

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范围内，以与美国共同出兵作

为实现日美协调的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单纯的

反对出兵论者，只是反对在未经过充分考虑，在未

取得列强尤其是美国同意和要求的前提下贸然出兵，
而使得日本陷入危机之境地。

结　语

综上所述，原敬以 “时势论”和 “实力论”的

政治理念为 基 础，通 过 访 美 考 察，形 成 对 美 认 识。
对美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
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

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恶化，
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 “满洲”政策要

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

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要避

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

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

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

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开

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当然，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

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

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 “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

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但应该看到的是，
日美协调和日本在 “满洲”地区特殊地位、权益之

间存在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性，势必难以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日美协调。
总之，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

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

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也被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的币原外交和二战后日本政府重新确立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政策所继承并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陈月娥．近代日 本 对 美 协 调 之 路［Ｍ］．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９７·

历史研究 陈　伟：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原敬全 集 刊 行 会．原 敬 全 集：上 卷［Ｍ］．東 京：原 書 房，

１９７８．
［３］王耀振，马晓菲．２０世纪前期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

的实像———以 日 本 对 华 贸 易 为 例［Ｊ］．日 本 问 题 研 究，

２０１７（４）：２５－３５．
［４］原奎一郎．原敬日記：第二巻［Ｍ］．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

社，１９８１．
［５］原奎一郎．原敬日記：第三巻［Ｍ］．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

社，１９８１．
［６］五百旗头真．日 美 关 系 史［Ｍ］．周 永 升，译．北 京：世 界 知

识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王芸生．六十年 来 中 国 与 日 本：第 五 卷［Ｍ］．北 京：生 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８］原奎一郎．原敬日記：第四巻［Ｍ］．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

社，１９８１．
［９］大津淳一郎．大 日 本 憲 政 史：第 七 巻［Ｍ］．東 京：原 書 房，

１９７９．
［１０］丁名 楠，张 振 鹏，赵 明 杰，等．帝 国 主 义 侵 华 史：第 二 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１］王 芸 生．六 十 年 来 中 国 与 日 本：第 七 卷［Ｍ］．北 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责任编辑　孙　丽］

Ｈａｒａ　Ｔａｋａｓｉ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Ｗ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Ｈａｒａ　Ｔａｋａｓｉ　ｆｏｒｍｅｄ　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ｖｉｓｉｔ，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
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ａｒ，Ｈａｒａ　Ｔａｋａｓｉ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ａｓｅ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Ｓ．Ｄｕｒ－
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ｈ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ｈｉｓ　ｉｄｅ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ｉ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Ｕ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ｉ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ｒａ　Ｔａｋａｓｉ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ｉｔ　ｗａｓ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ｒａ　Ｔａｋａｓ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Ｊａｐａｎ－Ｕ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
櫔
櫔

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櫔
櫔
櫔

毆

毆毆

毆

　　 《日本问题研究》已加入中国 知 网、万 方 数 据 库、龙 源 期 刊 网 等 数 据 库 及 相 关 专 业 学 术 网

站。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同意其文稿刊登后可供上述网站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

·０８·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