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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國家安全觀之探討 
--1867~1914--

葉秋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暨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19 世紀中葉經過兩百多年的鎖國，受到西方國家的衝擊，日本逐漸展開一

系列的開國政策，如何掌握帝國主義的本質，以抵抗外力，成為德川幕府末年

及明治初期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明治時期對內主要是以脫離東亞華夷體系，

進入以西方為主導的西歐國家體系，並整編國內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為主，對外

則以去中國中心，而朝向近代日本民族國家的建構。明治維新以降，日本面向

世界的各類型論述，代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日本的文化選擇與國家安全

觀的確立。從近代國際政治的發展來看，領土的控制是政治衝突的焦點，領土

野心更是民族國家，侵略行為的主要脈動。日本近代化的發展與領土擴張政策，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關鍵詞 :明治維新、日本、國家安全觀、地緣政治、領土擴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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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 世紀中葉經過兩百多年的鎖國，由於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日本逐漸展

開一系列的開國政策，近代日本是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被動的開國，因此，如

何掌握帝國主義的本質，以抵抗外力，就成為德川幕府末期及明治初期知識分

子的重要課題。明治初期對內主要是以脫離東亞華夷秩序體系，進入以西方為

主導的西歐國家體系，並整編國內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為主，對外則以去中國中

心，以期完成近代日本民族國家的建構。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就像在亞

洲劃出一個擁有兩個同圓心的橢圓型態，面向世界的「入歐」路線，以及代表

逃離中國文化秩序的離心力，此時期日本一方面抗拒以中國為中心的舊秩序，

一方面試圖歸屬於文明歐洲的新秩序。1 位於歐亞大陸地理邊緣的日本而言，明

治維新以來，日本面向世界的各類型論述，代表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期，

日本近代化的發展與國家安全觀的確立。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於《大棋盤》一書

中所述，他認為 : 領土的控制是近代國家之間，政治衝突的主要焦點。自從民

族主義勃興以來，絕大多數戰爭的起因，不外乎領土的擴張，或因宗教聖地被

占領而引發的衝突。因此，領土野心可以說是民族國家，侵略行為的主要脈動。

帝國主義透過佔奪和保持重大的地理資產，以做為帝國控制體系內的重要據點

或連結樞紐。2 換言之，明治維新以降日本近代化的發展與領土擴張政策，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

日本的近代化腳步從「脫亞論」為開端，以「入歐」為中介，「西化」提

供強而有力的離心動力，然而，最終是要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主義。由於

缺乏與歐美相對應的亞洲實體空間，處在這種深刻焦慮的日本，於是加快了對

亞洲的侵略步伐，以「興亞論」及「大東亞共榮圈」等名義，作為日本對外發

動戰爭的依據。明治時期的主要戰爭，便是以區域性的亞洲霸權作為實質的內

涵，使得日本民族國家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資源掠奪與積累，形成緊密不可分

的共生關係。

為瞭解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國家安全觀的形成，本文首先，針對地緣政治

理論與分析途徑做一概略的介紹；其次，分析近代之前日本國家安全觀形成的

1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台北：桂冠圖書出版，2002 年），頁 18-25。
2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出版，1998 年），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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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接著，探討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的領土擴張政策以及國家安全觀形成之

間的關係；最後，檢視日本近代化的主要論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之影響及

其意涵。

貳、地緣政治的分析途徑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期，正值日本從幕府封建制度邁向近代化國家的體

制，一方面必須處理內政的問題，一方面急於追趕歐美列強。當時，歐洲地緣

政治學家提出許多相關的理論，對於日本的近代化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97
年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提出「國家有機體」的概念，認為：

「當一個國家向別的國家侵占領土時，這是內部生長的具體反映，強大的國家

為了生存，必須有足夠的生存空間。」3 瑞典政治學者克哲倫（Rudolf Kjellen）
則認為：國家的生命是依存在土地之上，地緣政治是研究政治對土地依賴關係

的科學，其目的是在推動政治行動與指導政治生活。換言之，克哲倫認為「地

緣政治」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空間範圍內，作為一個地理有機體或一種地理現

象的國家研究。4

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佛（Karl Haushofer）的地緣政理論，與明治時期

日本所處國際政治環境的需求相似，因此，成為日本帝國主義萌芽期的重要理

論基礎。5 豪斯霍佛提出「生存空間論」（lebensraum），主張國家應被視為一

個有機體，地緣政治是研究有機體國家生活生存空間的科學。他認為：一個國

家的生存發展必須擁有足夠的土地與自然資源，每一個國家皆有權爭取更充分

的土地以維持人口數量，爭取生存空間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本需求。6

由於日本是後進的帝國主義，當日本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時，必然會與占

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列強發生衝突與矛盾，7因此，豪斯霍佛提出的「生存空間論」

3 Guntram H. Herb, “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Handbook of Political Geography, <http://
www.corwin.com/upm-data/19015_4952_Cox_Ch01.pdf> (August 1, 2007).

4 Ola Tunander, “Swedish-German Geo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Rudolf Kjellén’s The State as a 
Living Orga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2001), pp. 451-453.

5 曾村保信，地政学の入門―外交戦略の政治学（東京：中公新書，2004 年），頁 86-89。
6 Günter Wolkersdorfer, “Karl Haushofer and geopolitics-the history of a German mythos,” Geopoli-

tics, Vol.4, No. 3 (1999), pp. 145-146.
7 Christian W. Spang 著，石井素介譯，「カール ･ ハウスホ - ファーと日本の地政学」，空間

･社会 ･地理思想，第 6 号（2001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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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領土擴張政策提出合理化的理由。另外，「泛地區論（Pan-Ideen）」則

是主張建立以日本為中心自給自足的亞洲泛區，對於日後日本亞洲主義的建構

具有深刻的影響。8 換言之，豪斯霍佛的生存空間論，等於是賦予國家爭取生存

空間的權力。

關於地緣政治的分析途徑方面，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認為：

地緣政治是以地理因素為基礎的國家安全計畫作為，地緣政治的分析是動態而非

靜態，政治世界中的條件改變，會改變某一些特殊因素所賦予的重要性，因而影

響到最終的結局。換言之，地緣政治是在對國際上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相互關係進

行地理分析的基礎上，以及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所制定適當對外戰略的一種理論。

地緣政治分析即是為了維護國家地緣政治利益所進行的戰略行為與指導。9

其次，傑弗里 ‧ 派克（Geoffrey Parker）認為地緣政治是關於國家的地理

空間現象的研究，旨在探討對國家權力之地理基礎的認識。對國家行為的觀察

主要是針對：領土、位置、資源、人口分布、經濟活動以及政治結構等特徵為

主要分析對象。國家被當作是世界政治空間的一部分，並將國際關係所構成的

地理形勢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他強調構成地緣政治的要素以及地理

形勢產生的國際關係，應納入地緣政治的研究範疇。10

另外，葛雷（Colin S. Gray）與斯隆（Geoffrey Sloan）認為：地緣政治理論

中地理與戰略之間存在著動態的關係，同時地緣政治有必要與歷史之間持續的

對話，透過對戰略實踐與地理的研究，探求國家對外安全觀的思維模式，以進

一步了解地理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當決策者在進行國家重大決策時，

必須對當時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以及地理條件有所考量之後，設定國家的戰略

目標，進而形成國家的安全戰略，並且以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為最後目標。11

8 關於豪斯霍佛對於日本地緣政治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是指：1930 年代日本學界的兩大主流 :
東京學派的飯本信之，以及京都學派的小牧實繁。飯本信之認為：國家的興衰與人類生活空

間的擴大有密切關係，反對以西方世界為主流的世界觀，強調日本必須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小牧實繁則是：從傳統的神道主義出發，結合皇道思想建立一套日本獨特的世界觀，這些觀

點日後成為「亞洲主義」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等論述之正當化理由的主要依據。佐藤 健，「日

本における地政学思想の展開：戦前地政学に見る萌芽と危険性」，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
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第 11 号（2005 年），頁 109-139。

9 David Wilkinson, “Spykman and Geopolitics,” On Geopolitics: Classical and Nuclear, Vol. 20 
(1984), pp. 77-78.

10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UK: Pinter Publishers. 1998), pp. 1-5.
11 Colin S. Gray & Geoffrey Sloan著，奧山真司譯，進化する地政学（東京：五月書房，2009年），

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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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史派克曼較為強調：利用國際政治權力以及地理之間的

動態分析，以作為國家制定對外戰略的依據。其次，派克則針對國家的領土、位

置以及資源等為主要分析對象，強調國際關係與地理形勢的相關性。由於此兩種

研究途徑皆較著重於國際政治理論與地理形勢的關係，鑒於本論文主要探討日本

明治維新以降的國家安全觀，希望從歷史實踐的角度，來探究地緣政治與國家安

全的關係，因此，採取葛雷與斯隆的分析途徑，強調地緣政治的目標、國家安全

戰略的形成、以及歷史的實踐三者之間的關係，試圖透過對歷史事件的回顧，探

討國家安全觀的形成要素，進一步了解國家對於地緣政治考量的行為模式，藉此

印證地緣政治是國家安全觀形成的重要理論根據。換言之，一國地理位置決定他

周邊安全環境的複雜因素，也決定他在國際地緣戰略格局的地位。

參、近代之前日本國家安全觀形成的背景

日本是一個島國，四面環海，國境全都是海洋，主要由四大島與環繞四周

的諸島所組成。位於歐亞大陸東方出口重要門戶的日本，北側為鄂霍次克海與

俄羅斯相鄰，西側面向日本海與朝鮮半島隔著對馬海峽，西南側與中國及台灣

隔著東海。日本地形呈現出東西狹窄南北狹長的帶狀列，就安全上的考量而言，

較不易防守。但是，由於日本四面環海形成天然的屏障，當外國勢力入侵時，

受天候、地形的影響，往往具有不受強權控制的優勢。回顧歷史，由於受到地

理位置特殊性的影響，除了13世紀的蒙古襲日之外，日本都能保持領土的完整，

免於受到陸權國家的侵入。12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緣，具有遏制歐亞大陸東邊出口的

戰略價值，因此，必定會和此區域的大陸勢力，產生利害糾葛的衝突與紛爭。

日本地緣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徵是：主要四島孤懸東北亞，與俄羅斯、中國兩大

強權相鄰，同時隔著太平洋與美國相望。回顧日本歷史的發展，主要威脅全數

來自海洋，近代之前主要威脅來自東海與日本海，焦點為對馬海峽；近代之後

主要威脅來自日本海的俄羅斯與太平洋岸的美國。13 關於近代之前，日本國家

12 蒙古襲日是指元朝皇帝忽必烈與屬國高麗在 1274 年和 1281 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

爭，此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元寇」或「蒙古襲來」，又稱為「文永之役」與「弘安之役」。

兩次入侵以北九州為主要戰場。最後，元軍因天候因素以及不習海戰，而被迫撤軍。笠原一

男，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 年），頁 156-158。
13 Peter J. Woolley, Geography and Japan’s Strategic Choic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5), 

pp.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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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的形成背景，可溯及16世紀歐洲航海時代來臨，歐洲各國勢力來到亞洲，

對當時的日本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影響。

16 世紀是歐洲航海時代來臨，引起世界史上劃時代的變動時期。此時期，

歐洲人航抵日本，傳來鐵炮、基督教與科學知識等。最初抵達日本的歐洲人，

可溯及 1543 年葡萄牙人乘船飄流至日本的種子島，傳入鐵砲、彈藥及其製法，

此為日本與西方直接接觸的開端。1549 年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抵鹿兒島，則為基督教傳入日本之始。14 此時正值日本室町時代末期，

織田信長趁此趨勢，利用外來武器與宗教，暫時完成統一。

其後，1590 年豐臣秀吉在統一全國之後，欲向朝鮮要求入貢被拒，終於訴

諸武力出兵朝鮮，1592 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一方面欲藉對外戰爭，以消除內

部的危機；一方面希望恢復室町時代以來與朝鮮的封貢貿易。然而豐臣秀吉也

因此戰役，導致國內諸侯疲弊，最終走上衰亡之路。15 1603 年德川家康受命為

征夷大將軍，確立封建統治的幕藩體制，正式進入德川幕府時代。

自從 16 世紀中葉歐洲人傳來基督教以及南蠻貿易之後，對於日本的文化與

經濟帶來不少的影響，隨著封建制度的確立與鞏固，德川幕府對基督教與海外

貿易的負面影響，開始有了戒心。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即以禁教為理由，實

施長達 200 餘年的鎖國政策。16 事實上，幕府實施鎖國政策一方面是為了加強

對外貿易的統治，並且壟斷海外貿易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是為了強化對基督

教的管制，唯恐西歐各國藉由傳教，威脅到幕府政治權力的核心。

18 世紀以降，首先讓日本感受到外國威脅即是來自北方的俄國，迫使日本

體認到必須傾全國的力量來對抗外來的威脅，同時開始開拓蝦夷地（現在的北

海道）。早在 16 世紀歐洲俄國商人為尋求獸皮，開始東進西伯利亞，於 1581
年到達鄂畢河流域，1649 年抵鄂霍次克海，以此作為前進北太平洋、阿留申

群島、阿拉斯加探險的前進據點。1656 年，俄國人在基洛克河谷建立尼布楚

（Nerchinsk）要塞，由此越過「心臟地帶」的邊陲而指向黑龍江。黑龍江流域

的富庶增強俄國的擴張意圖，並因此使俄羅斯帝國的擴張邏輯自然地引導至日

本海與黃海。

14 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 年 4 月 7 日生於西班牙那瓦勒省的哈威爾城堡，耶穌會

創始人之一，也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教士，他將天主教傳播到亞洲的麻六甲和日本。笠

原一男，日本史研究，前引書，頁 219。
15 Peter J. Woolley, Geography and Japan’s Strategic Choice, op. cit., pp. 33-36.
16 笠原一男，日本史研究，前引書，頁 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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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基於帝國補給線問題而侵入滿州，引起清帝國的反擊，這場延宕數年

的衝突，最終以 1689 年 8 月簽署清、俄「尼布楚條約」收場。尼布楚條約僅延

緩了俄國的南進滿州，並未延緩俄羅斯的東進。從東亞地緣政治的觀點而言，

尼布楚條約的簽署，意味著：日本將不可避免遭遇到俄國的威脅，並種下兩國

未來衝突的火種。18 世紀彼得大帝為使俄國勢力擴及太平洋，曾多次派出探險

隊，試圖打開與日本的通商關係。幕府仍然堅持鎖國，並把俄國的使節敕回，

主要是由於對幕府而言，俄國使節的來航，是一個不可預知的變數 17。

當時幕府採取兩項政策來對付這個衝擊：一是著手加強海防；二是吸收西

方的技術。事實上，當時日本尚無建立海軍的思想，只以為勘查沿岸陸地即可

加強海防。海防雖未超出陸防的水平，但以受到俄國方面的壓力為轉機，幕府

著手開拓蝦夷地，同時使日本人開始體認到國防是超越幕府體制的國民課題。18

從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蝦夷地的緊張局勢與日俱增，幕府遂把蝦夷地收歸

直轄，1799 年幕府在設置蝦夷地御用袿（指幕府管理蝦夷地的最高長官），

1800 年伊能忠敬受幕府之命測量蝦夷地，然後開始對日本全國進行測量的工

作，此即日本領土往北方拓展的開端。19

到了 19 世紀，除俄國之外，對日本的造成威脅還有美國以及英國。1776 年

美國宣布從英國獨立，不久即加入對亞洲的貿易。此時期美國對亞洲的貿易，

雖然遠不及英國東印度公司，但美國在廣州的貿易已有超出荷蘭和法國的趨勢。

1812 年美國發動美英戰爭，在亞洲也與英國展開激烈的競爭。美英兩國主要是

圍繞著中國市場，對於日本市場尚未具有充分的認識。然而，其後由於美英捕

鯨船前來西太平洋海域，甚至抵達日本近海捕鯨，因此，日本與英美接觸的機

會也逐漸增加。捕鯨活動擴展至西太平洋，與對中國的貿易發展相結合，一方

面使美國開始考慮派遣艦隊，作為保護捕鯨業和貿易的手段；另一方面，美國

政府深感針對捕鯨船員的救援，以及燃料、淡水、糧食的補給等問題，有必要

與日本政府間進行正式的協商。

正式揭開日本幕府鎖國大門是指：1853 年 7 月美國海軍准將培利 (Mathew 

17 コラー．スサンネ，「安永年間のロシア人蝦夷地渡来の歴史的背景」，北海道大学スラブ
研究センタースラヴ研究，第 51 号（2004 年），頁 391-392。

18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出版，1990 年），頁 
72-123。

19 伊能忠敬（1775~1818）第一位以精細的製圖方式制作《日本沿海與地全圖》，也是最初將

蝦夷地納入日本地圖的人。武光誠，日本地図から歴史を読む方法（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2003 年），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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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erry) 率領軍艦進入浦賀港的「黑船來航」事件。培利帶著美國總統的國書，

要求開國通商，幕府在大炮威脅下屈服，終於受理國書。並於 1854 年 3 月簽訂

「日美親善和約」，開放下田、箱館兩港。此條約附有最惠國條款，為日本與

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對於美國而言，「日美親善條約」的簽定意味著：

將日本正式納入西歐國家秩序下的條約體制的第一步。事實上，幕府只是為了

避免衝突擴大，權宜之計而將大君外交秩序投入西歐條約體制之中。20 接著，

幕府於 1854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 月期間，分別與英國、俄國、荷蘭、法國締結

了親善條約。

「黑船來航」對於幕府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方面必須解決來自外國

船堅砲利的威脅；一方面還要對應來自日本各地藩伐攘夷派的反對聲浪。由於

幕府體認到日本海防的薄弱，為避免衝突的擴大，而採取一時權宜之策略，亦

即：暫時接受美國的國書，並且簽訂兩國的親善條約，採取有限度的開國政策。

於是幕府開始努力於集結以朝廷為首的日本舉國之力，廣徵幕府內的幕僚和幕

府外的大名，特別是勢力雄厚各藩的意見，而缺乏強有力領導能力的幕府，在

打算集結日本舉國力量的同時，反而產生使幕府權力核心動搖的危機。

19 世紀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英國與俄國形成對立的主要大國，位於東亞

區域的日本難以倖免地捲入兩國激烈的競爭當中。1856 年 3 月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宣告戰爭的

結束。21 克里米亞戰爭無論是對國際政治，還是對東亞的日本，都帶來劃時代

的影響。英俄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對立，經過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使他們更認識

到日本的戰略價值。無論英國或是俄國在日本及其周圍都沒有力量能夠壓倒對

方。克里米亞戰爭在日本周圍所造成的均衡勢力，對於日後日本近代政治史的

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西歐的衝擊造成了日本與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與上一個世紀即已日益加

20 大君外交秩序是指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種由「大君」所代表的，獨立於華夷秩序和西歐國家

秩序之外，日本獨自形成的國際秩序，因當時把幕府將軍稱作「大君」而得名。李永春，「簡

論大君外交體制」，大連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15 期（2012 年），頁 69。
21 1854 年 3 月，英俄兩國交戰，俄國企圖把土耳其的歐洲部分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從而侵入

君士坦丁堡，便向土耳其宣戰，而英法兩國支持土耳其，向俄國宣戰，於是就爆發了克里米

亞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於國際政治上具有兩個主要的意義：第一、將非基督教的、非歐洲國

家的鄂圖曼帝國拉進基督教的歐洲國家建立的歐洲協調（the European Concert）之中；第二、

歐洲國家體系開始邁向世界國家秩序的過渡。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一卷，前引書，頁 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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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日本國內的幕府封建制度矛盾糾纏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謂的內憂外患。在

西歐的衝擊進入新的階段，日本國內的矛盾也進入新的階段，內憂外患的局面

給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22 西歐各國通過與日本簽訂親善條約，完成了把

日本納入西歐的國家秩序之中。進入 18 世紀，支撐幕藩體制的封建制度，開始

出現解體的徵兆，19 世紀之後，則加快解體的速度，一遇到西歐的衝擊，最終

演變成激烈的動盪。

綜合上述，16 世紀以降，日本國家安全觀形成的背景與西歐大航海時代來

臨，西歐的勢力逐漸往東亞移動有密切的關係。當西歐船隻來到了日本，除了

傳來基督教教義之外，同時傳來西方的科學知識以及槍砲彈藥，對於幕府的封

建制度造成很大的衝擊。經過兩百年餘年的鎖國政策之後，18 世紀初期，來自

北方俄國的勢力已從西伯利亞延伸到太平洋西岸，讓幕府備感壓力，一方面加

強海防；一方面開始積極開拓蝦夷地，此時期除本州、四國、九州之外，日本

首次將勢力範圍往北方延伸至北海道。接著，來自西方的英國以及美國勢力日

趨強大，幕府終於在美國的船堅炮利之下，被迫開國。除此之外，再加上日本

國內的農民暴動以及南部雄藩攘夷運動等的衝擊之下，大大動搖了幕藩體制，

就此揭開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

肆、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國家安全觀的形成

明治維新的原動力為西南雄藩的下級武士，他們鑑於外患頻仍，於是聯合

朝廷的公卿、諸藩的上層武士以及社會的中間階層，倡導尊王攘夷，迫使德川

幕府就範，而達成大政奉還，實現王政復古。1867 年 1 月，孝明天皇逝世，2
月由 14 歲的天皇睦仁（即明治天皇）即位。11 月將軍德川慶喜上奏奉還大政。

至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過去的「幕藩體制」轉變為「朝藩體制」。兩者都是

以封建為基礎所建立的國家體制，但是，前者於當時顯然不足以對抗西歐的衝

擊，後者則有志於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朝藩體制即由成為統一國家主體的朝

廷和為了統一國家而必須否定自己的藩國所構成。此即日本從封建國家邁向近

代統一國家的轉變中，必然產生的一個過渡性時期。

1868年2月天皇頒布開國的詔諭，聲明「對外國的交往，按世界公法辦理」。

22 1830年代正值天保災荒時期，貪官與奸商不顧貧苦農民在災荒中的困難處境，反而中飽私囊，

大鹽平八郎便於 1837 年發動起義，以打倒貪官與奸商為目的。其後雖然起義失敗，對於幕府

末年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產生深刻的影響。笠原一男，日本史研究，前引書，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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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式日本欲與萬國對峙，並表明日本開國與獨立的宗旨。經過 1869 年版籍奉還

以及 1871 年廢藩置縣之後，封建制度隨之崩解，日本正式邁向中央集權的近代

化國家。23 朝廷廢除幕藩體制，平定了內亂後，乃集中精力於平定內亂過程中

即已開始進行的國家建設。為了達到建設近代化國家的進程，明治初期首要任

務即是，修改幕府末期與歐美各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1871 年明治政府派遣岩倉具視率領使節團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根據考察結

果，集結而成「岩倉具視使節團報告書」，此一報告書可說是明治初期的基本

論述，同時也是「脫亞入歐」論的具體雛型。24 1879 年井上馨擔任外務大臣期

間也發表一系列「脫亞」的觀點。其後，福澤諭吉更將「脫亞論」與「文明開化」

的概念相結合，成為明治政府初期面向世界的定位與方向。福澤諭吉從文明開

化的觀點，認為日本必須擺脫過去的舊習，採行西方的科技與文明，在日本近

代化的過程中，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並存，並以實現日本國家利益為最高前提。

明治維新以降，「脫亞論」的具體實踐，則表現於日本政府一系列對亞洲國家

的擴張政策與行為。25

19 世紀中葉之後，日本從東亞華夷秩序中脫離，正式進入西歐主權國家體

系之中，意味著：為確保日本的國家安全，以及避免歐美列強的入侵，日本必

須建立一套新的國家安全觀。具體的行為主要表現於兩方面，首先，日本必須

廢除與歐美各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次，日本必須處理有關國境的問題。

包括：南方的琉球、台灣等問題；西方與中國清朝之間的朝鮮半島問題；北方

與俄國的滿州、庫頁島、千島群島等問題。以下將針對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發

動多次與鄰國之間的戰爭，包括：征台之役（1874 年）、日清戰爭（1894-1895
年）、以及日俄戰爭（1904-1905 年）等發生的經緯，探討日本國家安全觀的

形成與領土擴張政策之間的關連性。

一、征台之役

征台之役是明治維新以降，日本首次海外派兵的軍事行動。最初是為了保

護琉球居民為理由而出兵，最後演變成近代化的日本對大清帝國的一大挑戰，

23 M. B. Jansen 著，柳立言譯，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台北：台灣商務，1990 年），

頁 35-36。
24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 年），頁 15-17。
25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前引書，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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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可說是大清帝國華夷秩序崩壞的前兆。26 1871 年 11 月 30 日由宮古島民

和八重山島民組成的進貢船，從琉球的那霸向中國出發，回程途中在台灣海峽

遇難。同年 12 月 17 日漂流到台灣西南海岸的八遙灣附近，其中有部分的漂流

民被牡丹社的原住民殺害。琉球漂流民被殺的消息，特別刺激舊幕府時代以來，

與琉球保持有特殊關係的鹿兒島縣士族。日本政府認為要處理此問題，首先，

應確認日本對琉球的管轄權，琉球在舊幕府時代與日清兩國處於兩屬關係。琉

球是一個王國，如要切斷它對日清兩國的兩屬關係，最合理的措施是承認琉球

獨立，再進一部把琉球國王封為直屬天皇的藩王，和日本的舊藩主同列為華族。

如此一來，琉球藩民的遇難事件，就成了日本政府管轄的問題。

1874 年 2 月 6 日當時的內務大臣大久保利通完成『關於處理台灣蕃地要

略』，其中提及：台灣土著部落是清政府政權所不及之地，因此，認為殺害藩

屬琉球人民者進行報復是日本帝國的義務，決心據討藩之公理，發動討藩撫民

之意。同年 5 月 18 日台灣蕃地事務都督西鄉從道率領艦隊攻打台灣，5 月 22
日在四重溪與原住民衝突，6 月 1 日在都督指揮下，對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發動

總攻擊。6 月 3 日兩社同被日軍鎮壓。6 月 4 日清政府對日本發動征台之役提出

抗議。對於清政府的抗議，大久保利通態度堅決，決心把談判導向對日本有利

的方向。

1874 年 10 月 31 日日清終於達成協議，簽訂『日清兩國互換條款』。清政

府承認日本發動此戰役是「保民義舉」，為了撫恤受害的琉球藩民和賠償日軍

在台灣的損失，支付白銀五十萬兩，基於上述條件下日本撤兵。27 日本發動征

台之役的最大目的，是要切斷琉球對日清兩國的兩屬關係，並確立日本對琉球

的統治。征台之役最後雖未確立日本對琉球的統治，但卻已成功地表現出將其

納入日本版圖的意圖。日本為處理琉球問題而修築了堅固的橋頭堡，這對清朝

的華夷秩序是一種很嚴重的致命傷。清朝輕易放棄朝貢長達 5 世紀之久的琉球，

以及隨時自動支付賠款而不輕易戰鬥的心態，對以後清朝的對外關係，產生深

遠的影響。28

26 毛利敏彦，台湾出兵—大日本帝国開幕劇（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 年），頁 2-3。
27 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第 7 巻（明治 7 年／ 1874 年）事項 1 台灣生蕃

討撫一件」，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archives/7.html>（2019
年 12 月 24 日），頁 316-318。

28 1875 年日本派內務大臣松田道之赴琉球，阻止琉球向中國朝貢或受冊封。1879 年日本進而廢

琉球藩，改為沖繩縣。至此，琉球正式納入日本的版圖。陳水逢，日本近代史（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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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清戰爭

1876 年日本與朝鮮簽定『江華條約』，片面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否定

清朝的宗主權，自此開啟日後日本與清朝紛爭的端緒。事實上，朝鮮問題是明

治初期以來，日本與清朝外交上爭執的中心點，也是日本北進政策的試金石。

1883 年清朝政府由於中法戰爭失敗而暴露自強運動的弱點，日本則因在朝鮮經

歷兩次攻防－ 1882 年的壬午兵變和 1884 年的甲申政變，加劇與清朝的緊張關

係。29

1885 年 3 月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他認為：「日本國土雖位於亞細亞

之東，其國民之精神則已脫出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並且建議：「為

今之計，日本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而

與西方文明共進退」。因此之故，明治政府積極致力於推行脫亞政策。採取的

手段有：其一、實現修改條約並與歐美各國締結平等條約；其二、強迫亞洲各

國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三、為了實現這些手段，當務之急便是努力擴充

軍備，以及建立一套完備且新的國家秩序。30

   1889 年第一次山縣有朋內閣在國會施政方針中，提出「主權線」以及「利

益線」的概念。他主張：為確保「主權線」的安全，日本有必要將「利益線」，

亦即朝鮮半島，納入日本的國防政策範圍。他主張：日本必須從過去的守勢的

戰略，轉變為攻勢的戰略，因此，日本有擴充國防軍備的必要。31 1903 年山縣

有朋擔任樞密院議長時，為確立當時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起草『軍備意見

書』，他指出：西伯利亞鐵路建成之後，歐美各國將會以俄國的侵略為契機，

開始分割中國，進而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換言之，19 世紀初期日本的假想

敵是中國，19世紀末期日本的假想敵國已轉變為西歐各國，特別是北方的俄國，

由於俄國於 1891 年 3 月正式宣布進行西伯利亞鐵路的動工計劃，西伯利亞鐵路

的建設，無疑是加深日本對俄國的危機感，認為一旦西伯利亞鐵路完工，俄國

即會對日本採取侵略的行動。

29 1876 年 2 月日朝兩國締結『大日本國與大朝鮮國修好條規』（又稱江華條約），其中，規定

朝鮮為自主之邦擁有與日本同等的權利，否定了清朝與朝鮮兩國之間的宗屬關係，同時表達

了要把舊幕府時代的日朝關係改變為近代邦交關係的意圖。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

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前引書，頁 12-14。
30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前引書，頁 21-23。
31 村中朋之，「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国防戦略転換の背景 朝鮮を『利益線』とするに至るま

で」，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第 5 号（2004 年），頁 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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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局勢從 1894 年初即開始激化，2 月 15 日朝鮮發生甲午農民戰爭，進入

5 月，甲午農民戰爭的發展，使朝鮮局勢產生了危機。朝鮮政府難以鎮壓乃以

請求清朝出兵援助。6 月 2 日日本內閣會議得知此事乃提出日本出兵朝鮮，以

對付清朝的出兵。伊藤博文內閣以保護僑民和維持日清兩國對朝鮮權力之均衡

等目的，決定出兵。日清戰爭在日軍絕對優勢中進行。1894 年 9 月 16 日由山

縣有朋擔任司令占領平壤，9 月 17 日擊敗清朝的北洋水師，確保黃海和勃海海

面的控制權。11 月 21 日占領旅順口，1895 年 2 月 2 日占領威海衛，12 日北洋

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決定了戰局。

1895年 3月 9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下關進行媾和談判。4月 17日簽訂「日

清講和條約」（又稱馬關條約）。根據條約：（1）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2）割讓遼東半島、台灣以及澎湖列島；（3）支付軍事賠款；（4）締結日清

通商條款等。32 其中，領有遼東半島與台灣意味著：日本開始分割中國本土。

對於加緊推進西伯利亞鐵路，企圖從滿洲向中國擴張的俄國而言，日本領有遼

東半島特別感到不滿，於是便與德國及法國共同進行「三國干涉」。由於日本

已無餘力與三國進行武力對抗，遂於 1895 年 5 月 4 日決定放棄遼東半島。33

根據上述，日清戰爭具有以下三個主要意義：第一、由於承認朝鮮獨立，

從而把清朝勢力驅逐出朝鮮，同時否定清政府的華夷秩序；第二、由於和清朝

簽訂與西歐各國並列的條約，從而把清朝納入不平等關係為內容的新條約體系

之中；第三，由於日本獲得台灣和澎湖列島，從而成為與西歐各國並列的殖民

地占有國。簡言之，日清戰爭是日本爭奪控制朝鮮半島的戰爭，和意圖分割清

帝國領土的戰爭，同時也是使日本成為領有台灣殖民地的戰爭。在戰爭的背後，

有強烈的防禦俄國侵略的意識。但是，日清戰爭不是由於「主權線」受到威脅

而發生的戰爭，而是為了確保日本的「利益線」而發動的戰爭，是企圖控制朝

鮮的戰爭，由於日本因此戰役而領有台灣，更可說是擴大「利益線」的戰爭。34

三、日俄戰爭

日清戰爭給予清朝造成巨大打擊，華夷秩序繼十年前中法戰爭（1884 年）

失掉越南後，又實際上放棄了朝鮮，同時完全喪失原本與日本具有爭議的琉球。

32 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1986 年），頁 283-286。
33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前引書，頁 25-28。
34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前引書，頁 30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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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三國干涉」，遼東半島的割讓得以倖免，但台灣的割讓則成為華夷秩序

宗主國自身解體的端緒。日清戰爭之後，俄國利用義和團事件，對滿洲進行軍

事占領。1900 年 11 月俄國與奉天省長簽定「滿洲軍事暫定條約」，企圖使占

領滿洲合法化。1901 年 3 月由於各國提出抗議，4 月俄國才廢除此條約。然而，

由於西伯利亞鐵路預計於 1902 年 1 月完工，日俄兩國的衝突情勢節節升高。

1901 年 6 月桂太郎內閣上任之後，面臨的最主要的課題是：對外政策與財

政問題。其中對外政策方面，日本雖然通過日清戰爭已排除清朝對朝鮮的支配，

但另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阻止俄國的南下。為解決此問題日本內部有「日俄

協調論」與「日英同盟論」兩種對立的主張。「日俄協調論」主張 : 日本承認

俄國對滿洲的支配權，作為交換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支配權，即所謂「滿韓

交換論」，支持此論點的有：伊藤博文、井上馨、陸奧宗光等人。另外，山縣

有朋、小村壽太郎、桂太郎等人則支持「日英同盟論」，主張日本應與英國結

成同盟，共同對抗俄國。最後，由於日俄協調沒有取得進展，日本遂於 1902 年

1 月宣布與英國簽訂「日英協約」（又稱為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明確表達

採取與英國結盟為後盾，對抗俄國的方針。35

日英同盟使日本正式加入歐美帝國主義的行列，並確立日本作為一個爭奪

區域霸權的強權政治體制。19 世紀中葉，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 年）的結

果，使西歐國家秩序越出西歐基督教世界而滲入近東的土耳其，開始向世界國

家秩序發展。此時期，邁向近代化並採取「脫亞入歐」的日本，便在此潮流之

下，成為西歐國家秩序的一員，同時也順勢加入的歐美帝國主義的行列之中。36

由於日英同盟的成立，俄國態度稍緩，於是於 1902 年 4 月，與清廷訂立分期撤

兵協約，以緩和局勢。但不久強硬派抬頭，俄國堅持佔領東三省，於 1903 年 4
月第二期撤兵時，不僅不履行，反而向清廷提出七條要求，並增派陸海軍，充

實其遠東的軍備。日本對此大表不滿，履次與俄國交涉，提出滿韓交換論的主

張，卻使終無法達成協議。

1903 年 6 月內閣會議決定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方向與步驟為：北守南

進政策，焦點在朝鮮，以經營鐵路為骨幹。內閣會議中指出：關於東亞大陸，

日本主要著眼於北方，維護朝鮮獨立，以謀求帝國之防衛；在南方，以福建為

根據地，把中國南部納入帝國利益範圍之內。為了確保朝鮮為日本勢力範圍，

35 横手慎二，日露戦争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 年），頁 69-76。
36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前引書，頁 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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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排除來自俄國繼續占領滿州的危險。桂太郎內閣把俄國占領滿州所引起

的危機當作是「滿韓問題」。日本向俄國提出並進行交涉的目的以及對交涉對

象所預想的戰爭，正是在於解決此問題。37

1904 年 2 月，因雙方各執己見，不能求得妥協，戰爭於是爆發。日本的攻

擊行動，首先由海軍發動，一方面攻擊旅順港；一方面攻擊仁川。其目的在取

得制海權，以利陸軍行動，旅順俄國軍艦為日軍擊沉四艘後，即被封鎖無法活

動。於是日軍進入朝鮮，將半島全部佔領。1904 年 5 月日本陸軍在黑木為楨將

軍的指揮下，進入滿洲。渡江成功後，日軍信心大增，列強對日本的實力也刮

目相看，戰事持續進行。俄國海軍自旅順被封鎖，海參崴艦隊復遭打擊之後，

即將波羅的海艦隊開往遠東救援。1905 年 5 月在穿過對馬海峽時，與東鄉平八

郎率領的日艦相遇。一度激戰之後，三十八艘俄艦中有二十餘艘被敵擊沉或被

日軍俘虜。日本海軍獲得輝煌勝利，雙方勝負之局大致底定。俄國經日軍連續

打擊後，無力再戰，外交亦陷於孤立，同時國內革命業已爆發，亦即 1905 年 1
月 22 日爆發的「血腥的星期天」，自顧不暇，無心再戰。38 日本方面雖獲全勝，

而人力財力均已枯竭，且已達目的，不願再續戰端。

雙方經美國出面調停，於 1905年 6月 6日先行停戰，並於 8月 29日簽訂『樸

資茅斯條約』（Treaty Portsmouth），合約內容如下：（1）俄國承認朝鮮為日

本的勢力範圍；（2）俄軍退出東三省；（3）俄國將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部

分割讓日本；（4）約定簽字後 18 個月以內日俄軍隊一律撤出東三省境，將東

三省交還清朝。日俄戰爭是日俄兩國在本國領土之外的朝鮮和滿洲，以爭奪劃

分各自勢力範圍為目的的戰爭。在日本的背後，有英國和美國的支持。在俄國

的背後，有俄法同盟的法國，以及要把俄國注意力轉向東方，以求德法邊境安

全的德國。當時世界上的六大強國，分成兩個陣營而相互對峙。稍有發展，日

俄戰爭就有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獲得朝鮮自由處

分的權利，從而為日本掌握朝鮮的實權打開了端緒。

根據 1905 年 7 月日本與美國簽訂的「桂太郎 ‧ 塔夫脫備忘錄」，以承認

37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 年），頁 30-36。
38 1905 年 1 月 22 日，三萬多名俄國工人聚集在聖彼得堡廣場上，向沙皇呈遞一份有關改革社

會與政治制度的請願書。俄國政府下令展開血腥鎮壓，軍隊以武力驅散工人，造成一千多人

死亡。此即所謂「聖彼得堡血腥的星期日」。崔敬熙，「帝俄爆發血腥星期日」，青年日報， 
<https://www.ydn.com.tw/News/274263>（2019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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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菲律賓的統治為交換條件，獲得美國的承認。39 接著 8月 12日修訂的「日

英協約」（亦即第二次日英同盟條約），以承認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為交換條件，

又獲得英國的承認。上述兩個條約是日美兩國與日英兩國互相承認各自的殖民

地，同時在各自的利益中取得的共識。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俄國勢力從哈爾濱以

南的南滿洲驅逐出去，同時由日本接收俄國的權益，滿洲問題對於日本不單是

保障自由處分朝鮮，而且包含著獨占滿洲市場的利益。40

綜合上述，19 世紀中葉以降，歐美列強的勢力逐漸進入東亞區域，使得此

區域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劇烈的變動，位於歐亞大陸邊緣的日本無可避免地捲

入此區域的衝突之中。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國家安全觀的形成，與此時期國際政

治環境的變化，以及日本的地緣戰略考量有密切關係。由於清朝勢力的式微，

藉由征台之役確立日本與琉球的宗屬關係，並進一步將琉球納入日本的版圖。

其次，發動日清戰爭主要是為了確保朝鮮半島不受其他外國勢力的介入，進而

佔領台灣，成為日後南進政策的重要據點。至於，日俄戰爭最主要是為了防止

俄國的勢力擴張，日本擔心俄國藉由西伯利亞鐵路的完成，進入滿州，進而對

日本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換言之，透過這些戰爭，使日本能夠實現此時期的

主要地緣戰略目標，包括：（1）廢除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2）加強日

本近代化的軍事力；（3）確保朝鮮的獨立等。因此，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政府

基於對地緣政治環境的認知以及考量，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國家安全觀，進一

步使得領土擴張政策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合理化以及正當化的理由。

 伍、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國家安全觀形成之影響及
意涵

為進一步瞭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國家安全觀形成的關係，以下將從明

治維新以降，日本帝國主義形成的背景及國家安全觀的主要論述加以說明，探

討此時期日本國家安全的戰略選擇，與日本帝國主義形成之間的關係。

39 桂太郎─塔夫脫協定（Taft–Katsura Agreement）是 1905 年 7 月 29 日美國戰爭部長威廉•霍華 
德•塔夫脫（Willam Howard Taft）和日本首相桂太郎的會面期間做出的備忘錄。此次會面中，

美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勢力範圍，日本則以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勢力範圍作為交換。データ

ベース「世界と日本」，「The Taft - Katsura Agreement（桂 ･ タフト協定）」，近現代国際

政治の基本文書，<http://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pw/19050729.O1E.html>（2019
年 12 月 24 日）。

40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前引書，頁 3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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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末年，由於受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使得日本被迫開國，此時

期日本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的俄國，以及太平洋岸的美國以及英國。由於被

迫開港，以及與歐美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等刺激之下，幕府政府在鎖國 200 餘

年之後，內部掀起極度的不安，再加上自身政治腐敗以及財政困難等問題，更

加速了德川幕府的崩解。在此環境之下所產生的「尊王攘夷」以及其後的「倒

幕」思想，實為直接推翻幕府的根本原動力。明治維新後的主要論述是指，福

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一方面是確立日本脫離東亞華夷秩序，進入西歐主

權國家體系的開端，一方面顯示日本邁向近代化國家建設的基本主張。此時期

主要戰役是指：為解決琉球與清朝藩屬問題的征台之役。此戰役是明治維新後

日本政府發動的第一個對外戰爭，同時也是日本脫離華夷秩序的一個試金石，

更可說是揭開日本帝國主義序幕的重要戰役。41

繼征台之役之後，明治政府當務之急必須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包括：朝

鮮與清政府的宗主關係，日本對朝鮮的處分，以及俄國勢力的擴張等問題。此

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論述是指 :山縣有朋的「主權線」與「利益線」主張。他認為：

為確保日本「主權線」的安全，有必要將「利益線」納入日本的國防政策範圍。

此政策主張意味著：日本的國家安全觀，將從過去的守勢戰略轉變為攻勢戰略，

為了達到此戰略目標日本必須擴張軍備。日清戰爭之後，日本不但驅逐清朝勢

力獨霸朝鮮的目的，並開闢向清朝侵略的途徑，奠定了大陸政策的基礎，以及

在東亞區域強權的地位，同時歐美列強也見識到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的實力。

日清戰爭之後，清朝的宗主權從朝鮮退出，日本又因馬關條約而占領台灣

與澎湖列島，使日本擠身擁有殖民地國家的行列。然而，因為俄國聯合德國與

法國出面干涉退還遼東半島，再加上俄國積極對滿州侵略的行為，使得日俄關

係一觸即發。面對此局勢，當時日本桂太郎首相對俄國政策的主要論述是指：

「日英同盟論」，主張聯合英國，以實力阻止俄國的南下。日英同盟的成立，

使日本的國際地位大為提高，且因得到英國的保障，不懼第三國的干涉，乃決

心對俄國開戰，日俄戰爭可說是確立了日本擠身強權之列的開端。

1903 年山縣有朋在擔任樞密院議長時提出「軍備意見書」，認為日本必須

從過去的守勢的戰略，轉變為攻勢的戰略，初步確立當時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雖然獲勝，並擠身強國之林，然而，山縣有朋希望打破「海

主陸從」以往不對稱的建軍架構，因此在 1907 年西園寺公望內閣時期提出『帝

國國防方針』，除了改變陸海軍的具體建軍目標，甚至出現海軍對美英、陸軍

41 毛利敏彦，台湾出兵―大日本帝国開幕劇（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 年），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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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帝俄的「假想敵」概念之作戰計畫大綱。42 這不僅改變了日本在面對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東亞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更為日後領土擴張政策提供日本在安

全保障上合理化的理由。

此時期，關於日俄戰爭之後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卻有兩派不同路線的爭

議，分別為：一派是主張大陸發展的西進路線，代表人物是指 : 日俄戰爭時期

的外相—小村壽太郎；另一派是主張海洋發展的南進政策，主要代表人物：同

時期的海軍中將—佐藤鉄太郎。主張大陸政策的小村壽太郎認為：國際政治是

以歐美列強的權力平衡為中心而展開，亞洲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的因素，日本

若著重於與各國之間的協調，將忽略本身的國家利益，因此，日本的根本方針

應該是發展大陸政策，將日本的貿易以及經濟利益延伸至亞洲大陸各地，特別

是日本必須確保於滿洲的特殊利益，以此作為發展大陸政策的基礎。

另一派主張日本應該以發展海洋政策為主的佐藤鉄太郎認為：無論國際情

勢如何變化，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須加強海軍的實力，由於日本是一個島國，日

本國家的安全必須建構在沿海的防備上，追根究柢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必須

充實海軍的實力以防衛國家的安全。當然海洋國家的主張也不只有被動的防衛，

日本也必須要積極的往外發展，但不是亞洲大陸，而是將觸角延伸至太平洋海

域，此即所謂的南進政策。43

日本政府最後選擇以大陸政策為優先，除了因為國際政治局勢變化的考量

之外，更重要的是經過明治維新之後，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桎梏，通過征台之役、

日清戰爭、以及日俄戰爭等，日本取得日本海、黃海、對馬海峽等周邊海域的

制霸權，日本雖然擠身強國之林，卻也同時招來列強對日本的防備愈加強烈。

日俄戰爭之後，原本強調維持與列強協調的外交路線，遂逐漸轉向與歐美國家

對立的孤立外交路線。

綜合上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從幕府封建制度，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同

時，經過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正式步入帝國主義國家之列。由於日本對大陸政

策的初步成功，使其資本主義得以發展，來自滿州的煤鐵礦等原料，對日本的

資本積累以及軍需工業帶來莫大的幫助，奠定之後發動中日戰爭的基礎。另外，

日本在朝鮮、滿州以及東亞區域方面獲得優勢，使得日本的國際地位提高，也

因此使日本成為歐美各國的競爭對手，鑄成日後日本成為歐美各國衝突的焦點。

42 小林道彦，「「帝国国防方針」再考－日露戦後における陸海軍の協調」，史学雑誌， 第 98 
巻第 4 号（1989 年），頁 488-523。

43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 年），頁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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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歐亞大陸邊陲的小國，卻能夠戰勝歐洲強國的俄國，使得日本國民的民

族自尊心大增，對於亞洲諸民族產生優越感。因此，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遂以

「亞洲主義」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等論述，成為構成日後國家安全觀的主要

依據，最終，則是為了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目標。

陸、結論

從明治維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868~1914）的期間，可說是日本近代

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關鍵時期。從內部而言，日本歷經數百年的武家政治、諸侯

割據，冀欲藉王政復古、尊王攘夷等，達成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目的，使日

本走向近代化的國家。從外部而言，16 世紀由於地理大發現，改變了西方人的

世界觀，並且逐漸將勢力往亞洲擴張，再加上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帶動資本主

義的發展，讓西方列強對於拓展海外市場更為迫切。西方列強帶來的船堅炮利，

不但加速東亞華夷秩序的崩解，同時也撼動德川幕府鎖國的體制，進而揭開日

本邁向明治維新的序幕。此時期，日本面向世界的各種論述，不但說明日本地

緣戰略的思維以及考量，同時也確立近代日本國家安全觀形成的主要關鍵。

明治維新後不到三十年，日本發動征台之役，確立日本與琉球的宗屬關係。

並且藉由發動日清戰爭，切斷清朝與朝鮮的關係，逐漸確立了日本東亞區域霸權

的地位，此時期主要威脅來自日本海與東海，其正當化主要論述，包括：福澤諭

吉的「脫亞入歐」，以及山縣有朋的「利益線」與「主權線」等主張。主要就是

為了加速日本近代化的發展，採取的手段是：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以及加強海

防。此時期的海防雖未超出陸防的水平，但由於受到俄國方面的壓力為轉機，使

日本政府體認到國家安全超越幕府體制的國民課題。明治維新後，日本地緣戰略

的選擇已經從全面的西化政策，逐漸轉向為實現國家最高利益的前提之下，為確

保日本區域霸權的地位，日本必須更進一步強化近代化國防的實力。

日俄戰爭是日本躍升至世界舞台的重要關鍵，此戰爭也是日本擠進世界強

權之林的一次重要戰役。此時期的主要威脅是俄國，主要論述則是：「日英同

盟論」，希望藉由與英國的同盟來牽制俄國，並且確保日本在滿州的權益，使

日本成為亞洲唯一的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俄國從 17 世紀中葉開

始開發西伯利亞，逐漸往東亞區域發展，並且急欲在太平洋岸尋找適當的出口。

如此一來，便與明治維新後日本想要制霸亞洲的意圖，產生利害糾葛與衝突不

斷。此時期，日俄兩國主要爭奪的區域，除了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千島群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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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庫頁島之外，最主要還是在中國的滿州與朝鮮半島，亦即日本海與東海的制

海權。尤其是日本與朝鮮半島交界的對馬海峽，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半島以後，

此問題似乎已暫時獲得解決，但也為日後東亞區域的紛爭埋下一個衝突的變數。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對日本而言，對馬海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扼制點，

它不但能夠控制日本海與東海，同時也是歐亞大陸東邊重要的出口。日本歷史

上的重要戰役幾乎都與對馬海峽有關，包括：7 世紀的白村江之役、13 世紀的

蒙古襲日、16 世紀末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清戰爭與日俄戰

爭等，其主要的戰場與進攻路線，皆是從朝鮮半島經對馬海峽到達日本。此路

線恰好與平安時期遣唐使的路線不謀而合。由此可知，近代之前，日本的主要

威脅皆來自－日本海與東海，在東亞華夷秩序下，日本與歐亞大陸的接觸也是

經由朝鮮半島，因此，朝鮮半島既是日本與歐亞大陸強權的緩衝地，又是日本

與歐亞大陸接觸的橋樑，更是日本北進政策的重要據點。

近代之後，日本的主要威脅來自日本海的俄國與太平洋的美國。18 世紀末

年幕府開始經略蝦夷（北海道），這可說是對來自北方俄國威脅的最初回應。

當俄國宣布西伯利亞鐵路的動工時，對日本而言是一種瀕臨城下的挑戰。日俄

戰爭則是兩國衝突的最高點，其結果是俄國退出中國滿州，且將庫頁島南半部

割讓日本。19 世紀中葉培利將軍的「黑船來航」，則是經由太平洋沿岸，來自

美國的威脅，美國最初是為了捕鯨船的需要，而前來叩關，後來發現要開拓亞

洲市場，首先就必須先打開日本的市場，以日本為據點藉以發展其海上霸權的

志業，同時也可作為日後美國前進歐亞大陸的跳板。

綜合上述，日本地緣政治上的主要特色是：日本位於歐亞大陸邊陲的島國，

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主要強權環俟在四周，日本雖非主要強權國家，但卻

是主要強權國家爭相拉攏的地緣政治樞紐國家。明治維新之後，無論是征台之

役、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等，皆可看出日本在東亞區域以及世界強權中所扮演

的關鍵性角色。根據上述，可以發現明治維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面

向世界的定位與方向的各種論述，分別代表：日本地緣戰略的選擇從全面西化，

到制霸亞洲，一直到世界強權的三種不同階段。換言之，日本國家安全觀的形

成與國內的政治情勢以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同時明治維新之後，

日本對於地緣戰略的考量以及選擇，直接影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國家

安全觀的確立與實踐。

（收稿：108 年 11 月 18 日，修正 108 年 12 月 13 日，接受 10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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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19th century, after two hundred of seclusion policy, 

because the impact of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Japan began a series of policy to open 
the country to the world. How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imperialism to defend the 
outside force was an important issue to the intellects in the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Meiji period. In Meiji period, Japanese domestic policy was 
to break away from Sino-centric system in East Asia and merge into West European 
sovereign state system, and to reorganize the structure of its domestic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As for the foreign policy, Japan dropped from Sino-centric 
rule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state. As a country located on the edge of Eurasia, after 
the beginning of Meiji Restoration, Japan’s explain about the world represents its 
orientation toward the cultural choice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from the later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trol of the territory is a key point of political 
conflicts if we look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urthermore, the 
desire for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 stat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vasion. That is to 
say, Japan’s modernization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ism. 

Keywords: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Geopolitics, 
Territorial Expansionism

國際關係學報第47期-04 葉秋蘭.indd   136國際關係學報第47期-04 葉秋蘭.indd   136 2020/1/10   下午 06:07:282020/1/10   下午 06: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