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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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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二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日高六郎

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在战后活跃于日本社会并频繁发表评论。日高始终保持

着对和平宪法的关注，提出了“第九条”信号说及和平宪法二重性论，形成了具有人类主义及二

元调和性特征的和平主义宪法思想。近年来，日本自民党政权致力于修改宪法，试图恢复军事力

量，对日本乃至亚洲的未来将产生重要影响。研究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既可充实战后日

本思想史研究，也有助于深化日本和平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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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高六郎 ( 1917—2018) 出生于中国青岛，是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
1938 年，日高六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系学习。由于受到当时日本实施的大学生提

前毕业政策影响，日高只就读了三年就从大学毕业并应征入伍，后因患肺炎复员。进入战争年

代，日高凭借其社会学者的敏锐观察力审视当时的日本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就战争体验、
战争目的等问题展开分析。在海军技术研究所从事战略研究期间，他撰写了 《关于国策转换之

我见》一文，阐述了反对日本为利益不惜发动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日本战败以后，日高六郎

先后任教于东京大学和京都精华大学短期大学部，从事社会学研究，在业界内确立了 “日高社

会学”的地位。作为社会学家，他不仅在社会学领域发言，也就大众文化论、宪法问题和战后

思想等问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此外，他还走出 “书斋”积极参加 “思想的科学研究会” “近

代文学”“国民文化会议”等团体，在安保斗争、教科书审判、反越战运动等活动中表现活跃，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获得了“战后市民运动领袖”“反战市民运动的旗手”“自由派社会学者”
等称号，［1］108被视为与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并列的 “战后民主主义”和“进步知识分子”的

代表。［2］

一、问题的提出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 “和平宪法”，自 1947 年实施以来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
《日本国宪法》之所以被称作“和平宪法”，是因为其第九条规定日本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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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款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

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3］从法理上禁止了日本拥有军队和发动战争。由此，以

“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日本国宪法》长久以来都被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诸国认为是维

护日本和平的重要保障。对此，日本学者小熊英二指出: “在考虑日本国家发展方向时，宪法第

九条一直是争论的核心。”［4］“和平宪法”在战后初期刚推出的时候一度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广

泛欢迎，但伴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和政治右倾化的不断推进，修改 “宪法第九条”的呼声越来越

高，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也不断推进 “修宪”进程。早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就公开宣称 “将考

虑在任内完成修宪”，而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2022 年 7 月 10 日对外宣称自卫队纳入宪法第

九条等四项修宪内容，是“一个紧迫的、现代的课题，必须向前推进。”虽然有分析人士指出日

本政府修宪绝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但不得不说当前日本修改宪法活动已经走上了 “快车道”。
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究竟如何，将成为影响修宪活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加强日本和

平宪法研究、梳理日本和平主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和平宪法”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其中，围绕“宪法第九条”

的讨论更受关注，主要可以分为修宪研究和护宪研究。修宪研究主要包括梳理修宪的历史流变

和分析修宪的法理依据; 护宪研究则包括通过区分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护宪思想和护宪运

动进行梳理。① 和平宪法研究仍有继续充实的空间，尤其是在宪法思想研究中，大多学者都是围

绕知识分子团体和革新政党的宪法思想展开论述，而从思想家的角度阐述宪法思想的研究并不

充分。
作为日本战后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日高六郎十分关注和平宪法问题。他以 “宪法第九

条”为核心对和平宪法的内涵及意义展开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平主义宪法思想。对其宪

法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既能丰富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又有助于深化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研究。

二、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来源

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是日高六郎和平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受到教育经历和战争

体验的影响。因此，在论述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具体内涵之前，有必要对日高六郎和

平主义宪法思想的来源进行分析。
( 一) 教育经历的影响

家庭教育对日高六郎的成长和思想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其父日高贤吉郎具有较高的文化修

养，塑造了日高家关心时政和心系国家的家风，这对于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一方面，父亲的示范和引导使得日高六郎从小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正因如此，

日高很快就注意到了报刊上登载的与和平宪法相关的信息; 另一方面，日高家民主的辩论氛围

对日高六郎的成长也影响颇大。日高家在《每日新闻》披露 “松本草案”后，围绕宪法问题展

开了多次家庭内部讨论，日高六郎也参与讨论，表示 “这个试行草案在国内会受不到好评吧”，

“ ( 草案) 形式古老，内容陈腐。‘天皇大权总揽’已经不能感动民众，倒不如说是增添了一份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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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修宪研究有: 宮沢俊義『全訂日本国憲法』( 日本評論社，1985) ，小林直树《憲法第 9 条》( 岩波書店，1982) ，浅井基文《集団

の自卫と日本国憲法》( 集英社，2002) ，孙伶伶《日本修宪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 《当代亚太》2007 年第 3 期) 等。护宪研究有: 华

桂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评日本社会党安保政策的历史演变》( 《学习与探索》2003 年第 4 期) ，邱静《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

与护宪思想———以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演变为中心》( 《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1 期) 等。



日高六郎喜欢读书，深受前人思想洗礼。日本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曾指出: “就象征性

而言，日本有过三次‘开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从室町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第二次是幕末维

新期，这次战败之后则是第三次。”［5］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是日本 “开眼

看世界”的前提。在此之后，大量国外经典著作涌入日本，一时受到日本人争相追捧。其中，

列夫·托尔斯泰和卡尔·马克思对日高六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中学时代的日高六郎被其

文学作品《傻子伊万的故事》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所震撼。日高六郎曾回忆这段历史，表示他

“是被托尔斯泰带进和平主义思想之中的”［6］61。从 《托尔斯泰民间故事集》开始，日高如饥似

渴地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深深被其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所吸引，他认同托尔斯泰所说的 “我不

站在日本和俄罗斯任何一方，只站在两国民众的一方”这一观念。后来，日高六郎在构筑自身

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时将托尔斯泰的和平观吸收内化，“人类主义”成为其重要思想特征。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人阶级队伍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壮大，劳资矛盾不断深化，为马克思

主义及其著作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现实条件。20 世纪 20 年代前半期，马克思主义风靡整个

日本并影响了一代日本人。彼时日高六郎虽身在中国，但仍然受到了影响，其原因主要有: 一

是对曾经陶醉于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 《相互扶助论》和 《革命者的回忆录》的日高六郎

而言，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的思想潮流; 二是日高在长兄日高昴的影响下邂逅了河上

肇撰写的《第二贫困物语》，正式 “入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后，他先后阅读了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社会学》 ( 布哈林著) 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时醉心其中。虽然日高没有成为马

克思主义者或加入日本共产党，但其思想中却永远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在其和平主义宪

法思想中，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作为方法论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对日高六郎的作用是全方位的，除了潜移默化地塑造日高六郎的思想内核外，

还直接影响了日高六郎的学科专业选择。在日高六郎着迷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

《社会学》后，于 1938 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开始系统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日高

又接触到滕尼斯、柏格森、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并“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完成了题为

《关于集团的封锁性和开放性》的毕业论文。日高在文中指出: “当提到封闭或开放的群体时，

人们立即会想到家庭、村落以及经济组织、大都市等。这也让我们想起了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

会》中所述的‘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我们不希望机械地重复这种对立概念，因为它已

经被过度使用并失去了生命力。相反，我们需要将封闭性与共同体、开放性与社会联系起来，

并探索其多样化的形式，以实现有机连结。”［1］110日高六郎认为，“共同体与社会”“封闭与开放”
这样的二元对立是“机械的”和“失去生命力的”，应该探索多元的 “有机连结”。这一社会学

观点后来成为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 “二元调和”特征的重要前提。
( 二) 战争体验的影响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其著作 《风土》中曾谈到: “我们是在 ‘风土’中发现自己，寻找

相互连带中的自己。”［7］与丸山真男、竹内好和鹤见俊辅等日本学界其他知识分子成长的风土环

境不同，日高六郎并非出生和成长于日本本土，而是在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中国的风土不

同于日本，对人的思想塑造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国、日本两国间徘徊的成长经历使日高六

郎及其和平主义宪法思想得到了不同的塑造，具有独特的二元特征。对于这种不同的风土体验，

日高曾表示，“洋槐叶摇动的青岛，对于我们来说是故乡。大海另一侧的日本，对于我们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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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高六郎的父亲贤吉郎经常带他去博文堂书店购买日文书籍。



故国。”［6］9作为日本人的日高六郎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这是其和平主义宪法思想具有强

烈中国关怀的重要原因。
与成长经历的特殊性相对，日高六郎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同一性，也就是在那个战争

的年代曾经历包括战火袭来、提前毕业、被迫入伍和因故 ( 病) 退伍在内的战争体验。从时代

背景的宏观视角来看，战争体验普遍存在于那个时代，而从日高个人的角度出发，在普遍的战

争体验中又包含着个人经历的特殊性，这成为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基石。正如早稻田

大学历史学者北河贤三曾评价的那样: 对于 ‘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论， ( 日高) 持有 ‘支持

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根植于日高本人的战争经历，更准确地说是在战前、
战中所获得的各种经验以及战败后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形成。日高认为，‘和平与民主主义’诞

生于丰富历史经验和普遍理念的结合之处。［8］150日高拥护“和平与民主主义”，既源自战争体验，

即所谓“战争和战败的巨大历史经验”，也源自其自身特殊的战争体验，也就是在中国期间曾多

次经历过日本侵华，对中国民众遭受的战争痛苦感同身受。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战争体验共

同构成了日高六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并影响其对和平宪法的认识。

三、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基本内涵

“日本人从战争中摆脱出来，作为一种目标，和平主义成为一种理想在社会思想中占有重要

地位”［9］。日本战败后，伴随着民众长期以来对和平的渴望，“以天皇为轴心”的价值体系受到

剧烈冲击，日本社会整体陷入了思想混沌，整个日本社会既未完全摆脱军国主义阴影，又没有

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对于战后初期的日本人而言，和平宪法既是对战前日本国家意识形态 ( 国

家主义思想) 的否定，也是对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反思，［10］是日本走向和平的重要节点。
日高六郎很早就开始关注 《日本国宪法》，他认为: “不触及日本国宪法的话，日本的和平

主义问题便无从谈起。”［11］170因此，他从一开始论述日本战后宪法时就将 “和平”与 “宪法”这

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随后，作为战后一直活跃的“进步知识分子”，日高六郎对新宪法的出

台保持持续的关注。在制定《日本国宪法》过程中，关于 “宪法修正案”的争论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环节，这一点被日高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第一时间捕捉到: “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某个清晨，

我在街道的报亭入口看到了用笔写的大字 ‘日本政府宪法修正案发表’。”［12］62这个被曝光的草案

并非提交至“盟总”的“松本草案”，而是几乎相当于时任 “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宫泽

俊义所拟定的“宫泽甲案”。“宫泽甲案”被认为是各委员中最具有 “自由主义”风格的，但仍

被日本各界所批评，“《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 ‘在宪法核心的天皇统治权方面，与明治宪法完

全相同。’”［13］39。日高对“宫泽甲案”也持否定态度，尤其担心该案对战后日本政治社会产生

负面影响。
如日高六郎所预测的那样，“盟总”民政局认为松本草案“具有极其保守的性质，对天皇的

地位没有实质性变更，天皇完全具有统治权，从这一点来看草案不会得到媒体或社会舆论的积

极评价。”［13］41故而拒绝颁布。对此，日高从五个方面对宪法草案遭到拒绝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

析。第一，明治宪法的支柱，即“天皇的大权”以不同的形式残存在于 “松本草案”中。第二，

“松本草案”完全无视《波茨坦公告》。第三，关于 “国民的权利”，依然只在限制 “自由”的

时候出现。第四，旧的日本政府因战败而终结，但是 “松本草案”中没有提及关于 《波茨坦公

告》所指出的建立“有和平倾向”政府的构想。第五，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于日本

军国主义和绝对主义天皇制相联结强烈敏感，麦克阿瑟和“盟总”一旦接受“松本草案”，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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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批判。总之，日高分别从日本政府和占领军当局两个主体出发，通过

政治考量、条约原则、国际舆论等方面较为准确地分析了草案被拒绝的原因，既表达了对 “非

民主且非和平”宪法草案的不满，又提示了宪法制定的几个关键。
“松本草案”被否定后，占领军当局开始主导制宪，根据麦克阿瑟提出的“制宪三原则”起

草宪法。1946 年 11 月 3 日，《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
日高六郎的和平主义宪法思想与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定同步形成，因此在内涵上更倾向于新

宪法认识论。针对《日本国宪法》是什么宪法，有何特征与意义等问题，日高六郎从和平主义

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答。
( 一) 和平宪法二重性论

《日本国宪法》颁布以后，日本社会各界评价不一，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包括 “美制宪

法论” ( アメリカ製) 、“宪法惩戒论”等观点。有部分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并非由日本独

立制定，完全是由“他者”强加的具有惩罚意义的宪法。日高六郎则指出，被称为“和平宪法”
的《日本国宪法》具有“先驱性”和 “限制性”。所谓 “先驱性”，是指 “放弃战争”的原则

通过“宪法第九条”被应用于《日本国宪法》中，其所体现的和平主义不仅是在日本国内，即

便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具有先进性，使该宪法具有和平的一面; 所谓 “限制性”，则指日本在战

败后受到惩戒和限制，即该宪法也具有“惩戒”的一面。“先驱性”和 “限制性”是日本和平

宪法的二重性质，也是和平宪法特殊之所在。此外，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和平宪法二

重特殊性与各国宪法所具有的普遍性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在《我的和平论》中，日高指出: “日

本国宪法强调了作为普遍原理的人权，我认为和平主义也是人权原理的表现，第九条在世界

( 众多) 的宪法中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对其负有责任的政府不应该弱化普遍性的感觉。”［11］180日

高强调《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与各国宪法相比具有特殊性，但其所蕴含的和平主义应被

作为普遍原理视之。日高在《我的宪法体验》中进一步指出，新宪法由原来的 《大日本帝国宪

法》修改而成，形式上具有同一性，但内容上却有巨大差异。在新宪法中，对于人权的尊重是

一大特征，但是也包含了对天皇的温存。其中，对天皇的温存象征着国体的延续，彰显了日本

宪法的特殊性; 而主权在民、男女平等等原则是人类普遍原理。
( 二) “九条”信号说

日高六郎关于“宪法第九条”的讨论，是其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宪法

第九条”是“和平宪法”的核心，集中体现了《日本国宪法》所具有的和平属性。1946 年，日

高六郎在看到《日本国宪法》草案大纲时强烈表达了对 “宪法第九条”的肯定，他认为第九条

是宪法之“枢要”，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回应和清算。此前 《每日新闻》披露的 “宫泽甲案”
中并没有“建立和平国家”的相关表述，日高感到不满和失望，他担忧日本可能会重蹈军国主

义覆辙。但这一问题在后来以麦克阿瑟草案 ( GHQ 草案) 为基础的 《日本国宪法》中得到了解

决。《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明确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3］“宪法第九条”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和平的确认与保障正是日高六郎一直以来期盼的，即 “反省和人类情

感的连结”，既象征着日本国家对发动战争的悔恨，也蕴含着日本国民对和平的期望。如前所

述，日高并不认为“宪法第九条完全是对日本的惩罚”，而是认为“宪法第九条”包含对日惩戒

的含义，但也是给日本人的赠礼，将带来长久和平。基于此，日高六郎进一步提出以 “宪法第

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宪法观点，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对以亚洲为主的被侵略国家所释

放的一种“信号”: 日本从此不再奉行战争政策。日高不仅站在日本国民立场上，更是基于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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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亚洲国家视角来论述 《日本国宪法》给维护地区和平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正如他所说:

“《日本国宪法》和‘宪法第九条’不仅是日本国民要考虑的问题，还是经历过战争和 ( 受到)

虐杀的亚洲国家也很关注的问题。‘宪法第九条’是日本不再残暴地使用武力、独善其身地开展

政治活动、侵害人权的国际保障。”［12］103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宪法第九条”所带来的信号作

用主要包含两个: 一是作为和平信号，标志着日本在战后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是作为警示信

号，如果日本“修宪”，有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亚洲各国将会得到提示。日高六郎高度认可

“宪法第九条”的“信号”作用，认为其不仅能够维持日本的和平，还能维护亚洲乃至国际的和

平。这种思想体现了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所蕴含的 “人类主义”色彩，将《日本国宪法》
放在国际范围内考虑，既认识到宪法对日本国内的作用，也考虑宪法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意义。

思想体系并非观点的简单叠拼与汇总，而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系统性逻辑结构。日高六郎和

平主义宪法思想由和平宪法二重性论和 “宪法第九条”信号说构成，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

逻辑性。“先驱性”和“限制性”的二重性定义了和平宪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而 “宪法第九

条”作为信号则反映出宪法的核心所在。换句话说，和平宪法二重性论是 “九条”信号说的必

要前提，“九条”信号说则是和平宪法二重论的必然结果。

四、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

在思想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发现: 同时代思想家所探讨的主题具有相似性。这一现象

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时代背景。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就 《日本国

宪法》的讨论多集中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天皇制等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议题核心关

键，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日本思想家们都经历过动荡的战争年代，体验过极端国家主义的戕

害，日高六郎也是如此。然而，与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相比，日高六郎的宪法思想颇为与众

不同。
( 一) 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特征

第一，人类主义。人类主义是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前文所述，

日高深受托尔斯泰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习惯于将民众和国家在战争中受到的影响和负有的责

任进行分类讨论。此外，他对中日两国的深厚感情也使其看待问题更具国际视野。日高曾谈到:

“某一次，我被外国学生问为什么会成为 ‘和平主义者’，我首先说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世界列

强使中国半殖民地化，最后向中国发起最强力攻击的是日本。我作为日本人 ( 在中国) 享受到

了很多特权。我还注意到由于半殖民地化、“十五年战争”① 和内政上的不稳定而饱受苦难的中

国民众的存在。我感到自己的立场很矛盾，从那时候开始思考战争是什么的问题。”［11］182

第二，二元调和。所谓“二元调和”，是批判“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促进

二元之间的有机结合。日高六郎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始于其自身的身份认同，终于马克思、滕尼

斯、柏格森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他曾言: “封锁性和利益社会与开放性和共同社会，过于容易被

认为是对立的、没有具体性内容的抽象概念，( 因此) 对其进行有机关联，追求多样的形式是必

须要做的。”［14］如前文所述，日高认为 “二元对立”这样 “机械的分类会失去活力”，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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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认为，从 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上海、华北、全中国的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

争。由于这一连串的战争不是“零散、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被命名为“十五年战争”。详可

参见江口圭一著、杨栋梁译《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 页) 。



“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要对二元进行调和，使其能够有机关联起来。在日高六郎的和平

主义宪法思想中，“二元调和”具体表现为新宪法的先驱性与限制性的结合，日高强调二者之间

的张力。对此，北河贤三曾评价: “这种思考的特征，是不断地注意自然与形式、合理与不合

理、理论与心理、意识形态与个性等相对范畴之间相互联结且紧张的关系。”［8］150

( 二) 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的影响

北河贤三曾评论: “日高六郎通常被视作 ‘近代主义者’ ‘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论

客，以及‘市民主义者’和 ‘市民主义激进派’。”［8］150 宫下祥子也曾在 《日高六郎研究序说》
中提到， “如各大报纸所传播的那样，多数置身于运动和实践中的人们都受到过日高的影

响。”［1］107在以往的日高六郎研究中，关于其社会学影响的论述较多，但关于其和平主义宪法思

想的研究成果尚不够系统、充分。
日高六郎著述丰富且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日高在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电影 《日本国宪法》中出镜，讲述宪法制定的过程，表达了 “宪法并非由美

国强加”的观点。日本著名非虚构作家保阪正康在阅读日高六郎著 《我的宪法体验》后认为:

“在遗忘历史的今天，每一页都有指南针的功能。”日高六郎的和平主义宪法思想至今仍有现实

意义。当前，日本政府持续推进修宪，不仅造成了日本国内舆论撕裂，也引发了亚洲各国的担

忧。面对这一强烈的“警示信号”，爱好和平的人们该当如何应对，是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洲

各国人民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日本再次走到关键十字路口，日高六郎的和平主义思想发人

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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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ation and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national system”．Its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condens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alizing ideological“identity”through the spirit-
ual link of emperor system．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the emperor’s function is more embodied in the role of national unity，and the con-
cept essence of“national system”is gradually weakening．

Key words: since modern times; Japan; concept of“national system”;“national system theory”; em-
peror system

Analysis of Hidaka Ｒokuro’s Pacifist Constitution Ideology
LI Shihao，TANG Yongliang( 27)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vision of the“Constitution of Japan”，there has been a
fierce debate in Japanese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Ⅱ．Hidaka Ｒokuro，a renowned Japanese intellectual，
sociologist and commentator，was active in Japanese society after the war and frequently published his o-
pinions．Hidaka always maintained his focus on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and proposed the“Article 9”sig-
nal theory and the dualism of pacifist constitution，forming a pacifist constitution ideology with humanism
and binary reconciliatory characteristics．In recent years，the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in Japan has
been committed to revising the constitution in an attempt to restore military power，which will have a sig-
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Japan and even Asia．Studying Hidaka Ｒokuro’s pacifist constitution ide-
ology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but also helps to enhance
research on Japanese pacifism．

Key words: Hidaka Ｒokuro; Constitution of Japa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cifism; Japanese in-
tellectual history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ZHOU Shaodong，HUANG Xinyi( 34)

Abstract: A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has made a series of original contribu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s the theoretical mainline，and
has re-understood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In
various economic links such as production，distribution，circulation，and consumption，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has made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y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economic work，and emphasizes to combin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the new national system，an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combining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overall coordin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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