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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法”。为了打击南斯拉夫，美国极力支持他早先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

以维护“人权”为由连续轰炸南 78 天。从阿富汗抗苏战争直到 1990 年因“海湾战争”和美国在

接近伊斯兰圣地的沙特阿拉伯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从而导致双方反目，美国对以本·拉登为首的极

端派“阿拉伯阿富汗人”（Afghanis）不仅支持、资助而且派军事专家训练之。这些“圣战者”在

苏军撤出阿富汗后大批流散到波黑、车臣和中亚各地，成为恐怖活动的基本队伍并形成国际网络。

最后，从“9.11”事件前后美国对车臣叛乱分子的态度变化也可看出其典型的“二元标准”。如

果说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贫困落后，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

动兴起的根本原因，那么，正是美国霸权主义世界战略支配下的上述行为，直接带来了恐怖主义

全球化泛滥的后果。 

  对“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前景，大可不必像鼓吹“文明冲突论”的某些西方人那样危

言耸听，而可以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一个调适过程，这个过程决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

是十分曲折、复杂的，其间必然充满了矛盾、冲突、挫折和迂回、政治经济的危机和思想文化的

危机，旧的危机解除了还会出现新的危机。现代化并不必然是人类的理想境界或最终归宿，其目

标和进程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现代发展又是当今世界每一种文明都难以避免的。现代化的重

要特点之一就是不断的变革，在它面前“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马克思语）。“原教旨

主义”也是这样。我们从霍梅尼以后伊朗神权政治价值取向的变化就可知道：在今日世界性发展

与现代化的洪流里，任何传统主义、复古主义都不可能要求完全回到前现代去。现代社会不能完

全排斥传统，传统又必将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断言，在“原教旨主义”浪潮以后

的伊斯兰世界，会有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复兴，即具有伊斯兰特色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发展。在这一

点上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 

  

【历史小百科】 

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 日本肥后人。日本海军省间谍，中国通。东亚同盟的鼓吹者之

一。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其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并在暴露行踪后

成功脱逃，立功甚伟，为此得到过天皇的破格接见。此人自幼喜读历史，1884年中法战争时来

上海学习中文，并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读，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协助

另一著名间谍荒尾东方斋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多达 130多名间

谍，分散到中国各地，在甲午之战及此后为日本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了解之深 

  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

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 9,074 万两银子外加 523 万石米（注：根据有关财政资

料，1893 和 1894 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 8,300 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

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

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

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

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

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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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方小太郎日记原样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

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

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

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

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

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

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

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剃发易装的中国通 

  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

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 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

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

威于八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

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

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

之余，宗方小太郎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其

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

的地位。  

    走南闯北的药店老板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

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

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

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

号“北平”，自抒胸臆。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

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

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 1890年 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

生监督。  

http://baike.baidu.com/image/ae82673125f40524eac4a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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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 1893年 6月，由于财

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 1892 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

国通商综览》，共 2编 3册 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

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其中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甲午战争中立功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 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

落落寡欢，不得不于 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

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

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

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 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

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

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

甲午战争爆发。  

  7月 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

7月 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

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

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 9月 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

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

献。”  

  8月 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

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却是，乱民们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

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

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

前，宗方于 8月 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

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

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

警明令查拿的是 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

层的隆重礼遇，并得以晋见明治天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并充任日军翻译。  

    在中国鼓吹东亚同盟 

  战后，重返中国， 1896年 2月，在武汉接办《汉报》（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名为《字林

西报》，姚文藻接办后改名为《汉报》)，自任社长。《汉报》为日本人在武汉发行的第一家中文

报纸，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在 1898年前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宗

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派的

主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富强之道”，围绕着练兵、理财、兴学、重农、惠商、开矿等各个方

面发表大量的社论。1898年 9月，慈禧发动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宗方小太郎专程

赶往北京，协同日本人平山周进行营救，设计护送梁启超出京外逃。此后筹办《闽报》，参与创

立东亚同文会，任该会汉口支部主任，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

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 1872年建立远

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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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其在华搜集的情

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后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宗方小太郎的思想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

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

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

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

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

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

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

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

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

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

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

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

《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熊本的宗方小太郎之墓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

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

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

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

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

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

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在其发回日本的大量情报中，有一些相当精深的大

势分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日本高层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而其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

至今读来还令我等炎黄子孙汗颜。  

    腐败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

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 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 40万两，足足增加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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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

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

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叹息 
  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

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

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

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

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

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

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

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

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

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

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

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

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

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

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

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

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

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所认为的全民腐败，被同时期的另一日本大间谍向野坚一的经历所证实。向野坚一在当

年 10月被怀疑为日谍而于东北被捕，他坚称自己是福建人，后终于以一小块银子贿赂了押解人，

而得以在中途脱逃（《向野坚一从军日记》，1894年 10月 25日）。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

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

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

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

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时期为侵华日军第一军用中文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

中，就将矛头指向满清的腐败，指责满清“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

颓，纲纪不振”，以此号召中国人（汉人）起来，“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

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满清，然后“革稗政，除民害，

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清战争实记》，日本博文堂 1894 年

出版），把日军描绘成俨然是救黎民于水火的解放者。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报告《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国的“民间志士

在言论和新闻中，不断喋喋非难政府之措施，扬言庙堂无人，甚至揭发重臣大吏之旧恶，历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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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弊窦，丝毫无所顾虑”，这一方面表明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另

一方面也表明“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

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

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

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分析，的确有相当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亦因此成为日本朝中大员们商讨

“征清策”的重要谋士，尤其是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对他十分器重。  

甲午战争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但

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

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

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 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

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终其一生，宗方小太

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  

 

[附录]            日军的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宗方小太郎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

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

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

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

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

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

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

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

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

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

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

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

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

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

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

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

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

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

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

祖所笑！”                                                    （摘自《日清战争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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