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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 8 月 16 日，朝日新

闻社正式宣布原定于 8 月 14

日开幕的 “全国中等学校优胜

野球大会”在延期两日后，最终

不得不取消。 在这项日后被称

为“甲子园”的日本体育盛事的

百年历史上，实属罕见。除了因

太平洋战争曾停办四届外 ，

1918 年这次是唯一一次因故

取消的大会。 而取消的理由是

因为当时在日本各地愈演愈烈

的“米骚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末期 ，在经过 “战争景气 ”的高

速发展后， 日本迎来了急剧恶

化的通货膨胀， 米价随之水涨

船高。 执政的寺内正毅内阁却

将大部分注意力聚焦于武装干

涉苏俄革命的 “西伯利亚出兵

行动”上，非但未能及时干预市

场， 相反却大量抢购大米充作

远征的军粮。 这种火上浇油的

行为， 无异于引爆了各阶层积

累已久的社会矛盾。 贫苦群众

的请愿抗议最早发端于富山县

鱼津附近的渔村， 不出数日就

演变成激烈的暴动， 不仅向周

边地区蔓延， 还在全国各地激

起无数响应者。 到了 8 月中下

旬，“米骚动”已波及包括东京、

大阪在内的 1 道 3 府 37 县，全

国参与者规模上百万人。 整个

混乱的事直到 9 月中旬才渐平

息，寺内正毅为此负责下台。起

初，元老权贵们希望敦请“德高

望重”的前首相、元老之一的西

园寺公望再度出山来收拾局

面，却遭拒绝。 向来以“自由主

义者” 自居的西园寺公望转而

推荐他长期以来的得力助手 、

众议院最大党 “政友会” 的总

裁、 新闻记者出身的原敬出任

新一届首相， 进而打破明治以

来 “藩阀政治 ”惯例 ，从此开创

符合所谓“憲政の常道”的政党

内阁新传统。

1918 年 9 月 27 日 ，62 岁

的原敬奉诏进宫， 正式领命组

阁。 他的新内阁除了陆海军大

臣、外务大臣外，全部由政友会

成员组成。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

一届非元老、藩阀主导的“政党

内阁”，而原敬本人由于是第一

位没有贵族爵位的日本首相又

被舆论称为“平民宰相”。 为缓

解 “米骚动 ”造成的社会动荡 ，

原敬上台后马上就着手修改选

举法， 将选举资格从每年纳税

10 日元的男性，降为每年纳税

3 日元的男性， 使投票人口翻

了一番， 达到了 286 万人。 同

时， 对商贸、 社会管制等内政

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所谓

“大正德谟克拉西 ” 时代由此

悄然揭开了序幕。 然而， 就在

“民本主义 ” 在日本国内渐成

风潮的这个时代， 日本却在殖

民地及对外政策上走了另一条

歧路。

除了“米骚动”的善后工作

外， 当时原敬内阁面临的最大

事件便是 1919 年 1 月召开的

巴黎和会。在日本人看来，欧洲

列强并不在意亚洲问题， 由其

继承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当然是

“顺理成章”的结果。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还认为之前已强迫中

国接受 “二十一条 ”，山东特权

早已是其囊中之物。于是乎，将

“山东问题”拿到和会上讨论似

乎只是一个手续问题，形同“正

式过户” 以获列强背书同意而

已。 当时日本派出的谈判总代

表便是提携过原敬的西园寺公

望。 和会期间，除中国因“山东

问题”、抵制抗议“二十一条”与

日本争锋相对外， 欧美列强出

于各自利益对日本在远东种种

索求也颇有微词， 例如美日就

曾围绕关岛等太平洋海岛的归

属问题爆发过激烈争论。 正当

原敬内阁全力应对突如其来的

“山东问题”并忙于对欧美列强

协调之际， 已吞并多年的朝鲜

爆发了另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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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年 1 月 22 日凌晨 ，

被迫退位多年 、 被降为

“李太王 ” 的高宗突感不适暴

毙，终年 68 岁。 日本驻朝鲜总

督府称其死因为脑溢血， 而世

人皆持怀疑态度， 坊间传说是

因为高宗谋划秘密遣使参加巴

黎和会谋求复国、 摆脱日本殖

民统治而遭日本当局毒杀。 巴

黎和会前后， 美国总统威尔逊

提出的 “十四点和平原则”，尤

其是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内

容，对当时韩国各界触动极大，

借此国际风潮以复国似乎忽然

有一线希望。 2 月后，大批在日

的韩国留学生多次公开集会 ，

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主张韩国

也有权依照巴黎和会的精神来

践行“民族自决”的主张。 用韩

国抗日反殖民运动领导人金九

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

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 由此

爆发了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 ”

金九所说的 “我们民族的万岁

运动”就是 1919 年 3 月 1 日爆

发的“三·一运动”。

高宗暴毙后， 根据朝鲜总

督府的安排， 定于 3 月 3 日举

行葬礼。 于是，自 2 月后，大批

民众从半岛各地涌向京城 （现

首尔），而主张抗日复国的各方

人士也开始加紧准备 。 3 月 1

日午后 ，以天道教 、佛教 、基督

教为主的 “民族代表 33 人”在

京城塔洞公开集会发表宣言 ，

号召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集体

山呼“万岁”并组织数以万计的

民众向停放高宗灵柩的德寿宫

游行。此后，不断有大量群众加

入队伍，到下午 3 时已达 30 万

人之多。除京城外，各地同时爆

发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的游行示威活动， 一时间要求

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风潮席卷

了整个半岛。

这场 “突如其来 ”的运动 ，

不仅让日本当局措手不及 ，还

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

当时中国各大报纸都竞相报道

最新动态， 不仅涉及京城的局

势， 也事无巨细地报道半岛

各地的情况 。 例如 3 月 14 日

《申报 》就称 ：“黄州（今朝鲜境

内） 基督教徒等三百人示威城

中广散独立文书，呼高丽独立，

警察宪兵以刀剑枪刺驱散之 ，

被拘于受伤者各数人。 群众继

乃示威警署之前， 复被拘及被

击伤者若干。 人众于署外闻受

刑者呼痛之声， 于是有人拾石

掷碎警署之玻璃窗。 ”根据事后

统计，自 3 月至 5 月间，整场运

动的参与人数达到 205 万人 ，

各类反日抗议示威活动超过

1500 起。

面对汹涌的抗争风潮 ，除

了驻扎半岛的军警部队外 ，日

本当局还从本土调集了大量军

警、宪兵增援，而镇压手段同样

严酷。 《上海泰晤士报》就曾报

道 3 月 4 日时日本军警为阻止

韩国学生在总督府门前的抗议

活动， 甚至砍掉一名韩国女学

生的右臂。 另根据《北华捷报》

的消息， 由于相信正在举行的

巴黎和会将确保韩国之独立 ，

以至于每天都有民众聚集在京

城的法国和美国领事馆前欢

呼。 为此，时任朝鲜总督、陆军

大将长谷川好道特别发布告示

表示 “外间谣传朝鲜之独立已

于巴黎之媾和预备会经列国之

承认云云 ， 系全无根据之流

言 ”， 又声称 “朝鲜无关系之

民族自决说 ”， 因此相关谣传

不可采信。 此外， 还安排原朝

鲜王朝亲日的旧贵族致信巴黎

和会， 声称 “韩人居日本治下

殊为满意”。

在 “三·一运动”之前，中国

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

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 ，通

过突出其日益衰败以至遭吞并

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 。

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

“欲兴旧主 ，力抗强邻 ，诚见其

损 ，未睹其益 。 ”而这种认知 ，

因 “三·一运动 ”的爆发却有了

极大改观。 目睹运动规模之浩

大后 ，陈独秀在以笔名 “只眼 ”

发表的 《朝鲜独立运动之感

想》中一改过往的看法，转而称

大正德谟克拉西的阴影
沙青青

在“三·一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通过突出其日益衰败

以至遭吞并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 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欲兴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

损，未睹其益。 ”而这种认知，因“三·一运动”的爆发却有了极大改观。其背后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

所言那般成为了“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

———朝鲜半岛在 1919

1919 年 2 月 25 日《东京朝日新闻》关于留学生抗议

活动的报道

1919 年 3 月 7 日《东京朝日新闻》关于“三·一运动”的报道

1919 年 3 月 14 日

《上海泰晤士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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