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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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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消除日本对美国潜在的威胁，美国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对日本按照西方模式进行了民主改造。因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从全球冷战战略出发，

将对日民主改造政策调整为争取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的政策。美国运用了“第四种武器”

——心理战, 制定了心理战略和详尽的心理战略行动计划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通过实施这一计划，美国有效地

清除了日本的亲共势力，与日本建立了亲密战略伙伴关系，使日本成为了美国在东亚遏止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的

桥头堡。但美国的心理战略行动并不能解决美国在日本的所有问题，今天日本社会极右势力的猖獗和泛滥就是严

重的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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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冷

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及实现政策目标所采用的心

理战略行动方面的资料逐步公开。对于冷战初期美国

为实现对日本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

策略，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对冷战初期美国实现政策

目标所采用的心理战，即美国学术界称之为“第四种

武器”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即

使有些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基本都是

叙多论少，特别是对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的评价

和定位不够充分和准确，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心

理战是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造、消除日本民众心灵

深处的军国主义思想、培养日本民众亲西方倾向的一

种有效手段，但是由于冷战的爆发以及美国政府坚持

冷战思维，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造的政策目标被清

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力、使日本西方化的政策所取代，

结果使得一些日本民众思想中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

底清除。本文拟运用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相关文件，

借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政策的演变，实现政策目标所开

展的心理战略行动、特点、功效和缺失等进行探究，

以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美国实现政策目标手段的多样

性以及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泛滥的历史根源。 

 

一、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 
政策和心理战略 

 

二战后初期，随着美苏冷战的日趋激烈，一向被

美国视为“边缘地区”的远东逐渐进入美国冷战决策

者们的视野。美国杜鲁门总统曾公开宣称：“美国必须

全面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地区，重新夺回中国大陆，并

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该

这样做。”[1]杜鲁门表达的这一观点为冷战初期美国对

日本的政策定下了基调。 

二战结束后，美国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单独占领

了日本本土，并开始对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

多领域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试图通过这一手段来清

除日本民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

义思想，使日本在未来不再发展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

的主要对手。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开展不久，

美苏就因为诸多因素逐步走向对抗，进而演变成为一

场冷战。 

1947 年 8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戴维斯向

主任凯南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应将“日

本纳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经济体系，以确保其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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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友好，一旦世界局势发生变化，日本可以成为

美国在远东的可靠盟友”[2]。戴维斯的这一观点得到

了凯南的赞同，并在签署这份备忘录后将其提交国务

院讨论，国务院十分肯定这份备忘录提出的对日政策，

并在这份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了 PPS10 号文件，确定

了美国对日本和约、新政策等问题的基本框架。1948

年，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展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

胜利，杜鲁门政府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对日本的政策。3

月 2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凯南提交的备忘录

中的建议出台了 PPS28 号文件。4 月 21 日，国家安全

委员会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NSC13 号文件，经反复讨

论修改后形成了 NSC13/2 号文件，杜鲁门总统签署后

以 NSC13/3 号文件下发执行。在 PPS28 号文件和

NSC13/3 号系列文件中，杜鲁门政府开始注意对日本

国民的宣传和思想改造，以期赢得日本民众的心灵和

思想，最终将日本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

PPS28 号文件中，凯南建议政府放松对日本新闻出版

的监督，鼓励将美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语后进入日

本国内的图书市场，出资帮助日本架设电台以开展对

日本民众的信息宣传，推动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之

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加快日本向美国靠拢的   

步伐。 

1949 年 6 月 15 日，美国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

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战略安全需要日本》的报告，

经过委员会专题讨论和修改后作为 NSC49 号文件下

发执行。文件认为，在对日本民主改造尚未完成，远

东地区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与日本立刻缔结和约

是不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3]文件同时指出，如果美

国在未来与日本缔结和约，应着重考虑该和约是否有

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约应包括“必须事先确认日

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是否稳定，日本民众是否已经

拥有民主化和西方化的理念”[4]。9 月 3 日，国务院根

据讨论意见向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 NSC49 号文

件的总结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 NSC49/1 号文件下

发政府各主要部门进行讨论。国务院报告认为，国务

院和国防部在“确保日本西方化以防止其倒向东方阵

营”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与国防部意见相左的是：实

现这一目标除了军事手段和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外，日

本国民的态度将是这一目标成败的关键。国务院指出： 

一个国家的民众认同并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思想

和意识形态，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和心理愿望，

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与这个国

家与其有认同感的另外一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自然

和本质融合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强加

给其他国家。根据这一理念，美国既不能强迫也不能

诱导日本民众去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只能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引导日本民众来接受。[5]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深感恐慌和不安，

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军事进攻的先

兆，是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挑战，故除了在全球范围

内加强军事部署外，还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宣传

攻势。1950 年 7 月 1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

NSC74 号文件，确立了国家对外心理战计划。[6] 9 月

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 NSC68/1 号文件,规定

了未来五年美国对外心理宣传计划，涉及全球 93 个国

家和地区，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由陆军部具体负  

责。[7] 

1951 年 4 月 2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

书莱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对亚洲的目标、

政策和行动方针》的政策文件草案，编号 NSC48/3，

文件提出了要“制订恰当的心理战略计划使日本逐步

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防止日本倒向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8]。5 月 17 日，杜鲁门总统签署

了经过反复修改的 NSC48/4 号文件，并以 NSC48/5

号文件下发。这样，NSC48/5 号文件就取代了以前的

政策文件，其中有关日本的部分成为美国对日本的政

策。[9]9 月 8 日，美日两国签定和约，结束了美国对日

本的军事占领和管制。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国

务院和国防部共同策划制定对日本的新政策。1952 年

2 月 15 日，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和国防部长罗伯

特·洛维特联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

对日本的临时政策》的备忘录。2 月 20 日，杜鲁门总

统批准了这份备忘录。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份

备忘录作为 NSC125 号文件下发执行。文件强调美国

要努力使日本成为一个忠实可靠的战略伙伴，关注日

本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平等对待每一个日本民   

众。[10]NSC125 号文件是杜鲁门政府在和约签定后出

台的第一份对日本政策文件，文件明确了美国对日本

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今后美国制定对日本政策的指导

性文件，但是该文件仅是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基本框架，

可操作性较差。为此，杜鲁门总统指示国务院尽快出

台一份操作性较高的政策文件，但是国务院的消极怠

工使得美国对日本政策久拖不出。1952 年 8 月 6 日，

杜鲁门总统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缔约后

的对日本政策，会议形成了 NSC125/2 号文件，其中

第七和第八段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

划，即： 

在信息、文化交流和其他心理项目中引导日本政

府和民众认识和理解美国与日本具有共同的利益，两

国应联合起来反击与苏联的心理宣传攻势。努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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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日本美军与日本民众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以确保两国

之间的友好关系。[10] 

解读 NSC125/2 号文件，不难发现，美国冷战决

策者们已经将心理战视为实现对日本政策目标的一种

最有效武器。 

1953 年初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

后不久就采取了两大举措：其一是组建了一个专门调

查委员会来评估对外心理战行动；其二是责成国务院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探讨对日本的政策问题。2 月

19 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日本政

策的研究报告 (随附长达 42 页的附录 )。报告对

NSC125/2 号文件中有关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计划进

行详细的评估后指出：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计划的主

要目标应是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这些人员虽然不是

赤色分子，但是他们摇摆不定，而这无疑有利于共产

主义的扩张和渗透。6 月 26 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经

过修订的 NSC125/5 号文件，并于 29 日以 NSC125/6

号文件下发执行。NSC125/6 号文件是艾森豪威尔上台

后签署的第一份针对日本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在保

留前任政府制定的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的同时指

出：要引导广大的日本民众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共产

主义，消除反美情绪，加快实施对日心理战略计    

划。[10] 

1954 年初，美国因为在靠近日本的海域进行核试

验对日本渔民造成辐射问题而引起日本国内大规模的

反美游行示威，美日关系遭受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

的考验。为了确保与日本的友好关系，1955 年 4 月 7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专门会议讨论由国家安

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起草的名为《美国对日本政策》

的文件草案，编号 NSC5516。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后，

艾森豪威尔于 9 日签署了这份文件，并以 NSC5516/1

号文件下发执行，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美国对

日本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艾森豪威尔

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目标： 

运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并在经济和军事

援助的配合下，使日本的私人集团，特别是产业老板

和工会组织与共产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削弱日

本知识阶层和左派组织的力量，向广大的日本民众，

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宣传共产主义可能带来的

灾难。[11] 

1956 年初期，美国新闻总署在对美国对日本的心

理战略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后指出：经过实施心理

战略计划，日本民众中的反美情绪逐渐减弱，但是美

国在靠近日本海域不断进行的核试验可能随时引发新

一轮的反美高潮，因此，美国应加紧对日本国民的心

理引导。 

1960 年初，日本政府与美国签署了《新日美安保

条约》和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一系列协定，结果引起

了日本民众的极大愤慨，数百万日本民众联名上书要

求日本国会否决这一条约和一系列协定，东京甚至爆

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使

美国政府冷战决策者们开始反思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和

心理战略计划的有效性，同时开始酝酿对日本的新政

策。6 月 1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由艾森豪

威尔总统签署的 NSC6008/1 号文件，这份文件是

NSC5516 号系列文件后美国对日本的又一指导性文

件，这份文件运用委婉的语气表达了： 

要引导和支持日本国内的保守派，要努力扶持一

个较温和的、负责任的反对派，同时运用切实可行的

手段去削弱左派劳工领导人在日本劳工中的影响，不

断对左翼社会党领导人施加一定量的压力来促使其转

变立场。要采取各种手段来消除日本民众心中的仇美

情绪，要不断对日本大众媒体领导人、知识分子阶层、

青年学生以及工会组织施加影响，确保他们逐步向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靠拢。[12] 

这份文件不像以前文件那样提出具体的心理战略

计划，但是却明确了要在日本扶持一个温和的政治反

对派的理念。对于美国冷战决策者们来说，与其打压

或取缔反对派，还不如扶持一个温和派，这样就会使

日本民众在心理上接受美国，而不是采用极端手段来

反对美国和亲美的日本政府，从而达到遏制和瓦解左

翼力量的目的，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忠实盟友和

战略伙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日本的政策随着国

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目标就是要将日本纳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使其长期服务于美国的全球

战略。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是推动美国对日本政策

目标实现的一种武器，它的策划制定和实施必须与美

国对日本的政策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 
心理战略行动 

 

(一) 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的理论基础和指

导思想 

1. 理论基础 

自从在北美大陆建立“山颠之城”以来，美国始

终将自己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为上帝的

恩赐，是世界上最值得推崇的社会模式。二战结束并

单独占领日本后，美国决策者们从以威尔逊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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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出发，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或者是可以通过

教育和环境而变好的，战争的出现与人的本性无关，

而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战争是由于不完善的国内

政治体制的缺陷、对国民进行教育和心理引导的错误

所造成的。根据这一理论，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日

本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造以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主义，

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的潜在威胁。美国决策者认

为，将上帝恩赐的社会模式嫁接在日本就可以消除日

本民众中存在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按照

美国的设想完成民主改造，使日本最终成为远东一个

西方化的国家。 

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造的理论基

础从战后初期的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美国冷战

决策者们认为，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应服务于美国全球

冷战战略，为此美国应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忠实的战

略合作伙伴，使之成为远东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

义国家的桥头堡，而消除日本民众中存在的军国主义

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等因素应降到次要地位。根据这

一理论，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开始转为与日本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促使日本成为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和渗透的桥头堡，结果使得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很

不彻底，为今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和对战后世界

秩序不断被践踏埋下了祸根。 

2. 指导思想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的指导思想是采

取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的手段彻底铲除日本军国

主义，消除日本可能对美国带来的威胁，使日本成为

一个西方化的民主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一指导思想

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冷战爆发后，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将战后既定

的对日本心理战指导思想转变成为消除日本亲共产主

义势力、瓦解日本左翼团体、培养日本民众亲西方情

绪和对美国的向心力、与日本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将日本改造成为美国在东

亚遏制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马

前卒，而心理战成为了美国实现这一政策目标中除了

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外的“第四种武器”。 

美国对日本民主改造的指导思想之所以发生改

变，这完全是美国冷战决策者们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

考量的必然结果，是战后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将

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例证。美国的这

一指导思想既不符合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民众的利

益，也不符合世界上遭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民众

的利益，更不符合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历史发展的轨

迹似乎正在验证这一观点。 

(二) 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 

为了有效开展对外心理战略行动，杜鲁门政府和

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

调委员会来制订、协调和评估美国对外心理战略计划

和项目。为了确保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的有效性和

连续性，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策划制定了《美国对

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编号 PSB D-27)。[13]该计划

是在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和心理战略的基础上制订的，

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心理战略行动来推动美

国对日本政策目标的实现，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

调委员会先后担当了实施这一计划的协调和评估   

工作。 

1. 公开的心理战略行动 

根据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美国对日本的

公开心理战由美国国务院的新闻总署负责实施，所采

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开展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根据《史密斯-

蒙特法案》的有关条款，美国国务院通过策划制定和

实施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来开展对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

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富布赖特交流项目。通过这

一交流项目，美国资助大批的日本教师、学者、政府

官员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考察和访问，同时选派优秀

的美国教师和学生到日本学习和讲学。仅 1953 年一

年，美国就资助了 357 名日本的教师、学者和政府负

责各个领域的官员到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费

城、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进行主题考察和访问。选

派 35 名来自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康乃尔大学、加

利福尼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的学生

和 56 名教师赴日本各主要大学学习和讲学。通过文化

教育交流，美国向日本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阶层和

青年学生传播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民主自由

思想，增强了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了解，消除了日本民

众心中对美国的疑虑，逐步培养了日本民众对美国的

亲近感和向心力。 

(2) 在日本各大城市建立图书馆和文化中心。为

了更加广泛地向日本民众宣传美国的历史文化，美国

在日本实施了图书馆项目。根据这一项目，美国先后

在日本的主要城市建立了图书馆，馆藏主要是涉及美

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生活方式、民主

自由等方面的图书，这些图书免费供日本民众借阅。

同时，美国还出资在日本各大城市建立文化中心向日

本国民免费开放，这些文化中心的主要来访者是日本

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以及厂矿企业的青年工人等。在比

较偏远的小城镇和沿交通主干线的农村社区，美国新

闻总署出资设立了 100 多个文化站，这些文化站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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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图文并茂的报刊杂志、宣传画册、畅销书等供

日本国民免费借阅。通过图书馆项目，美国将介绍美

国各个方面的图书资料传送到日本各大城市和农村地

区，使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日本民众随

时可以了解美国，不断加深了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印象

和记忆，久而久之就会接受美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在心理上逐步接受美国，亲近美国，认可美国对日本

的长期控制。 

(3) 对日本民众开展广播宣传。为了更加直接地

向日本民众宣传美国的对日本政策，消除日本民众的

反美情绪。美国新闻总署指令“美国之音”设置日语

和英语专题节目并通过日本国家广播电视网向全体日

本民众广播来自世界各地和美国国内发生的重大事

件，加深日本民众对美国政策和美国社会的了解。美

国新闻总署还与日本地方广播电台以及属于私人的商

业广播电台签定一系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这些广

播电台每天安排百分之五的播音时间广播美国新闻总

署在日本本地制作的节目，或者广播美国新闻总署精

心挑选的节目，美国新闻总署通过补贴的方式向这些

广播电台提供资助，以补偿因广播这些节目造成的损

失。通过对日本进行形式多样的全方位宣传，美国不

但及时地将美国的对日本政策传播到日本的各个角

落，而且让日本民众了解了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件，

从而在心理上对美国存有感激之情，长期以往，日本

民众就会相信美国的宣传，在心理上接受美国，亲近

美国，放弃因投掷原子弹对美国产生的国仇家恨，成

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合作伙伴。 

2. 隐蔽的心理战略行动 

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冷战决策者们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平行进

行的心理战主题和实施策略也发生了改变，先前进行

的公开心理战略行动已经无法满足调整后的美国政策

和心理战略的需要，隐蔽心理战略行动开始走向了前

台，逐步成为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的主旋律，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秘密资助日本学者和青年学生赴美学习。为

了消除共产主义思想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影响，遏制倾

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力量，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和

行动协调委员会先后协调实施了由美国新闻总署通过

基金会及私人组织秘密助资美日人员交流项目，主要

是选派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专家学者、作家、骨干

教师以及学生领袖赴美国考察和交流，使他们能够亲

身目睹美国社会制度和民主自由的优越性以及美国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让这些日本知识分子

应亲身经历来戳穿苏联对美国社会制度、民主自由和

优越生活的损毁，从而取得对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心理

引导的效果。 

(2) 秘密资助翻译出版反共产主义的图书和宣传

资料。为了培养日本民众的反共亲美倾向，向更多的

日本民众宣扬美国社会制度，揭露苏联共产主义的危

险性和可怕性，以达到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在日

本的扩张和渗透的目的，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协调国

际新闻署秘密资助美国国内的私人出版公司翻译出版

各类反共的书籍、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著名作家的小说、

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

资料披露，美国国际新闻署每年在美国国内和日本秘

密资助翻译出版 70 多部各类文学作品。同时，美国新

闻总署每年秘密资助日本私人出版公司翻译出版大批

的美国文学作品以及收录有关美国历史文化文献资料

的中学教材。这些文学作品和教材一般是以低廉的价

格向日本民众和青年学生销售。在遍布日本各主要城

市的美国图书馆和文化中心，这些文学作品和教材免

费向日本民众开放，其中一部由美国知名作家赫尔

曼·沃克撰写的长篇小说《都市少年》在翻译出版不

久就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大受欢迎，美国图书馆和文化

中心更是排起长龙来借阅这部小说。 

为了以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日本民众宣传

反共亲美思想，美国新闻总署秘密资助日本出版发行

反共亲美的日文杂志、画报、小册子等宣传资料。美

国行动协调委员会在1955年2月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

请追加 60 多万美元用于对日本的隐蔽心理战略略行

动，其中包括向日本劳工组织的官员和骨干分子发放

反共亲美的小册子和图文并茂的报纸；资助日本出版

公司翻译出版美国版的英文书籍并以三美分一本的价

格向日本民众销售以便能够在与大量的、廉价的宣扬

共产主义的书籍竞争中取得优势。[14]美国新闻总署和

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这一举措使得美国的文学作品和其

他宣传资料在日本迅速畅销，美国与苏联在争夺日本

民众心灵和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3) 秘密资助拍摄和放映反共亲美的电影。二战

中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民众对美国充满了仇

恨，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太上

皇，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民众中的反美情绪

不断高涨，一些日本民众开始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宣

传，更多的民众倾向于国内的左翼力量，特别是青年

学生中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为了平息日本民众中的反美亲共倾向，美国冷战

决策者们的手段就是丑化和诋毁苏联及其倡导的共产

主义思想，电影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选择。美国

心理战略委员协调美国国际新闻署秘密资助拍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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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反共产主义主题系列电影，其中一部名为《愤怒

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的电影，以揭露赤色分子

在日本学生运动中的暴行而使票房收入直线拉升，青

年学生对这部电影更是趋之若骛。威尔上台执政后，

更是将电影视为向日本民众宣传反共亲美思想的一种

有效武器，其中拍摄和放映针对日本劳工的反共亲美

主题电影就花费了数十万美元，而且在 1955 年还追加

了 30 万美元用于拍摄反共亲美的记录片以及其他主

题的电影。[15]通过电影进行的反共亲美宣传取得了一

定的心理宣传效果，日本民众中的反美情绪日渐衰落，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远离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宣传，逐

渐对美国产生的亲近感和向心力。 

 

三、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心理战 
略行动的特点和成效 

 

(一) 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的特点 

心理战略如同美国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其他方面

的战略一样，是美国对外冷战战略库中的一种重要武

器，是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的支柱，是美国

实现外交政策中除政治、经济、军事武器以外的“第

四种武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表现

出了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是心理战略行动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行

动相互配合。冷战初期，为了消除日本民众心中对美

国的仇恨，将日本建设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遏制共产

主义的桥头堡，美国积极发展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采取心理战略行动消除日本民众心中仇美情绪的同

时，美国还在政治上给日本政府以大力支持，同时向

日本政府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加强日本政府

对国内的控制。 

其二是公开的心理战略行动与隐蔽的心理战略行

动相互补充。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目标是铲

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消除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威胁，

这一政策目标是美国民众乃至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民

众认可的，因此可以通过公开的心理战略行动来推助

实现。随着冷战的愈演愈烈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

将对日本的政策目标调整为清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

力，遏制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扩张和渗透，将日本纳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这一政策目标是根据美国的

国家利益和全球冷战战略来确定的，并不有利于日本

和世界和平事业，因此公开的心理战略行动是无法实

现这一政策目标的，为此，美国决定对日本实施隐蔽

心理战略行动，其手段多是隐蔽的、不道德的、不可

告人的。 

其三是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相互利用。战后美

国单独占领日本后，扶持建立了亲西方的政府，成为

了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为了使日本政府听命于美国，

通过日本政府实现美国对日政策和心理战略目标，美

国给予日本政府极大的政治支持及经济和军事援助，

使日本政府始终能够按照美国的指使行事。而日本政

府是战后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因此只有听命于美国，

日本政府才能够执政长久，才能够用高压政策和铁腕

来控制日本民众。任何不按照美国的命令行事的日本

政府都是无法在日本长期执政的。美国在日本实施的

公开的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基本都得到日本政府的默

许和配合。 

其四是效果的多层次性。所谓多层次性，就是冷

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心理战略行动取得的效果有

个别效果、整体效果、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之分。战

后初期对日本各个阶层进行了以心理宣传为主要方式

的公开心理战略行动，这些心理战略行动的目的是推

动对日本的一系列民主改革，这些民主改革有利于日

本的健康发展和国内和平，因此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整体的、长期的。但是服务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旨

在清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力、遏制共产主义在日本扩

张和渗透的隐蔽心理战略行动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失。 

(二) 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的成效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贯穿于美国

单独占领日本期间以及美日和约签定后的一段时期，

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资料和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

案文件资料，可以发现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留

下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对日本的公开心理战略行动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推动了对日本的一

系列民主改革。战后美国在日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

日本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目标是彻底铲除日本法西

斯军国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

形式多样的公开的心理战略行动向日本民众宣传了美

国对日本的政策目标，逐步消除了日本民众的反美情

绪和对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疑虑，为对日本进行全面

民主改革营造了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使美国最终在

日本站稳了脚跟。 

其次，美国对日本的公开心理战略行动向日本民

众宣传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加快了战

后日本西方化的进程。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引起了

日本民众的极大愤怒和不满，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

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使日本民众

刻骨铭心，如果只采取军事强压政策势必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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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矛盾。以宣传为主要手段的公开心理战略行动向

日本民众宣传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告

诉日本民众美国对日本民主改造的真正目的是造福日

本民众，将日本引向和平发展之路，而不是摧毁日本

的经济基础，将日本引向灾难。美国煞费苦心的宣传

有效地消除了日本民众的疑虑和担忧，加快了战后日

本西方化的进程。 

最后，美国对日本的隐蔽心理战略行动削弱了日

本亲共产主义势力，遏制了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扩张和

渗透。冷战肇始，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冷

战决策者们意识到了消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力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公开地向日本民众宣扬苏联的威胁和共

产主义的危害性和可怕性势必引起日本民众乃至美国

民众的反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隐蔽行动战略中

的隐蔽心理战略行动弥补了美国政策武器方面的不

足，形式多样的隐蔽心理战略行动极大的削弱了日本

亲共产主义的势力，遏制了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扩张和

渗透，并推动美日两国建立了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使日本最终成为了美国在东亚地区遏制苏联、中国以

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16] 

(三) 美国对日本心理战略行动的缺失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功效，但是也有一些方面的缺失，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违背了美国倡

导的价值体系。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

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日本的隐蔽心理战略行动，

违背了美国建国以来所倡导的价值体系。民主、自由、

平等是美国价值体系中所标榜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对

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中，美国冷战决策者们完全从美

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冷战战略出发，采取了欺诈、隐瞒

事实真相、制造共产主义威胁等阴暗手段来蒙骗日本

民众，同时粗暴干涉日本内政，充当日本政府的太上

皇，这无疑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

价值观，暴露了美国所推崇的西方价值体系存在内在

悖论的实质。 

其次，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违反了国际准

则和道义原则。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致力于与日本

发展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实际中，美国并没

有把日本视为真正的盟友，而是始终从其全球冷战战

略出发，采取一系列隐蔽的，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手段

来实现其对日本的政策目标，这充分暴露了在冷战大

背景下美国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而不顾国际准则和

道义原则的实质。 

最后，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行动给日本社会带

来了严重的后果。[17]冷战初期，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

冷战战略，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目标，将清除日本亲

共产主义的势力视为对日本政策目标的重点，结果未

能完成对日本的民主改造任务，在实施以遏制苏联和

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和渗透为主题的心理战略行动中，

美国将重点放在了对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和劳工组织的

心理引导方面，对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

主义没有彻底清算，导致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不断坐

大，成为了今天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不稳定的

根源，这不得不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惕和  

防范。 

 

四、结语 

 

二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开始对日本

进行了一系列的旨在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消除

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威胁，防止日本再次成为新的世界

大战的策源地，这无疑是有利于世界安全与和平的。

但是冷战的爆发，特别是朝鲜战争使美国基本放弃了

对日本的民主改造政策，转而与日本发展亲密的战略

伙伴关系，清除日本亲共产主义的势力，将日本建设

成东亚地区遏制苏联、中国及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

和渗透成为了美国对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

这一政策目标，美国除了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

武器外，还运用了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第四种武

器”的心理战。为了有效运用这一政策武器，美国确

立了对日本的心理战略并制定了详尽的心理战略计

划，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开的和隐蔽心理战略行动实施

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强大的

心理攻势下，日本国内的亲共产主义势力被瓦解，左

翼力量被削弱，劳工组织被改造，日本逐步成为了美

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盟友。但是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

略行动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日本国内存在的所

有问题，致力于清除日本国内亲共产主义势力、发展

与日本亲密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国基本放弃了对日本进

行彻底民主改造的初衷，结果是迎合并保护了一批日

本右翼力量，为今天日本社会右翼势力横行埋下了  

祸根。 

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冷战

思维，将一些与美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

不同的国家视为对手和潜在的威胁，动辄采用心理战

这一政策武器来挑起这些国家的内乱，以实现其所标

榜的“颜色革命”，发生在中亚、西亚和北非一些国家

的事件都是美国幕后黑手在操纵。[18]今天，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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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埃及等国家的内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致力

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应当在当

前的世界局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搞好国内经济建

设的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防范国外敌对势力分裂、

颠覆、渗透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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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eliminate the fascist militarism and the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US, the US reformed Japa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pattern. Because of the breakout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Korean 

War, the 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global war strategy, adjusted its policy to Japan from reforming Japan to a 

democratic country to building Japan as a stronghold to resist communism in eastern Asia.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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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hold to resist the so-called communist expansion and infiltration in East Asia. However, the US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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