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意义的“军阀”系由日本传入中国，蒋介石主要运用此概念来形容国内军事首领胡作

非为，干政乱政。日本侵华之后，他也用“日本军阀”来指代实施侵华的日本军部。 

把“日本军阀”与日本国民做对立性区分，是蒋强调“日本军阀”概念的基本逻辑。既然

日本军阀为民众所反对，内外均遭遇抵制，那么中国坚持抗日，拖垮日本军阀就是必然的选择。

上述认知是蒋介石提出并强调“日本军阀”概念的重要基础，也是支撑他“抗战到底”理念的

理论根基。“日本军阀”的概念，更被蒋介石运用在对日本民众的宣传中，他强调“日本军阀

与国民两分论”，对日本各界进行分化，希冀唤醒日本民众奋起推翻军阀。在争取援助与面向

世界各国的战时国际宣传中，蒋介石同样运用“军阀”概念来唤起各国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厌恶

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 

蒋介石以“军阀”来定义主张侵华的日本军部，希望在对日宣传中祭出反“军阀”的大旗

也会收获同国内一样的效果。然而，日本军部的势力既未像蒋预期的那样快速崩溃，日本国民

也远非蒋理解的那样都是军部的对立面，更没有呼应蒋的宣传自动发起反“军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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