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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每个人的和平生存权 

地球和平宪章 

                   （日本原创模式方案）  

— 以地球时代的观点发展９条理念 — 

                  

                                                         

 

 

Ⅰ 序言 

1）人类最大的理想就是从世界上消灭战争 

2）地球时代的观点 

3）来自日本的信息 

 

II-I   哲学与原理 

    1）非战 

    2）非武装 

    3）无核 

    4）非暴力 

    5）和平生存的权利 

 

II-2  如何实现人类的梦想  

1) 和平文化与教育 

2) 国际法的发展和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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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1) 人类最大的理想就是从世界上消灭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由敌我关系所滋生的，不可避免的，会促进发展文明的发展，这

些已成为“公认常识”。但是战争的好处几乎全为统治者垄断，而战争的牺牲则都被推到民

众（尤其是弱者）的头上，这也是事实。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争取和平的历史。战争是由人所引发的，它也只能

由人自己来消灭。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类渴望和平与消弭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残酷的地面战争和核毁灭的人类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

制定了《巴黎和约》和《联合国宪章》，在日本还诞生了和平宪法。寻求和平的人们认为战

争是罪恶的，非法的，他们追问战争为什么会产生，将和平作为无可替代的价值来加以追求。 

梦想成为一种哲学，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已经开始了。 

 

2)从地球时代的观点出发 

战争杀戮人类并破坏地球环境。尤其是核武器，可以预见它将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我

们正是通过这一共同认知，以第二世界大战结束的 1945 年为界限，将那以来作为“重新发

现人类和地球”的时代来认识，自觉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地球时代的入口处，这个时代

是“地球上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一条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另外，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使我

们从全球规模意识到了自己是人类的一份子。 

这和核威胁一样，生化武器的研发和使用已经成了人类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地球

时代处在有两个全球化的格斗之间--核威胁・全球环境破坏和经济差距全球扩大还是享受和

平/人权/共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全球化。这期间不仅诞生了普遍人权，还有和

平生存权，对环境的权利等思想。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自不用说了，还诞生了自然与人的共

生思想。在环境权中还包含摆脱依赖核电的观点。在联合国还通过了和平权力宣言与禁止核

武器条约。另外，与重视性别平等，儿童权利观等未来一代的权利的重视，作为地球市民权

利有了新的团结视角，并且不断加深，这也很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时发表讲话，呼吁在这一危机面

前停止战争，各国团结一致，向新冠病毒宣战，要采取救济措施，以帮助世界上贫困人群。 

我们基于《联合国宪章》和《日本宪法》的精神，并将之在地球时代的观点加以发展，

与“我”和“你”及“我们”的意识与“世界人民”，“人类”相链接，我们愿和全世界所有寻求和平

与幸福的人们齐心合力，寻求一个非争，非武装，无核，非暴力的世界的实现，保护人类与

地球，创造一个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觉得地球是我的家园的时代。实现它那是我们人类的使命。 

 

3)来自日本的信息  

 

从战败和废墟中诞生的日本宪法，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和平生存的权利，

第九条又公开宣布非战和放弃武装。这是日本国民对自己的誓言，也是向世界作出的国际

“公约”。 

从对亚洲各国的残暴的侵略和加害的反省，日本国民和对日本人民的肆意轰炸和原子弹

的残害中产生的厌战，终于诞生了绝对不再进行战争的非战争宣言的宪法，与康德的永久和

平论一脉相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战争是非法的运动和《非战公约》，它还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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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宪章》的原则紧密相连。我们的《地球和平宪章》提案是将世界上前人的愿望相连接，

并进一步从地球时代的观点加以发展的产物。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尽管世界上冲突不断，国内外修改的宪压力山大，但是在过去 70

年中，在这一和平宪法的保障下，没有一个人在战斗中遭到杀害，也没杀害过一个人，同时

我们还也学到了，如要彻底维护宪法的话，国际上的理解和支援是不可缺少的。寻求和平呼

声传遍世界各地，如 9 条是世界的财富这一赞誉也越来越多。 

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的运动是重读日本国宪法序言和第 9 条，重新认识它的历史和现

代意义，为保护人类和全球环境，向世界传播这一思想革命的运动。通过世界合作运动让这

一思想在《地球和平宪章》中得到明确体现。 

 

II-I 哲学・原理  

 

   我们反对战争，寻求一个非武装，无核，没有非暴力的世界。实现地球上所有的人

都有享有和平生存的权利，保护人类和地球环境，这是人类的使命。 

 

1）非战争 

人类的历史也是战争史。战争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的本性，而是在于争夺巨大的经济利

益，如围绕领土或市场及资源的争夺而发生冲突，其背后有“军工产业”,“军事工业综合

体”,“死亡商人”等的存在。 

权力欲和控制欲催生了军事力量的竞争，造成紧张局势，并产成一连串攻击和复仇连锁

反应。但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知道了战争的恐怖，改变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认识到

战争不仅是邪恶的而且还是非法的。不仅仅是“不战”，“不要打仗”，而是“不许进行战

争”“非战”。各种纷争通过联合国的仲裁来解决，这一原则得到冀求和平的民众（市民）

们的广泛支持。任何纷争都应该通过对话的外交方式来解决。 

・战争使人们疯狂。破坏人性 

・战争谋杀人、是互相残杀。 

・战争蒙住了人们的眼睛，剥夺自由 

・战争常借“正义”为名，或是以“和平”、“自卫”为借口。 

・战争不但不能制造和平也不能保护和平。 

・内战也是战争。反恐战争也是一场战争 

・战争是最大的环境破坏。 

・不允许使用武力，也不许进行武力威胁。即使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也绝对不允许通

过武装干涉来解决问题。 

・如今可以说，战争就是犯法，是犯罪，不合法理，违背人道主义，是绝对的邪恶。 

 

2）非武装/非军事化 

一个国家还有拥有军队和武装绝对必要性吗？已经明文规定禁止对别的国家进行侵略，

即使是防卫，也规定不许对别国进行武力威胁。另外，加强军备会造成军事紧张局势。要想

消除这一系列弊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彻底废除军备。只有做到如此彻底的裁军，才有可能

消除由军事力量造成的战争危险。如此彻底的裁军，这不仅是日本宪法第 9 条的要求，而且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目标。 

 

・必须解散军队。 废除军队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手段。我们不能忘了，军队的存在就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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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形成威胁。 

・企图以扩军或是军事同盟为手段来抑制的话，反而会加大引发战争危机和进一步的军备

竞赛。 

・不承认集体自卫权。有引起军事冲突的危险性。 

・不允许有外国军事基地或外国驻军。同时，我们也不允许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不允许

建立军事同盟，只有建立和平与友谊，不要制造敌人。 

・禁止制造，拥有和进出口任何武器。 

・反对增加军费，反对产学军合作，反对包括军事优先在内的各种媒体的军事化。 

・为彻底解除武装，各国武装部队从应从军事组织改编为警察和救灾援助的人道主义组织。

一个国家的军队，即使不在国外行使武力，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别国的威胁。 

 

3）无核化 

核（nuclear）不能与人类或地球共存。不仅仅是核能的军事用途，即使是核能的民用，

核发电也具有重大的无法与人类及所有生灵共存的问题。核武器与生化武器一样是人类历

史上最残酷和极其不人道的大规模破坏的杀戮武器。 

・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核威慑政策一方面导致威慑竞争，加剧危机，另一方面对无核武器国家

的形成恐惧支配。 

・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人类的愿望。 

・核试验和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是半永久性的。 

・核电站的废料是核武器的原料。迄今为止核废料仍没有安全的废弃场。 

・核废料污染地球，并损害人体。 

 

4）非暴力 

暴力与人类本应和平相处的生存和生活背道而驰。暴力会影响人体和情感，以及伤害和破

坏理性和尊严，阻碍和平自由社会的实现。为了人类和平生活，我们必须抵制和克服阻碍我

们这样做的一切形式的暴力。 

但是暴力不能用暴力来克服。那样只会制造暴力的连锁。真正克服暴力需要坚持不懈的努

力，包括公民的非暴力抵抗。 

 

・战争是对人类和地球环境的最大暴力。 

・核战争是对人类和地球环境的终极暴力。 

・核武器的威胁无法结束战争。它只会制造核军备竞赛，加深核战争的危险。 

・贫困，表现为不平等和歧视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也是阻碍本应和平生活的儿童和公民生活

的成长和发展的巨大暴力。 

・这种结构性暴力也会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以美国为代表的枪支社会正在滋生包括众多儿童在内的无差别大量杀人暴力。应该在世界

上彻底地实施枪支管制。 

・反对美化和煽动战争的“暴力文化”，我们必须用“和平教育”和“和平文化”来培养孩子，并

鼓励公民之间的相互团结。 

・必须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等儿童和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消除暴力，无论是

普通的还是非同寻常的。 

・与所有战争一样，让我们以实现消除国家暴力的积极和平为目标，包括死刑、结构性暴力

和平民生活中的暴力。 

・为实现地球上持久的真正的世界和平，我们要更进一步丰富非暴力和积极和平的思想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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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和平生存权 

非战，非武装，非核，非暴力的思想，这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而且关乎所

有人和平生存的权利。 

・和平不仅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且是没有遭受恐惧和匮乏之苦的状态，可以享受安

全的地球环境和健康的状态。 

・和平生存意味着能感受到生存的快感，即使在痛苦中也能相互支持，抱团取暖。 

・和平生存权是个人的基本人权，是以生命，生存权，个人尊严和追求幸福权利为中心

的。 

・和平生存的权利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和平不仅是一种哲学或政策，而且是一种必须得到保障的权利。和平生存的权利具有

人权特有的性质，是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不得侵犯的。 

・任何侵犯和平生存权的法律，政策，预算以及国际协定均为无效。 

・我们可以要求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实现和平生存权的政策。 

・只有当世界从战争，暴力和贫穷中获得解放，以及世界各国和公民在同心协力应对地

球环境变化时，和平生存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世界不和平，一个国家就没有和平；国家不和平，个人也不可能有和平。如果我们不

能和平生活，那么国家和世界就不会和平。与此同时还需要由于此相匹配的人类观、社会观

和人文观。 

 

II-2 如何实现人类的梦想 

 

1）和平的教育与文化 

为了建设一个非战，无武装，无核，非暴力的国家和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生存的权利，满

足子孙后代的权利，并保护可持续的地球环境，和平教育与和平文化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个人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承载者，和平仅建立在如此智力合作和精神团结的基础上。 

・和平生存的权利只有通过和平教育扎根，在和平文化中得到丰满。 

・“和平文化”是富有人性的文化，与“战争和暴力文化”截然相反。 

・“和平文化”是指全球公民相互理解全球问题，具有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技能，在人权和正义

下生活，了解文化多样性并与地球生存的万物共处。当了解和关注所有这些时它就被创建出

来了。 

・与‘和平文化’相关联的价值观，态度，行动模式是通过家庭和社区生活来培养，同时

也是在学校进行和平教育中所获得的。 

・和平教育培养和平国家、和平国际社会的继承者。为此，必须确保世界各地的儿童和教师

相互对话与交流。 

・地球时代的和平教育是通过学习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重新发现人类与地球，学习地球时代

的战争违法化，学习人权与社会正义，加深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认识，树立起和平的信心。 

・必须保证在任何地方都有和平学习的机会。 

・和平教育的核心是培育热爱和平，憎恨暴力，具有和平生存权意识，能自主地弘扬和和创

造和平文化的主人。 

 

2）国际法的发展与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如欲实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武装，没有核，没有暴力的世界，就必须要创造一个能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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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国际环境。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本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由各国家达成的协

议后制定的，而国家的意志则是由居住在该国的公民决定的。加强公民争取和平的声音跨越

国界，这将导致形成非战争，非武装，非核，非暴力的国际秩序。 

・在现代世界中，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不仅是狭义的战争，连武力威吓，武力行使

原则上都必须禁止，国际纷争必须通过对话和法律来平解决。 

・有必要回到建立联合国的初心，废除借联合国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并加强诸如国际法

院之类的争端解决机构的作用。 

・除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级运动外，我们还必须在区域一级促进无核化。我们旨在东

北亚建立无核区，并构建“和平共同体”。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缔结的不战条约是一场要求战争违法化的民间运动的结果。迄今为止，

消除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歧视，实现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寻求全面裁军和永久和平的市民

运动已成为国际准则。是这一力量在联合国制定了和平权利宣言和禁止核武器条约。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倾听冀求和平生存的市民的声音，并通过民主进程实现这一目标。以

和平权利宣言为条约，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 

・我们的地球和平宪章也是一个国际民间运动，旨在形成一个非战争，非武装，非核和非暴

力的新国际秩序。 

 

Ⅲ 支持地球和平宪章的人类理解 

支撑我们宪章的原则源于其历史意识和人类理解。非战争、非武装、非核、非暴力的理念

是建立在人类理解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的，这些理解和价值观适合当今全球时代。和平的权利，

所有人的人权，环境的权利，儿童发展和学习的权利，后代的权利，共存的理念。基于对公

平和真诚的信任、多样性和宽容、思想和信条的自由、免于偏见、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人

类的感性和开放的理性，而不是强加普遍性。对渗透个人的普遍性开放 

需要一定的心理态度。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信念。 

全球化时代的这些价值观，尊重多样性，尤其是个人尊严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历史上通过

批评他们在生活和教育中被剥夺的情况而得到发展。它是学习和依恋的。 

这些价值观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全球化，寻求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分享适合全球时代

的价值观。这不是一种价值的强加，而是以个体尊严为核心的认识和联系不同国家和地区

（地区）多样性的过程，可以称为全球团结的人文主义。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证

所有人的福祉和尊严，摆脱贫困、歧视和结构性暴力，摆脱增长神话和核安全神话。可以说

这是一个崭新的人道和自由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