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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拜靖国神社看日本新时期外交

口钟 楠 邓长江[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本文针对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千方百计歪曲历史，美化殖民统治和侵略战

争，尤其是日本政界要员，特剐是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不顾日本国内舆论和亚洲各国反对，多；欠参

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的问题，通过对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社会基础的分析，揭露其

实质，指出日本新时期外交走向，以及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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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毫无国际地

位可言，在以吉田茂为代表的经济中心主义的政治外交路线

指导下，“1955年体制”使得战后日本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恢

复和发展。到了70、80年代，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经济强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不甘于经济大国、政治

小国的地位，不断参与国际事务，为自己的政治大国目标创造

条件。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作祟，日本首相及议员多

次参拜供奉着1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

亚洲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极大地伤害了中、韩等

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在中日关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研究

和剖析靖国神社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新时期的外交，以

求应对。

一、靖国神社问题实质是日本政府怎样认

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

靖国神社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

支柱。它建于1869年，最初叫做“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

为“靖国神社”，招魂改为“祭神”。将招魂社改为神社，意在强

调“以保护国家为出发点”。日俄战争后，靖国神社地位更加

提高，它是天皇，军队，神社一体化的主要场所。靖国神社的

“祭神”又称“英灵””1。

在日本，“英灵”有特定的含义，它是“为天皇而死的美

誉”。神杜里面供奉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历次对外战争(多为

侵略战争)的246万战死者的牌位。i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

14名甲级战犯和一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也被移进了

神社。

作为二战前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二战后又成为日

本否认侵略历史的场所。神社中不论是陈列的物品还是对战

争的描述．一概否认了日本的侵略罪行。如把侵华战争说成

是“支那事变”，还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曲解。由此可见，靖国神

社的设立，表明了日本一部分人对日本曾发动的侵略战争所

持有的态度，不是真诚的道歉，而是无赖的狡辩。

从60年代起，自民党先后多次向国会提出以实现“宏扬

神德”目的为内容的<靖国神社法案》。这是试图将靖国神社

由宗教法人变为特殊法人以实现国家守护靖国神社。对于一

个美化战争丑行，无顾历史真相的神社，还要将其地位上升为

国家化，本身已构成靖国神社问题的发端。

日本各界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理所当然的牵扯着所有

被侵略国的国家人民的神经。而日本的政要柑首相们对于如

此敏感的问题所作所为又是如何呢?

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次以“个人身份”参拜

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内阁大

多数成员曾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7月29

日，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到2004年四次参拜靖国

神社。并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如果日本首相和政要参拜的只是一般的神社，就不会在

亚洲各国引起强烈反应。正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的是战争罪犯

的牌位，它的地位才显得如此突出。

日本学者大江志乃夫在自己撰写的<靖国神社》一书中一

针见血地指出：“靖国神社等几个祭祀国家英雄的近代神社，

并非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宗教信仰的场所，而是为了崇拜国

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英雄，以及培养好战的国民精神而举行祭

祀的国家主义神社。”【21在日本国内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都认

清了靖国神社的本质，相反，一些首相和政界的高官却信口雌

黄，把参拜靖国神社说成是自己的信仰，并教唆日本的下～代

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此说来，难道这些人的“信仰”就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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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日本至上”?这是否又重现了二战时叫嚣世界的日

本法西斯主义嘴脸——不仅盲目自大，而且从不认错。

二战结束近60年来，同样是二战罪犯的德国，上至国家

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敢于承认历史，承担历史罪责。利用

一切机会向受害国家人民谢罪。】994年德国前总理赫尔佐克

曾在波兰下跪道歉，现任总理施罗德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

华沙起义60周年纪念仪式上，向华沙起义死难者纪念墙鞠躬

并发表讲话，深刻反省德国的战争罪行并向波兰人民道歉。

而同样作为战争罪犯的日本却几乎没有正视过自己的战争罪

行，也从未在公开场合就侵略罪行向受害的国家人民道歉。

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企图把侵略战争历史遗留在尘埃

中，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改变侵华历史，把侵略战争模糊化为

一般性质的战争。屡次打着“祭神”的招牌．参拜供奉二战罪

犯的靖国神社，深深地刺痛中国，韩国，朝鲜等饱受日本侵略

国家人民的感情。

法国<费加罗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东京宽恕战争罪犯》的

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的靖国神社是那些否认

侵略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分子”的象征之地，日本修改历史教

科书是在极力推卸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文章指出，日本“新

民族主义分子”就是那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人。“日本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也是对这些甲级战犯的参拜，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参拜。”

因此，靖国神社问题实质就是日本政府怎样认识和对待

过去的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突破二战

战败束缚的一种标志。这种“宣言”性质的行为，成为日本与

亚洲国家之间友好发展的严重障碍。日本首相在众多的日本

神社中偏偏选择如此敏感的靖国神社来参拜，不能不使人怀

疑他们的企图与行为，警惕日本有所抬头的右翼思潮。

二、日本右翼思潮的兴起是日本政府对待

靖国神社问题的社会基础

日本右翼思潮兴起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深深根植在日本民族心

理潜层。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并未由于

二战的失败而发生动摇或产生影响。日本刚刚战败时，有些

日本军人认为由于自己努力不够，未能为天皇效忠而演出剖

腹自杀的闹剧；还有些死不悔改的右翼分子，竟然穿上二战时

日本“皇军”军装公然在靖国神社前面耀武扬威。据日本《朝

日新闻》的调查表明，表示对参拜靖国神社持慎重态度的民众

占48％，但表示应积极参拜的比例有了明显增长，达到4l％。

表明了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这

些右翼人士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几次三番地参拜靖国

神社。

第二，日本右翼思潮的兴起，仰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二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吐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日本不甘

于经济大国，政治侏儒的地位。早在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

根康弘在施政演说就提出要“检查战前及战后的偏差”“消除

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形象。他主张要

大力强化日本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重新树立国家权

威，因此，他也突破日本战后政治的一系列禁区，成为战后第

一个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府首脑。在面对历史

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高姿态。

第三，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得日本又加速军事强国的步

伐，打着“自卫”的旗号，不断扩充军力。日本自卫队自1954年

组建以来，悄然走出一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道路。小

泉上台后，更注重提高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增强自卫队

的作战能力。仅第四个五年防务力量整备计划(2001——20()5

年)，日本就将投资25．16万亿日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并不

断增加国防费用。仅就2003年来说，日本的国防费已相当于

中国的1．76倍。军事实力的扩张加上美国的核保护伞，使日

本右翼敢于对侵略历史说“不”。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兴风作浪。屡次否认侵略历史，制造反

动言论。

美国的怂恿是日本右翼思潮兴起的外在原因，深刻影响

着日本战后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的政治格局。二战后，美国由

于自己战略利益的需要，投有彻底清除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为

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种下祸根。继续保留的天皇制为日

本民族心理中潜在的天皇崇拜思想的继续存在和右翼势力的

抬头提供了先决条件。

曾因鼓吹法西斯主义而一度被剥夺公职的鸠山一郎，在

1954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出任日本首相。二战甲级战犯岸信

介被关押三年后，竟从J957年开始，担任了五年的日本首相。

类似的战犯重返政坛，军界的事例不在少数。这些战犯重返

政坛，他们不可能追究战争责任，揭露战争罪行，而且造成集

体不负责任，集体推卸责任。

随着“1995年体制”的崩溃及日本最主要的革新政党——

社会党的垮台，使得最大的保守党——自民党在1993年下台

后，得以重揽大权。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而自民党一些领导

人本身就曾参加过侵略战争，这些人执政后自然为日本的侵

略战争开脱辩护”1。森喜朗在位期间，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

低迷，把自民党的声誉搞的一团糟。小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上台，为了守住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强烈的本位主义和恢复B

本政治大国的言论有利于获得更多的选票。因此，小泉上台

后不断发表右翼言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日本目前整

个执政集团和政治精英阶层都大幅度向右转移。

日本国内右翼政治思潮的抬头趋势，虽然不能将其等同

于日本极端右翼的军国主义，但是两者在某些问题上有相同

之处，都含有民族利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分，因此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极有可能导致极端右翼的倾向，形成新时

期的军国主义”1。而现在这种思潮着重反映在他们对历史观

和战争观问题上的态度。他们不承认或淡化侵略历史。并通

过政界和国民两个方面加以渗透，从而对政府的决策和日本

国民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政府要员很多都是右翼势力的代

表，他们在行动上和言行上的行为直接影响着日本对外战略

和日本国民的选择。伴随着这股兴起的右翼思潮，日本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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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员越来越忽视甚至否认侵略历史，鼓吹言论自由，抛出“历

史无定论”，“天皇无罪史观”等反动观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

公然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增加了日

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

和不信任。

三、企图借尸还魂、修改宪法、改变国策

以恢复政治大国的梦想

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明确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战略

口号。80年代末，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日本国内各种右翼政

治思潮异常活跃，政坛出现总体保守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

加速推行政治大国战略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这一点充分

体现在日本的内外政策上。

日本政府对内政策的基调，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

借尸还魂否认侵略历史。新千年伊始，日本右翼团体“日本舆

论之会”就于1月23日在大阪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主题为“20

世纪最大的谎言——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集会，公然为

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篡改历史事实，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残暴罪行，这种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侵华历史的

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然而，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的2002年度初中

历史教科书更是混淆战争性质，把战争说成是国家问利益发

生摩擦的结果，无善恶之分。认为战争是解决政治上难以解

决的问题的最终手段。从而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与之一

唱一和的是2003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决定全面修改始

终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立场上的《战史丛书》。其目的是

方便广大青年学生的阅读，让他们了解一个“日本制造”的历

史。日本右翼借助这些手段否认侵略战争，迷惑了日本的下

一代。使他们树立起大日本帝国的意识，为日本的政治大国

梦想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次，通过修改和平宪法，为政治大国目的扫清障碍。日

本宪法第2章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

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

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1993年日本政治家小

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普通国家论”。其核心

就是要取消战后的限制，积极发挥对外军事作用。这实际上

是主张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因为小泽一郎曾屡任日本政府

高官，其主张在日本政界有广泛影响，并经常被保守党采纳。

在日本有“没有小泽的小泽路线”之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

的抛出，迎合了右翼势力恢复日本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也

为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修改“和平宪法”，对于日本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活动空

间，也为其加快恢复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创造了条件。根据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按照日本新的防卫大纲，联合国下达的

军事任务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的首要任务。而早在1992年日

本国会强行通过的《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就已经

为日本在联合国名义下向海外派兵打开了大门。修改宪法后

的日本如果借用联合国的名义，行拓展军事空间之实，将使日

本的军事活动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日本突然抛弃联合国

名义的时候，便充满了危险。

对外战略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改变国策，适应其恢复军事

政治大国需要。日本在政治大国的目标下，进一步追求外交

及战略上的“自主性”，注重地缘政治。1987年《日本外交蓝皮

书》明确强调日本要开展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外交。1991年

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强调“日本要在亚太地区发挥真正的中

心作用”。日本历任政府都明确提出要发挥日本在亚洲地区

的领先和领导作用。在世界事务中，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以此作为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

日本还积极插手世界热点问题，并伺机为自己恢复军事

政治大国做手脚。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日本众议院通过

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其核心法案是具

体规定日本对美安全合作事项的“周边事态法”。使其能“名

正言顺”地参加美军的地区争端行动。2001年“9·11事件”后，

日本借“协美反恐”为名，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根

据该法案，日本开始突破战后“不向海外派兵”的界限，其舰艇

开到了印度洋。

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表明，日本正为恢复其政治大国的梦

想而不断努力。然而，它的梦想是建立在否认侵略历史、伤害

受害国家民族感情的基础上的。

我国一向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愿意在尊重历史的

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

历史。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履行在历史闻题上的表

态和承诺，以正确的历史观引导和教育国民。不要再做出参

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同时，对于日本国

内政界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不知悔改的强硬态度，我们

必须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性。密切关注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制

定我们的应对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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