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

张跃斌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的痼疾, 对之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

认识日本的政治状况。本文分五个阶段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过程作了

叙述, 并对各个阶段的右翼势力活动特点进行了总结。就战后右翼势力总的

特点, 本文认为: 从右翼的行动上看, 它具有极强的暴力色彩; 从右翼的机能

来看, 它以暴力扼制了国民的言论自由; 从思想主张上看, 右翼的国家主义思

潮不断强化。最后, 本文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原因作了分析, 并且把重

点置于右翼存在的社会基础上, 这就是: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成为右翼军国主

义思想、国家主义思潮的深厚土壤; 天皇制依然是右翼的精神支柱, 并且天皇

制受到大多数国民的拥护。

关键词　日本　右翼势力

2000 年 1 月 23 日, 一个所谓的“20 世纪最大的谎言——‘南

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在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近年来,

在日本不断有否认侵略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出现, 而这次活动更加

猖獗而露骨: 目标集中在否定南京大屠杀, 地点选在“国际和平中

心”。据报道, 策划、主办这次活动的是一个叫“日本舆论之会”的右

翼组织, 其宗旨是推动地方议会通过删除中学教科书中有关侵略

事实的记述。提起日本的右翼组织, 人们可能想到战前的玄洋社、

黑龙会等右翼团体, 而对战后的右翼势力不甚了了。实际上, 战后

日本右翼一直在日本社会不容忽视地存在着, 只不过与战前相比,

其影响要逊色一些。大阪的这一闹剧, 提醒人们对战后右翼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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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本文拟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作一简要述评, 以加深人们对右

翼势力及日本政治状况的认识。

一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

日本战后右翼势力经过了以下几个发展演变阶段。

(一)从日本战败投降到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一阶段,

战前右翼活动濒于绝迹, 而新兴反共右翼活动引人注目。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使一些右

翼团体感到绝望, 他们在 8 月份制造了“爱宕山事件”“明朗会事

件”“代代木事件”等骇人的集体自杀事件。

然而, 对右翼来说,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美军进驻日本后, 美

国占领军当局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肃清日本军国主义、不使日

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有关规定, 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其中, 一

系列针对右翼的措施使战前极其猖獗的右翼势力遭到毁灭性打

击。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其一是 1946 年 1 月 1 日, 天皇发表“人格宣言”, 否定了自己

的神格。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主义即天皇中心主义”一直是右翼

运动的基础,“人格宣言”使右翼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

其二是 1946 年 1 月 4 日, 美国占领军当局发布《关于废除若

干政党、协会、社团和其他组织的指令》, 27 个右翼团体被勒令解

散; 接着, 日本政府在 2 月 23 日又发布　令 101 号, 包括上述 27

团体的 119 个团体被指定解散。这样, 到 1951 年底, 总共有 233 个

团体被解散。① 日本战败投降时约有 350 个右翼组织, 仅从数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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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便有近 7 成停止了活动。另一方面, 在解散右翼团体的同时, 大

量的右翼分子被整肃, 截止 1948 年 5 月, 其人数达到 49340 人。①

在这样的形势下, 战前右翼处于“冬眠”状态, 从日本社会上销

声匿迹了。

不过, 适应战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 一些新的反共右翼团体

开始出现。1947 年 2 月, 美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二·一”大罢工, 从

而明确了其反共态度。以此为契机, 大量的反共团体纷纷成立, 其

数目在 1947、1948 年左右达到 300 多个。② 其中有代表性的团体

有: 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大和党、救国青年联盟、民族新生运动本

部等。另外, 还有一些暴力反共团体, 如日本天狗党、新锐大众党、

新日本义人党等。这些右翼团体思想上的特点是反共、亲美、拥护

天皇制, 并标榜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

这一时期右翼制造的暴力事件都是针对左翼的。1947 年 1 月

20 日,“新锐大众党”党员 2 人, 因反对“二·一”总罢工, 用刺刀刺

伤了行业工会联合会议议长听涛克己。1948 年 7 月 19 日,“日本

反共联盟”大鹤支部成员古贺一郎等人企图暗杀日共总书记德田

球一, 未遂。1950 年 11 月 21 日,“防共新闻社”社员平田盛之等人

向日共议员风早八十二投掷尿罐。

概而言之, 在战后初期, 右翼势力迎合美国占领军的口味, 以

“亲美、反共”为幌子, 逐渐展开了活动。

(二)从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到 1960 年第一次安保时期。在

这一时期, 旧的右翼团体和右翼分子纷纷重建和重新活动, 右翼势

力异常猖獗。

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右翼以新的转机。1950 年朝鲜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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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美国出于其国际战略的考虑, 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原来较

彻底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半途而废, 继之以打击左翼扶植

右翼的政策。1950 年 6 月 6 日, 麦克阿瑟褫夺了日共中央委员 24

人的公职, 不久又禁止共产党机关报发行。另一方面, 从 10 月份开

始解除对战犯、旧军人、右翼头目、特高警察和宪兵的“整肃”, 到

1951 年底, 在被“整肃”的 21 万多人中, 已有 201507 人被解除。①

以此为背景, 大量的旧右翼团体复活或重建。譬如东亚联盟系

统的“协和党”、赤尾敏的“大日本爱国党”、大川周明、前田虎雄的

“东风会”、津久井龙雄的“国论社”、影山正治的“大东塾”、井上日

召的“护国团”等等。1951 年夏天, 右翼团体数目为 540 个, 其中较

为固定的有 266 个。②

由于旧右翼的复活, 右翼的皇道主义主张得以强化, 从而使战

前的国家主义思想逐渐在右翼运动中生根。

1957 年, 又有一件事使右翼势力欢欣鼓舞, 这便是甲级战犯

岸信介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右翼暴力团之猖獗, 乃与岸政权

同时始”。③

表现之一是在岸任内出现了一批新的右翼团体, 象“三曜会”、

“全日本爱国者全体会议”、“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爱国团体

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日本国民会议”等较大的联合团体。同时,

还出现了与政财界关系紧密的右翼团体如新日本协议会, 其代表

理事是安倍基源 (原内相)、木村笃太郎 (原防卫厅长官)、安冈正笃

(全国师友会会长)三人, 资金筹措由三菱电机会长高杉晋一负责。

表现之二是右翼暴力活动频繁。从 1957 年到 1960 年的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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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日本发生的右翼暴力事件达 27 起; 相比之下, 从 1961 年到

1970 年的 10 年间, 总共发生 22 起。①

表现之三是安保斗争时期右翼充当了岸政权的打手。1960 年

1 月 16 日, 岸信介赴美签订新安保条约之时, 由右翼团体杉叶会、

日本国粹会、日本义人党、日之丸青年队等组成 2500 人的警备队

伍。② 为了确保计划中的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 岸政权制定了动员

右翼势力的计划以弥补警力的不足: 动员赌徒 1. 8 万人、江湖骗子

1. 5 万人、旧军人、宗教团体 1 万人、右翼团体 4000 人、其他 5000

人。③ 这一计划后因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计划而作罢。不过, 右翼

为了对抗反对安保的左翼运动, 广泛地开展集会、街头宣传和散发

传单的行动。从 5 月 19 日开始的一个月里, 由右翼团体挑发的袭

击反安保游行队伍的事件有 12 起, 被逮捕的人数达 72 人。④

岸信介辞职后不久, 又发生了浅沼稻次郎被刺事件。1960 年

10 月 13 日, 正在日比谷公会堂进行讲演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

次郎, 突遭歹徒袭击, 被刺身亡。凶手是原“爱国党”党员山口二矢,

当时年仅 17 岁。

总之, 50 年代右翼的活跃乃是由于美国的扶植及其后岸政权

的鼓励。面对左翼力量的壮大, 作为“左”的对方面, 右翼活动主要

针对左翼运动和左翼人士, 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则是“亲美”、“反

苏、反东欧、反中国”。

(三) 从第一次安保斗争之后到 1970 年三岛由纪夫割腹自尽

之前。相对而言, 这一时期右翼活动比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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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辞职后, 池田勇人就任内阁总理。池田上台伊始, 便提

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另一方

面, 池田内阁加强了对右翼暴力活动的打击力度。1964 年 2 月, 在

警视厅设置组织暴力取缔本部, 6 月, 又修正了关于暴力行为处罚

的条例。不久, 关东会、锦政会、北星会、住吉会、松叶会、国粹会、东

声会、远东组等右翼暴力团体先后被解散。因此, 右翼暴力活动从

总体上看大为减弱, 成为战后右翼运动中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可

用下列数据加以说明。从 1960 年到 1969 年每年的右翼事件数目

是: 88, 177, 90, 72, 92, 128, 80, 60, 58, 54; 而从 1970 年到 1979 年

的数目是: 123, 131, 230, 188, 181, 224, 271, 258, 268, 164。①

虽然如此, 一些右翼暴力事件仍然给日本社会以冲击。1961

年 2 月 1 日,“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小森一孝认为《中央公论》社刊

载的小说《风流梦谭》损害皇室声誉, 持刀闯入其社长　中鹏二家

中, 刺死女佣, 刺伤　中夫人。同年 12 月 12 日, 原川南工业公司经

理川南丰作, 原海军少将樱井德太郎、原海军中尉、“五·一五”事

件决策者三上卓等一批旧军人企图发动政变, 实现以天皇为中心

的“无战争、无失业、无纳税”的“三无国家”, 未遂。

60 年代后半期,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派学生团体的出

现。1966 年 11 月 14 日, 主张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新的学生右翼组

织——日本学生同盟 (日学同)诞生。他们认为波茨坦·雅尔塔体

制是美苏两大国分割统治战后世界的体制, 而作为这一体制的“日

本版”, 即是以“占领宪法”为基本的“反天皇、反民族、反国家”的战

后状况, 并称之为“波茨坦体制”。其目标是“宪法改正”、“自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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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领土收复”。①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把运动的原点置于民族上,

并且为了与既成右翼划清界线, 故自称“民族派”。这类右翼代表性

的组织是日学同和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议会 (全国学协)。日本

媒体把这类右翼称为“新右翼”。

(四)从 70 年三岛由纪夫剖腹到 80 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 右

翼经历了新老交替,“新右翼”暴力活动十分猖獗; 同时, 上层右翼

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趋于活跃。

1970 年 11 月 25 日,“　之会”会长、作家三岛由纪夫、干事长

森田必胜等 5 人, 闯入日本陆上自卫队市谷驻屯队, 占领总监室。

三岛还在总监室的阳台上发表了约 10 分钟的讲演, 号召自卫队起

来政变。因无人响应, 三岛和森田当场切腹自尽。这就是当时轰动

一时的“三岛事件”。

三岛和森田的自尽, 虽然受到左翼力量的批评, 但右翼却把他

们视为英雄, 甚至认为“三岛创造了新右翼”。② 三岛事件之后, 新

右翼的“反体制、国家革新”的主张大为加强; 一些年轻人组成“继

承三岛精神”的团体, 如 1972 年 5 月以铃木邦男为中心的“一水

会”便是新右翼最活跃的团体之一。

与此同时, 旧右翼也在发生变化。70 年代前期, 一批旧右翼骨

干分子先后死去, 标志着右翼世界面临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而

1976 年的洛克希德事件, 由于战后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曾获取巨

额贿赂, 使右翼面临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使右翼在国民心目中的形

象, 除了暴力团外, 又加上了利权右翼。其后, 旧的右翼逐渐沉寂,

而新右翼的活动频频现诸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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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3 月 3 日,“打倒 Y·P (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宣言) 体

制青年同盟”的野村秋介等 4 人, 闯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馆, 占

领了“经团联”会长等的办公室, 散发了要打破战后体制的檄文。檄

文中称:“日本不能亡。不能因营利至上主义而忘掉‘祖国’。宪法

改正! 安保废弃! 天皇陛下万岁!”① 这一事件, 是战后右翼第一次

真正以财界为对象的恐怖活动, 标志着反体制右翼的登台。新右翼

崇尚“游击战”, 即犯罪后逃跑, 之后给报道机关送去犯罪声明。下

面为右翼在 1984- 88 年间制造的“游击战”件数及被逮捕人数。②

年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件数 7 4 6 12 10

人数 11 8 13 26 15

另外, 进入 80 年代, 随着日本要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意识加强,

一些上层右翼团体和个人的活动变得活跃, 并带动整个日本政治

的右倾化。

首先是要求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势力加强, 类似“大家参

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等组织推波助澜, 1985 年中曾根康弘

作为首相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第二是内阁大臣屡屡“失言”, 否认

侵略, 美化战争。1986 年, 文相藤尾秀行否认南京大屠杀; 1988 年,

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第三是第二次教

科书事件中, 文部省篡改历史, 为侵略战争遮羞。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活动都得到民间右翼团体的支持, 开展了

集会、请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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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0 年代以来可作为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 上层右翼和

民间右翼紧密结合,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做文章, 企图引导社会舆

论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 战后一直作为右翼行动指南的“反

共”失去了目标, 于是有日本学者提出“右翼终结论”。① 然而, 此一

论断与事实相距甚远。

据日本警察方面统计, 90 年代约有 840 个右翼团体②, 与 80

年代 850 个团体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由右翼制造的恐怖事件

依然居高不下。下表是 1991 到 1995 年右翼事件的统计情况: ④

　 发生次数 逮捕人员

1991 127 186

1992 185 279

1993 220 280

1994 282 440

1995 201 315

那么, 90 年代右翼的活动目标是什么呢? 是否认侵略罪行、美

化侵略历史。在 90 年代特定的国际、国内情势下, 右翼分子采取

“学术研究”与右翼暴力相结合的手段, 并运用电视、书籍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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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以下数据来自 1992- 1996 年的《警察白书》。

〔日〕高木正幸:《右翼·团体与活动》, 土曜美术社 1989 年版, 第 10 页。

〔日〕警备研究会著:《简明极左·右翼·日本共产党用语集》, 立花书房 1998 年版,

第 181 页。

〔日〕松本健一:《世界史竞争之终结》,《中央公论》1991 年 4 月号。



企图以国家主义思潮影响日本社会舆论。

1993 年细川护熙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明确把日本战前发

动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此事引起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弹, 并针对

此于 1993 年 8 月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该会在 1995 年 8 月出

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汇集了各种右翼观点。1995 年 1 月

和 2 月, 为了对抗左翼力量欲在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 分别成立

了由自民党议员组成的“正确认识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和由新进党

议员组成的“正确讲述历史国会议员同盟”, 他们反对把有关“谢

罪、反省、不再战”等内容写进“不战决议”, 从而使后来的“不战决

议”失去了实质内容。另外, 政界还有自民党的“光明日本国会议员

联盟”、“关于教育问题的计划小组”等组织。

与右翼政治家的动向相呼应, 东大教授藤冈信胜于 1995 年组

织了由右翼文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极力攻击日本近

现代史教科书中的某些客观记载。接着, 藤冈又纠集一些言论界、

财界的右翼分子, 在 1996 年 12 月组成“编写新历史教科书之会”。

类似的团体为数不少, 现把主要的介绍如下:

昭和史研究所: 以右派学者、“胜共联合”关系者为中心, 于

1996 年春天成立, 攻击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记载。

要求更正历史教科书之会: 1997 年 2 月向东京都请愿, 要求

删除中学教科书中慰安妇的记述。

全国教育问题协议会: 1996 年 8 月开始, 和自由主义史观研

究会一起进行教科书攻击。同年的全国会议决定在地方议会展开

删除教科书中有关记述的活动。

“违法教科书”诉讼原告团: 1997 年 4 月成立, 要求更正教科

书中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的记载, 并认为学生“没有学习这些教科

书的义务”。以一些初中一年级学生和其保护人为原告向东京地裁

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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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偏向教科书国民会议: 1997 年 4 月 8 日, 右翼团体动员

150 辆宣传车, 在大阪进行统一行动。当时以这个名义向大阪书籍

出版社提出“抗议文”。

青年学生研讨会: 在产经会馆定期举办研讨会。

另外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日本舆论之会”。这些组织进行貌

似“合法”的讨论会、讲演会、游行示威, 顽固地坚持和宣传其错误

的“历史观”。同时, 民间右翼团体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手段, 对一

些出版社、进步学者等进行攻击。仅 1996 年, 右翼团体抗议教科书

有关记载, 威胁出版社的事件共有 40 余起①, 而 1996 年 7 月到

1997 年 5 月, 对初中社会教科书发行者, 以“公开质问状”等名义

发出的胁迫状已达近百封。②

令人深思的是, 每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这样的上层右翼

团体对某个新闻机关、某个出版社、某个个人提出异议, 立即有民

间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随之而去。“作为客观事实, 藤冈氏与其研

究会起着右翼行动的‘司令塔’的作用”。③ 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是:

上层右翼团体和民间右翼团体在组织上互相渗透, 譬如民间右翼

团体“不二歌道会”代表铃木正男是“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成员, 而

高桥史郎、入川智纪等 10 人既是民间右翼团体“日本青年协议会”

成员, 又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

可以说, 针对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右翼的大合唱正对日本社会

产生着令人担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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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

从右翼的行动上看, 它具有极强的暴力色彩。战后右翼承袭了

战前右翼的传统, 喜欢动辄诉诸暴力。战后由右翼团体制造的恐怖

暴力事件, 较大的便有: 浅沼稻次郎被刺事件;《中央公论》社　中

事件;“三无”事件; 三岛事件;“经团联”事件; 长崎市长本岛被枪击

事件。至于较小的事件, 更是不可胜数。

之所以如此, 首先是从战前以来, 在右翼中便有“一人一杀”的

传统和哲学。战后右翼著名人物小岛玄之提出“政变合理论”便给

“三无事件”以巨大影响。新右翼出现以后, 提出“为了达到目的, 不

辞以炸弹来进行斗争”, 并且要“逃走, 别被抓住”, 这在右翼中间产

生强烈反响, 给右翼的暴力活动增添了新的动力。

第二个原因是大量的暴力团、黑社会加入右翼行列。早在 50

年代, 便有众多的暴力团组织打上了右翼的旗号,“右翼即暴力团

的印象, 即是这段时间固定下来的”。① 后来, 不断有黑社会转化为

右翼团体的。据统计, 1981 年有 150 个, 1982 年有 160 个, 1983 年

为 70 个, 到 1985 年, 有 40% 的右翼团体吸收了黑社会组织。②

第三个原因是自民党政权为了对抗左翼运动, 多次借用右翼

的暴力, 从而使右翼暴力得以存在和发展。1960 年安保期间, 岸信

介政权对右翼、黑社会的动员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从右翼的机能来看, 它以暴力扼制了国民的言论自由。拥护天

皇制和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 是右翼的一贯主张。他们不允许批

评天皇, 甚至不允许议论天皇。关于天皇的言论稍有不慎, 便会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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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右翼的攻击。1960 年 12 月号的《中央公论》刊载了深泽七郎的

小说《风流梦谭》, 右翼认为小说损害了皇室声誉。于是右翼采取多

次行动, 迫使《中央公论》社向宫内厅道歉, 迫使《中央公论》社进行

人事变动, 换掉了进步派编辑, 也迫使《中央公论》社社长承认其杂

志“偏向”。然而, 之后还是发生了原爱国党党员小森一郎刺杀　中

社长家人事件。令人惊讶的是, 以此为契机,《中央公论》社却急剧

地右倾化了。《中央公论》在 1963 年便连载了林房雄的《大东亚战

争肯定论》。另外, 河出书房新社的杂志《文艺》1983 年 10 月号刊

登新作家桐山袭的小说《游击队的传说》。“东洋青年有志会”等右

翼团体认为该小说中有描写暗杀天皇之处, 提出抗议, 迫使河出书

房新社取消出版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

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天皇便遭到如此的攻击, 而涉及天皇战争

责任的言辞就可想而知。1988 年 12 月 7 日, 长崎市长本岛等因在

市议会上发表“天皇对战争有责任”的讲话, 受到右翼团体的持续

抗议, 以至于 1990 年 1 月 18 日,“正气塾”会员田尻和美在市政府

用枪击伤本岛等。

天皇问题之外, 历史认识问题也是右翼极敏感的。凡是本着客

观的精神, 实事求是地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学者、出版社、报社等

都受到右翼的威胁, 正确的历史观被他们冠以“反日史观”、“自虐

史观”、“东京裁判史观”的恶名, 而恶意中伤亚洲各国人民、美化侵

略历史的人则被他们捧为英雄。这样一种状况, 极大地妨碍了正确

历史观在日本国民中的传播。

从思想主张上看, 右翼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断强化。在美国占领

时期, 右翼团体即反共团体, 其思想主张与美国的占领政策几无二

致。旧右翼团体复活后, 虽然提出了一些国家主义主张, 但由于国

际上冷战的背景、国内改革和保守阵营激烈交锋的背景, 其最主要

的政治口号依然是“亲美反共”, 这种状况持续到 60 年代末。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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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后, 新右翼否定 Y·P 体制, 主张复活明治宪法、复活绝对

主义天皇制; 而一些右翼分子撰文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80 年

代, 右翼分子和团体通过历史问题把其国家主义意识表现出来, 美

化侵略历史, 赞同他们祖先的行为, 这正是战前军国主义、国家主

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版本。这种鼓噪在 90 年代更加嘈杂, 右

翼肆意歪曲历史、曲解历史, 把历史变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工

具; 同时他们还借助暴力把其历史观强加于日本国民。类似战前的

国家主义主张已原形尽现。

三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原因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及美对日政策的转

变给日本右翼提供了一个复活的契机。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历史的继承性, 日本右翼亦不例外。自

1881 年玄洋社创立之后, 日本右翼的活动便扎人耳目。明治时代

右翼是日本军部对外侵略的尖兵, 大正时代右翼又是对付左翼运

动的打手, 到了昭和时代, 右翼又喊出了国家革新、战争协力的口

号。20 世纪 30 年代, 右翼活动频繁而猖獗, 他们先后策划和制造

了三月事件、五月事件、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

·二六事件, 从而予日本政治以巨大冲击, 使日本迅速走上了法西

斯化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 日本右翼是日本社会的

一个重要群体, 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所谓理论、理念、行为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个分水岭, 日本右翼遭受沉重打击,

几乎一蹶不振。然而, 国际形势及美对日政策的变化, 却为右翼带

来了转机。被整肃的右翼分子重返社会, 重操旧业, 纷纷成立右翼

团体。战前一些著名的右翼分子如井上日召、　川良一、儿玉誉士

夫、田中清玄、安冈正笃等等, 重新活跃于日本社会, 他们是连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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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右翼运动与战后右翼运动的桥梁, 并予战后右翼运动以强有力

的影响。

从战前延续到战后的日本右翼, 如果没有了社会基础, 也就成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事实却是, 战后右翼依然有其存在的

基础。

其一是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成为右翼军国主义思想、国家主义

思潮的深厚土壤。战前, 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 普通老百姓成了

日本统治者进行侵略战争的盲目追随者, 同时也是受害者。日本著

名学者丸山真男经过慎密研究, 举出了 10 项现代世界右翼国家主

义大体共同的意识形态或精神倾向, 指出:“如果这种一般性的特

征界定与真实不会太离谱, 则可适用于明治初年到这次战争 (指第

二次世界大战——笔者注)之间的日本精神状况。到底谁是右翼?

除了极少数异端者之外, 几乎全部都是。”① 这样一种状况, 给战后

日本教育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课题。然而遗憾的是, 日本非但没

有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教育下一代, 反而回避这方面的问

题, 有时甚至粉饰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笔者曾去过《马关条约》的

谈判地点下关春帆楼。小楼不大, 里面再现了当时的谈判情景, 人

物翊翊如生。令人不解的是, 如此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文字说明

只言此地为中日两国的谈判地点, 余下便顾左右而言他, 说起椅

子、花瓶的风格特点了。不过楼外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两尊雕像,

又似乎在炫耀二人于此建立的“伟业”。日本的敲诈勒索, 从中国又

拿土地又拿钱, 丝毫没有露出蛛丝马迹。本来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和

贪婪的场所, 却被粉饰成一个雅致的风景胜地!这就是日本不露声

色的、潜移默化的大众教育, 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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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日本的学校教育状况如何呢?这从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内

容可见一斑。在 1955 年前的教科书中, 有些在叙述中把“满洲事

变”、中日战争、占领东南亚等称为日本的侵略, 并提到日军在南京

的“残虐行为”“暴行”, 这引起保守党的极大不满, 认为是“偏向”教

育。于是, 1956 年, 文部省以省令形式新设教科书调查官制度, 由

调查官对教科书进行审查。这样, 言及日本侵略、日军暴行的教科

书都被判为不合格, 从而使在长达 10 数年的时间里, 教科书中根

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一状况的改善得益于家永三郎不屈不

挠的斗争。1970 年, 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执笔的

教科书进行的审查为违宪。之后, 涉及日军侵略暴行的文字又渐渐

出现在教科书上。

然而, 自民党代表的保守势力对此深感恐惧, 他们在 80 年代

初又进行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以此为背景, 文部省强化教科书的

审查, 要求把“侵略”写成“进出”, 反日“抵抗运动”写成“暴动”, 并

大量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这一行径激起了

中国及亚洲人民的强烈抗议, 从而酿成“教科书事件”。

由于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1997 年度中学教科书中首次载入

“从军慰安妇”及“战后赔偿”问题, 这引发了第三次教科书攻击。

那么, 被攻击的教科书关于日本的侵略、日军的暴行描述到什

么程度呢?以南京大屠杀为例,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采用了模糊的

手法, 或者说“很多”“惊人地多”的中国人被害, 或者言及 15 万、20

万、30 万人遇害时用“推测”“据说”“中国方面主张”的修饰; 并且,

关于南京的暴行, 许多教科书中强调其为“混乱中”发生。至于对妇

女的强奸, 都按照文部省的审查意见, 写为“对妇女的暴行”这样模

糊化的句子。就是这样不准确的、淡化日军暴行的、有为日本侵略

开脱之嫌的教科书, 在日本尚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 可以想见在历

史认识问题上日本面临形势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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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仅如此。对于这些很难称得上客观地叙述历史的教科

书, 文部省还有许多措施使之被冷落。譬如, 日本史是高中的选修

课, 并且, 现代史在日本史中所占比例极小; 在入大学的考试中, 日

本史的考题极少涉及现代史。

除此之外, 还可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暴行

的逃避, 当然, 这种状况现在得到了极大改善。每日新闻社出了两

本《不许可图片》, 草森绅一在书尾的《不许可图片论》中, 提起他小

时候的事情。那是 50、60 年代, 他经常从海外归来的前日本兵那里

听到一些战争体验, 其中关于慰安所、关于强奸的话题在街头巷尾

十分盛行, 这些人叙述时, 绝不说“我如何如何”, 而是说“听说怎么

样”。其时, 书报、媒体等上面绝对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是的, 日

本兵不敢正视自己的罪行, 而大众传媒亦不敢正视自己国家的军

队的罪行, 于是, 随着这些日本兵的死去, 现在的日本人又如何能

知道这些往事, 而别人说起来时, 他们又如何能相信? 而且他们会

问: 证据呢?

回答 1967 1972

做了坏事 17. 1% 26. 4%

自卫 9. 7% 8. 4%

不得已 35. 9% 46. 6%

不知道　不回答 29. 4% 13. 9%

在这样的宣传、教育状况之下, 日本民众对战争责任不可能有

正确的认识。据共同社 1967、1972 年的两次调查, 关于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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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态度如上表: ①

那么, 80 年代、90 年代的情况又如何呢? 且看N H K 如下的调

查结果: ②

　 1982 1987 1994

自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

50 年间, 日本的历史是对亚

洲近邻各国侵略的历史

51% 48% 52%

资源贫乏的日本对他国的军

事行动, 是为了生存不得已

而为之的

45% 40% 32%

侵略的历史,

不是不得已行为
26. 7% 26% 27%

可以看出, 在 60 年代、70 年代, 能承认侵略历史只是一小部

分日本人。到了 80 年代、90 年代, 承认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的人

有大幅度增加, 达到 50% 左右。但是, 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认为日

本进行侵略是迫不得已。这样一种认识, 使日本人不能自觉地对战

争进行反省, 依然在逃避战争责任。这样一种状况, 是右翼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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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颠倒黑白、胡言乱语的一个群众基础。

其二是右翼的精神支柱天皇制依然存在, 并且受到大多数国

民的拥护。天皇裕仁具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然而他没有被裁

决, 没有被逮捕, 而是以象征天皇制的名义继续坐在天皇的宝座

上。这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天皇的“神性”, 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

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拥戴。日本人现在对天皇感情如何? 试看下面

一个调查: ①

每日新闻社 (1990 年) 读卖新闻社 (1990 年)

敬畏 6% 敬畏 2. 4%

尊敬 22% 尊敬 15. 3%

亲切 22% 亲切 49. 5%

好感 25% 不关心 26. 9%

没有特别

感　觉
16% 不回答 4. 4%

不关心 7% 反感 1. 5%

其他 0 　 　

不回答 2% 　 　

反感 2% 　 　

这样一种群众基础, 乃是右翼关于天皇主张的根据之所在。右

翼要求恢复战前绝对主义天皇制, 其根据在此; 右翼把天皇视为

·422·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① 〔日〕若　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43 页。



神, 不允许国民些许不恭, 否则以暴力相加, 其根据亦在此。

四　日本往何处去

如今的右翼势力在日本“人气”很旺。由藤冈信胜执笔的《教科

书中没有的历史》(三卷本)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便售出 100 万

部。随便走进哪家书店, 持类似观点的书籍比比皆是。可见, 右翼

势力在舆论阵地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不仅如此, 回顾战后右翼运动历史, 其“成果”颇丰。右翼要求

复活“纪元节”, 1966 年佐藤荣作内阁以“建国纪念日”的形式得以

实现。右翼要求“日乃丸”“君之代”法定为国旗、国歌的努力, 也在

1999 年由小渊内阁完成。右翼要求的修改和平宪法、“靖国神社国

家护持”法案, 一直在被自民党稳步推进。如今, 由自民党右派、右

翼文人、民间右翼联手进行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行径, 究竟欲把

日本引向何方?

在深深忧虑的同时,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的正义力量。有相当一

部分正义学者, 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 并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 譬如家永三郎; 一些良心受到谴责的前军人公开自己的

日记, 勇敢地展示日本进行的战争的真相、暴露日本的丑恶, 譬如

东史郎。还有许多民间团体, 向战争中的受害者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些日本人正视日本血淋淋的过去, 正是为了日本光明的未来。

因此, 我们依然有理由期盼日本在磨难中的再生。

(作者张跃斌, 1969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522·

试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