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拟议

何　理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 本

文是关于右翼势力研究的课题意向。其主旨在于研究日本右翼势力的社会历

史渊源; 法西斯右派势力在历史上与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和侵略战争的关系

及其与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承传关系。课题重点是通过对右翼势力历史及其

主要活动系统的理论分析, 揭露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 企图使日本

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给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所造成

的危害。

关键词　日本右翼研究　课题意向

右翼势力是日本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军国主义化过程中的畸

形产儿,在日本具有很深远的社会历史渊源。在近代日本历史发展

中,鼓吹极端“日本国家主义”的、激进的右派始终是日本国家和社

会生活军国主义化的急先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 对日本

右翼势力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个不同的时

期。该课题研究的中心是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

义国家体制及其发动对中国和亚洲侵略战争的关系,要从诸多方

面解析日本右翼势力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及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

表现形态,说明其具体的社会阶级背景和它当时所代表的社会思

潮,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对日本社会和亚洲和平稳定的破

坏作用。

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正是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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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衣钵。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虽

然在人数和影响方面都还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历史的经验已经

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 与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发展, 是日本人民唯

一正确的选择,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鉴于历史的经验

教训和近代右派极端社会力量对日本政局的作用,对日本右翼势

力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可能给日本社会发展和亚洲国家关系造成的

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当前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关注,

既是出于对日本当前国家政治走向的疑虑,同时也是出于对近代

日本历史的这种认识。所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中

日关系发展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如果仅仅停留在针

对当前右翼势力层出不穷的言论的批判方面,而没有对与此相关

的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及其理论方面的逻辑关系的深入而系统的

分析, 研究就难以达到科学性与战斗性完美结合之后才可以达到

的效果。如何做好研究,笔者以为下述课题内容应该引起重视。

一　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社会历史分析

右翼势力在日本具有长远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根源。其核

心是在历史上形成并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皇国史观和军

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而且这两种思想在其存在与发展中又是难

以分割的。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关于“皇国史观”问题。对日本右翼思潮的批判必须对“皇国史

观”作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应该阐释的内容是: (一)“皇国史观”

起源于历代王朝为神化天皇而编造的神话故事, 这种故事在被彻

底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之后, 即成为一种信念、迷信、法律和人民的

思想方式、行为规范。(二)“皇国史观”是近代天皇专制主义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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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形态支柱。以日本为“神国”,天皇乃超人的“神”,天皇的

意志就是神的意志, 要求国民泯灭一切人性, 绝对服从“神”的意

志。(三)“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和以皇道为中心的国民教育是“皇

国史观”国民化的重要保障。神道教长期作为日本的国教,实行“祭

政一致”宗教制度;神道的完全政治化,成为毒化国民社会意识,镇

压民主思想的重要工具。(四)在关于天皇和日本的历史发展的问

题上,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即进步史观与反动史

观的论争。日本统治集团对民主进步思想和《神代史研究》等批判

皇国论进步史学进行压制。

关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问题。军国主义是一种

“军事立国”的政治观念,古代罗马就存在这种思想。近代军国主义

则更多地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战争联系在一起。军国主义政

治观、历史观在日本具有长期的社会影响, 是法西斯右翼势力重要

的思想理论渊源。应该阐释的内容是: (一)日本军国主义亚洲观、

中国观的形成。日本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的核心是日本如何对

待其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提出的“大陆

政策”和 1927年的“大陆政策”,集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

形势的认识及其在与亚洲邻国关系中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侵略

政策。(二)“开国进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承袭关系。“开国

进取”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国策, 其实际的含义是对西方开国,向东

方进取,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扩张性质。近代日本长期充当西方列

强侵略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帮凶; 日本对西方的屈从和对中国、朝鲜

等国的侵略战争是其开国进取政策的注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

本在亚洲侵略扩张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站在地域种族主义立场上

理解所谓“大东亚战争”,是以上军国主义观念的表现,完全歪曲了

战争的根本内容和性质。(三)军国主义战争和武士道精神。在日

本,军国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薮是在日本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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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是从古代“士道”等关于武士修炼和道德规范

演化而来的, 其核心是“忠君事主”、“殉死效忠”、“好勇斗狠”。武

士道精神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是日本岛国文化原始的血亲宗族观

念、卑怯而狭小的眼界和冒险贪欲的海盗性格的混合体。这种原始

的内在社会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和

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

义。日本统治集团努力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国民,特别是日本军队,

作为其“立身之本”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尚武”精神,从而使日本军

队成为世界上最疯狂、残暴、野蛮的法西斯军队。

二　关于 30- 40年代日本右派社会力量

与日本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

重大的变化, 日本从一个亚洲地区性的国家变成世界性的国家。剧

烈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使日本进一步强化了天皇专制

主义,也使“战争暴发户”日本的扩张野心更加膨胀起来。右派法西

斯组织是独立于其他政党、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 是日

本政府和军国主义集团中的极端派别。它充当了日本国家实现军

国主义化和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包

括:

关于日本近代天皇制和右翼势力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

(一)近代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渊薮。天皇

制最便于实现资本帝国主义垄断经济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是

近代军国主义最便捷道路。(二)天皇制的反民主主义和对外侵略

主义性质不可避免地成为极端专制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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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同时, 实现

了国家的军国主义化。近代日本发动了数十次战争, 天皇本人都是

侵略战争的元首。(四)战后美国出于一己私利, 在日本保留了天

皇,对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进行清算,这就使一些侵略战争的余

孽得以抛头露面, 重新集结成新的社会右翼势力。

关于日本军部与右派法西斯势力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

(一)“军部”是近代日本国家制度的核心。“帷幄上奏”、“统帅权独

立”、“陆军大臣现役制”等特权实现了军部势力与天皇统治的直接

结合,使军部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二)在这种背景

下,以军部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种鼓吹对外侵略扩张, 对内实行

天皇极端专制主义统治的右派社会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政变、暗杀

等恐怖手段, 推翻政府,暗杀政敌,加速推进日本国家体制战争化,

及社会政治完全法西斯化。(三) 30年代日本军部的分化和法西斯

右派势力的膨胀, 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斗争。

(四)军部法西斯组织的特点, 即它是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死对

头。

关于 30年代日本右派法西斯势力发展的特点。应该阐释的内

容是: (一)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特点。日本“社会改造论”分

析: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是以维护天皇专制主义,通过军部完成对

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造, 建立军事独裁, 实现对外侵略为趣旨的。

(二)社会法西斯组织的形成发展。从 1929年“滨口事件”到 1936

年“二·二六”政变, 完成了军部法西斯组织和社会法西斯组织的

结合。(三)法西斯右派组织与日本社会政治发展趋向的关系: 否定

政党政治,军部控制政府,加速社会法西斯化,建立国家的侵略战

争体制。

关于右派法西斯势力与全面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应该阐释

的内容是: (一)“满洲事变”与右派法西斯组织: 军部右翼激进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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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危机”论及其对事变的策划。(二)从卢构桥事变到上海事变:

侵华战争初期的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统治集

团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争论,军部右翼激进派

促成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出兵和全面侵略战争。(三)“对华一击

论”的鼓吹和实施。征服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政策,对华“膺

惩论”、“一击论”表现了右翼激进派的狂妄企图。对华侵略战争是

军国主义以上口号的鼓动, 也是以上口号的破产。

关于日本战争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性质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

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民主和平力量与德、意、日法西斯

侵略战争集团的斗争。日本不仅在组织上是法西斯轴心国家的重

要成员,而且是最早向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破坏国际和平秩序的国

家。(二)日本天皇法西斯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垄断经

济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这是同其他法西斯国家没有多少原则区别

的;但是以家族、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日本大财阀则带有更加原始、

落后和独占的性质。(三)法西斯主义特有的反民主主义的极权政

治。日本不同于别国的法西斯政党专制,而是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

斯体制。(四)非人道主义性质: 对外疯狂的侵略战争,对内残暴血

腥镇压。(五)在政治上极端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政策和民族

迫害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民族残虐性。

三　关于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右翼势力问题

战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有利于军国主义的余

孽改头换面, 重新形成新的右翼势力,成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发展

和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特别因为冷战的形成和

美国对日本的利用保护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未能得到彻底

的整肃和清算。8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大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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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确立,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企图脱离战后和平道路,鼓吹修改日

本宪法关于限制日本战争行为的条文,重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

路。某些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为日本的侵略战

争罪行翻案, 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称为“自卫战争”、“解放战

争”,否认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否认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的

正义判决,否认日本国家战争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性质,不承认日本

曾是法西斯国家。对于这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自存自卫”论的历史考察。应该考察的内

容是: (一)“岛国文化”心理和历史上的海盗活动及其意识的嬗变。

(二)“台湾”、“朝鲜”、“满蒙”问题与“生命线”理论的历史延续。侵

占台湾、朝鲜、“满洲”等地,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说明“生命线”理论

始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侵略战争的政治动力和基本的对内动

员。(三)从“脱亚入欧”论到“东亚盟主”论的历史线索。明治维新

后日本鼓吹“脱亚入欧”,实行对西方列强屈服, 对东方国家逞强的

政策,自居为亚洲的“盟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西方列强

争霸东方, 直至发动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出“大东亚共荣

圈”,鼓吹“自存自卫”, 都是日本对外政策动员的主轴线。(四) “和

平”“共荣”谎言的剖析: 战时日本设立“大东亚省”, 策划所谓“和

平”运动,提出“建设亚洲新秩序”、“共存共荣”等口号,策划建立各

国傀儡政府, 强化对被侵略国家的殖民统治。日本右翼势力今天仍

在宣传的“自存自卫”论和“亚洲解放”论,则是历史谎言的重复。

关于东京审判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是: (一)东京审判的性质和

历史地位。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理和判决是符合国际条

约规定和国际法原则的,对其“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

道罪”等罪行的判决和惩处是正义、公正的。(二)审判的不彻底性

及其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对大量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也未给予清算,这给日本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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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复活埋下了引线。(三)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东京审判的主要

观点之剖析: 所谓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复仇仪式”; 国家具有战争

权,“侵略战争不是犯罪”; “自卫战争不一定在本土进行”; 东条等

人应“无罪释放”等等, 完全是为日本的战争犯罪开脱责任。

关于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和教科书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是:

(一)废除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天皇法西斯主义国民教育和战后

日本历史教育改革。(二)文部省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颁定和家永三

郎“教科书问题”诉讼案。(三) 80年代以来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

论:教科书篡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否认日本战争罪行, 模糊侵略

战争性质。(四)日本人民应从战争中接受什么历史教训? 军国主

义政治观与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的较量。

关于日本向被侵略国家赔偿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有: (一)《波

茨坦公告》和国际条约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约定和美国对日

赔偿政策的变化。(二)中日及亚洲各国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协定:

国家战争赔偿的放弃和受害赔偿(个人索赔)的执行,日本在战争

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三)战争受害损失和战后赔偿统计: 日本从中

国等邻国掠夺了多少财产; 战后日本向亚洲被侵略国家及受害者

付出了多少赔偿。(四)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和日本在民间受害者

赔偿问题上的立场。

关于修改宪法与日本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路问

题。应阐释的内容有: (一)“和平宪法”的根本所在是废除天皇专制

制度和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和平宪法”保障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

展,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日本民主力量长期奋斗的成果,符合国

际进步潮流和日本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

路和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及其反宪法倾向。“和平宪法”

及其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军事力量

的发展,但从 5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不断出现要求修改宪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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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质的主张; 自卫队的活动, 实际已突破了“专守防卫”的范围。

(三)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鼓吹“修宪”的主要活动。“修宪”与“护

宪”的斗争,关系到能否减少和避免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大国的危

险。(四)“安保条约”和日本的军备扩张。

关于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组织的发展问题。应该阐释

的内容有: (一)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对军

国主义“整肃”不彻底; 军国主义势力的保留和重组; 大批旧军政人

员重返政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 重新武装日本和单

独媾和;政治上、经济上对日本旧体制和战争工业基础的利用保存

政策;《旧金山和约》及其影响。(三)国内右翼势力发展的主要特

点。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国内具有比较深远的社会背景, 在政

治观念、意识形态、组织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 与历史上的军国主

义存在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四)当前右翼势力的组织及其重要动

向。右翼势力活动是日本的耻辱,它直接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其他被

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和亚洲国家关系的

和平发展。

以上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课题内容, 仅是笔者基于目前

研究状况的分析而提出的初步拟议, 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内容无

疑还会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作者何理, 1937年生, 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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