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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

林晓光
　 　

　　内容提要 　近年来 ,日本的右翼团体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日益猖獗 ,

每每在历史问题上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日本的右翼势力是如何发

展而来的 ,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 对于日本政治外交和

国家发展方向 ,对中日关系和亚太地区和平 ,将可能造成何种影响 ? 是人们

所关心的问题 ,本文将就此做一简要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介绍。

关键词 　日本 　右翼 　思潮与团体 　历史与现状

在 20 世纪的日本近现代历史上 ,右翼团体一直是一个“老资

格”的活跃角色 ,日本 100 多年来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幕

前幕后 ,都有右翼团体或明或暗的憧憧鬼影 ,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

并不光彩、但却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 ,考察日本右翼团体及其右

翼思潮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对于我们认识时至今日仍然猖狂活动

的日本右翼及其对于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 ,都是

有意义的。

一

右翼团体自诞生之日起 ,就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怪胎。

早在日本明治时期的 1881 年 ,日本近代右翼团体的开山鼻祖平冈

浩太郎、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就提出了“敬戴皇室 ,爱重本国”的

口号 ,反对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欧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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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右翼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付诸实施 ,他们成立了右翼团体“玄

洋社”,是为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 ,成为右翼国家主义运动之

源。此后 ,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先后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团体 ,其荦

荦大端者如“黑龙会”、“犹存社”、“民间社”等 ,虽名目不同、口号各

异 ,但思想渊源无不出于“玄洋社”。一时间 ,日本列岛上右翼团体

纷纷鼓噪出笼 ,犹如过江之鲫。①

20 世纪初 ,是日本右翼团体在组织上和右翼思潮在思想上都

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思想上 ,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等所谓右翼“理论

家”先后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文明》、《大日本帝国主

义的使命》等著作 ,鼓吹用皇国至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等思想理

论改造日本 ,是为右翼思想的集大成者。② 在组织上 ,日本政府为

扩大对外侵略 ,为加紧从思想和行为上控制国内舆论和民众 ,于

1910 年将全国各地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

宗旨的在乡军人团体统一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以民间团体的

面目出现 ,鼓吹军国主义 ,支持对外扩张 ,配合官方镇压国内反战

运动。这一具有官方背景的右翼团体与所谓民间右翼团体不仅在

政治口号、思想理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热衷于暴力的行为特

征 ,也与右翼团体动辄大打出手的特征如出一辙。这样一来 ,一些

具有在乡军人身份的右翼分子同时加入了民间右翼团体和“帝国

在乡军人会”,使这两个团体在人员构成和组织功能上的联系进一

步加强巩固 ,在思想理念上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进一步同流合污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

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吹鼓手和马前卒。

日本的大正年间 (1911 —1924 年) ,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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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成为日本国内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 ,各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的报刊 ,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各种进

步活动风起云涌 ,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市民“米骚动”,左翼进步力

量逐步壮大。为镇压国内进步力量 ,日本政府一方面动用国家专

政力量实行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鼓动右翼团体出手。各右翼团体

原来就是为了与左翼对抗而形成和发展的 ,此时遂倾全力走上街

头 ,与左翼团体正面冲突、大打出手 ,企图以街头暴力阻止社会主

义思潮的传播和国内进步运动的发展。从此 ,右翼团体以“为国分

忧”的“侠义右翼”自居 ,并进一步介入国家政治权利的争夺和角

逐 ,也促使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因此 ,日本右翼的形

成与发展特点之一 ,即是右翼往往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而存在和

发展的 ;在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左翼 ,后有右翼 ;先有左翼的进步思

想 ,后有反对左翼思想的右翼主张。这一消极、被动、从属性的特

点 ,尤其以日本的右翼最为突出。

日本昭和 (1925 —1989 年)初年的 20 世纪 30 年代 ,日本军国

主义法西斯势力加快了夺取政权的步伐 ,图谋尽快建立法西斯军

事独裁。与军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的右翼团体也不再满足于仅仅

在统治体制的外围摇旗呐喊. 配合行动 ,他们伙同军部法西斯势力

将恐怖暴力行动的频率和规模都大大升级 ,接二连三地制造政治

性暴力事件 ,试图以凶杀和流血恐吓民众 ,为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

统治鸣锣开道。1930 年 ,滨口雄幸首相被“血盟团”的右翼分子刺

伤 ,不久伤重身亡。1931 年 ,军部法西斯分子和右翼团体狼狈为

奸 ,叫嚷着“一人一杀 ,一杀多生”,制造了更多的流血事件。2 月 9

日 ,刺杀了民政党核心人物、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3 月 5 日 ,

又刺杀了三井公司的董事长团琢磨。5 月 15 日 ,连现任首相犬养

毅也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1936 年 ,军部法西斯分子和右翼团体

以“樱会”为中心 ,制造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政变 ———“二二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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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变中 ,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

边锭太郎等 3 名高级官员被杀 ,首相冈田启介也遭到右翼分子追

杀 ,侥幸免于一死。在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中 ,右翼团体

为虎作伥 ,助纣为虐 ,不仅伙同军部法西斯势力镇压左翼进步力量

和国民反战运动 ,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暴力打击对象的范围 ,开始向

不积极支持国家政治全面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

开刀 ,既推动了日本国家政治外交和社会思潮的军国主义化和法

西斯化 ,也促使右翼团体的力量迅速膨胀起来 ,成为日本国内一支

逆历史潮流而动、令人谈虎色变. 闻之丧胆的政治力量。据日本警

察厅公安二课的统计 ,到 1939 年 ,日本全国共有右翼团体 1733

个、成员 182192 人 ,达到了战前右翼团体有组织力量的最高峰。①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41

年 12 月 9 日 ,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把战火烧到了几乎整个亚太

地区。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侵略 ,加强国内法西斯专制和恐怖主

义统治 ,日本政府把全国所有的民间政治性团体统一组成“大政翼

赞会”,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右翼团体也进一步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

主义战争体制的一个子系统 ,为虎作伥 ,充当了把日本人民引向惨

痛灾难和罪恶深渊的反动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大兵以战胜者的身份耀武扬威

地踏上了樱花之国 ,叼着玉米芯烟斗的美国远东战区司令长官麦

克阿瑟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为了使日本不再成为胆敢与美国在

太平洋上一较短长的对手 ,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了带有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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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性质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思想和社会各

个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日本政府秉承美国占领军的意志 ,于 1946

年发布了“敕令第 101 号”,又在 1949 年颁布了《团体规正令》,严

厉禁止右翼思想的宣传和右翼团体的活动 ,宣扬军国主义和从事

暴力的右翼团体均被强制限期解散 ;其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转归

国库 ;骨干分子被褫夺公权 ,不得从事政治性活动 ,不得担任国家

公职 ,不得出任教育和媒体的从业人员。曾几何时气焰甚嚣尘上、

不可一世的右翼团体一时间内树倒猢狲散 ,不得不偃旗息鼓、销声

匿迹。

但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将对日政策从

“抑制”改为“扶植”,并加紧推动在“宽大的条件”下尽早实现对日

媾和。美军占领当局宣布解除对右翼分子的“褫夺公权处分”,右

翼分子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 ,战前的右翼团体绝路逢生、死

灰复燃 ,战后新成立的右翼团体也先后出笼、应运而生。他们本性

不改 ,重新活跃在日本国内舞台上 ,或开着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

穿梭大街小巷 ,声嘶力竭地沿街叫嚷 ;或扎起头巾、挥舞着垒球棒 ,

冲击左翼进步团体的集会游行 ;或竭尽流氓无赖之能事 ,邮寄手

枪、子弹 ,恐吓各界进步人士。早在 30 年代就以制造流血恐怖事

件而臭名昭著的“血盟团”也趁右翼团体疯狂活动之机死灰复燃 ,

在老首领井上日召的率领下成立了“日本同盟”。著名的右翼头

目、原大日本生产党总裁吉田益三 1952 年 8 月在大阪成立了以旧

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据日本警察厅统计 ,到 1952 年右翼团体

“全日本反共同盟”成立时 ,日本全国已有 270 多个积极上街活动

的右翼团体、总共约四、五万人。① 而据日本公安调查厅的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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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53 年 ,全日本共有 750 个右翼团体。① 这 2 个统计数字相差

较大的原因 ,在于后者包括了右翼团体的支部。无论如何 ,2 个数

字都足以说明日本右翼势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为了避免美军占领

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整肃或压制 ,无论是死灰复燃的老右翼 ,还是刚

刚成立的新右翼 ,大多标榜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 ,其思想主张和纲

领口号几乎与美国的占领政策完全一样 ,并不突出其军国主义或

国家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旧金山和约”签定后 ,日本右翼势力

认为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于是再一次公开打出

了“天皇制国体”、“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号 ,鼓吹“忠君、反

共、修宪、强兵”,要求恢复到战前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 ,抛弃了民

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外衣。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 ,日本全国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如火

如荼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国民斗争 ,仅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 ,就发动了 23 次全国性统一行动 ,参加人次多达 1 亿 1500 多

万 ,动员民众之广泛、声势规模之浩大 ,在日本国民运动史上前所

未有。为了镇压这一国民运动 ,日本政府调集了庞大的警力 ,右翼

团体也狐假虎威、蠢蠢欲动 ,配合警察与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

相对抗。1960 年 6 月 5 日 ,“维新行动会”等右翼团体协助警察野

蛮镇压日本“全学联”的游行队伍 ,造成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

死亡、555 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这一类热衷于街头暴力的右翼团

体被称为“行动右翼”,他们不仅参与镇压左翼力量和国民运动 ,也

疯狂地袭击、恐吓各界进步人士以及与他们政见不同的各界知名

人士 ,甚至在公开出版物中鼓吹暴力。右翼头目井上日召在 1947

年出版《日召传》时 ,还故做姿态地声称 :“非合法运动的时代已经

过去”,要通过合法的方式“致力于日本的新建设”。但在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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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版这一自传体著作时 ,就公开叫嚣 :“现在日本结束了占

领”,“已经进入了强力的时代”,“我也恢复了自由”,“我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革命者”,自传的书名也改为《一人一杀》,腾腾杀气 ,跃然

纸上。①

1960 年 10 月 22 日 ,参加过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右翼

分子山口二矢在一次群众集会上 ,于众目睽睽之下 ,刺杀了主张民

主、和平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961 年 ,一伙右翼分子因

不满“中央公论”所刊登文章的观点和政治倾向 ,竟然袭击了中央

公论社社长岛中的住宅 ,致使 2 人受伤。1968 年 ,一些右翼团体

甚至策划以暴力冲击访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企图制造重大的

国际事件 ,只是由于日本警方戒备森严 ,才未能得逞。因此 ,这一

时期的日本右翼势力以亲美、反苏、反共、反左翼等特征 ,作为思想

与行动的基本方针。但对于日本右翼来说 ,“亲美”仅仅是迫于美

国强大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手段。右翼头子赤尾敏坦

承 :“我的亲美反共不是从属于美国 ,而是谋略。因为单靠自卫队

无法保卫国家 ,必须依靠美国。”② 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也认为 :

右翼的“亲美政策不是本质 ,是战术策略。现在美国为了保卫美国

不得不加强日本。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 ,强大战败以来凋敝不

堪的祖国 ,提高祖国的地位”。③ 因此一旦日本经济发展. 国力强

大起来 ,右翼就迅速把“亲美”方针改为“反美”方针。

进入 70 年代 ,一批在理论和口号上有别于“传统右翼”的“新

右翼团体”出现。1970 年 ,池田喻出版了《日本的右翼》一书 ,公开

批判战后以来日本右翼的“亲美反共”路线。他认为 :“支持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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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政府 ,赞成从属于美国的安保条约 , 背离了明治维新以后

的右翼传统。不要忘记 ,正是资本主义经常是右翼的敌人。”首次

提出“反美”、“反体制”的“新右翼”的口号。而日本著名作家三岛

由纪夫的自杀事件则使“新右翼”进一步从主张的更新发展到行动

的改换。“一般而言 ,把三岛事件之后的新民族派运动称之为新右

翼。也有人说‘是三岛缔造了新右翼’。”① 铃木邦男于 1973 年 5

月创立的“一水会”,被认为是“新右翼”的第一个团体。所谓“新右

翼”,系“指战后产生的、反对战后右翼‘重视反共 ,拥护体制’,主张

回到右翼运动的‘反体制 ,国家革新’的本质原点 ,为此不惜使用暴

力的团体及个人。由于是以批评既有右翼的形象出现于媒体上 ,

所以被称为‘新右翼’。昭和 45 年 (1970 年) 11 月的三岛事件给高

呼‘打倒战后体制’的民族派学生以强烈冲击 , (三岛宣言)中‘从国

家寻求生命以上的价值’一语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 ,出现了继承三

岛精神的团体 ,是为’新右翼’的诞生”。②

“新右翼”的特点 ,一是反美反苏。他们认为 :美苏合作建立的

“雅尔塔体系”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被称作 Y. P 体制) ,是导致

日本战后“半殖民地状况”的“罪恶之源”; Y. P 体制在日本的建立

是反天皇、反国家、反民族的 ;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 ,是

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导致了日本的“自虐史观”;“日美安全保

障条约”像“紧箍咒”一样 ,束缚了日本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军事力

量的手脚 ,使日本难圆“军事大国”之梦。而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

的苏联则占领了北方四岛。所以他们不仅反苏、也反美。特别是

随着日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逐渐激化并日益扩展到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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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领域 ,致使双方在心理感情上的抵触和对立表面化 ,“新右翼”更是

全面否定了“传统右翼”的“亲美反苏”路线。

二是反对现行体制。他们把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体

制看作是美国一手炮制的“畸形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恢复

到战前的天皇中心、军部专制的政治体制 ,所以反对支持现行政体

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作为政党后盾的经济界。① 1975 年 ,日本政

府批准了“防止核扩散条约”,右翼团体认为这等于是在核武装问

题上作茧自缚 ,不仅大声鼓噪公开反对 ,而且殴打了当时的首相三

木武夫。1977 年 ,被称为“财界大本营”的财界四团体之一“经团

联”的总部 ,也因强有力地支持战后的政治体制而遭到右翼团体的

袭击。但不论新、老右翼团体在政治理念、行动口号上有何分歧 ,

其政治主张在反共这一点上并无二致。荒原补水认为 ;右翼团体

“没有一个不高举反共的大旗”。② 战后以来 ,日本共产党一直是

右翼团体暴力活动的主要目标 ,日共基层干部被刺杀 ,日共活动场

所被捣毁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1973 年连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也

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 ,幸未遇难。1981 年 12 月 ,日本民族独立义

勇军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放火 ,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承认东京审

判的欺骗性、犯罪性 ;为被以战犯名义镇压的日本人恢复名誉 ,进

行赔偿 ;宣布占领军强加的宪法无效 ,并进行道歉 ;对美国文化在

日本的泛滥谢罪 ;废弃日美安保条约 ;撤走作为日本民族奴化象征

的美军基地”。③

因此 ,新右翼实际上继承了战前右翼的全部思想主张 ,是战前

右翼势力的重新组织和改头换面。日本警方认为 :“新右翼是以

·781·

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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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杀’、‘一杀多生’为基点的战前‘革新右翼’,是战前制造

‘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二二六事件’的有

关人士及战前民族主义领导人培育出来的精神。”“新右翼”是战后

诞生的本流右翼。①

80 年代以来 ,日本国民对右翼团体动辄上街鼓噪、制造音声

污染和频频采取暴力恐怖的行为日益反感 ,对于右翼团体主张把

日本拉回到战前去的政治诉求也毫无兴趣。右翼团体眼见成了人

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遂在口号、行为和组织上进行了一些换汤不换

药的变革 ,以邀买人心 ,争取国民的支持 ,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社会

基础。一是开始注意国民人心所向的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提出

了“节约能源”、“制止公害”、“保护日本清洁的河山”等口号 ;二是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 ,日本政府提出了“政治大国”、“国际大国”的

发展目标 ,右翼团体也明确要求从苏联手中“夺回北方领土”,以及

针对美国提出“反对农产品自由化”等口号 ;三是大肆鼓吹迅速扩

充军备 ,把自卫队改为正式的军队 ,研制核武器、实现核武装 ,向海

外派遣军事力量 ;明目张胆地要做军事大国。②

在组织上 ,由于警方对黑社会和街头暴力活动的严密查缉和

大力打击 ,一些从事黑社会活动的右翼团体为了维持生存 ,改头换

面 ,摈弃单纯的暴力犯罪活动 ,以政治性团体自居 ,开始从事表面

上合法的政治活动 ,被称为“标榜右翼”。据日本警察厅 1989 年的

统计 ,由黑社会暴力团演变而来的政治性右翼团体 ,在全日本共有

340 个 ,核心成员 4000 多。③

实际上 ,信奉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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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团体与崇尚“一刀一枪”的黑社会暴力团体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

他们在政治理念和恐怖行为上 ,本来就是如出一辙、身兼二任的 ,

右翼团体与暴力团是日本社会中两位一体的双头怪蛇。但不管右

翼团体如何变化 ,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尤其是恐怖暴力行为从来就

没有停止过。1989 年 ,2 名右翼分子驾驶着满载汽油桶的卡车 ,试

图冲击竹下登首相的官邸。同年 5 月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山口鹤

男因遭到 2 名右翼分子袭击而受伤。1990 年 1 月 18 日 ,长崎市

市长本岛因发表了“天皇也负有战争责任”的见解而遭到右翼分子

的枪击 ,身受重伤。当年 2 月 21 日 ,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中曾根康

宏的选举事务所也受到右翼分子的袭击和破坏。

三

在日本国内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 ,右翼团体虽然人数不多 ,

仅占全日本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 ,但具有人员少、能量大、活动频

繁、气焰嚣张、肆无忌惮等特点 ,对日本政治发展方向和国民政治

意识倾向的潜在影响 ,不容忽视。尽管右翼团体一直以来都是日

本统治阶级所用来维护保守体制、对付革新势力的工具和打手 ,但

一旦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引起国民的不

安和国内局势的动荡 ,就将不利于日本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所以

日本统治阶级也对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

战后以来 ,日本警方每年均能抓获大量从事街头暴力活动、触

犯刑律的右翼分子 ,其中 50 年代平均每年 80 人 ,60 年代平均每

年 250 人 ,70 年代 500 人左右 ,80 年代则上升到 600 人以上 ,特别

是 1982 年 683 人 ,1983 年 690 人 ,是为战后的最高记录。鉴于右

翼团体活动猖狂 ,日本警察厅发出紧急指示 ,要求各地警方加紧取

缔右翼团体的街头暴力活动。东北地区警视厅专门成立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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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调集 100 多名干练的警官 ,集中对付右翼团体的暴力犯罪活

动。在警方的大力打击下 ,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有所收敛 ,被捕人

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到 1989 年下降为 218 人。① 但这仅仅是右

翼团体的发展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并不等于右翼团体的势

力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沉重打击 ,也不等于右翼团体甘心从此退出

政治舞台 ,一遇到适宜的环境和气候 ,右翼团体就会迅速卷土重

来、兴风作浪。90 年代以来 ,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政

治情势保守化 ,右翼团体趁机再次活跃起来 ,。据日本警察厅

199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1990 年犯罪情况统计”表明 ,右翼团体

因进行街头暴力而导致的发案率和被捕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17. 9 %和 9. 3 %。② 因此日本警方于 1991 年起草了一项新法律 ,

谋求更为有效地控制右翼团体的暴力犯罪活动。据日本《警察白

皮书》各年版记载 ,右翼团体的组织规模和成员人数自战后以来一

直呈比较稳定的状态。1963 年时有 400 个团体 ,11. 5 万人 ,1972

年有 500 个团体 ,12 万人 ,1980 年为 700 个团体 ,12 万人。③ 另据

日本平凡社 1982 年版《百科年鉴》记载 ,当年日本右翼团体有 720

个 ,12. 5 万人。日本《选择》月刊 1989 年 1 月号所载《现代“右翼”

之研究》中的统计数字则为 ,1988 年全日本右翼团体有 840 个 ,成

员 12. 5 万人。同一刊物 2000 年 5 月号的统计数字为 ,右翼团体

900 个 ,成员总数 10 万人。④

从上述这一组数字中 ,可以发现战后日本右翼团体在组织和

人员上的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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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团体个数不断增加 ,但骨干成员基本稳定。12 万人左

右的骨干成员人数虽然比战前的 18 万人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

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了基干队伍的稳定。这就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

题 :11 右翼团体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方式得不到广大日本国民的认

同和支持 ,只能代表日本社会上极少部分人 ;21 在当今日本社会 ,

仍然存在着右翼团体赖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

经济、思想、心理等多方面的条件。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逻辑的发展和必然 ,即右翼团体个数增加

和人员稳定的特点 ,必然导致右翼团体平均人数的下降和每个右

翼团体组织规模的缩小。从 1963 年到 1989 年 ,右翼团体的平均

人数从 287. 5 人减少到 148. 8 人 ,减少幅度达 44. 42 % ,突出表明

了日本右翼团体小型化的趋势。据日本《右翼团体要览》的资料 ,

全日本右翼团体中 100 人以下的小型团体占 73. 51 % ,其中 10 人

以下的超小型团体占 36. 33 % ,甚至出现了“几人一党”,“一人一

团”的情况 ,以及仅仅一个人却达打出不同名目的多个组织的好几

个旗号来进行活动的极端现象。① 这一类小型团体往往具有行踪

飘忽、聚散不定、分化多变、难以防范的特点 ,常常出其不意地制造

流血暴力事件 ,令日本警方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第三 ,是右翼团体的基干人员总人数虽然只占全日本人口的

千分之一 ,但他们活动能量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数 ,对于日本的社

会思潮、政治倾向和民族情绪所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就更不是这

个比例数所能反映出来的了。比如 :1992 年 2 月 ,右翼团体“大日

本爱国党”年仅 20 来岁的相原修一手持枪、一手握刀 ,闯进位于东

京永田町的自民党总部 ,占据了自民党总裁办公室。此事一举轰

动日本全国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直到 7 个多小时之后 ,才以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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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自动向警方投降而告结束。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影

响 ,对于右翼团体的鼓舞和对于右翼思潮的推动 ,又岂能仅仅以个

人行为而等闲视之。

尽管在警方的统计数字中 ,日本右翼团体仅有 10 来万人左

右 ,最多不过 12 万人。但被称为右翼理论家的荒原补水却宣称 ,

日本全国的右翼分子共有 353 万人。① 这一数字虽与警方的统计

数字相差甚远 ,却也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右翼理论家是在夸大其

词、故弄玄虚。因为日本警方统计的人数只包括那些积极参加街

头暴力犯罪活动的右翼分子 ,即只有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

全构成直接威胁或侵犯的右翼分子 ,才会被警方记录在案。而荒

原补水所说的“353 万人”则包括了大量在思想上认同右翼团体的

政治理念 ,接受右翼思潮的观点 ,心理上和意识深层同情右翼分子

的所作所为 ,对国内外事物按右翼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以右翼的价

值标准做判断的日本人 ,他们被称为“穿西服的右翼”。这些人并

不参加某个具有具体组织形态的右翼团体 ,也不参与右翼团体的

街头暴力活动 ,只是接近或参加某个具有右翼倾向的文化或宗教

团体 ,他们甚至往往不承认自己是右翼分子。但他们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却是右翼团体的潜在同盟者和后备队 ,一旦国内外局势发

生重大变动 ,右翼团体猖狂活动之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很容易从

思想上的右倾转为行动上的坚定右翼。② 尤其是一些在日本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等领域拥有较大影响的“名人”,对

于日本的政府决策和国民意识的潜在影响 ,更是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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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日本 ,右翼团体的兴衰成败历来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

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尤为明显。许

多著名的右翼团体头目 ,往往出任政府或军队的高级职务。如 :

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日本首相广田弘毅 ,就是日本近代第

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的重要成员。明治时期成立的“帝国在乡

军人会”,在军部法西斯专政时期是“敕令团体”,其会长有末精三

曾以陆军中将衔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 ;战后 ,这一组织摇身一

变组成了“日本乡友联盟”,其成员多为持“大东亚战争史观”的退

伍军人。而右翼团体“新日本协议会”的首领安倍源基则在战前出

任过内务大臣、警察总监。号称“右翼帝王”的儿玉誉士夫 ,曾在中

国的上海组建特务组织“儿玉机关”,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 ,对中

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被远东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

犯 ,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后 ,又成为右翼团体“青年思想研究会”

的会长。① 这些事实情况无可辩驳地说明 ,右翼团体在战前的政

治化、国家化 ,右翼分子的一身二任 ,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

思潮的右倾化、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 ,最终导致日本国家的军国

主义法西斯专政。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也使右翼团

体与日本统治阶级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一些臭名昭著的右翼分

子已无法挤入日本政坛的前台 ,更多的政治家也顾及公众形象不

再大事招摇地自我标榜右翼主张。右翼团体恢复战前“皇国政体”

和天皇权力中心的政治诉求 ,更与维护议会制、政党制、内阁制、普

选制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统治阶级主流派的政治主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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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冲突。因此 ,与日本现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自民党总部、“经

团联”总部 ,以及多位现任首相的官邸 ,都曾遭受过“反体制”的右

翼分子的暴力袭击。

而且右翼团体崇尚血腥暴力 ,动不动就制造暴力流血事件 ,或

者开着架起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街头横冲直闯大声鼓噪 ,不仅引

起广大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 ,也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安宁和稳定 ,不

利于资产阶级制度的长治久安 ,所以日本统治阶级在一定时期和

一定情况下 ,也对右翼团体的活动采取过一些压制和打击的政策

措施。早在 50 年代 ,日本政府就曾修改刑法 ,增加了专门针对街

头暴力活动的条款。日本警察厅也曾多次发布紧急指令 ,要求各

地警察当局加紧取缔右翼团体的暴力恐怖活动和黑社会的暴力

团。1991 年日本国会还通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以取缔街头暴

力活动为目的的专项法案。但这些措施大多是针对右翼团体的暴

力行为而采取的治标办法 ,并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右翼团体得以生

存发展的社会基础。从本质和整体上看 ,日本统治阶级与右翼团

体互相利用、互为需要、互有所求的关系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资产阶级标榜“民主”、“自由”、“人权”,在一般情况下 ,不便于随心

所欲地、无所顾忌地对国民和左翼运动使用暴力统治工具 ,为保持

所谓“公权”、“公正”、“公平”,有时需要右翼团体的大声鼓噪和暴

力活动阻遏国内左翼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

稳定。

实际上 ,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某些头面人物其实在骨子里从未

真正放弃过“种族优秀”、“皇国中心”、“领导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

思想 ,右翼团体的大呼小叫正好说出了这些人朝思暮想 ,但碍于身

份、地位和时机不能说、也不便说的话。利用右翼团体的甚嚣尘上

和大打出手 ,既可以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为日本走向“世界大

国”鸣锣开道 ,又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和国内和平进步力量把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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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主流派 ,“以民间行为 ,政府不便干预”为借

口 ,逃避政治责任。从这个“暗渡陈仓”、“移花接木”的意义上看 ,

右翼团体能够在战后日本死灰复燃、以至今日气焰嚣张、不可一

世 ,就不足为怪了。或许可以说 ,右翼团体正是日本现行政治体

制、统治机器和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许多右

翼团体头目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见到日本政坛上声名显赫的政治

家。1987 年 ,右翼团体“大东塾”的头目就国旗、国歌问题与首相

竹下登长谈。1989 年 ,“战前派”右翼分子中村武彦与首相宇野宗

佑在首相办公室商谈皇室继承税问题。1990 年 ,右翼团体“日本

民主同志会”在京都为会长松本明重举行葬礼 ,1500 多名参加者

中不乏国会议员或政府高官 ,自民党的头面人物福田纠夫、中曾根

康弘、竹下登等人也都送了花圈。① 日本统治阶级对右翼团体的

另眼相待 ,于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当然 ,右翼团体也投桃报李 ,有钱者出钱资助政党竞选 ,无钱

者或摇旗呐喊助威、或大打出手撒泼 ,使尽浑身解数为日本统治阶

级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早在 1955 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

并时 ,“右翼帝王”儿玉誉士夫就曾拿出一大笔钱帮助自民党纾解

建党之初的财政困难。反过来 ,右翼团体也要借助大权在握的执

政党和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重建皇国日本”。目前已经

制订为法律的“建国纪念日”、“年号法”、“国旗 (太阳旗) 国歌 (《君

之代》)法”等 ,都是在右翼团体大力推动下 ,由国会通过并颁令全

国执行的。1999 年 8 月初 (当时笔者作为访问学者正滞留日本东

京) ,正当日本国会讨论表决《国旗国歌法》之际 ,东京的右翼团体

多次出动 ,举行游行示威 ,几百辆漆成黑色或迷彩色的宣传车 ,成

千名身穿迷彩服的右翼分子缓缓地行进在最繁华的市中心 ,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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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里不断传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和战前的军歌声 ,为推动该法

案的通过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右翼团体与日本统治阶级之关系的密切程度 ,从其资金来源

也可管中窥豹、略知一二。右翼团体号称“民间组织”,以从事政治

活动为主、经营性活动为辅 ,缺少固定收入 ,因此从财大气粗的统

治阶级手中得到财政支持 ,对于右翼团体的生存与活动是必不可

少的。这种支持在战前主要是靠军部的保护和财阀的施舍 ,在战

后则趋于多渠道、多元化 ,金额也有所增加。一是企业的“捐赠”。

其实这种“捐赠”并非企业的自愿行为 ,而是迫于右翼团体近似于

流氓无赖的敲诈勒索不得不“花钱免灾”。企业若不向右翼团体交

钱 ,右翼团体或者邮寄恐吓信、威胁恫吓 ,或把企业、银行登出的广

告转登在自己办的小报上 ,然后登门索取广告费。总之 ,各种“集

金”手段层出不穷 ,直到企业自动交纳“捐赠”为止。二是组织巡回

小队 ,到全国各地拉“赞助”。右翼团体“大日本菊水会”从 1981 年

开始走遍日本征集签名 ,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 ,所到之处均有收

获 ,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威逼恐吓强拉硬要的伎俩。三是向政界人

士伸手。右翼团体“防共挺身队”总队长福田进曾不无夸耀地说 ,

只要去拜访政界人士 ,绝对不会空手而回 ,再不济也能弄个 5 万日

元的“小费”。① 四是将资金投入股票、不动产或贸易、商业、制造

业 ,通过表面上正当的经济活动谋取利益 ,以补充经费的不足。不

过其中最主要的来源还是统治阶级的慷慨解囊 ,这是右翼团体最

基本的资金来源。80 年代 —90 年代 ,在日本被曝光的几乎所有丑

闻中 ,都有大企业向右翼团体提供资金的黑幕 ,连著名的证券公

司、大银行也不例外。经济上源源不绝的“奖赏”,清楚地说明了日

本统治阶级与右翼团体政治上互相利用、思想上彼此认同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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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据日本内阁自治省统计 :1978 年 381 个右翼团体申报了资金

收入 ,总金额为 10. 2 亿日圆 ,平均每个右翼团体为 270 万日圆左

右。1988 年申报资金收入的右翼团体增加到 655 个 ,总金额为 66

亿日圆 ,为 10 年前的 6 倍多 ,平均每个右翼团体的收入超过了

1000 万日圆 ;其中年收入超过 1 亿日圆的有 6 个 ,超过 5000 万日

圆的有 20 个 ;而年收入为 0 的右翼团体的数量则从 1978 年占总

数的 66 %下降为 1988 年的 33 %。① 上述数字可以说明 ,右翼团

体的资金收入 ,无论是整体规模、平均水平 ,还是增长的幅度和速

度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资金收入的不断增加 ,成为右翼团体得以

长期存在和猖狂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是 ,1997 年日本著名的证券

公司和大银行向“总会屋”(右翼暴力团体控制之下一种组织 ,专门

在收取银行或大公司的好处费之后 ,在股东大会上秉承公司方面

的意旨 ,或压制普通股东 ,或制造混乱干扰会议的顺利进行 ,为维

护和实现银行或公司的利益效劳) 提供好处费的事件被媒体曝光

以后 ,日本警方开始取缔“总会屋”及其背后的右翼暴力团组织 ,企

业在向右翼团体提高资金时也更为谨慎。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

迷 ,很多企业以业绩不佳为由减少或停止对右翼团体的“赞助费”,

不再订阅右翼团体出版的刊物。右翼团体资金来源减少 ,只好停

办刊物 ,关闭事物所 ,以降低开支。②

五

日本的右翼团体派系众多、五花八门 ,有继承战前谱系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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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右翼”,有热衷于街头暴力活动的“任侠右翼”和“行动右翼”,有

强调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新右翼”,也有专门从事政治思想研究

和宣传的“思想右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无论属于何种派系

的右翼团体 ,在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

要是 :

11 鼓吹“皇国史观”,推崇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和复古主义的

传统思想 ,主张使日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恢复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前的政治状况 ,试图拉历史倒车。

21 强调“皇权至上”,主张建立一个如同战前那样 ,以天皇至

高无上的权力为中心、以军部独裁为本质特征 ,以右翼势力为基本

主体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右翼团体“八千矛社”提出 :“日

本国宪法改变了日本三千年的历史与传统 ,是日本被占领的屈辱

的纪念碑。日本要达到真正的独立 ,就要废弃占领宪法 ,复活日本

帝国宪法。”①

31 鼓吹“种族优秀论”,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崇尚以力服

人、一刀一枪的武士道精神 ,奉行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

行为准则 ,歧视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 ,以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自

居 ,主张通过征服他国来建立日本的国际领导权。

41 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现行和平宪法 ;要求

修改《自卫队法》,在内阁设立“国防省”,把自卫队改编为正式的国

防军 ;主张废除“无核三原则”,开发核武器 ,发展核力量 ;要求废除

“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主张向海外派出自卫队 ,以军事大国的实

力地位和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解决国际问题 ,承担更为广泛的国际

安全义务。认为“支持腐败的自民党政府 ,赞成从属于美国的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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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这与右翼的传统毫无关系”。①

51 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右翼势力的诞生与发

展 ,一直与反共联系在一起。20 世纪初 ,随着日本国内社会主义

运动的高涨 ,右翼势力也猖狂起来 ;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 ,

也是与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以后 ,日本国内左翼运动空前高涨紧

密联系在一起 ;右翼总是作为左翼和进步运动的对立面出现在日

本的政治舞台上。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认为 :“750 个右翼团体没

有一个不是高举反共的大旗。”②

61 在对外关系上 ,右翼团体几乎是反对和否定一切国家。对

美国 ,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束缚了日本的自由发展 ,反对政府在日美

贸易摩擦中态度软弱、让步过多 ,主张坚决反击美国对日本的“敲

打”。对俄罗斯 (苏联)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任何方式夺回北

方四岛。对中国 ,反对政府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钓鱼

岛”等问题的处理 ,美化侵略历史 ,否认侵略战争 ,鼓吹“自由主义

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要求改变“自虐的东京审判史观”。在

我国领土钓鱼岛上树立灯塔和神社、涂写反华标语 ,在大阪召开否

认南京大屠杀的会议。从而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从学理的角度严格地说 ,日本的右翼团体并无系统完整的理

论体系和政治纲领 ,往往是拾近代以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

牙慧 ,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口号和主张 ,与其说是理论思想 ,不如

说是观点的堆积、情绪的发泄、心理的变态、行为的偏执和歇斯底

里的发作。日本东北福利大学教授崛雄幸认为 :如果说右翼团体

有所谓理论 ,也只能算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战后右翼

在理论上并无创新 ,所谓荒原补水、小岛玄之一辈的“右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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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不过是把战前右翼的理论学说加以修饰改造 ,涂上了时代

的油彩而已。① 奈谷浦太郎也指出 :“战后右翼的主要特征就是无

思想性和行动的虚无性。”②

无论如何 ,日本右翼团体的“理论思想”和暴力行为逆历史潮

流而动 ,代表了日本社会中落后野蛮的部分 ,其反动性是其政治诉

求的落后性和行为方式的野蛮性所决定的。

11 右翼团体以“武士”的传人自居 ,信奉“强权即是真理”和刀

剑枪炮的威力 ,嗜好暴力流血的恐怖行为 ,或开动架有高音喇叭的

宣传车喧哗鼓噪于大庭广众之中 ,或大打出手于光天化日之下 ,违

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运作程序和游戏规则 ,既破坏了社会秩序

的稳定 ,也干扰了国民生活的安宁。因此日本的媒体经常收到国

民的来信、来电 ,严厉谴责右翼团体妄图“以暴力恐怖的方式挽救

和治理日本”是对历史与和平的反动。

21 右翼团体尽管派系众多、口号繁杂 ,但其本质特征和价值

取向基本是一致的 ,都是主张封建的皇权中心 ,要求回到战前的皇

国时代 ,恢复历史上专制暴虐、野蛮落后的传统 ,这种倒退复古的

政治主张 ,违反了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和国民的愿望。

31 右翼团体以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

的政治理念 ,否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理念核心的自由、平等、人权、

博爱等价值标准 ,违背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41 右翼团体狂热地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要求正

式建立国防军和派兵海外 ,妄想重温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

迷梦 ,竭力推动日本政治向右转 ,不仅将会把日本引到半个世纪前

的灾难道路 ,也必将给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亚太地区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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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发展带来新的威胁。因此日本右翼虽然只是国内力量 ,却成

为地区内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由于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以及日本国

内政局的分化组合 ,日本社会党等左翼革新阵营的力量和政治影

响急剧下降 ,使得以反共、反苏为号召的右翼势力失去了意识形态

和对抗行动的对立面 ,不能不再一次调整策略方针 ,进一步向极端

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以“民族主义的回归”作为口号。日本右翼

团体的政治活动范围有所扩大 ,几乎对所有重大的国内外问题均

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支持 ,竭尽全力表明自己的政治

理念和力量存在 ,力图推动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政治思潮

向右转。

在思想理念和口号主张上 ,右翼团体不再提“反共、反苏”,而

是提出“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皇国民族国家”,“同一血族

和民族魂”,强化了民族和文化的特色 ,甚至堂而皇之地叫嚣起“八

一宇”、“尊皇攘夷”、“神国日本”等战前右翼的口号。皇国宪政

党、皇道青年会、日本皇民党、大日本八 塾、大日本殉皇会、大日

本报皇会、皇道民族联盟、皇道维新塾等军国主义气息浓厚的右翼

团体也层出不穷。由此可见 ,日本右翼的所谓“民族主义回归”,实

际上就是回归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对外关系方面 ,右翼团体主要是攻击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

和韩国、朝鲜。1996 年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一时紧张 ,日本

420 个右翼团体 ,约 1520 人 ,上街游行示威 ,呼喊反华口号 ,肆意

攻击中国 ,批判日本政府的对策。1997 年发生教科书问题时 ,右

翼势力动员了 1710 个团体 ,7120 人 ,出动宣传车 1860 辆次 ,在全

日本各地展开“不能容忍自虐性的教科书”的街头宣传活动 ,并在

东京捣毁了反对右翼所作所为的民营广播公司的大门。1996 年 1

月到 1997 年 5 月 ,右翼团体因教科书问题对出版社进行威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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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已达 140 多起。1996 年 7 月 ,日韩围绕竹岛 (韩国称为独岛) 发

生纠纷 ,日本右翼团体制造了冲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和烧毁车辆

的事件。1997 年 1 月 ,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日本 ,右翼势力动员

800 多个团体 ,约 3670 人 ,出动宣传车 1080 辆次 ,在广岛、大分等

地举行抗议活动 ,并向韩国驻大阪领事馆扔燃烧瓶。1998 年 8

月 ,日本右翼团体认为朝鲜发射了穿越日本上空的导弹 ,采取了大

规模的抗议行动 ,动员了 820 个团体 ,约 3820 人 ,出动宣传车 990

辆次 ,抨击旅日朝鲜人总会 ,要求日本政府加强防卫力量。12 月 ,

又刺伤了主张开展对朝鲜贸易的新 市市长 ,并采用暴力阻止朝

鲜轮船“万景峰号”进港。① 由于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 ,损害了日

本的国家形象 ,因此日本警方对右翼团体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

当年 ,警方一共取缔了 254 起右翼团体的街头暴乱 ,逮捕 380 人 ,

搜缴 107 支枪械。

在内政方面 ,右翼团体也加大了对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

的批判 ,竭尽全力推动日本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的“保守化”和“右

倾化”。日本右翼团体声称 ,1995 年是战后 50 年总清算的“斗争

之年”,为反对国会通过“战后 50 年决议”,动员了 200 多个团体.

2100 多人 ,出动了数百辆宣传车 ,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1997 年 ,

住宅金融专业公司的丑闻被曝光后 ,右翼团体也动员了 180 个团

体 ,约 1200 人 ,出动宣传车 400 辆次 ,上街游行示威。由于扰乱了

治安秩序 ,被警方立案侦察 208 起事件 ,324 人被捕 ,116 支枪械被

收缴。大藏省官员贪污事件发生后 ,右翼团体又一次纠集 330 个

团体 ,约 680 人 ,出动 160 辆宣传车 ,开展抨击政府的宣传活动。

日本警方立案侦察了 936 起事件 ,逮捕 1239 人 ,收缴了 82 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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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①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 :“战后右翼只不过是在行动上继承了战前

右翼的思想 ,即国家主义的传统 ,那就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暴力活

动。”② 目前 ,日本国民对右翼团体的逆流而动和街头暴力越来越反

感 ,社会各界对右翼团体的批评也比比皆是 ,加上警察当局对街头

暴力活动的大力取缔 ,使右翼团体的活动空间有所萎缩。同时冷战

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 ,暴力和动荡越来越不受欢迎。

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日本左翼力量逐步

削弱 ,政策主张向保守政党靠拢 ,所以为与左翼对抗而出现的右翼

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随之减弱。特别是战后以来的右翼

头面人物纷纷死去 (1990 年 2 月 6 日 ,赤尾敏死去。同年 2 月16 日 ,

头山满的孙子在其父墓前自杀。1992 年 6 月 10 日 ,战后右翼理论

家苇津真彦病死。1993 年 10 月 20 日 ,新右翼的代表人物野村秋介

自杀) 。③ 使得所谓“本流右翼”、“纯正右翼”逐渐走向没落。

但右翼团体的骨干队伍大体上依然故我 ,“潜在的右翼”也大

有人在 ,右翼团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并未

从根本上改变。尤其是走上街头的行动右翼与活跃在文化、教育、

思想、出版、政治、经济等各界的右翼正在进一步互相结合、互相呼

应 ,以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作为幌子的右翼思潮和活动正在发展。

如 :每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对坚持历史真实的媒体或出版社

以及个人发起文字攻击时 ,右翼团体的暴力攻击也会接踵而至。

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藤冈氏与其研究会起着右翼行动的

‘司令塔’的作用。”④ 而高桥史郎、入川智纪等右翼团体“日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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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协议会”的 10 名右翼分子 ,又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

因此 ,值得注意和忧虑的恐怕不是街头右翼的吵吵嚷嚷、打打闹

闹 ,而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出版等各界上层的右翼化倾向。

1990 年 ,在东京举行了纪念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 20 周年的

“忧国祭”,日本的文艺界、出版界和社会上还兴起了一阵不大不小

的“三岛热”。1992 年 2 月 ,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相原修一

手持刀、一手拿枪 ,闯近自民党总部 ,占领总裁办公室长达 7 个多

小时。1996 年 ,右翼团体“大日本青年社”在我国领土钓鱼岛上建

立灯塔 ,并登岛活动。2000 年 1 月 ,又是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公

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

事实说明 ,在当今日本 ,右翼团体仍然本性难移、怙恶不悛 ,仍

然在处心积虑地妄图使日本倒退回战前的时代。正因为如此 ,如

何对待右翼团体的存在和活动 ,如何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

路 ,如何防止右翼的政治思潮进一步泛滥乃至左右日本的政治发

展方向 ,如何向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清楚而明确地表明日本国家

和民族将来是否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仍然是进入 21 世

纪的日本政府和国民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也许还是像崛雄幸教

授所说的那样 :右翼团体所鼓吹的陈旧思想和反动观念仍然存在

于日本的社会意识之中 ,只有经过一场思想理念和心理深层的真

正的“文艺复兴”,才能彻底清除右翼团体得以滋生繁衍的社会思

想基础。① 日本才能真正地实现整个民族和全社会的现代化。
(作者林晓光 ,1954 年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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