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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瓶颈

寇春莹 , 魏桦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 北京 100091)

　　[ 摘要]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 , 就是日本政

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 ,

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日本政界要员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 也与日本九十

年代以来的国内政治 、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 同时参拜之举也是政客为迎合国内政治气候的一种政治手腕。进入新

世纪 ,中日两国只有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 , 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 , 坚持“以史为鉴 , 面向未来”

的原则 ,才能够保证中日关系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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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 这是中日两

国领导人在两国间三份重要文件[ 1] (P.517)中达成的共识。 然

而 ,近年来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

的健康发展。

一 、靖国神社概况

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 , 1879 年 6 月 , 明治天皇

决定将东京东山九段的招魂社改名 , 正式命名为“靖国神

社” 。祁隆在《靖国神社揭秘》一书中指出:在日语里 , “靖国”

是“镇护国家”的意思 , “靖国”即“安国” ,希望以靖国两字来

祭祀祖先 , 保护日本将来的福祉。因此 , 在日本文化中 , “靖

国神社”也就是安邦定国 、永事平宁的神社 , 供奉在这里的

“神”就是为把日本建成一个“和平” 国家和“保卫”日本而献

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 2] (P.14)

靖国神社的教义 , 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 , 即“ 安

魂” 。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 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

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 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 、为国

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即只有为天皇为

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 , 受到虔诚的祭祀 , 要

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 , 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 , 为

天皇为国家尽忠。在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 ,

靖国神社已经完全变为军国主义愚弄和笼络国民的宗教工

具。

那么 ,在广为亚洲国家瞩目的靖国神社里 , 究竟供奉了

些什么呢?

靖国神社中有一座被称为灵玺簿奉安殿的大殿。它建

于昭和 47 年 , 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 250 万军人的灵位 ,包括

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位。其中 , 有戊辰

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有为创建新政权而死于“佐贺之乱” 、“西

南战争”等日本国内动乱的人士 , 但更多的是在甲午战争 、日

俄战争 、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军人。

据统计 ,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 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丧生的 ,而在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

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 14 人 , 1978 年 10 月 , 这些双手沾

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灵位被以“昭和殉难者”的名

义从东京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

在靖国神社的乙级 、丙级战犯 ,合计 1000 余人。正是这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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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

目的“靖国神社问题” 。

二 、日本政界官员的“参拜史”

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后 ,占领军总司令部在 1945 年 12 月 15 日发出“神道指令” ,

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

离的原则 ,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2001 年小

泉参拜靖国神社后 , 今年 4 月 , 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宣判小泉

纯一郎“以内阁总理大臣之职进行正式参拜 , 属于宪法第二

十条所禁止的宗教活动范畴 ,是违反宪法的” 。[ 3]但是长期以

来 ,日本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 右翼势力不断施压 , 日本政府把 8

月15 日作为“追悼阵亡者和平祈祷日” , 此后一些政要相继

参拜靖国神社。 1975 年 ,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 8 月 15 日以

“私人名义”前往参拜靖国神社 , 首开首相参拜先例。[ 4]中曾

根康弘上台后 ,于 1985 年 8 月 15 日 , 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

份率 18 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 这是日本战后 40 年来第

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 并且选在了具有重

要象征意义的战败日。在遭到中 、韩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

的和平人士强烈谴责后 ,从 1986 年起 , 日本首相暂时放弃了

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然而进入 90 年代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

的日益“右翼化” ,日本政要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规模和频率

都超过以前 ,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后 , 更是愈演愈烈。

小泉上任之初 ,即宣称要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在战败日

参拜靖国神社 , 表示“并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

的” ,希望能够对那次战争中的日本战殁者表示衷心的敬意

和哀悼 ,并呼吁邻国不要再反对日本政客一年一度的参拜活

动。2001 年 8月 13 日 ,小泉纯一郎迫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 ,

提前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前发表声明说:之所以选在 8月 15

日前参拜靖国神社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 “作为首相 ,

对自己没有履行先前做出的承诺深表遗憾” ;在其参拜之后

的对外讲话中 ,小泉有意回避甚至不愿多提侵略战争 , 并以

“向所有的战争牺牲者致以哀悼”一句 , 将当年对亚洲人民犯

下累累罪行的战争罪犯纳进他的哀悼对象中;最后 , 在靖国

神社的留言簿上 ,小泉写的是“小泉纯一郎首相” 。

2002 年 4 月 21 日 , 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在

任首相。23 日 ,超党派议员组织“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

会议员之会”的 88 名参众议员 、90多名议员代表也浩浩荡荡

前往参拜 ,其中包括自民党 、保守党的主要负责人。 小泉参

拜之举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 作为代价 , 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友好交流气氛受到损害 , 中国决定推迟日本防卫厅

长官访华和中国海军军舰访日 ,两国政府间的高层交流滞步

不前。小泉欲在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之际以日本首相身份正

式访中的计划也被迫搁浅。

2003 年 1 月 14 日 ,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界反对 ,

在其任内第三次强行参拜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靖

国神社 ,不仅激起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 , 在日本国

内也引起强烈反应 ,抗议谴责之声不断。据中国青年报发自

东京的消息 ,《朝日新闻》当月 15 日发表社论 , 对小泉“缺乏

外交感觉”的行为提出批评 , 指出靖国神社是战前军国主义 、

国家主义的象征 ,是动员国民参战 、煽动战争思想的罪魁祸

首 ,如今又供奉着二战的甲级战犯 ,对这样的地方一而再 、再

而三地参拜 ,是不可能得到日本国民和周边国家理解的。此

外, 参拜行为也决不可能以个人思想信仰来做搪塞。该报指

出,小泉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 , 使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之际的访华愿望落空;如今 ,正当朝鲜核问题需要国际社

会协调合作时 ,小泉的再次参拜无疑给国际合作制造了障碍。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也发表了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的

谈话 , 以抗议小泉参拜, 并指出靖国神社不仅是战前军国主义

的象征 ,也是战后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分子的崇尚之地 , 首相

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参拜 ,都是肯定侵略战争的表现 , 是引起

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战争反省产生怀疑的愚蠢行为。小泉是第

一个连续三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 ,其责任重大。

三 、透视参拜问题的背后

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 ,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

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

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

家的今后走向。中日两国能够摆脱战争阴影 , 重新恢复邦

交 ,就是因为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那么在迈入新

世纪的今天 ,为什么日本政要仍然一意孤行参拜作为军国主

义象征的靖国神社 ,为双边关系的发展造成障碍呢? 究其原

因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从历史根源上看 , 战后美国采取扶日反共政策 , 使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势力未得到认真批判和彻底清算。 战

后初期 ,日本军国主义本应彻底铲除 , 但由于当时美国为了

利用天皇制占领 、统治日本 , 而免去了在远东军事法庭追究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 并使日本旧的国家组织 、人事系统得

以部分保留 ,这使日本错过了一次举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和

战争责任的机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 ,美国抛弃了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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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行的非军事化 、民主化政策 , 转而采取变日本为美国“远

东兵工厂”的政策 , 使日本成为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一

个前哨阵地 ,这样日本军国主义的部分残余得以保留下来。

1950 年 3 月 ,美国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释放了所有日本在押

战犯。一部分战犯 、旧军人 、旧职员后来重新进入政界 ,甚至

在美国扶植下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权。 战时东条英机内阁

工商大臣 、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岸信介 1957 年竟成为日本首

相。因此 , 什么是正义战争 , 什么是非正义战争 , 这个问题在

日本至今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许多民众更多地认为日本

是二战中原子弹的受害者 , 而对于加害国的定位则较为淡

化。于是 , 靖国神社也得以将二战中的战犯同以往日本历史

中的阵亡将士灵位加以笼统的祭祀和供奉 ,为政界人士以民

族传统为名义而“忽视”神社的特殊政治意义 、对神社中的战

犯牌位一同加以参拜提供了条件。由于对战争未能从一开

始就进行彻底的反省 ,日本国内的右翼思潮近年来得以日益

抬头 , 在审视历史 、评价战争等方面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情

绪 ,誓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的

角色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 , 大力鼓吹政要亲自前往参拜 ,

并且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小泉出任首相 , 得到了

党内右翼势力大力支持 ,自民党内某些幕后关键人物一贯支

持政要参拜 ,深受其影响的小泉公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 , 与

此不无关系。

其次 ,示强的民族心理及其滋生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方

面 ,日本有一种不服输不服气的民族气节 , 日本政治家有句

经典的描述是 ,日本这个民族是不会被打扁的。这种不服输

的民族气节经过内外环境的激化而愈加明显。另一方面 , 上

个世纪后半叶日本迅速擢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 使日本

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迅速膨胀 , 并达至根深蒂固 , 而随后

90 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长达 13 年的经济萧条 , 给日本国

内民众带来一种沮丧和失落感 , 由此而导致的心理错位 , 又

带给了他们某种振作的“动力” [ 5] (P.5), 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由此渐起 ,所谓的“谢罪疲劳论”大有市场 , 相当一部分官员

和学者更是宣扬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在对日本打“历史牌” , 激

起日本国内民众对这些国家的反感 , 社会舆论质问“日本究

竟要谢罪到几时” ;一些政界要人更加有恃无恐地表示要参

拜靖国神社 ,至于历史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正义与否 , 以及

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 ,都被抛之脑后。

第三 , 新生代政治家走上前台 , 政治气候改变。 上世纪

末 ,日本政界进行了新老交替 , 老一辈对战争有负罪感的政

治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 新生代的政治家 , 特别是参与防务

和外交领域的少壮派政治家 ,他们心中没有战争负担 , 历史

负罪感淡化 ,胸怀把日本塑造成为政治大国的抱负 , 强调日

本回归为“普通国家” ,摆脱历史的沉重包袱。 他们认为参拜

靖国神社属于“内政”问题 ,因受到中国 、朝鲜 、东南亚国家的

反对 ,首相就中止正式参拜 , 是“轻易地屈服于外国的恫吓 ,

歪曲了国家的根本” , [ 6] (P.336)视为不可容忍。同时 , 日本政

坛上一直主张走中立道路的政党 , 包括日本共产党 、社会党

等 ,在力量对比上相对于自民党 、保守党等保守力量 , 是处于

下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 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空气是“总

保守化” 。 2003 年 9 月 , 小泉顺利蝉联自民党总裁并保住了

首相位子;在 11 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 , 虽然民主党作为在野

党的力量在众议院里显著上升 , 对执政党形成一定牵制 , 但

是保守党新党随即宣布并入自民党 , 使三党联合执政变为自

民党和公明党两党联合执政 ,自民党主导的联合政权在众院

里依然保有绝对优势 , [ 7] 小泉的执政地位未受到强力削弱。

小泉纯一郎领导的自民党今年初通过了 2004 年运动方针 ,

确定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以“感谢和追悼战争牺牲者”以及

2005 年修宪等内容。看来 , 在小泉任内 , 靖国神社问题依然

会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之一。

最后 ,“参拜”行为本身成为日本政治家进行国内政治角

逐的一种策略。从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看 ,还看不到能突破

“靖国神社”这一外交瓶颈的出口。因为在日本 ,“参拜”实际

上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2001 年小泉上台 , 很大层面是借

助于小泉的改革旗号 、一改陈旧言论的作风和敢说敢做的鲜

明个性 ,才获得十年来鲜有的高支持率的。上台后 , 面对日

本经济疲软 、股市低迷 、失业增加 、人心浮动 、民心思变的状

况 ,日本政坛人物任何所谓变革的“果敢言行”都会引起关

注 ,小泉为了争取部分选民支持和迎合国民期盼强势政治家

出现的心理 , 利用“ 1955”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 、其

制衡功能日趋减弱的局面 , 希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大胆的

举动”为自己树立形象 , 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 、“敢于说

`不' ” 、“敢做别人所不为之事”的政治风格 ,拉拢部分情绪浮

躁的民众 ,维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这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 2001 年 8 月份的参拜。次年 4 月份 , 小泉已执政近

一年 ,但是不但改革未见成效 , 经济毫无起色 , 而且政坛丑闻

迭出 ,小泉的支持率从超过 80%下跌到 40%多 , 执政基础岌

岌可危。小泉亦希望通过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显示自己的强

势地位 ,迎合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势力和国内部分民众的

需求 ,维持执政基础。进入 2003 年 ,面对 9 月份自民党的总

裁选举 ,以及 11 月初的众议院选举 , 在自己地位并非稳如磐

石的形势下 ,为了防止反对势力攻击 , 迎合相当一部分日本

政界人士和日本选民的大国心理以保住部分选票 , 小泉已有

言在先 ,每年必参拜一次 , 作罢之念未见丝毫。

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日本政府官员不顾中国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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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人民的情感 、多次违背民意参拜靖国神社 , 中国政府

对此均表示了强烈愤慨 ,尤其是对高层官员挑选战败日进行

公然的参拜提出了严正抗议。因为靖国神社不仅具有宗教

性质 , 更具有严肃的政治性 , 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检验日本

政治家对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态度的试金石。中国等亚洲

国家之所以强烈反对日本首相等人参拜靖国神社 , 是因为他

们的参拜也意味着对甲级战犯的参拜 , 这使中国等亚洲国家

对日本政府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问题上的态度产生

了疑惑和不信任。中方一贯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 负

责任的日本政治家理应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反省这段历史的

诚意 ,而不应做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事

情。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愈益突出 ,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

展树立了重重障碍 , 而且严重冲击了两国关系的互信基础 ,

成为中日政府关系的一个瓶颈。

四 、结束语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中的一个

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

问题的实质也不在于“官方身份”还是“私人身份” , 而在于对

过去那场战争采取什么立场 ,要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什么样的

信息和导向。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

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

的今后走向 。正因为如此 , 是否参拜靖国神社 , 已成为衡量

日本政府对待那场侵略战争态度的标尺 , 也成了日本与亚洲

各国关系中的一个外交瓶颈。如何促使日本政治家在参拜

问题上端正态度 ,正视历史 , 尊重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 ,关系

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容忽视。

由于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 不仅关乎两国的国家利益 , 而且对亚

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 因此 , 尽

管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 ,但是

在努力跨越障碍的基础上 , 2003年两国关系还是取得了一系

列实际进展 ,这包括 5 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

的会晤;9 月 ,吴邦国委员长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5

周年之际对日本进行的成功访问;小泉首相多次强调日方也

要坚持“以史为鉴 , 面向未来” , 意味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开始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语言;通过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

茂访华 ,一度中断的中日军事交流重新启动;曾因小泉参拜

靖国神社而停下来的中日部长级会晤大都得到恢复;在解决

朝核危机的过程中 ,中国表示希望并支持日本发挥积极的和

建设性的作用 ,等等
[ 8]
。可以看到 ,在处理对日关系中 ,中国

政府表现的是非常务实的 ,充分体现了中国目前对日交往中

既讲原则性 、又讲灵活性。

应该看到 ,中国对日政策近几年来已经发生了“静悄悄

的变化” , 在历史问题上就是突破了就历史讲历史的框框 , 把

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不再纠缠于道歉

与谢罪的具体细节上 , 而是以历史作为中日关系的一面镜

子 ,防止日本国内的右翼或者狭隘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家走向

的干扰。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 , 主要是希望以史为鉴 ,

端正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 ,使两国今后的合作有一个更加健

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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