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崇与效忠：日本右翼的

天皇观论析

吴　限

　　摘　要：近代以来对天皇的神化，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也成为日本右

翼势力始终尊崇和效忠的绝对权威。右翼天皇观的确立即源于自身根深蒂固的尊皇理

念、武士道精神和浓厚的军国主义情节，也是确立自我认同，维系自身存在的现实选择。

天皇观在右翼思想构造中或显或隐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即强调右翼在理念上与其保持高

度一致，又规制右翼行动以维护天皇利益为旨归。天皇观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和终极利益

诉求在战前指导了右翼势力从事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在战后又成为右翼势力意图修

改和平宪法、推翻雅尔塔体系和扩充军备，甚至恢复天皇专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依据，对

右翼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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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皇太子德仁亲王继位日本新天皇，在位３０年的明

仁天皇正式退位，“平成时代”随之落幕，日本皇室开启“令和”新时代。

纵观世界政治史，日本天皇制无疑是现存历史最为久远又独一无二

的政治制度，对日 本 方 方 面 面 的 影 响 亦 深 刻 持 久。天 皇 之 于 日 本，无 论

是战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战后的象征天皇，一直备受国民崇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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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政治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日本右翼势力①更是以“天皇观”为核

心，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其绝对尊崇和效忠。

　　一、神国思想与天皇神性构成右翼天皇观的思想基础

　　历史上，日本天 皇 一 直 自 诩 为 神 的 后 代，作 为“现 人 神”万 世 一 系 统

治日本。天皇崇高地位与其神性的确立不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根

源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塑 造 和 宣 扬，这 是 一 场 典 型 的“造 神 运 动”。其 中，

被誉为日本国史巨著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两书主要从 神 国 思 想 与 天 皇 神 性 化 两 个 层 面 建 构 具 有 内 在 推

演关系的所 谓 日 本 是 神 国、天 皇 及 其 皇 室 是 神 祇 后 裔 的 历 史 逻 辑。如

《古事记》描述日 本 诞 生 的 由 来 称，天 地 混 沌 初 始，上 界 的 一 对 夫 妇 神 伊

邪那歧命与 伊 邪 那 美 命 奉 众 神 之 命 前 来 固 定 日 本 国 土，后 生 育 了 名 为

“四国”“隐岐国”“筑紫岛”“九州”“对马岛”“壹伎岛”“佐度岛”“本州岛”

等八个子女，即构成日本国土主要部分的“大八岛国”。由此完成日本国

乃由神所生即日本是神 国 的“创 世 说”。《日 本 书 记》大 抵 采 取 了 相 同 言

说方式，将日本描 绘 成 神 之 国 度。在 逻 辑 上，神 国 创 世 说 的 完 成 为 之 后

描述日本皇室来历做了铺垫，使皇室的神性说有了国土这个实体依托。

上述两书在描述 日 本 皇 室 来 历 时 皆 把 上 界 高 天 原 的 主 神 天 照 大 神

奉为崇高无比的 日 本 的 祖 神，称 天 照 大 神 神 谕 苇 原 中 国 为 吾 统 治 之 国，

应由众神统治之，最后天照大神让其孙迩迩艺命下界去统治日本②，并赐

予八尺勾玉、八咫 镜 和 草 雉 剑，此 三 种 神 器 亦 成 为 日 本 天 皇 正 统 与 万 世

一系的重要象征。

之后，天孙迩迩艺 命 的 儿 子 火 远 理 命 和 孙 子 草 茸 不 合 命 相 继 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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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并无统一概念，一般指顽固守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 想 理

念或有此思想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根据其所处时代和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其核心 思 想

和主要行动表现为：宣扬“日本神国论”，主张大和民族种族优秀；基于皇国史观维护 天 皇

地位并绝对效忠之；反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否认和美化侵略 战 争、

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等。
〔日〕万安侣：《古事记》（第二卷），邹友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６页。



日本初代天皇“神 武 天 皇”即 为 草 茸 不 合 命 之 子 神 倭 伊 波 礼 毗 古 命。从

伊邪那岐命到神武 天 皇 的 神 代 谱 系 就 此 完 成。按 照《古 事 记》中 有 关 皇

室谱系的说法，“神武天皇”便是 统 治“葦 原 国”的 天 照 大 神 之 孙（简 称 天

孙）的直系后代，所 以，日 本 史 书 也 把 天 孙 下 界 来 统 治 日 本 称 为“天 孙 降

临”。这个杜撰出来的神话其目的在于，不仅使“天照大神成为整个日本

民族共同的 氏 神、祖 神，同 时 也 被 奉 为 日 本 国 家 的 肇 国 之 神，众 神 皆 为

“天照大神的血脉”①，由此确立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神代谱系的开端。

到了推古女王时期，皇室又对皇统谱系做了重新梳理，将公元前６０６

年作为日本第一代 天 皇 的 即 位 之 年②，皇 统 谱 由 此 向 上 又 增 加 了９代 天

皇③。新的皇统谱最 大 特 点 是 完 整 承 续 了 神 代 谱 系，皇 室 的 权 威 由 此 得

到进一步巩固。这 个 神 化 过 程 围 绕 天 皇 展 开，并 将 整 个 国 家 和 国 民、社

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全部嵌入其中，形成世俗与神化高度契合的皇道世

界。日本的神国创 世 与 天 皇 神 裔 说 皆 为 神 话 传 说，从 民 俗 学 意 义 上 讲，

这种神话传说固然对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乃至自豪感有其重要意

义，但神话并非历史，日本有意将神话与现实进行嫁接和拼装，让神话披

上历史的外衣，将 神 国 思 想 固 化 为 一 种 价 值 观 念 和 文 化 传 统，又 成 为 培

育国民的神国意识和民族归属感的有力武器。④

皇室谱系中记载的皇室承祚并非天皇个体间的传承，其背后彰显的

是日本历史的“连绵性”。即 日 本 的 皇 统、国 体、国 土 和 民 族 从 古 至 今 未

曾改变。而“万世一系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皇统与国运紧密捆绑，

使二者成为同义语，天皇祖灵成为大和国魂。天皇的独裁专制由此获得

天然的合法性，即“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从思想理念

到政治实践，不仅 天 皇 成 为 日 本 国 民 精 神 的 支 撑，天 皇 制 也 成 为 统 合 政

治认同、贯彻国家意志和维系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机制。

５３１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日〕谷省吾：『神道原論』、皇学館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９０頁。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１页。
〔日〕万安侣：《古事记》（第二卷），邹友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武寅：《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当然，从微观的视 角 看，日 本 传 统 文 化 对 天 皇 神 化 的 历 史 建 构 也 为

右翼天皇观的产生及确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思想养料”，成为

推动右翼勃兴的重要思想动力。

　　二、右翼天皇观的理念与行动

　　天皇观在右翼思想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右翼思想与行动层面具

体展 开 后 呈 现 三 重 内 涵，即：神 国 思 想 和 种 族 优 秀 论 来 源 于“神 国 创 世

说”；右翼“皇 室 中 心 主 义”思 想 的 原 胚 卵 生 于 天 皇“万 世 一 系 说；“使 命

说”构成其侵略扩张的旗帜。

作为战前右翼组织源头的“玄洋社”与“黑龙会”，从成立之时就以神

国思想 为 根 据 宣 誓 效 忠 天 皇。玄 洋 社 的 纲 领 开 宗 明 义 宣 称“敬 戴 皇

室”①，将尊崇天皇作 为 根 本 宗 旨。黑 龙 会 在 其 纲 领 中 同 样 宣 称“将 致 力

于恢复肇国之 宏 旨，阐 明 东 方 文 化 之 大 道”，“发 挥 天 皇 主 义 之 妙 谛”以

“巩固皇国之基础”②，并将天皇比喻为太阳，称“皇道犹如太阳之光，不仅

照耀日本，同样 也 照 耀 西 洋……”③。总 之，战 前 传 承 于 玄 洋 社 和 黑 龙 会

的诸多右翼团体都顽固继承了尊皇的思想传统。

天皇观指导下的日本右翼在行动上凸显“维护纯洁之日本精神”“解

放亚洲之有色人种”两大使命。即以极端的文化保护主义立场守护和弘

扬日本精神的纯 粹 性，坚 决 抵 制 从 观 念 到 制 度 的 全 盘 西 化；大 和 民 族 天

生种族优秀，必须要执“东洋之牛耳”，担负起与白种人（西方）对抗，解放

亚洲诸国的崇高使命。

右翼宣扬的两大使命既是其称霸世界的旗帜，又构成其对外扩张的

理论基础，并在行 动 上 指 引 其 积 极 充 当 日 本 政 府 对 外 扩 张 的 鹰 犬，参 与

侵占台湾、独霸朝 鲜、分 离 满 蒙 进 而 侵 略 中 国 的 军 事 行 动。日 本 右 翼 的

使命观将亚洲诸民族置于低于大和民族的劣等地位，是一种典型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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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玄洋社社史编纂会１９１７年版、第２２５頁。
〔日〕崛幸雄：『右翼词典』、岩波書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２７頁。
〔日〕内田良平研究会：『国士内田良平その思想と行動』、展転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０４頁。



歧视和极端民族主义，其认识论背后深刻反映出明治维新后实现富国强

兵的日本急于征服中国成为亚洲霸主的野心。

如前文所述，天皇与国家是绝对统一的，因此，在战前日本右翼的话

语系统里，“天皇观”与“国 体 观”也 是 同 一 的。国 体 本 意 指 国 家 的 性 质，

亦称国家的阶级本质，它体现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但是

在日本的场域却 含 有 历 史 的、伦 理 的 特 殊 含 义，被 作 为 主 张 天 皇 统 治 的

正当性、优越性、特 殊 性 的 政 治 意 涵 而 使 用。国 体 无 非“朕 即 国 家”的 另

一种表述①，即日本的国体就是天皇独裁专制，强调维护国体，就是要求

全体国民敬戴皇室，对天皇绝对效忠。

战后右翼势力 虽 曾 因 日 本 战 败 和 ＧＨＱ的 严 厉 取 缔 而 一 度 销 声 匿

迹，但经历了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恢复阶段，６０－７０年代的发展阶段，８０至

９０年代的充实阶段后，至今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随着自身体

量的膨胀，战后右翼实力寻求历史正统性和意欲继承战前右翼思想的意

志变得尤为强烈。尽管战后实施象征天皇制，但天皇观思想在战后右翼

的思想谱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如在１９５４年东山再起的大东塾，高调宣

扬“天皇护持”“皇室中心主义”等战前尊皇思想，企图恢复天皇的独裁统

治；因对天皇不敬和 在 天 皇 战 争 责 任 问 题 上 的“错 误 态 度”，而 制 造 刺 杀

中央公论社社长的“嶋中事件”、枪击长崎市长的“本岛事件”等②，而枪击

细川护熙首相的理 由 更 荒 唐，仅 仅 因 为 细 川 说“那 场 战 争 是 侵 略 战 争”。

再如在靖国神社门前持 日 章 旗 鼓 噪 的 极 右 势 力 就 常 常 打 着“天 皇 万 岁”

等反动旗号，甚至连保守派政治家森喜朗也公然宣称 日 本 是 神 国，首 相

安倍晋三更是率众阁僚对天皇“三呼万岁”。对此，有学者评论称，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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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教育敕语》将皇祖皇宗视为国体精华，意在强调天皇的绝对统治；１９３５年的“国体明征运

动”和１９３７年文部省出版的《国 体 的 本 意》，都 意 在 宣 扬“万 世 一 系 的 天 皇 是 日 本 万 古 不

易的国体”。
“嶋中事件”：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公论》发表 了 深 沢 七 郎 的 小 说《风 流 梦 谭》。之 后，极 端

右翼分子以书中有对天 皇 及 其 皇 室“大 不 敬”之 言 论 而 刺 杀 中 央 公 论 社 社 长 嶋 中 鹏 二。
“本岛事件”：１９８８年１２月，长 崎 市 长 本 岛 发 表 了 昭 和 天 皇 有 战 争 责 任 的 见 解。此 后 的

１９９０年１月，本岛市长遭到一名极端右翼暴徒枪击而受伤。



的右翼思想几乎都以天皇信仰的复活为最大特征。①

同时也应看到，在历史语境中，战后不是对战前历史的复制，战后右翼

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战前右翼大不相同，自身处在变化之中。从天皇观

的视角看，战后右翼的变化根源于天皇与国体的分离，二者不再具有同一

性。战后日本在国家层面上接受ＧＨＱ（主要由美国主导）的非军事化、民

主化改造后，国体、政体都发生了本质变化，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同

时，《日本国宪法》又规定日本实行象征天皇制，天皇已无任何统治权力，只

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负责外交礼仪等事务。因此，战后右翼在继承战前右

翼思想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目标和行动选择。其变化主要表现

为：由国粹主义转向（极端）民族主义；极力反华、反共、防赤化和反工人运

动；由热衷对外扩张转向热衷介入领土主权争端；反对ＹＰ体制（Ｙ、Ｐ分别

是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日语罗马拼写的首字母），极力扩军修宪。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由热衷对外扩张转向热衷介入领土主权争端正

是右翼势力不断非法登钓鱼岛宣示主权，掀起“购岛闹剧”而导致中日两

国钓鱼岛危机的 思 想 动 因 所 在。还 有 通 过 暴 力、恐 怖 主 义 的 行 为 反 华、

反共、防赤化和反工人运动，这些活动除了导致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之外，

也加剧了一部分右翼势 力 向 带 有 黑 社 会 性 质 的 暴 力 团 体 蜕 变。有 统 计

数据显示，从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因 暴 力 行 为 被 逮 捕 的 右 翼 团 体 成 员 就 达

１１５３９人，被起诉者３８６０人，免 予 起 诉 者１６００余 人②。右 翼 偏 向 通 过 暴

力野蛮方式向社 会 扩 散 影 响 力，向 政 府 施 压 以 彰 显 自 我 的 存 在，凸 显 了

“没有暴力的右翼是没有意义的”③。

其中的反对ＹＰ体制和极力扩军修宪已成为战后及当下右翼势力极

力推进的政治目标。其动机无非是不满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日本的处理，

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为日本军事大

国化铺路，而在极右翼势力看来，修改和平宪法则是复辟天皇独裁统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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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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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日本帝国荣光的必由之路。如１９５２年７月成立的，作为战前右翼团体

“东亚联盟”的继承者“东亚联盟同志会”在其纲领中标榜“自卫中立、政治

独立，经济自立、亚洲解放”，主张“建设以民兵组织为主的新军备，坚决要

求外国军队撤出日本，废除安保条约；修改宪法，回复民族的自立和独立；

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是日本领土，必须收复，废除雅尔塔秘密协定；清除国民

教育的殖民地性质，激发民族意识。”①还有战前重要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

党”在１９５４年的复党宣言中称“我党坚决排斥保守各党及社会、劳农、共产

诸党的阶级偏见”“废除占领宪法、制定独立宪法”“确立政治、军事、经济的

自卫力”。再如，战后右翼组织“全爱会议”在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策划下

炮制出一个和《明治宪法》类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该草案宣称“我

们需彻底抛弃主张主权在民、民主主义、放弃战争的现行日本国宪法，制定

一部主权在君、家族主义、积极的世界和平主义和再军备的新宪法”。②

最具代表性的 当 属 三 岛 由 纪 夫 和 他 的“盾 之 会”。三 岛 由 纪 夫 是 日

本著名作家，但被世人所熟知还因其极端的右翼活动。三岛深受尊皇思

想的影响，是一个 极 端 的 天 皇 中 心 主 义 者。自 少 年 时 代 就 崇 拜“二·二

六事件”中发动政 变 的 法 西 斯 青 年 将 校，并 歌 颂 他 们“纯 正、无 私、果 敢、

年轻，他们的死成为所有神话般英雄的原型……表露出勇士和英雄的形

象”③。三岛主 张 复 活 天 皇 的 统 治，“否 定 天 皇，则 是 日 本 文 化 的 真 正 危

机”，当务之急是把“天皇和军队用荣誉的链条连接起来”以抵御“议会制

的民主主义破 坏 日 本 文 化 的 连 续 性、全 体 性”④。为 此，三 岛 专 门 成 立 宪

法研究会，研究修 宪 问 题，其 中 包 括 删 除 宪 法 第 九 条，明 确 规 定 要“将 自

卫队建立成国军”，规定“国军以护持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制定非常事态

法，强化对非常事态的处理，赋予自卫队根据需要机动出击”权力⑤。这

份修宪草案虽然是在１９７０年前后提出的，但其中删除宪法第九条，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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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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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保阪正康：『憂国の論理――三島由紀夫と楯の会事件』、講談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１頁。
〔日〕三島由紀夫：『文化防衛論』、『中央公論』１９６８年。
〔日〕繁田千治编：『日本右翼の动向と现势』、公安資料協会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０２頁。



队国军化，紧急事 态 处 理 等 主 张，与 现 在 日 本 保 守 政 治 势 力 推 行 的 修 改

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权限等政策有共通之处。为达目的，

三岛于１９６９年组建“盾之会”，并于翌年策动自卫队发动军事政变。政变

以失败告终后，三岛羞愤自杀。但其后以“一水会”为代表的新右翼势力

则继承了三岛精神，继续推动日本修宪强军。

从日本右翼的以上言行不难看出，战后右翼继承了战前右翼尊崇天

皇、热衷军国主 义 的 思 想 理 念。这 些 主 张 不 仅 与 日 本 政 坛 上 意 欲 修 宪、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理念十分接近，而且更为新右翼

势力的崛起奠定思想基础，确立政治诉求和运动方向。

当然，战后右翼也常 打 着“民 主”“和 平”“自 由”的 旗 号，甚 至 在 纲 领

和团体名称上也 大 肆 标 榜。但 事 实 明 证，右 翼 如 此 行 事 并 非 和 平、民 主

的观念深入其心，不 过 是 政 治 投 机 行 为，借 这 些 进 步 词 汇 来 粉 饰 和 掩 盖

自我的丑行，蛊惑 民 众 而 已，在 其 壮 大 后 便 会“脱 下 了 民 主 主 义、和 平 主

义的法衣，露出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铠甲”①。

　　三、天皇观之于右翼的意义与影响

　　日本右翼的思想和行动根本上受“天皇观”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并以

维护天皇的利益为终极目的。“右翼思想的底盘是建立在日本的历史和

传统之上，而‘天皇论’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②受此影响，右翼理论家

北一辉提出日本的近代化与西方无关，是大和民族古来的“兴国精神”推

动的结果。北一辉所 说 的“兴 国 精 神”其 内 涵 无 非 就 是 神 创 日 本 之 后 天

皇奉祖神“天照大 神”之 命 君 临 日 本，实 施 独 裁 统 治。在 右 翼 看 来，明 治

维新以及由此走向近代化之路并非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推动，完全是

“大和民族兴国精神”这个内生力量催生的结果。具言之，明治政府成立

后，天皇被以萨长 藩 为 主 的 政 治 精 英 重 新 树 立 为 最 高 权 威，以 填 补 幕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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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台后的政治权力真空。神 权 与 世 俗 权 力 双 双 复 归 后 的 天 皇 作 为 神 圣

不可侵犯的统治者 以“五 条 誓 文”为 兴 国 之 基，施 行 明 治 维 新、富 国 强 兵

之策而使日本成功 走 上 了 近 代 化 之 路。北 一 辉 的“兴 国 精 神”论 调 实 际

上代表了整个右翼对日 本 近 代 化 的 片 面 理 解。将 日 本 实 现 近 代 化 完 全

归功于天皇，以至于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日本民众对历史的主要

推动作用，充分表明日本右翼的天皇观具有“犬儒主义”政治观和唯心主

义史观的双重属性。

右翼视天皇为国之根本，把进行对外扩张的行动看做是增进天皇的

福祉，把国内与天 皇 为 敌，企 图 颠 覆 天 皇 制 的 政 治 势 力 视 为 不 共 戴 天 的

仇敌而成为“天诛”的 对 象。① 右 翼 的 行 为 实 际 上 进 一 步 强 化 了 天 皇“万

世一系”的独裁统治。

从右翼的思想构成看，天皇观对于右翼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衍生和凝

聚其他右翼思想的“催 化 剂”和“粘 着 剂”，以 天 皇 观 为 核 心，包 括 神 国 思

想、使命观等其他 右 翼 思 想 围 绕 其 形 成 一 种 近 似 同 心 圆 的 环 形 结 构，天

皇观居于内核，神国思想次之，使命观则居于外层，并且三者内在建立一

种逻辑关系。即神国思想把岛国日本说成是神创之国，推导出日本是神

之国度，进 而 导 引 出 神 国 日 本 万 邦 无 有、大 和 民 族 优 越 无 比。在“神 国

观”的基础上，把天皇系谱与神族系谱进行嫁接，杜撰出日本皇室一脉是

神的后代，天皇自 然 具 有 神 性，作 为 现 人 神 万 世 一 系 统 治 日 本。由 于 天

皇至高无上，君 临 日 本，施 行 绝 对 的 天 皇 专 制，所 以 天 皇 就 是 日 本 的 代

表，由此形成的国家意识即国体意识也就转换为天皇意识。国体意识与

天皇观二者又以神国思想的存在为其成立的逻辑前提，并以神国思想中

的天皇的神性属性为本质特征。

这种思想结构形成并固化以后，神国思想与天皇观（国体意识）在右

翼的对外行动论上又泛化为一种“使命观”，成为“使命观”存在的逻辑前

提，而“使命观”所鼓动的“维护纯洁之日 本 精 神”“开 万 里 波 涛”“效 忠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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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等极端思想不 啻 成 为 右 翼 服 膺 日 本 国 家 对 外 扩 张 战 略，积 极 充 当 法

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 和 鼓 手。而 在 战 后 右 翼 思 想 构 成 中 天 皇 观 经 历

了战后初期的压制和平民主思潮而被淡化，但它仍隐匿于右翼思想的深

处，并以所谓的反“ＹＰ体制”“扩军修宪”等极端思 想 主 张 与 行 动 而 显 现

出来。

从政治权利结构 看，当 天 皇 居 于 权 利 金 字 塔 的 塔 尖，其 下 的 官 僚 臣

民就要绝对服从和效忠，确 立 自 己 作 为“天 皇 的 臣 民”与“天 皇 之 间 的 隶

属关系。”①由天皇专制确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促使全体国民自觉服

从、服务于天 皇 的 领 导，把 个 体 的 利 益 与 天 皇 的 福 祉 绝 对 地 统 一 起 来。

可以说，只要打出“国 体”的 旗 帜，几 乎 所 有 的 党 派 团 体 在 右 翼 的 攻 击 面

前，都要首先声明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行 动 与“国 体”决 不 矛 盾②。这 种 思 想 不

仅弥漫于日本各 个 阶 层，成 为 普 遍 价 值 认 同 和 共 同 的 行 动 规 范，对 其 历

史也产生深远影 响。可 以 说，日 本 历 史 上 的 革 命、运 动 或 战 争 几 乎 都 不

会触及天皇本人，更不会推翻天皇制，相反无不打着天皇的旗号，以所谓

的“清君侧”“增进天 皇 陛 下 福 祉”之 命 而 发 动。天 皇 制 的 这 种 独 特 性 甚

至于迫使美军不得不以保留天皇制来诱使日本最后投降，以及驻日美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未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实施“象征天皇制”。

但应看到，日本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天皇独裁制度而极力向日本民众

灌输天皇神性的洗脑政策既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也异化了民

众的理性认知，将其禁锢在充满神秘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封建思想体系

里，甚至导致民众对战争的正义性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维护天皇陛下的利益是评判战争正义性的唯一标准。为了“扶翼皇运”，

国民要时刻准备牺牲以尽忠心。其实，这是明治以来国家长期有意识对

国民进行神国教 育、国 体 宣 传 的 结 果，也 是 战 前 日 本 右 翼 虽 然 人 数 不 多

但民众基础十分广泛的 原 因 所 在。朱 谦 之 认 为 对 天 皇 尊 崇 的 传 统 进 行

鼓 吹，其 实 是 反 历 史 的 反 动 思 潮，也 是 日 本 现 代 法 西 斯 运 动 的 哲 学 根

２４１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日〕鈴木正幸：『国民国家と天皇制』、校倉書房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１頁。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９２頁。



据。① 受此思想影响，日 本 举 国 以“一 亿 玉 碎”的 忠 君 之 心 服 膺 军 国 主 义

侵略战争，并甘愿充当炮灰，终酿成兵燹之祸的同时，也留下惨痛的历史

教训。

神国创世说、国家神国说以及天皇神性说为日本右翼思想的形成提

供了重要的因子。右翼从诞生之初即已确立对天皇的绝对尊崇与效忠。

当然，右翼天皇观的形成一方面是日本传统尊皇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映而嵌入到其思想根部之故，另一方面也是右翼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

现实需要。只有尊 崇 天 皇 才 能 获 其 庇 佑，只 有 高 举 天 皇 的 旗 号，才 能 获

得合法性和正义性，赢得更多民众和政治势力的支持。战前右翼自不待

言，即便是身处实 施 象 征 天 皇 制 的 战 后 右 翼 势 力，其 思 想 与 行 动 也 强 烈

彰显继承战前右翼思想，顽固守持天皇观理念的特质。如右翼头目铃木

善一遑称“被成为右翼的思想家们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历代天皇

的诏敕将日本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一以贯之”②。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天皇在右翼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意义在于为

其确立了政治目标和存在的根据。换言之，如果将天皇观从右翼的思想

理念中剔除，不仅 其 组 织 会 因 失 去 共 同 的 政 治 目 标 而 分 崩 离 析，其 思 想

也将变得混 乱。实 际 上，当 下 的 右 翼 势 力 正 在 趋 于 理 论 贫 困 和 无 思 想

化。回望历史，日本右翼通过天皇观把天皇独裁与自身对其尊崇与效忠

融贯一起，在构建自我认同的同时又因顽固守持尊皇思想而最终走向历

史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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