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天皇世袭制延续
至今的原因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在日本， 曾一度流行的皇国史观宣称， 日本自神武天皇以来， 天皇治世一脉相承， 即所
谓 “万世一系”， 从无间断。 毋庸赘言， 这种日本天皇乃 “万世一系” 之说缺乏根据， 但若称其 “千世一
系” 倒还基本符合史实。 总体来看， 尽管日本的政局经常风云变幻， 政权由摄政、 关白、 幕府将军到藩
阀官僚几经易手， 但直至今天， 天皇作为日本唯一合法的君主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本文对天皇在日本不
同历史发展阶段得以世袭延续的原因研究， 进行了概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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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最高统治者的

称 谓， 经 历 了 早 期 称 “王”， 4 世 纪 以 后 称 “大

王”， 7 世纪初称 “天皇” 的称谓变迁， ①明确建立

以天皇为中心的中 央集权国家 的方针， 则是 在 8
世 纪 初 《大 宝 律 令》、 《养 老 律 令》 公 布 实 施 以

后。 与较早出现的 “天皇” 称谓相比， “天皇制”
作为学术与政治概念出现得比较晚， 初见于共产

国际制定的 1932 年纲领中。 ②尽管如此， 中国学

者一般认为， 作为政治制度的 “天皇制” 的建立，
应该自日本大化改新以后就形成了， 虽然不同时

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从时间上来看， 天皇制可以

分为古代、 近代、 战后三个阶段； 从内涵上来看，
天皇制可以分为古代极权天皇制 （673－866）、 古

代象征天皇制 （867－1867）、 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

皇 制 （1868－1945）、 战 后 君 主 立 宪 象 征 天 皇 制

（1946 至今） 四种。 ③自 7 世纪以来， 虽然日本社

会经历了由贵族社会向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向资

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变， 但任凭社会如何动荡和

变化， 日本从未有过类似中国封建王朝频频发生

的 “易姓革命”， 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一直延续

了下来。 时至今日， 在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的日本， 没有姓氏和身份证， 也没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的日本天皇， 仍然被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
被 视 为 日 本 民 族 的 精 神 支 柱 ， 成 为 所 谓 的 日 本

“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 ④解析

日本天皇为何能够世袭至今的原因， 对了解日本

文化、 日本的国民性，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

论价值。 对这个问题， 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 人

类学家和心理学家， 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也发表

了很多相关研究论著。 下面， 笔者通过梳理诸位

先贤之研究成果， 略陈浅见。

一、 古代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古代日本天皇得以一系世袭的原因， 概言之

有如下两点：
（一） 以土地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是古代极权天

皇一系世袭的重要保证

一般认为， 天皇之所以能够一系世袭千余年，
首先是因为天皇曾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之故， 这

一点在古代极权天皇一系世袭上表现尤为明显。
马克思 1859 年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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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必 然 的、 不 以 他 们 的 意 志 为 转 移 的 关 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

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

有 一 定 的 社 会 意 识 形 式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现 实 基 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

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

意识。” ⑤简言之， 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

思考日本天皇世袭的原因时， 依旧不能忽略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 特别是在探讨

古代极权天皇和近代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时， 尤

其要关注经济基础的影响。
大化改新时期， 日本在经济上废除贵族私有

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 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

有， 使之成为公地、 公民， 实行班田收授制， 在

租税方面实行租、 庸、 调、 徭役制。 班田收授制

成为维持天皇大权和权威的经济基础。 明治维新

时， 明治政府通过地税改革， 使封建领主土地制

转化为地主土地制， 地税维系着近代天皇制官僚

体系， 近代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为近代天皇专权和

权威的经济基础。 一些日本左派学者早期的研究

论著， 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个基本原理来研究天皇

与天皇制问题的， ⑥而且， 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学界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⑦

但是， 如果仅仅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

系这一理论， 并不能对日本天皇世袭至今的过程

中发生的许多史事完全解释清楚。 例如， 9 世纪中

叶以后， 国有土地所有制瓦解， 私有庄园制兴盛，
断绝了维系天皇制官僚体系的财源， 天皇和皇室

的经济地位下降； 与之相反， 封建领主的经济实

力 则 日 渐 上 升。 天 皇 制 经 济 基 础 的 动 摇 和 瓦 解，
导致了中央权力的消弱和分散， 统治实权或旁落

外戚， 或旁落武士阶层， 或完全受幕府和将军的

制 约， 天 皇 几 乎 就 是 一 个 政 治 傀 儡。 按 照 常 理，
失去经济基础的古代天皇制， 也会随之土崩瓦解，
然而， 它却继续存在了下来。 在幕府统治下， 天

皇的权力虽然已经十分微弱， 但是， 幕府将军的

任命， 国家的重大事宜， 均需通过天皇发布诏书、
敕令来实现。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美国占

领当局的监督下， 实行了农地改革， 废除了近代

地主制， 作为近代天皇制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被

彻底地废除了。 天皇和皇室不但失去了固有的经

济来源， 而且现存的全部财产也被收为国有。 按

照 《日本国宪法》 规定： “皇室的一切费用， 必

须列入预算， 经国会议决”。 天皇和皇室成了名副

其实从国库领取薪金的人。 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 建 筑 的 原 理， 至 此 天 皇 制 也 理 应 寿 终 正 寝 了，
然而， 它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 却作为日本

国的象征、 国民统一的象征而留存至今。
因 此 ， 恰 如 王 金 林 指 出 的 那 样 ， 千 余 年 来

“一系” 的天皇与天皇制， 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

其不同的特征， 但彼此之间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和 连 续 性。 维 系 其 内 在 同 一 性 和 连 续 性 的 因 素，
不是物质的因素， 而是 “包括政治理念、 思想意

识、 宗教信仰、 传统习俗等方面” 在内的精神的

因素。 ⑧ “古代天皇制是以儒家思想、 佛教和神道

为支柱的； 而近代则是以国学 （神道）、 传统儒学

和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思 想 为 支 柱 的。 明 治 维 新 以 后，
西方思想的作用不可小视， 但其地位始终未超越

传统的国学和儒学， 其在天皇制的精神结构中占

主导地位则是在战后。” ⑨

（二） 日本文化家元的地位乃古代象征天皇一

系世袭的唯一依靠

在中日学界， 早在 20 世纪 70、 80 年 代， 就

已经有学者与王金林带着同样的问题意识开始研

究日本天皇制。 例如， 王家骅在研究儒家思想与

日本文化的关系时就曾指出， 7 世纪以后， 日本封

建统治者是在日本尚未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 而

国 内 外 形 势 又 迫 切 需 要 进 行 社 会 改 革 的 情 况 下 ，
援用中国儒学为其提供政治理念， 对儒学表示认

同 的。 中 国 儒 学 的 “天 命 ” 观 和 “王 土 王 民 ”、
“德治”、 “仁政” 思想等， 在日本由奴隶制社会

向封建制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 对建立古代天

皇制中央集权制度确曾发挥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⑩

再如， 日本学者朝尾直弘， 也曾在 20 世纪 70 年

代 就 探 讨 过 百 姓 的 王 孙 意 识 对 天 皇 世 袭 的 影 响

等。 輥輯訛但是， 在日本学界， 真 正 从 思 想 文 化 的 视

角， 全面深入地探讨天皇为何能世袭千余年之原

因的研究， 也是近些年才日渐增多， 其中， 著名

的日本中世文化史学家 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著

作较具代表性。 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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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学者间在谈到天皇为何能世袭千余年的

原因时， 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理由是， 因为天皇具

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以天皇能够一系世袭至今。
例如， 在中国学界， 有的学者通过将日本的天皇

与中国的皇帝进行比较， 来探讨日本天皇一系世

袭的原因， 称 “如果我们将天皇制与中国皇帝制

度作一番比较， 就会发现日本的天皇制是政权与

神权相对分离的体制， 与中国皇帝拥有无限权力、
有限权威的情况相反， 日本天皇的神权即宗教权

威是绝对的、 无限的， 而其政权即世俗政治权力

却是相对的、 有限的， 天皇长期地超脱、 超越于

世俗政治权力， 虽君临而不统治。 换言之， 日本

历史上， 天皇主要是作为神性权威的象征而存在，
并以他的绝对权威来保障政治权力的正统性、 合

法性。 天皇的这种特殊地位， 使之历经沧桑， 随

遇而安。 因此， 总起来看， 天皇制的大部分历史，
是天皇与政权分离， 远离世人追逐争斗的权力中

心， 这 是 天 皇 能 够 一 系 世 袭 至 今 的 第 一 个 原 因 ，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輥輱訛这种日本天皇仅仅是 “君

临而不统治” 就会具有权威， 就能够保证世袭的

观点， 还是值得商榷的。
与之相对， 日本学界对日本天皇为何会拥有

如此高的权威， 分析研究的要更全面也更深入一

些。 如有的学者主张， 因为天皇得到了统一权力

的保护， 所以才拥有权威。 天皇处于统一权力保

护下维持其权威的时期， 一个是在幕府统治时期，
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至今这段时

期。 主张武家政权时代天皇的权威是幕府统一权

力赋予的， 輥輲訛这种讲法虽不够严谨， 但也不能说算

错， 只是它并未能解释清楚统一的武家强权为何

不干脆就废掉无力的天皇， 以便将权力与权威集

于其自身。 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研究成果， 可

以说， 主要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
田晴子认为， 向某种神秘性或者是宗 教性

去探寻天皇权威的根源是错误的。 虽然天皇可能

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维护其统治， 但天皇本身

并非具有宗教性的存在， 也谈不上具有什么神性

权威， 相反天皇才是需要宗教救济、 护持的对象。
天 皇 的 权 威， 源 于 天 皇 乃 是 “贵 族 文 化 之 家 元”
的地位。 自古以来， 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文化一

直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到了室町幕府时期， 各种

民众文化与贵族文化在天皇的主导下进行了大的

整合。 因此， 作为 “贵族文化之家元” 的天皇的

权威， 通过官位制等广泛渗透到了普通民众之中，
大大提高了民众对天皇的景仰， 加深了民众对天

皇的感情。 輥輳訛

本乡和人在其著述中， 通过对史料的精细解

读， 简明扼要地再现了古代天皇的真实境况， 指

出天皇的权力被粗野的武家政权一点一点地剥离

殆尽， 有的天皇为了保住皇位甚至会像一个幕府

家臣一般地对将军表忠心， 谢 “芳恩”， 輥輴訛尽管天

皇软弱卑躬如此， 但仍能使皇统连绵不断， 使手

握实权的粗野武士依旧不得不借重日本天皇的权

威， 其 原 因 就 在 于 天 皇 守 住 了 其 所 拥 有 的 “芯”
———“信息和文化”， 天皇坚守住了 “信息和文化”
之王的位子。 輥輵訛换言之， 粗野的武士尽管可以极尽

权能羞辱、 恐吓、 乃至换掉坐在天皇位子上的人，
但要其废掉天皇这个 “信息和文化” 之王的位子

还是有所顾忌的。
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观点， 在解释古代象征

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方面是具有说服力的， 对思

考近代天皇能够一系世袭的原因也极具启发意义。

二、 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皇能够一系世袭的原因，
概 言 之， 就 在 于 将 权 力 与 权 威 复 归 一 身 的 天 皇，
通过制度设计， 在经济基础及思想教化等方面全

方位地进一步强化了 “信息和文化” 之王的位子。
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巩固经济基础是维系天皇一系世袭的根本

为建立立宪天皇制， 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 为保证天皇

大权和权威， 巩固皇室基础， 在岩仓具视的建议

下， 政府竭力扩大皇室财产， 以保证未来立宪天

皇制的经济基础。 根据 《皇室财政沿革记》 的记

载， 明治天皇从孝明天皇那里只继承了 10 万余元

的财产。 輥輶訛1875 年增加到 51 万余元， 到 1884 年增

为 192 万 7， 600 余日元。 1884 年 12 月， 日本政

府决定把政府持有的日本银行的股份 500 万日元、
横滨正金银行的股份 100 万日元， 编入皇室财产。
1887 年， 日本政府又把它在日本邮船公司的股份

260 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 到 1887 年日本皇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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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激增到 788 万 5， 000 余日元。 到 1889 年 宪法

公 布 时 ， 已 达 到 1， 000 万 日 元 。 輥輷訛这 样 ， 天 皇

“又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财阀。” 輦輮訛

（二） 《大日本帝国宪法》 赋予天皇极权法律

依据

1889 年 2 月 11 日， 明治天皇颁布了 《大日本

帝国宪法》。 该宪法由天皇、 臣民权利义务、 帝国

议会、 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 司法、 会计、 附则

共 7 章 76 条构成， 其核心内容就是规定了天皇的

地位、 性质及权利的 “第一章 天皇”。
《大日本帝国宪法》 “第一章 天皇” 共由 17

条构成， 其中第 1 条规定：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

一系的天皇予以统治”， 輦輯訛开明宗义， 宣称日本由

天皇统治。 而且， 该宪法还规定： “天皇统帅陆

海军” （第 11 条）； “天皇在帝国议会的协助下

行使立法权” （第 5 条）； “天皇召集帝国会议，
命 令 其 开 会 闭 会 停 会 及 众 议 院 的 解 散 ” （第 7
条）； 在紧急必要之时天皇可以 “发布敕令代替法

律” （第 8 条）。 如上所述， 《大日本帝国宪法》
不仅将政治、 军事大权集于天皇一身， 而且其权

利也超越于立法权之上， 所谓的议会几乎形同虚

设。 另外第 3 条还规定：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这无疑又对天皇拥有的祭祀大权的宗教性权威赋

予了法律依据。
如果说， 通过 《大日本帝国宪法》， 树立了天

皇的国家元首、 家长和神统继承人的形象； 那么

通过 《教育敕语》， 天皇则成了亿万臣民的师表和

维护皇国精神的守护神。 輦輰訛

（三） 《教育敕语》 强化了天皇的精神权威

1890 年 10 月 30 日， 明治天皇批准颁布了由

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的 《教育敕语》。 《教育敕

语》 是一篇阐述了当时的日本国的教育理念、 教

育 精 神 的 文 章 ， 文 字 非 常 简 洁 ， 其 全 文 如 下 ：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 树德深厚， 我臣民克

忠克孝， 亿兆一心， 世济厥美。 此乃我国体之精

华， 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 尔臣民应孝父母、
友兄弟、 夫妇相和、 朋友相信， 恭俭持几、 博爱

及众， 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 成就德器； 进而扩

大公益、 开展世务， 常重国宪、 遵国法， 一旦有

缓 急， 则 应 义 勇 奉 公， 以 辅 佐 天 壤 无 穷 之 皇 运 。
如是， 不仅为朕之忠良臣民， 亦足以显扬尔祖先

之遗风焉。 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 子孙臣

民俱应遵守， 将此通于古今而不谬， 施于内外而

不悖者也。 胗庶几与尔臣民共同拳拳服膺， 咸一

其德” 輦輱訛。
通读这尚不足四百字的 《教育敕语》， 即可发

现其理论构成实际上是以儒学的忠孝、 国学的神

统思想为基础， 并融合了 “扩大公益、 开展世务、
常 重 国 宪、 遵 国 法” 等 西 方 伦 理 思 想 的 结 合 物 。
它不仅将儒学的 “忠孝” 之道说成是 “教育之渊

源”， 还将其提升为日本 “国体之精华”， 明确地

予以政治化、 正统化，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培养遵

守 “古今而不谬、 施于内外而不悖” 的 “皇祖皇

宗之遗训” 的 “忠良臣民”， 使其在平时服从天皇

制的统治， 而 “一旦有缓急” 则可为之效忠卖命。
《教育敕语》 颁布后， 明治政府将其向公私立

学校、 幼儿园、 教育艺术团体、 感化院、 养育院

等颁发輦輲訛， 并 发 布 训 令， 让 学 校 每 逢 举 行 仪 式 之

际， 要召集学生举行集体诵读《教育敕语》 的 “奉

读 式”。 《教 育 敕 语》 不 仅 规 定 了 学 校 的 德 育 方

针， 而且将其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 其

所提示的神话式的 “国体的理念” 是以天皇之名

而 使 国 家 官 僚 统 治 绝 对 化 的 言 论。 学 校 “修 身”
课的内容就是举具体的例子来详细讲解 《教育敕

语》， 并要求学生们都达到背诵的程度。 这样， 政

府通过天皇颁布 《教育敕语》， 并在学校内强制性

向学生灌输， 使日本人从幼年时起便开始接受忠

君 爱 国 思 想 的 洗 脑 教 育。 日 本 近 代 天 皇 制 政 权，
以 “神国日本” 的名义， 打着 “忠君爱国” 的旗

号， 对内镇压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主义、 社会主

义运动， 对外驱使盲从的日本民众侵略东亚各国，
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

灭性惨败， 即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这同时也证

明了， 《教育敕语》 的颁布， 的确对维护近代天

皇一系世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 在天皇亲政时期， 还再兴神祗官， 强

行神佛分离， 确立国家神道， 创立祭政合一体制，
复活各种祭祀仪式， 向民众渗透天皇思想， 巩固

了其祭政合于一身的 “现人神” 地位， 强化了天

皇一系世袭的权威。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村上良

重在其著作中有过很详尽的论述， 輦輳訛在此就不赘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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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后君主立宪象征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负有战

争责任的裕仁天皇曾被列入战犯名单， 国际舆论

亦 强 烈 要 求 废 除 天 皇 制、 追 究 天 皇 的 战 争 责 任，
就连在日本国内， “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 在政

府或重臣之间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 輦輴訛

天 皇 制 因 此 又 开 始 面 临 生 死 存 亡 的 危 机。 但 是，
结果天皇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裕仁天皇的战争

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1946 年元旦， 裕仁天

皇 在 美 国 的 授 意 下 公 布 诏 书 否 定 自 身 的 神 格 。
1946 年 11 月公布的 《日 本国 宪 法》 规 定 天 皇 为

“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 这使得明治政府以来一

直集行政、 军事大权于一身并被视为 “祭政合一”
的 “现人神” 的天皇， 被剥夺了所有实权， 再一

次失去了亲政近 70 年的权利宝座。 天皇虽已成为

一个不具实权的象征， 但却能依然无恙存续， 究

其原因如下：
（一） 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抉择使然

由于自明治政府以来对天皇制所采取的种种

保护举措， 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当中， 天皇的宗

教和精神权威已是根深蒂固， 不可动摇， 在日本

的政治统治以及日本国民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
天皇对国民的政治心理、 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

替代的。 因此， 战后以来， 日本统治集团在加强

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战后日本政界人物中， 吉田茂可以说是维

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的急先锋， 是一个最顽固

的保皇主义者。 例如， 1952 年 11 月， 在以国家规

格为皇太子明仁亲王举办册立太子礼时， 他不惜

违反宪法自称 “臣茂”， 结果招致了舆论的强烈谴

责。 但吉田茂却不屑一顾地辩解说： 称 “臣” 有

什么不好？ 我自己就是总理大臣。 輦輵訛他曾在回忆录

中 直 言 不 讳 地 说： “我 国 自 古 以 来 君 臣 如 一 家，
相辅相成， 这就是日本的传统和历史”。 輦輶訛

战 后 制 定 的 《日 本 国 宪 法 》 第 1 条 规 定 ：
“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 是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
其地位由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决定”； 第 9
条规定： “日本国民诚实期盼以正义与秩序为基

调的国际和平， 永久放弃将国权发动的战争、 武

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 輦輷訛

吉田茂曾企图将该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九条予以修

改， 将象征天皇变为国家元首， 再度为天皇复权；
将 “放 弃 战 争” 变 为 “自 主 防 卫”， 实 现 重 新 武

装。 在当时， 吉田茂的妄想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

时至今日， 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增强， 安倍

内阁将修宪视为其政治使命， 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二） 战后美占领当局的私心纵容之结果

二战日本战败时， 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

考虑， 决定利用天皇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 没有

接纳广大国际舆论的意见废除天皇制， 而是予以

了温存， 这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决定性的转机。
美国做出如此决策， 完全是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

学家建言献策的结果。 对于美国的具体决策过程，
在美国人道尔的著作 《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日本》 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例 如， 有 人 在 阐 述 为 何 要 保 留 天 皇 时 就 说：

“废黜或是绞死天皇， 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

激烈反应。 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 就相当于对我

们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有人将像蚂蚁

一样奋战到死。 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

固。 战争将会过度拖延。 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

惨重的伤亡代价。” 輧輮訛麦克阿瑟将军评价日本天皇

的作用时亦指出： “天皇的力量胜过机械化部队

20 个师团”。 輧輯訛因此， 美国为了避免废黜天皇而带

来的负面影响， 决定剥夺其政治实权， 而保留其

象征地位， 以便利用天皇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

影响， 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占领政策。 出于这种目

的， 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将军说： “只要能促

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 最高司令官将通过

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

权 力 ”。 輧輰訛麦 克 阿 瑟 对 “大 日 本 帝 国 ” 的 天 皇 制

“国体” 的保存， 使曾经位于美国外部的天皇的攻

击性， “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

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 輧輱訛

在此， 对于战时为美国的决策建言献策的专

家学者中， 不能不提到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

特 （Ruth Benedict）。 如所周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期， 德 日 败 局 已 定， 美 国 亟 需 制 定 战 后 对 德 、
日的政策。 对德国， 美国比较了解， 政策也比较

明确， 即武装占领， 直接管制。 对日本， 美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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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了解。 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 日本

政府会不会投降？ 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

用对付德国的办法？ 第二， 假若日本投降， 美国

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 为了

回答这两个问题， 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 学

者研究日本， 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

托 （1944 年） 研究的结果。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

人作为调查对象， 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

电影， 写成报告。 1946 年， 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

告整理成书出版， 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 中， 对日本人如

何崇拜其天皇有很多详尽的描述。 例如， “在日

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

辱天皇， 或者攻击天皇， 更会激怒日本人， 并激

起他们的斗志。” 輧輲訛 “对他们来讲， 天皇和日本是

分不开的。 ‘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 ‘日本

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 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

心， 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即使日本战败， 天皇

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

皇应对战争负责的。’ ‘如果战败， 也应由内阁和

军部领导来负责， 天皇是没有责任的。’ ‘纵然日

本战败， 所有的日本 人仍 会 继 续 尊 崇 天 皇。’” 輧輳訛

“正 如 许 多 日 本 战 俘 所 说， 日 本 人 ‘只 要 天 皇 有

令， 纵然只有一杆竹枪， 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

斗 。 同 样 ， 只 要 是 天 皇 下 令 ， 也 会 立 即 停 止 战

斗。’ ‘如果天皇下诏， 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

器。’ ‘连 最 强 硬 好 战 的 满 洲 关 东 军 也 会 放 下 武

器。’ ‘只有天皇的圣旨， 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

败， 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輧輴訛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对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皇权

威的认识， 本尼迪克特在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
日本政府会投降； 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 要保

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 因为日本跟德国

不同， 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 战争结

束， 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
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无论是日本政府精英们的做法， 还是 《拥抱

战 败 》 中 记 录 的 心 理 学 家 对 天 皇 的 认 识 ， 以 及

《菊与刀》 中记录的内容， 都关注到了天皇具有的

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只有 《菊与刀》 尝试着解释

了为何天皇具有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 天皇， 哪怕他在政治上

无能， ‘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 也是填补了

等级制中的 ‘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日本人看来，
积极参与世俗事务， 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
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 日

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 只

是 从 西 方 的 观 点 看 来， 天 皇 的 作 用 才 是 多 余 的。
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 却

持有不同的看法。” 輧輵訛

应该说， 本尼迪克特的描写、 分析判断都是

正确的， 但是， 如所周知， 无论是等级制度， 还

是权威崇拜， 皆非日本之专利， 本尼迪克特并未

能解释清楚为何日本人会那样倾心维护其等级制

度， 为何那样崇尚权威， 并能将天皇奉为至高无

上的权威。 依据心理文化学的方法， 或者可以对

该问题做出一些补充回答。
（三） 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亦是天皇

一系世袭千余年的重要原因

所谓 “心理文化学”， 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

的视角和方法， 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

学问。 輧輶訛心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 “社会心

理均衡” 和 “基本人际状态”。 “社会心理均衡”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简称 PSH） 是许 光在

其学术巅峰时期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 行为与文

化关系的理论模型。 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

个由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文化规范、 内心世界

与 外 部 世 界 相 互 影 响 的 “社 会 文 化 场 ” ， 这 个

“场” 由内向外分为八个不同的层次， 它包涵心理

学的概念， 以及许 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心

理方面的内容。 輧輷訛

将上述 PSH 理论第 0 层到第 7 层的内容简要

予以概述， 即第 7 层潜意识与第 6 层前意识是弗

洛伊德的概念。 第 5 层不可表意识， 是不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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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流的内容。 第 4 层可表意识， 是日常生活

人进行社会交往沟通的主要内容。 第 3 层亲密的

社会关系与文化， 是投入大量感情的人、 事、 物

与 文 化 规 范 等。 第 2 层 运 作 的 社 会 关 系 与 文 化 ，
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人、 事、 物与社会习俗等。 它

与第 3 层的差别就是一个有大量感情投入， 一个

没有感情投入只是看是否有用。 第 1 层远离的社

会 关 系 与 文 化， 是 既 不 投 入 感 情 也 不 使 用 的 人、
事、 物等。 第 0 层外部世界， 指的是异文化， 我

们对它们不是不了解就是有误解。 “基本人际状

态” （human constant） 是一个与 “社会心理均衡” 理

论相联系的重要概念， 一般是由 PSH 图示中第 3、
第 4 层以及第 2 层与第 5 层的一部分组成， 可以

理解为 “人的系统”， 它是一个比 “个体人” 更大

的概念， 是一种 “社会文化场”， 所谓的人的 “社

会心理均衡” 过程就是在这个 “场” 内进行的。 輨輮訛

日 本 人 的 社 会 心 理 均 衡 模 式， 如 下 图 所 示，
不仅第 3 层与第 2 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而且

第 2 层与第 1 层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 （图式中以

虚线表示）。 这表明日本人的感情配置也较容易投

注到这一层。 第 1 层包括国家事务以及国家层面

的人 （如天皇） 和文化规范 （如类似民族主义之

类的意识形态）。 对这一层的感情投注意味着个体

较容易将国家以及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某

种绝对或神圣之物而对其献身。 輨輯訛

另外， 心理文化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 “如果由

于亲属体系的本质加上塑造他的理想生活方向的文

化取向， 个人无法在基本亲属集团中满足他的社会

心理和谐的话， 他必须为了这个目的参加或形成其

他集团。 他在这么做的时候， 所寻找集团的模式，
以及他在该集团中的行动模式， 都深受他的初始

亲属集团加诸给他的内容种类的支配。” 輨輰訛

许 光根据其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 次级集

团理论得出日本的亲属关系的特点是， 与中国人

共 有 同 样 的 父 子 优 位 的 亲 属 体 系 ， 是 单 嗣 继 承

（一子继承） 和母子亚优位。 这一亲属体系使得日

本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次级集团———家元。 典

型的日本家元在结构上有四个重要特征： 家元的

地位具有神秘性； 家元是一个以家元为顶点、 联

结众多师傅与弟子的、 类似军队组织的等级分明

的庞大体系； 家元有最高的权威； 家元虽不是真

正的家族制度， 但它的构造以及运作原理却模拟

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 “日本人无法依赖他的

基本亲属集团来满足社会心理和谐的要求。 反之，
他得离开亲属集团而到我们称之为家元的虽更大

但仍类似亲属的集团去取得。 由于家元的境界并

不受亲属限制， 它比中国的族更具弹性， 并有更

大的空间做大幅扩展。 在其最大的延伸中， 天皇

家 好比包含 全日本的巨 型家 元 的 本 家。” 輨輱訛所 以，
“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是对主人和天皇效忠， 当有需

要时， 比人的和谐和其他一切都更重要。” 輨輲訛在现

实的日本社会中， 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日本人不

惜牺牲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而为类似 “天皇、 主

君” 的某一优位者、 某一权威人物或某一组织体

等的尽忠的社会现象， 这也正是日本人带地位差

的相互依赖模式的必然指向。 日本部分历史学家、
政客之所以那样热衷于臆造天皇 “万世一系” 的

历史， 并且这种历史观还能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信

奉， 究其原因与日本人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

模式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 通过许 光对日本人独特的社会 心理

均衡模式的解析，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何

日本人那样崇尚权威， 以及为何日本人又总是将

天皇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然， 日本天皇制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 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天皇千

余年的一系世袭， 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受到不同的

因素左右， 我们并不否认前文提到的影响天皇一

系世袭的诸般原因， 但我们认为日本人独特的社

会心理均衡模式亦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上， 就中日学界对日本天皇何以能够千余

年一系世袭至今的原因研究， 进行了扼要地梳理

和评析。 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 就犹

如一种文化基因， 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天皇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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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世袭制延续至今的原因研究述评·
皇制短时期内仍将安然无恙。 近几年， 由于日本

皇太子没有儿子的缘故， 日本朝野关于未来皇室

继承人的议论不绝于耳， 有的甚至担心皇室就此

衰败， 甚至被废除等等。 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杞人

忧 天。 日 本 皇 统 中 女 天 皇 并 不 是 什 么 稀 罕 事 情 ，
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

皇中， 就有十代八位女天皇。 而且， 其中八代六

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 八两个世纪。 輨輳訛只要日本

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安然无恙， 天皇的性

别并不会对天皇乃至天皇制的存续产生根本性的

影响， 凭日本人的国民性， 凭日本人的智慧， 只

要 “家元” 这种社会隐性结构不变， 不愁找不到

去坐那个 “天皇” 之位的男人或女人。 但是， 随

着日本少子老龄化、 个人化及由此带来的日本人

亲属体系的变迁， 将会对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带来怎样的影响， 倒是很值得关注。 因为若日本

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变化， 则天皇的世袭也

将有可能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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