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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熊淑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２０１９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

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

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

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 “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

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

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

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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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日 本 明 仁 天 皇 正 式 退 位，

翌日德仁皇太子即位成为第１２６代天皇，宣告令和

时代开启。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和德仁皇太子即位的

法律依据 是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 日 本 众 议 院 通 过 的

《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下称 《皇室典

范特例法》）［１］。《日本国宪法》规定 “皇位世袭，

根据国会 决 议 的 皇 室 典 范 规 定 继 承 之”①。战 后 日

本天皇虽然没有国家统治权，但却是日本国民统合

的象征，也是现代化日本国家的象征。象征天皇制

是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代表着日本的传统文化与

精神，在战后日本政治体系中具有弥合社会分歧的

特殊作用。本 文 以 明 仁 天 皇 生 前 退 位 过 程 中，天

皇、政府和国 民 关 系 为 视 角，分 析 安 倍 政 府 在 天

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的妥协过程，国民尊重天

皇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的原因，以及明仁天

皇在强调尊重宪法和皇室传统时又不断做出有违宪

嫌疑言行的目的。本文认为，尽管各方都重视所谓

的 “民意”，但是如果回避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

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最终的历史结果仍

将由全体日本国民来承担。

一、《皇室典范特例法》
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现行 《皇室典范》第一条规定 “皇位由皇统所

属的男系男子继承”，第四条规定 “天皇驾崩时皇

嗣即 刻 即 位”［２］。２０１６年８月８日 明 仁 天 皇 发 表

《关于象征履职的天皇陛下讲话》 （下称 “象 征 讲

话”），表达了自身年事已高无法全身心履行公务

且希望退位的意愿［３］。但 是 ，现 行 的《日 本 国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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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皇 室 典 范》没 有 与 退 位 相 关 的 规 定。因

此，如何解决天皇生前退位及退位后的皇位继承合

法性问题，是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最终，在

征求朝野各党派意见后，日本国会通过了 《皇室典

范特例法》。作为 《皇 室 典 范》第 四 条 的 特 例，该

法规定了天皇退位、皇嗣即位以及天皇退位后的地

位等事项。《皇室典范特例法》为明仁天皇退位和

德仁皇太子即位提供了法律依据，皇位交替得以顺

利进行。

明仁天皇希望退位的原因表面上与其年过八旬

难以继续履行象征职能有关，实际上源于他对象征

天皇制和皇位稳定继承的担忧。对于当今日本皇室

而言，维持天 皇 家 族 的 延 续 是 最 大 的 课 题。根 据

“男系男子继承皇位”的规定，德仁皇太子即位后

皇室成员中有皇位继承权的只有５４岁的秋篠宫文

仁亲王、１３岁的悠仁亲王和８４岁的常陆宫正仁亲

王３人。考虑到正仁亲王的年龄，事实上已无继承

可能。同时，根据 《皇室典范》第十二条 “皇族女

子与天皇或皇族以外人士成婚后必须脱离皇籍”的

规定，现在皇室６名未婚女性倘若未来全部成婚，

皇室成员数量将大幅减少。皇位继承人和皇室成员

的减少是关系到天皇制存续的最大危机。

深感危机的明仁 天 皇 发 表 “象 征 讲 话”，就 是

希望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引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对象征

天皇制和皇位继承问题的重视。不过，现实并没有

如明仁天皇所愿。日本国会对于天皇退位问题的讨

论久已有之，政府一直以强制退位和恣意退位将导

致上皇和天皇同时存在，从而产生双重权威等问题

为由持否定态度［４］。在 明 仁 天 皇 发 表 “象 征 讲 话”

之前，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 日 本 放 送 协 会 （ＮＨＫ）

就已经报道了相关消息。对此，与政府关系良好的

日本电视 台 翌 日 援 引 政 府 消 息 人 士 称，宪 法 规 定

“陛下不可能生前退位”，政府应该讨论的是减轻天

皇公务活动负担［５］。安倍晋三首相在明仁天皇发表

“象征讲话”后并未 明 确 表 态，只 是 称 “将 对 此 予

以认真考虑”［６］。

从法理上看，明仁天皇的 “象征讲话”虽有违

宪之嫌，但是并未在日本社会引发大的争论，反而

获得多 数 国 民 的 理 解。ＮＨＫ 的 舆 论 调 查 结 果 显

示：９１．３％的人支持天皇通过讲话表达退位 想 法，

８４．４％的人支持天皇生前退位，７３．６％的人对皇室

抱有好感，７０．３％的人 认 为 应 该 修 改 《皇 室 典 范》

确立退位制度［７］。因此，对民意非常敏感的日本政

府转变了一贯的反对态度，开始着手进行退位相关

安排。受自公联合政权控制的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在

听取各党派 意 见 后 得 出 有 必 要 制 定 相 关 法 律 的 结

论，最重要的依据就是 “明仁天皇的讲话得到国民

广泛理解”，在尊重支持明仁天皇退位 “国民民意”

的基础上开始制定 《皇室典范特例法》，为天皇生

前退位创造合法性［８］。

然而，对日本政府而言，民意可以被尊重，也

可以被忽略。针对上述调查中多数人认为应该修改

《皇室典范》确立退位制度的意见，政府视而不见，

制定的只是适用于明仁天皇个人退位的 《皇室典范

特例法》。而且，为避免引发对象征天皇制这个根

本问题的彻底讨论，政府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退位

问题上［９］。如果尊重大 多 数 民 意 修 改 《皇 室 典 范》

确立退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退位及其后的皇位继

承问题，则将违背安倍政府支持天皇终身在位制的

立场，所以 《皇室典范特例法》是政府在尊重天皇

和民意而又不违背自身立场情况下进行政治妥协的

产物。

另外，安倍政府不愿意修改皇室典范还与其当

时的政治日程有关。如前所述，修改皇室典范需要

经过国会审议，光是讨论过程本身可能就需要数年

时间。皇室是国民高度关注的话题，一旦进入国会

辩论程序意 味 着 需 要 大 量 政 治 资 源 来 平 衡 各 方 利

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现任安倍政府来说，政治

日程上的重点议题是修宪而非皇室。就在明仁天皇

发表电视讲话前一个月，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０日日本国

会参议院第２４届 选 举 结 果 出 炉，自 民 党 得 到１２１
席，公民党 得 到２５席①。加 上 支 持 修 宪 的 大 阪 维

新会等，修宪势力已经超过了修宪动议所需的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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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席位，修宪的制度环境初步成熟。不过政府一

边控制天皇退位进程，一边推进修宪议题，推出具

有妥协意味的 《皇室典范特例法》也有为自民党向

国会提出修宪案争取空间的考虑。

二、象征天皇制是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

日本政府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与支持安

倍政府的保守势力有密切关系。对于战后保守势力

来说，长期以来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战后民主改革成

果和社会主义，其中，象征天皇制是战后民主改革

的重要成果之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立缓和后，

保守势力将批判目标集中在战后改革成果上，第一

届安倍内阁期间修订教育基本法，并且为推动修宪

制定了 《国民投票法》，回归战前的倾向逐渐明显。

保守势力中与安倍立场较为接近的是神道政治

联盟和日本 会 议 两 个 组 织。神 道 政 治 联 盟，简 称

“神政联”，是宗教法人神社本厅在１９６９年成立的

活动团体。“神政联”以 “神道精神为国政基础”，

主要开展 拥 护 皇 室、制 定 新 宪 法 等 活 动。１９７０年

“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成立，现在有安

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副首相和大岛理森众议长等

２１１名众议院议员和８３名参议院议员［１０］。

日本会议成立于１９９７年，前身是１９７４年由保

守文化界人士、原军官成立的右派宗教团体 “守护

日本会”和１９８１年成立的神道系宗教团体 “守护

日本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主要活动包括拥戴皇

室、制定新宪法和编撰历史教科书等。同年该组织

还成立了 超 党 派 的 “日 本 会 议 国 会 议 员 恳 谈 会”，

截止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该恳谈会拥有２８１名国会

众参两院议员，对政治具有很大影响力［１１］。

对于明仁天皇的 “象 征 讲 话”，日 本 会 议 副 会

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堀桂一郎表示，“如今若

敢允许出现天皇生前退位先例，事实上将面临破坏

国体的严重 危 机。”［１２］小 堀 桂 一 郎 所 说 的 破 坏 国 体

指的就是修改 《皇室典范》，在保守势力看来现行

《皇室典范》中保留着天皇及皇室传统这个 “万世

一系之国体”。国体 具 有 国 家 的 体 面、国 威、特 殊

制度和传统国家体制等内涵，天皇与国体的结合使

其具备超越政治和宗教纷争的决定性权威。对于保

守势力而言，天皇制是日本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标

志，是日本优越性的根据。

其实，直到江户中期 “万世一系”的神圣天皇

观、侍奉神圣天皇的皇道、研究神圣天皇传统的皇

学等国体观念才逐渐形成［１３］。１９世纪，日本不断

遭遇欧美列强要求开放国门的外部危机，在此背景

下，后期水户学大力提倡强调日本历史独特性的皇

道论并和 尊 皇 相 结 合，成 为 尊 皇 攘 夷 派 的 思 想 源

泉。日本国家体制基 础 内 原 本 并 不 存 在 “神”，明

治维新政府需要借助天皇权威确立正当性，所以借

助古代神话将天皇上升为国家神道中的 “神”。明

治时代建 构 国 家 神 道，将 “国 体 论”载 入 帝 国 宪

法［１４］。从１８９０年 明 治 天 皇 颁 布 《教 育 敕 语》到

１９３７年文 部 省 编 撰 《国 体 之 本 义》期 间，近 代 日

本天皇作为 “万世一系的现人神”不断被神化，天

皇制作为日本国体特征的传统不断被强调，天皇和

天皇 制 成 为 近 代 日 本 民 族 国 家 形 成 时 期 的 思 想

纽带。

由此，每当日本遭遇危机时，天皇的权威作用

就显现出 来。１９３０年 世 界 经 济 危 机 爆 发，加 上 滨

口雄幸内阁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影响，日本也出现

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受此影响，日本在政治上出现

了天皇亲政论，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和辻哲郎的尊王

论、拥戴皇室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和宣扬回归日本古

典的昭和浪漫派文学等动向。在国家陷入危机时，

天皇论同日本文化传统论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天皇

是日本的 国 体 象 征、天 皇 是 日 本 文 化 传 统 象 征 的

“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二战后，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开始主导

民主化改革，打破了天皇是 “现人神”的神话。战

后颁布的 《日本国宪法》保留了天皇制，规定 “天

皇是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舍弃了 “天

皇万世一系”的 表 述。对 于 国 体 是 否 因 此 发 生 变

化，时任国务相金森德次郎表示，“如果仅从统治

权来看国体无疑发生了变化，但是从精神道德层面

而言，天皇依然是国民理想的中心，与国民心心相

印，国体未曾 改 变。”［１５］在 宪 法 颁 布 前 的 舆 论 调 查

中，支持 “象征 天 皇 制”的 人 占８５％，反 对 的 人

占１３％［１６］。究其原因，既在于战后宪法大 大 削 弱

了天皇的政治权力，降低了朝野上下对于追究天皇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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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责任的要求，也在于对于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

人来说，象征天皇制是日本国体的延续，具有超越

性的意义。

三、天皇、政府和国民关系的困境

象征天皇制确立７０多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９年明

仁天皇即位后，天皇和政府、国民的关系一直面临

多重困境。它与日本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社会氛

围、国民心理和国际地位变化有关，也与世界局势

变动有关。

昭和时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大幅提

升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泡沫，日本人在泡沫繁

荣中迎来了平成时代。以股市为例，１９８９年１月４
日，日经 指 数 开 盘 值 为３０　２４３点，同 年１２月２９
日达到３８　９１５点的历史最高值，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平成 时 代 最 后 一 个 交 易 日 的 收 盘 指 数 仅 为２２　２５８
点［１７］。平成 时 代 的 日 本 如 同 日 经 指 数 走 势 一 样，

呈现出高 开 低 走 的 态 势，带 给 国 民 巨 大 的 心 理 落

差。随着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综合国力相

对下滑，国民变得不如从前自信。加上 “日本社会

久治不愈 的 痼 疾”———少 子 老 龄 化 问 题 严 重［１８］、

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社

会整体氛围转向保守。

日本国民对 平 成 时 代 的 期 待 是 “内 成 外 平”，

现实却是 “内灾外乱”，“在摆脱昭和攀登新高时却

迎来了跌落的３０年”［１９］。经济的跌落使得政治家、

官僚和产业界合作的 “铁三角”逐渐瓦解，长期执

政的自民党在选举资金和选票号召力上不如从前，

加上与之抗衡的日本社会党势力衰退，无党派选民

增多［２０］。经济和 政 治 变 化 增 加 了 选 举 结 果 的 不 确

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促使政府推行选举制度、行

政、金融、地方分权等一系列改革。在此过 程 中，

日本国民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弱。尽管

如此，日本社会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政

治权力在维持社会表面秩序失效时，维护社会内部

秩序的天皇权威发挥了弥合社会裂痕的作用。

天皇的权威和国民对天皇的爱戴，对以安倍政

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而言是一个两难困境。象征天

皇制剥夺了天皇的政治实权，但是天皇在日本社会

的权威却得以保留。拥戴天皇的国民固然是安倍政

府争取支持修宪的对象，但倘若完全顺应民意则等

于承认天皇拥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可以根据自

身意愿选择生前退位，而现行 《皇室典范》中并无

天皇生前退位相关规定，因此面临着必须修改 《皇

室典范》的问题，这同其本身坚决维护天皇权威并

试图将天皇元首化的目标是矛盾的①。而且，将天

皇地位从 “象征”变为 “元首”容易令人想起战前

的 《大日本帝国宪 法》，国 民 尊 重 天 皇 权 威，但 也

对回归战前 体 制 抱 有 一 定 的 警 惕［２１］。在 保 守 势 力

看来，国民对象征天皇制和明仁天皇的支持，是对

其主张 回 归 战 前 天 皇 制 的 反 对［２２］。在 此 情 况 下，

政府倘若坚决不认同国民对年迈天皇的同情和对天

皇的普遍好感，则犯了不尊重天皇又不尊重民意的

忌讳。因此，日本政府面临着如何尊重和利用二者

的困境。

同样，国民的广泛支持对天皇而言亦是两难困

境，长期以来，明仁天皇通过皇室外交、慰问灾民

和海外慰灵等活动营造出一个亲近民众、热爱和平

和反省战争的天皇形象。明仁天皇的 “象征讲话”

体现出其希望与民众对视和对话的姿态，问题是民

众是否愿意和天皇对视和对话，换言之，民众是否

真正愿意思考象征天皇制的未来。答案恐怕并不那

么乐观。对于经历泡沫经济崩溃、奥姆真理教地铁

沙林毒气事件、阪神大地震和 “３·１１”大地震的

日本人来说，平成时代是一个色调暗淡的时代。如

果说 “御宅族”形象地描绘了日本国民的个人生存

状态，“无缘社会”则形象地描绘了整个社会形态，

大多数人选择专注于个人生活，对政治选举和社会

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尽管舆论 调 查 显 示 大 部 分 国 民 对 天 皇 抱 有 好

感，但这只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好感。天皇和皇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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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确立以后，自民党政府与昭和天皇都重视 “国际亲善”。在天皇的对外地位上，无论是在赴国外访问受到的礼遇方

面，还是在接见访日的外国元首和政要的规格方面，实际上都是按 日 本 的 “元 首”来 操 作 的。此 外，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自 民 党 通 过 了

《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其第一章第一条为 “天皇是日本国的元首，是日本国及日本国统合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 国

民的意志为依据。”



作用只有在 社 会 遭 遇 危 机 或 重 大 事 件 时 才 得 以 显

现，并不在日 本 国 民 日 常 关 心 的 范 围 之 内。反 过

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制的高度支持说明大部分国民

并未意识到天皇制度真正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

是，明仁天皇与裕仁天皇在对待战争责任问题、历

史问题的态度上有较大差别，但是因为象征天皇制

自确立以来始终存在着作为和平国家清算军国主义

历史的象征和维系日本国体象征的内在矛盾。事实

上，裕仁天皇作为近代绝对天皇制中的 “神”和战

后象征天皇制中的 “人”，其所具有的连续性并不

随着他的去世而断裂，从皇室祭祀的传统和国民对

天皇的感情等方面来看，这种连续性非常明显地体

现在明仁天皇的言行之中。

四、明仁天皇对象征天皇

制的思考与实践

　　明仁天皇在 “象征讲话”中指出，自己在战后

宪法规定下履行象征职责，因为坚持与国民同在、

体念国民和为国民祈祷，获得国民广泛的信赖和敬

爱［３］。值得注意的是，“与国民同在”和１９４５年８
月１５日 裕 仁 天 皇 发 布 的 《终 战 诏 书》［２３］中 的 “常

与尔臣民共在”相似，“信赖和敬爱”同裕仁天皇

在１９４６年 元 旦 发 布 的 《人 间 宣 言》［２４］中 的 “然 朕

与尔等国民共在，欲常同厉害分休戚。朕乃尔等国

民间纽带，始终依赖相互信赖敬爱，而非单纯依赖

神话传说”相同。

对于自己和裕仁天皇的承继关系，明仁天皇表

示，“我几乎继承了昭和天皇传承的所有东西并坚

持至今，其中既有新尝祭这种古老的传统祭祀，也

有始自昭和天皇的插秧仪式。将新尝祭这种古老的

传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非常重要，同时像插秧这

种新的仪 式，我 希 望 人 们 重 视 的 是 其 意 义 而 非 形

式。”［２５］事实上，明 仁 天 皇 对 象 征 天 皇 制 有 自 己 的

理解并为此付诸实践。例如，在国事行为之外，他

非常重视与象征相关的公务行为。

战后宪法将天皇行为分为国事行为、公务行为

和私人行为三种。天皇的 “国事行为”需要获得内

阁的建议和承认，包括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最高法

院法官，公布修改宪法、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国

会，解散众议院等。“私人行为”是指与神道相关

的宫中祭 祀。需 要 指 出 的 是，裕 仁 天 皇 的 “御 大

丧”和明仁天皇即位后的 “大尝祭”这两种典型的

神道仪式，在 平 成 时 代 变 成 了 使 用 国 费 的 国 家 仪

式，都有违背宪法政教分离规定之嫌。天皇的 “公

务行为”在日本现行法令中并无任何具体规定，现

实中包括出席节日庆典、正式的外国访问、地方视

察、慰问灾区和海外慰灵等①。明仁天皇正是通过

一系列 “公务行为”，特别是１９９１年７月赴长崎县

慰问受云仙普贤岳火山喷发影响的灾民时，与美智

子皇后双膝就地同每一个人对视交谈的行为，改变

了天皇和皇室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逐渐赢得国民

爱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明 仁 天 皇 在 《退 位 礼 正

殿之 仪 天 皇 陛 下 讲 话》开 头 说 道： “今 天 我 结 束

了作为天皇的职责。”［２６］此句中的 “结 束”使 用 的

是表示主语主动行为 的 “他 动 词”②，表 明 退 位 是

他个人 的 主 观 意 愿，这 是 一 个 极 其 危 险 的 信 号。

尽管在法理上天 皇 不 应 该 发 表 政 治 性 言 论，政 府

也不应该在承认天 皇 个 人 人 权 前 提 下 讨 论 皇 室 相

关事项，但是明 仁 天 皇 通 过 发 表 “象 征 讲 话”获

取国民的同情和 支 持，促 使 安 倍 政 府 改 变 反 对 态

度并启动退位程 序，最 终 顺 利 实 现 生 前 退 位 已 是

事实。

结　语

伴随着明仁天皇退位和德仁皇太子即位，日本

已经进入令和时代。出生于战后的德仁天皇是否将

继承上一代天皇的精神，值得期待和关注。但更为

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国民支持的是作为个人的天皇

还是宪政体制中天皇制的象征意义。近代日本为避

免天皇干预政治，不断强调天皇 “万世一系”的神

圣性，反过来神圣天皇又被当作政治工具利用，最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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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别是慰问灾区和海外慰灵，尽管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 事 行 为，但 由 于 明 仁 天 皇 将 其 理 解 为 “象 征 行 为”，因 而 被 归 为 “公 务 行 为”。

最新相关研究可见，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 ［Ｍ］．東京：岩波新書，２０２０：２２９．

日语中，“他动词”与 “自动词”对应，指需要有一个宾语才能完整地表现主语的动作或作用的动词。



终使整个国家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诚如丸山真男

所言，近 代 日 本 政 治 体 制 是 一 种 “无 责 任

体系”［２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日日本令

和时代的首 场 国 政 选 举———日 本 国 会 参 议 院 第２５
届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得到５７席，与非改选的

５６席共计１１３席；公民党得到１４席，与非改选的

１４席共 计２８席［２８］。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０日 的 第２４
届参议院选举到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日的第２５届参议

院选举，３年多时间内日本经历了明仁天皇的 “象

征讲话”、《皇室典范特例法》的出台、令和年号制

定和公布［２９］、明 仁 天 皇 退 位 和 德 仁 天 皇 即 位，自

公两党加上 支 持 修 宪 的 大 阪 维 新 会 和 无 所 属 的 席

位，修宪势力失去了发动修宪动议必需的２／３以上

席位优势。尽管如此，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

条、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仍然是本届安倍政府

执政期内最大的政治目标。

对照近代日本的教训，思考战后日本的象征天

皇制，特别是天皇、政府和国民在退位问题上的态

度和关系时，“民意”成为关键词。民意应该被尊

重，而不是被有选择地利用。因为，日本天皇、政

府和民众三方关系互动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

制和日 本 的 未 来，而 且 也 关 系 到 亚 洲 和 世 界 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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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１４］宋成有．“终战史观”评析：战后日本右翼史观揭底［Ｊ］．日

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９（３）：３７．

［１５］庄娜．日本“国 体 论”研 究：以 近 代 国 家 建 构 为 视 角［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２．

［１６］佐藤達夫．日本 国 憲 法 成 立 史（第３卷）［Ｍ］．東 京：有 斐

閣，１９９４：２０６－２０９．

［１７］日 経 平 均 プ ロ フィル．ヒ ス ト リ カ ル デ ー タ［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ｊｐ／ｎｋａｖ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ａｔａ．

［１８］曾婧．日本少子老龄化对策探微［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５）：１４３．

［１９］猪木武徳，北岡伸一．這 い 上 が ろ う と し て は 滑 り 落 ち

た３０年［Ｊ］．中央公論，２０１８（１）：９２－１０２．

［２０］三谷太一郎．近 代 と 現 代 の 間［Ｍ］．東 京：東 京 大 学 出 版

会，２０１８：８４－８７．

［２１］河西秀哉．近代 天 皇 制 か ら 象 徴 天 皇 制 へ［Ｍ］．東 京：吉

田書店，２０１８：２３７．

［２２］桂島宣弘．天皇制 の 過去 と 現在［Ｊ］．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会報，２０１８（３）：２．

［２３］日本国立 公 文 書 館 デ ジ タ ル ア ー カ イ ブ．終 戦 の 詔 書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ｊｐ／ＤＡＳ／ｐｉｃｋｕｐ／ｖｉｅｗ／ｄｅｔａｉｌ／ｄｅｔａｉ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２４］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人 間 宣 言［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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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ｉｒｙｏ／０３／

０５６／０５６＿００１ｌ．ｈｔｍｌ．

［２５］日 本 宮 内 庁．天 皇 皇 后 両 陛 下 御 結 婚 満５０年 に 際 し て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ｕｎａｉｃｈｏ．ｇｏ．

ｊｐ／ｏｋｏｔｏｂａ／０１／ｋａｉｋｅｎ／ｋａｉｋｅｎ－ｈ２１－ｇｏｋｅｋｋｏｎ５０．ｈｔｍｌ．

［２６］日本宮内 庁．退 位 礼 正 殿 の 儀 の 天 皇 陛 下 の お こ と ば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ｕｎａｉｃｈｏ．ｇｏ．

ｊｐ／ｐａｇｅ／ｏｋｏｔｏｂａ／ｄｅｔａｉｌ／４６＃１５５．

［２７］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Ｍ］．増補版．東京：未

来社，１９６４：１２９．

［２８］日本総務省．第２５回 参 議 院 議 員 通 常 選 挙 結 果 調［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ｊｐ／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０００６４０５３５．ｐｄｆ．

［２９］冯晶．日本新年号“令和”及 其 政 治 考 量［Ｊ］．日 本 问 题 研

究，２０１９（４）：４５－５１．

［责任编辑　孙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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