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曾根康弘到麻生太郎

— 解析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人物谱系

口 何晓松 /文

所
谓 日本

“

民族保守主义
”

是指
“

占据当今 日本政治

舞台中心的主流派政治家普遍奉行的
`

安邦立国
’

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
”

;就其

内涵讲
,

可以理解为
“

日本的主流派政治家群体在 21 世

纪初期所信奉的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与特性的日本式保

守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系统理论
” ; 它的外延应该是指

“

所

有信奉这种政治理念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所表现出来

的政治言论和政策行为
’ , 。

「

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兴起
,

代表性政

治家有中曾根康弘
、

小泉纯一郎
、

石原慎太郎
、

安倍晋三

和麻生太郎等
,

他们都有着派阀
、

家族和组织的联系
。

民族保守主义巨头— 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

民族保守主义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

弘
,

他和里根
、

撒切尔夫人并称新保守主义三巨头 他将

国有铁路和 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私有化
,

实行
“

战后总决算
” ,

拉开 口本清算历史争做政治大国的序幕
。 “

战后总决算
”

的宗旨是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侏儒的形象
,

把 日本建设

成
“

「司际国家
” ,

创造一个辉煌的 日本世纪

2 0 05 年 l 月
,

中曾根的和平研究所发表 《 日本宪法

修改案 》
,

重塑
“

大日本
”

形象
,

他在草案的序言中写到
“

我

们日本民族生活在亚洲的东部
,

受太平洋海浪的洗礼
,

在

美丽的北东亚群岛生活并历代延续
” 。

使用
“

北东亚
”

而

不用
“

东北亚
” ,

中曾根的解释是
, “

东北亚
”

让人感到日

本生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边的狭小地带
, “

北东亚
”

可

以包括阿留申群岛到太平洋的大片地域
。

中曾根认为现在

的昭和宪法包含了某些国际性因素
,

但没有说明 日本民族

在什么地方生存和要做什么
,

缺乏主体意识
,

只具有抽象

的世界性
。

因此在序言中提到
“

北东亚
”

可以明确 日本的

位置和需要发挥的作用
一

就如幕末思想家藤田东湖在
“

正

气歌
”

中唱到的
`

旧本的精神在大地 上突起
,

变成巨大的

山岭和水汇流一起
,

变成利根川注人太平洋
,

流向全世界
” 。

日本只有确定自己宏伟的目标
,

在国际上才能发挥作用
。

同时日本人应该知道
“

明治宪法
” 、 “

昭和宪法
”

的历史意义
,

包括日本宪法的渊源— 圣德太子的 《十七条宪法 》 和明

治维新提出的 《五条誓言》 等
。

因此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添

加了
“

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中
,

整顿新的国家体制
,

牢记 《大

日本帝国宪法 》 及 《 日本国宪法 》 发挥的历史作用
” ②

中曾根宪法草案的前文汇集了 日本 自然风土孕育的

世界观和美的意识
。

宪法草案第一条就是 《天皇的地位 》
,

规定
“

天皇是国民享有主权的日本国元首
,

是国民统合的

象征
” 。

草案的第一章是 《国民主权 》
,

取代现在宪法第一

章的
“

主权在民
” 。

中曾根认为
“

主权在民
”

使人想到法

国大革命
,

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自由民主
,

这与日本的

国家传统文化和历史相背离

按照中曾根康弘的理解
,

奉行
“

统治主义的
”

鹰派政

治家应当具有相同的
“

政治基因图谱
” ,

在今天硕果仅存

的重量级政治家中至少有三位志士
“

流淌着相同的 D N A
” 。

在认同民族精神方面
, “

小泉总理和我的认识如此一致
,

或许小泉与我还有石原慎太郎有着共同的
`

政治 D N A
’

吧
”

小泉纯一郎以执拗著称
,

在五年的首相任内多次参拜

靖国神社
,

在日本国内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改革 小泉

大力扶植安倍晋三
、

麻生太郎和石原伸晃
,

并安排安倍晋

三接任首相职位
。

他高举自由市场改革旗帜
,

主要政策主

张是实行邮政事业民营化
、

道路公团民营化
、

减少国家对

社会的干预
、

改革特殊法人
、

增加个人的社会福利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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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二

0 208 年 2 1月 12日
,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首都东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

在政治上参拜靖国神社
、

加强日美同盟
、

修改和平宪法和

教育基本法
。

小泉的市场改革遵循
“

小政府大社会
”

的理念
,

政府

从经济活动中尽量抽身
,

国民自己的责任自己负担
。

小泉

任内大力推行国有产业的民营化
。

首先把邮政事业民营化
。

邮政事业民营化后形成 10 万亿 日元的资产
,

政府公务员

人数减少 2 0 万
,

并开始向国家纳税
。

其次把日本道路四

公团民营化
。

日本道路四公团即日本道路公团
、

首都高速

公路公团
、

阪神道路公团
、

本州四国联络桥公团
。

小泉任

命激进改革派的田中一昭
、

猪獭直树
、

今井敬组成道路公
`

团民营化推进委员会
,

提出采用上下一体方式
,

即道路建

设
、

道路保有和经营全部民营化
。

政治上
,

小泉利用美国在
“ 9

.

11
”

事件后开展的反恐

战争
,

积极向海外派兵
。

2 0 03 年小泉政府在国会强行通

过
“

有事法制
”

相关联的三项法案
,

主旨是在日本受到武

力攻击的紧急情况下分别赋予首相和自卫队更大的军事决

定权
。

有事法制包括三法案
,

即 《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

正案 》
、

《武力攻击事态法案 》
、

《自卫队法修正案 》 《安全

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 》 规定为了加强安全保障会议的机

能
,

当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时
,

除首相外只要有外相
、

防卫

厅长官
、

官房长官等 5 名阁僚出席即可进行协议
。

《武力

攻击事态法案》 规定当发生可预测的对日本的武力攻击事

态时
,

首相不需要得到议会的认可
,

能够紧急调动军队参

战或协助美军参战
。

为预防战争和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的

发生
,

政府可以采取
“

先发制人
”

的手段
〔

《 自卫队法修

正案 》 规定为保证自卫队的军事行动顺利展开
,

在预测到
“

将可能进行防卫出动时
” ,

自卫队可征用民间土地构筑阵

地
。

允许自卫队在自我防卫或保护同僚时使用武器
。

伊拉

克战争爆发后 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行动
,

战后小泉派遣自

卫队赶赴伊拉克开展
“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 ,

二战后自卫

队首次走出日本的国门
。

小泉还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
,

自民党公布新宪法草案

保留日本永不发动战争的承诺
,

但去掉了和平宪法原文中

关于
“

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
”

的一段文字
。

小

泉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

他妄称这是为了祈求和平
。

20 06

年 8 月 巧 日
,

小泉纯一郎在 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
,

公然挑战世界公理
。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邻国感情的

行为凸显 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危险性
。

民族保守派政治家中的新兴力量

民族保守派政治家安倍晋三在 2 0 06 年当选首相
,

成

为首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
,

保守派进入了新老交替时代

新成长起来的保守政治家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

首先他们都与中曾根康弘
、

小泉纯一郎和石原慎太郎

等有着密切联系
。

小泉上台后有意培养安倍晋三
、

麻生太

郎
、

石原伸晃和中川昭一等成为未来保守政治势力的新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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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麟裂鹅。 刀.

袖
。

在小泉的任期内安倍从官房副长官升到自民党干事长
,

又晋升为官房长官
,

小泉退任后得到小泉支持当选首相
,

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
,

创造自民党年轻议员晋升的先例
。

麻生太郎则从一名普通议员历任国土交通大臣
、

外务大臣

等
。

石原伸晃历任小泉内阁的改革大臣
、

国土交通大臣
。

其次他们的祖辈都是知名的战犯或保守派
,

安倍晋三

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担任 日本首相
,

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相
。

岸信介曾任伪满洲军需大臣
,

在远东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
。

佐藤荣作敌视中国
,

在尼克松访华后政治立场被动被迫下台
。

作为安倍晋太郎

的次子
,

安倍晋三从小在保守的家庭中成长
,

一直把岸信

介视为榜样
,

从小就怀有从政愿望
。

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是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

祖父是贵族院议员麻生太吉
,

父亲是

自民党众议员麻生太贺吉
。

麻生太贺吉经营麻生矿业起家
,

后者在 日本统治朝鲜期间残酷压榨朝鲜劳工
。

石原伸晃则

是石原慎太郎的长子
,

靠石原与小泉的关系成为自民党的

干事长代理
,

2 007 年升任政调会长
。

财政大臣中川昭一是

中川一郎的儿子
。

19 73 年中川一郎
、

渡边美智雄和石原慎

太郎组建了青岚会
。

19 81 年中川把青岚会改组为自由革新

同志会
,

是有名的右翼组织
。

安倍上台后重用推广 《新编历史教科书 》 的
“

思考

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
”

成员
,

如任命议员会的

会长中川昭一为政调会长
,

高士早苗为北方大臣
,

下村博

文为副官房长官
。

安倍拥护参拜靖国神社
,

他指出
, “

为

了对为国捐躯的人表示崇敬
,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

然的
,

参拜是首相的责任
” 。

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
,

安倍

对是否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保持战略模糊
,

并在历史

问题上表现出一些积极姿态
。

安倍晋三在战略上胜过小泉纯一郎
,

他在历史和教科

书等问题上有所让步
,

在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现实方

面却大胆出击
。

当选后他强调
`
“

致力于改宪
’ ,

和
“

脱离战

后体制
” ,

宣称自卫队可以行使
“

集体 自卫权
”

与美军并

肩作战
。

20 06 年 12 月参议院通过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

其内容是
“

尊重传统和文化
,

热爱 自己的祖国和故土
” 。

2 00 7 年年中安倍因参议院败选辞职
,

把政权交给鸽派的福

田康夫
,

事实证明福田只是过渡政府
,

福田执政一年就辞

职由麻生太郎接替
。

麻生上台后致力于建设
“
小而强

、

小而温暖的政府
” ③

他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

驳斥关于自由经济改革导致贫

富分化的指责
,

降低国民福利
,

鼓励社会竞争
。

他削减中

央政府公务员的数量
,

继续小泉的三位一体改革
,

即
“

国

家地方财税改革
” ,

削减地方辅助金
,

变更地方交付税
,

扩大地方财源
,

推动地方自治
。

在国际上他主张
“

价值外交
” , “

我们相信普遍的价值
,

如民主
、

和平
、

自由
、

人权
、

法制和市场经济
,

我们帮助

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

以价值外交扩大自由和繁荣之弧
” 。

宣称 日本是亚洲
“

实践的先驱者
” ,

在经济建设和政治体

制现代化两方面站在各国前列
。

日本可以向中国传授环境

保护
、

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验
。

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

起他认识到良好的日中
、

日印关系的重要性
, “

中国的崛

起给日本带来了竞争
,

日本欢迎今后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

各方面与中国竞争
” 。

但他希望两国在一定的规则下竞争
,

提出中国必须提高经济
、

军事预算和军事行动的透明度
,

成为
“

建设性力量
” 。

他坚持日美同盟
,

认为日本受国内因素的限制不能扩

充军力
,

经济又处于萧条
,

在东亚不稳定的环境中只能依

靠美国的保护
。 `

旧 本最有利的是与美国同一步调
,

向美

国继续提供军事基地
,

成为亚洲的安定势力
。 ”

对待历史问题麻生希望中韩全面看待日本战后 60 年

的道路
,

承认日本的侵略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痛苦
,

并

主张扩大日中
、

日韩年轻人的相互交流
。

但在靖国神社问

题上他坚持这是个宗教问题
,

多次为小泉辩解
,

对他的民

族主义倾向还是值得关注的
。

冷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兴起
,

与新保守主义相结合变种

为民族保守主义
。

21 世纪初全球化风潮掀起新自由主义浪

潮
,

它融人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
,

加快推动 日本的自由化和

国际化
。

但是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落后于时代
,

日本怀抱狭隘的民族主义
,

只会被国际社会唾弃
,

成为特

立独行的
“

亚洲孤儿
” 。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排外性已经妨

碍 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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