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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 “政教分离”原则下的政治违宪
———以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为例

赵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行刺者是一位深受新兴

宗教团体———统一教之害的中年男子。明治维新之后，安倍是第一位因宗教问题被刺杀的首相。虽然日本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然而安倍遇刺后，包括安倍在内的多名自民党政治人物被揭露出与

统一教有着各种利益交易。修宪是自民党自建党之初就定下的政治目标。为达到修宪目的，自民党内保守

势力与试图寻找政治庇护的宗教团体彼此关联，有着各种私下交易，不仅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导致众

多家庭遭受精神和财产的损失。本篇拟以安倍遇刺事件为例，揭示自民党保守势力的政治违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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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前内阁总理，同时也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战后的前

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讲时突然遭枪击身亡，享年６８岁。嫌犯山上彻也面对警方的调

查，声称刺杀安倍的理由是源于个人对统一教有着深仇大恨所致，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
自明治维新实行宪政后，日本历史上遭遇行刺的首相、前首相包括安倍在内一共有８人。安倍则是唯

一一个因为宗教问题导致怨恨而被行刺致死的，这也折射出当下日本社会宗教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国

内矛盾的尖锐化。
安倍遇刺后，包括安倍本人在内的自民党多名大佬，被揭露出与统一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拟

通过对安倍遇刺事件的分析，揭示在战后日本宪法规定 “政教分离”原则下日本社会保守势力与宗教团体

的关系以及自民党政治违宪的真相。

一、政教合一是明治维新的政治遗产

众所周知，天皇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了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集君权与神权于一体的 “现人

神”①。作为近代化国家的君主，与幕府专权之前的古代天皇同时 享 有 君 权 与 神 权 时 代 不 同，其 地 位 的 法

理依据是 《大日本帝国宪法》② （以下略称：旧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所规定：“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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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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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帝位”。天皇根据宪法得到了国家元首和总揽统治权的地位。与此同时，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也

就成为了日本的 “国体”。自 “国体”的概念诞生之日起，日本国内对 “国体”的内涵就有着不同的见解，
主要分为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 “国体论”，以及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 “家秩序

国体论”。
然而，在旧宪法时期，无论是明治初期穗积八束所主张的 “国体论即主权”，还是大正时期美浓部达

吉的 “天皇机关说”，都证实了天皇同时扮演着 “神舆”和 “役人”的双重角色。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天

皇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神，是国家的核心象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旧宪法明文规定天皇既代表神

权，又代表世俗政权。因此，日本战前的政治体制属于政教一体的双重构造。
为宣扬天皇统治的正统性，达到对国民进行思想洗脑的目的，１８９０年，文部省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

布了 《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家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奉献生命。１９３７年３月 又 编 撰 了 《国 体 之 本

义》的教科书，宣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而永久统治此乃我国万古不易之国体，
基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奉体亿兆一心之圣旨，尽忠克孝发扬美德，此为我国体之精华，国家永久不

变之大本。”［１］像这样依托皇权和行政手段，用 《教育敕语》等高压形式来 “教化”国民接受天皇统治权的

行为，使旧宪法彻底成为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国民的工具，也让日本在穷兵黩武的末途，走上了战败

的不归之路。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向日本法西斯发出最后通牒即 《波茨坦公告》，令其无条件投降

同时严惩战争罪犯。在明确日本已无法挽回战争败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维护

天皇为统治中心的国体。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内阁于上午八时将附加了要求 “不得损失天皇陛下

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２］的 外 交 照 会 经 瑞 士 及 瑞 典 政 府 转 交 给 中 美 英 苏 四 国，宣 布 接 受 《波 茨 坦 公 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音 《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接受中美英三国命令日本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终战诏书》通过日本放送协会正式向日本民众广

播，日本政府也于当日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如同 《终战诏书》中所强调的 “朕欲忍其所难

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

在”等措辞内容，《终战诏书》的重点与其说是宣布 “终战”，还不如说是为了安抚日本国内民心。昭和天

皇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国民隐忍一时之痛，表明了日本仍将坚持保留战前国体、延续皇权统治的决

心，但是，通篇未对战争的责任进行明确表态。

二、保留 “国体”是导致政教分离悖论的根本原因

１９４５年，伴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改变，尤其是同年５月８日，轴心国一方的德国正式签署无

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战事宣告结束后，盟军内部各方势力为争取将各自最大利益最大化，在对日作战以

及战后处理问题上同床异梦，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而日方提出将保留 “国体”作为日方接受投降的要

求，导致了日本在战后国家制度的重建以及军国主义清算的不彻底性。
同盟国军队方面，尽管麦克阿瑟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０日登陆日本本土后，宣布成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

令部 （ＧＨ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为日本实际的统治

机构。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至１２月期间，ＧＨＱ相继向日本政府下达了 《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对教

师及教育官员的调查、开除、认可》《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护、监督及弘扬》
《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等 “四大指令”，除强制日本实行政教分离的之外，试图从教育制度

上铲除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毒害。然而，如同贾璇氏所述：“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天皇制意识已

潜入日本国民内心的深层。一旦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立即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日本国民将会集体对

美国占领当局产生敌对思想，这些无疑会为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而那样的窘境是占

领军当局所不愿面对的”［３］。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军队最高层出于对历史 （延续千年以上的天皇制）和现

实 （占领后政治社会的平稳过渡以及美国远东政策的需要）的考虑保留了天皇制国体。不过，麦克阿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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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天皇战前 “现人神”地位方面采取了一定措施。１９４６年元旦，根据ＧＨＱ的指示，裕仁天皇发布了

题为 《关于新日本建设之诏书》（即 《人间宣言》）的讲话，宣称：“朕和诸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靠互

相信赖、互相敬爱所形成，并非是单靠神话传说而生出，而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

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通过天皇发布的 《人间宣言》，

ＧＨＱ迫使天皇亲自否定了战前天皇崇拜和极端民族主义核心的神的血统，否定了天皇的 “神格”，确立

了天皇的 “人格化”，大有动摇国体的迹象。然而战后第二年，为平息日本国内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裕

仁天皇在麦克阿瑟的默许下，展开了国内巡幸。天皇的巡幸不仅起到了精神统合、稳定民心的重大作用，

同时也为 《人间宣言》后的天皇重新找回了在日本社会的立足点。也致使战后民主化改造的重心偏向于恢

复国民经济方面。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在遵循美国制定的 《日本统治体制的变革》［４］文件 （ＳＷＮＣＣ－２２８号文件）中规定

的所谓 “麦克阿瑟三原则”：（１）保留天皇制；（２）放弃作为解决本国纷争之手段的战争，进而放弃作为

保卫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决不认可日本的任何陆海空军，决不给日本军任何交战权；（３）废除日本封

建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日本 “自主”修定而成的。围绕上述原则，日本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公布了 《日本

国宪法》（亦称为 “和平宪法”）的草案，并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 开始正式实施 。关于天皇在战后的国家

地位和权力，在新宪法体现为第一章第一条所规定的：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

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三条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

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

无关于国政的权能。”① 上述规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但是，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昭

和天皇并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皇位和天皇制得以保留，也就保留了日本传统政治最重要的底色。而且，仅

被规定为象征的天皇，在政治体制 实 践 中 仍 在 扮 演 重 要 角 色”［５］。既 然 接 受 战 败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维 护 “国

体”，作为承上启下的战后政坛的主流政党就必然要承担起这个重要责任。

三、自民党保守势力是战后修宪的主要推手

如前文所述，促使日本放弃战前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国体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日本的战败。

然而，二战前作为日本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在战后虽然通过宪法被剥夺了实际的权力而成为了日本国

家象征的 “虚君”，同时，《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又规定：“保障民众的信教自由，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

教教育，进行宗教活动”，禁止了宗教作为国家官方的行为。但事实上，天皇根据 《日本国宪法》第七条的规

定，“从事各种仪式”并未停止各项祭祀活动，与此同时，天皇制 “国体”也以新的形态被保留了下来。

回顾二战后日本 社 会 实 现 “重 经 济，轻 军 备”和 平 转 型 的 发 展 历 史，有 学 者 将 其 总 结 为３个 要 点：
“一是以美英为范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二是以放弃战争为核心的和平宪法，三是重经济、轻军备的国家发

展路线”［６］。在盟军占领期间，日本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的民主改造和军国主义清算。

西式的民主制度也普遍为日本社会所接受，但是，伴随战后东西阵营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为了

遏制前苏联势力在东北亚的扩张，放弃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这使得最为关键的 “天皇制国体”

及其背后的保守宗教势力经过改头换面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以永久放弃战争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宪法，自

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到保守政治势力的挑战。《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否认

军备及交战权：“（１）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

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２）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６］然

而伴随冷战的结束，围绕宪法修订问题，日本朝野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自建党之

日起，修宪就成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无论是１９５２年 《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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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根发起 “战后总决算”时代，自民党内部保守势力有过多次修宪的实际动议。
同时，如同政治学者坪井秀人所述：“人们常说新宪法等于战后，修宪也代表着战后时代的结束。实

际上，新宪法已经被逐渐肢解，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后宪法时代，这也是 ‘战后结束’［７］的一种表现，尤

其是在进入安倍时代后更为明显”。真正为修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安倍政府。早在２００６年安倍第一

次组阁之时，安倍就明确将修宪确认为首要政治目标。安倍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致美丽国家》一书

中，对日本成为一个美丽国家的前提条件描述为以下４个方面： （１）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历史的国

度；（２）以自由社会为基础的有规制且法制完备的国度；（３）未来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度；（４）受世界

信赖、尊敬、爱戴并具有指导权的国度。然而，他又直接将日本不能被称美丽国家的理由归结于受宪法九

条限制以及法制不完备［８］。自民党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公布的 《日本国宪法 （修改草案）》，明确了自民党修改

宪法的主要目标就是：（１）强化天皇的权力 （不仅是全体国民的象征，同时还是国家元首）；（２）强化国

民对国旗以及国歌的尊重；（３）成立国防军，国防军除保卫本国的安全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活

动；（４）强化宗教管控；（５）强化内阁总理在紧急事态情况下的权力①。该草案针对强化宗教管控，虽然

强调了确保国民拥有信仰自由，但提高了申请成立宗教团体的门槛以及对宗教团体的监控，同时草案又将

政府机构对 “礼仪”“习俗”活动的支援排除在对特定宗教的支持范围外。其中将原先的象征天皇制改变

为元首天皇制，这明显与战后 “和平宪法”对天皇权力进行限制的原则相悖。另外，加强对宗教团体管制

的同时又为公职人员参加 “礼仪”“习俗”活动解除了限制，无疑在限制了战后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

同时，为政党及公职人员与宗教团体的勾结提供了方便。而且，修改宪法第九条，为 “国防军”正名则是

自民党蓄谋已久的。根据自民党修宪案，安倍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二次组阁后，即刻着力推进修宪，目的就

是要摆脱战后 “和平宪法”对保守势力的约束与维护。

四、政教勾结，暴露保守势力政治违宪本质

战后日本在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了全面放开。盟军司令部颁布 “神道指令”后，先是天皇发表 《人间宣

言》，否定自己是 “现人神”，政府也废除了战前制定的严格控制各宗教团体的 《宗教团体法》，新发布了

《宗教法人令》，规定简化成立宗教法人的手续，只要履行申请手续就会得到许可。二战前受到国家神道体

系压制的各宗教团体纷纷浮出水面。１９４７年开始实施的新宪法更是明确规定政府 “保障信教自由”。根据

井上顺孝的研究，宗教团体登记数量在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３年期间以两位数增长，其中也不乏以免税和赢利为

目的而成立的宗教团体［９］。也正因为如此，部分宗教团体也成为与政界发生权钱利益勾结的特殊存在，统

一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统一教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又称 “统一协会”或 “统一教会”，全称为 “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

协会”（Ｈｏ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简称ＵＣ），１９５４年由出生于平壤一

农民家庭的韩国人文鲜明 （Ｍｏｏｎ　Ｓｕｎ　Ｍｙｕｎｇ）（１９２０—２０１２）创立于釜山，后成为一个根源于基督教的

跨国右翼新兴宗教团体。统一教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传入日本，１９５９年日本统一教正式成立，最初的

信徒以二战前生活于日本的在日韩国人为主。１９６４年，统一教完成宗教法人登记手续，正式成为日本国

内的宗教团体。首任会长是原宗教团体立正佼成会成员久保木修己②。日本统一教的总部位于东京的繁华

街道涩谷，下辖２８４个分部，分布于日本全国各地，号称拥有６０万信徒。
自１９６８年１月开始，统 一 教 以 反 共 姿 态 向 日 本 政 界 保 守 势 力 示 好，积 极 参 与 日 本 政 界 活 动。１９６６

年，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笹川良一成为统一教名誉会长。在笹川良一引荐下，文鲜明与自民党保守势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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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民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ｓ：／／ｊｉｍｉｎ．ｊｐ－ｅａｓｔ－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ｐｉ．ｎｉ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ｄｆ／ｎｅｗｓ／ｐｏｌｉｃｙ／１３０２５０＿１．ｐｄｆ．

久保木修己作为统一教在日本的主要代理人，也是统一 教 与 自 民 党 清 河 会 的 主 要 联 系 人，他 的 保 守 思 想 对 安 倍 晋 三 有 着 深 刻 的 影 响。

代表安倍晋三政治思想的著书 《致美丽国家》书名就是来自于久保木的遗作 《美国国家日本的使命———久保木修已遗稿集》。参见：久

保木修己遺稿集刊行委員会編 『美しい国日本の使命―久保木修己遺稿集』、世界日報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佬岸信介建立了联系。

其后，文鲜明先后在统一教内部创立了两个右翼政治团体，分别是１９６８年创立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右

翼政治团体 “国际胜共联合”和１９９１年创立的 “世界和平联合”。两大团体吸收自民党多名重要党员成为

该组织的成员，其中就有安倍晋三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安倍晋太郎。以此为契机，统一教主要

干部曾多次与日韩高层政治家会面，也曾多次组织包括日韩政界、财界、学界和宗教团体在内的大型政治

集会。比如：１９７０年９月２日，久保木拿着岸信介的亲笔信拜会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邀请韩方派遣

代表团出席该组织在东京的武道馆召开的、由 “神社本厅”等２３个为推进团体以及 “自卫队之友会”等

为后援的 “世界反共联盟大会”。岸信介本人更是亲自出任 “世界反共联盟大会”的推进委员长。１９７３年

１１月，到访日本的文鲜明在久保木的引见下，在涩谷的统一教总部会见岸信介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各

种迹象表明，文鲜明与岸信介在此后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自民党岸派也因此与统一教形成了各种盘根

错节的利益关系。１９８４年，文鲜明因为偷税漏税在美国被起诉时，岸信介亲自给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写

信说情。１９８９年，文鲜明在韩国与信徒的一次聚会上更是宣称，要与以安倍晋太郎为会长的自民党清河

派为中心的日本国会议员加强交往①。事实也是如此，从岸信介、安倍晋太郎直至安倍晋三，自民党内保

守派以 “清河会”为中心，与统一教的交往持续了几十年。

安倍晋三在担任官房长官以及首相期间，曾多次向统一教组织的活动发出贺电。其中也不乏与其他自

民党大佬一起联名祝贺的情况。２００６年５月，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不顾当时统一教身陷 “灵感商法”丑

闻，向统一教组织的集体婚礼发去贺电，因此受到 “日本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的抗议②。２０２１
年９月，安倍通过视频在统一教所属 “天宙和平联合”组织的大型聚会上发表了基调讲演，向已故统一教

最高领导人文鲜明的遗孀韩鹤子表达了敬意。会议主办方也向会议的出席者介绍了岸氏家族三代与统一教

的交往渊源。对于舆论的批判，尽管安倍一直声称自己只是以私人名义发送贺电，而非以官方身份参与，

但当时安倍作为现任内阁总理和自民党总裁岂有私人身份可言。此外，安倍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多次邀

请统一教的主要干部出席官方组织的 “赏樱会”的事情，后来也被媒体揭露了出来。日本政府自１９５２年

开始举办的 “赏樱会”原则上只邀请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费用出自政府预算，安倍却将其用于招

待包括统一教在内的支持者，明显存在违反 《公职选举法》以及公费私用的嫌疑。经媒体爆料后，虽有在

野党的追责和舆论的批评，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表１　自民党各派别议员人数及其与统一教有交往的人数③

派别 人数 与统一教有交往的人数

安倍派 ９７　 ３７
麻生派 ５１　 ２１
二阶派 ４３　 １６
岸田派 ４３　 １５
茂木派 ５４　 １４
森山派 ７　 ３
谷垣派 １６　 ３
无派阀 ６８　 １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ＮＨＫ调查资料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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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倍派を中心に』旧統一教会による “政界工作”創始者·文 鮮 明 氏 の 発 言 録 で 判 明」．日 刊 ゲ ン ダ イ．（２０２２－１１－０７） ［２０２３－

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ａｎ－ｇｅｎｄａ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ｖｉｅｗ／ｌｉｆｅ／３１４０２２。

「動機は 『私怨』、国葬は 『民主主義守る』ため？霊感商法被害１２３７億円、弁護士らが安倍氏に抗議文」．４７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０７－１５）

［２０２３－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４７ｎｅｗｓ．ｊｐ／８０５３７１６．ｈｔｍｌ。

据ＮＨＫ的调查，自民党所属的参众两院３７９名议员中有１７９名与统一教有着包括获取政治资金、参与政治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更

有直接接受统一教的 选 举 支 持 的 议 员。 「自 民 “旧 統 一 教 会 と 接 点 の 国 会 議 員 は１７９人”う ち１２１人 氏 名 公 表」．ＮＨＫニュー ス．

（２０２２－０９－０８）［２０２３－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ｎｈｋ．ｏｒ．ｊｐ／ｎｅｗ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０９０８／ｋ１００１３８０９０８１０００．ｈｔｍｌ。



统一教之所以能在日本纵横数十年游刃有余，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庞大的资金来源以及众多的信

徒。统一教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以下４个渠道：（１）教会所属企业的营业收入；（２）“灵感商法”的推销收

入；（３）举办 “集体婚礼”的收入；（４）信徒的捐献收入。统一教的产业涵盖了从制造业到金融机构、从

媒体报刊到学校教育、从社会团体到文化设施的方方面面，规模庞大。“灵感商法”是统一教利用消费者

对其信任，采取了近乎于传销的行径。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统一教往往通过这种办法推销的商品，以原价

格的几十倍乃至数百倍出售获利。据日本 “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的统计，在１９８７—２０２１年期

间，日本共发生 “灵感商法”相关案件３４　５３７件，受害者达３２　０００多人，涉案金额高达１　２３７亿日元以

上①。统一教 “灵感商法”的做法后来也被奥姆真理教所效仿，成为教团在短期内聚集庞大资金的重要手

段之一。此外，“集体婚礼”源自教祖文鲜明声称世间男女必须要按照 “神”的旨意结婚才能得到救赎的

说法。未婚者成为信徒后，将本人照片和简历发送给教会，由教祖进行婚配。参加统一教组织的婚礼，每

对参加者须缴纳３４０万日元的费用，而每场婚礼参加人数可高达两三万人甚至更多。显而易见，统一教举

办 “集体婚礼”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信徒和获取钱财。同时，这种拉郎配式样的婚姻无疑会造成众多家庭

的不幸。

同时，统一教还要求信徒将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捐献给教会，不设上限，多多益善，有些被洗脑的信徒

为了向教会捐献财务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直接导致不少家庭破裂。行刺安倍的山上彻也就是其中一个。他

因为深受统一教之害，成为了一个既无稳定收入又无婚姻家庭的悲惨中年。山上之所以要冒险行刺安倍，

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母亲山上洋子因为加入统一教，导致其家庭情况迅速落沦为赤贫。山上彻也因此怀

恨在心，从而铤而走险做出了极端行为。然而，在日本像山上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仅前述 “灵感商法”

的受害者就超过了３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便受害者联合委托组成律师团对统一教提起集体诉讼，直

至安倍遇刺，也丝毫未能影响到统一教在日本的宗教活动。

而在山头林立的自民党内，欲成为派系首脑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１）筹集资金的能力；（２）确保

拥有与资金相关联的人员；（３）基于前两项能力基础上的党内发言权；（４）基于党内发言权基础上的对政

府的影响力［１０］。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为了达到其修宪的政治目标以及维持其政治地位，培植利用新兴

宗教势力为其提供资金和选票则是其惯用的手段。而新兴宗教团体，若想能在日本社会混得风生水起，雄

厚的资金以及与政治势力的勾结是必然前提。以统一教为例，除了教会本身，旗下还有政治团体 “国际胜

共联合”、教育团体 “国际和平联合”以及ＮＧＯ组织 “天宙和平联合”（ＵＰＦ）等。这３个团体是代表统

一教与日本以及国际政坛保守势力进行利益交换的机构。２０２２年８月，ＵＰＦ理事长梶栗在接受日本广播

协会 （ＮＨＫ）专访时，不但承认上述机构的创始人均为统一教的教祖文鲜明，而且承认该机构的资金来源

于教会。梶栗在谈到与自民党保守势力交往之时，也认可了该机构参与了从组织政策研讨、自民党所属议员

的选举支持、到向国会议员推荐秘书等政治活动［１１］。对照 《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对于任何人均保

障其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不得由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之权力”“任何人均不得强制参加宗教上之

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例行活动”“国家及其机关不得从事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 ”。结合表１所列自

民党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与统一教的各种关联，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政治违宪的事实，一目了然。

前述统一教与自民党的各种政治关联，仅仅只是揭露了日本政坛保守势力与众多宗教团体的关联勾结

的冰山一角。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的背后，不仅有统一教这类的新兴宗教团充当别动队的角色，为自民党

提供政治资金和流动选票，更有诸如神道政治联盟的大型传统宗教组织公开为修宪站台。但是令人觉得不

可思议的是，实施政教分离的日本社会，对此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声音。究其原因，正如五十岚所

述：“在实施昭和宪法的时候，为了确保明治宪法的解体，不仅需要针对天皇元首制度以及战时体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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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以及法律体系也应该进行全面改革。但是，由于盟军因为避免战后的混乱利用了天皇制，从而未

能进行彻底的改革。虽然内务省被撤除，但是其所属官员被分配到了自治省、建设省、厚生省，明治国家

的法律，特别是与公民与权力相关的行政法以及官僚体系，一直留存至今”［１２］。不仅是政党，连庞大的官

僚体系也承接着战前的脉络。

战后 《日本国宪法》明文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目前日本登录在册的宗教团

体超过了１８万个［１３］。但是，在日本，可能除日本共产党及少数左翼政治团体以外，各大政党与宗教团体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日本象征的天皇，名义上虽然已经

从战前的 “现人神”，通过 《人间宣言》的形式降为了 “凡人”，然而皇室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并未因为一纸

“宣言”而消失。正如宫田光雄所述：“由于 《人间宣言》表述的天皇与 “臣民”的 “纽带”基于 “相互的

信赖与敬爱”，这里的 “敬爱”是民众奉献给天皇的，而 “信赖”则是天皇赐予民众的，两者绝非平等的

关系”［１４］。显而易见，这样的不平等关系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同时，皇室作为神道文化的传承者，特别

是在传统文化方面依然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如牛建科指出的那样：“尽管战前和战后相比日本人的天皇

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对天皇文化象征价值的功能的认定则是一贯的。因此源于神道文化所确立的

天皇权威乃是日本民族一贯的文化象征”［１５］。这里所谓的神道文化也同样具备浓厚的宗教背景。

而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自１９５５年１１月由原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成立后至１９９３年为止，曾经连续

单独执政３８年。即便在１９９３年以及２００９年分别有过两次短期下野，但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获取众议院选举

大胜重返权力中心至今，自民党仍然是日本政坛不可动摇的主流势力。究其原因，离不开其背后大大小小

各类宗教团体的支持。面对自民党保守势力与统一教沆瀣一气的行为，民众也表现出极度不满，伴随真相

不断浮出水面，自民党的支持率明显下滑①。自我标榜为鸽派的岸田文雄及其内阁今后如何应对政治违宪

的行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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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刚：战后日本 “政教分离”原则下的政治违宪———以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