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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

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与保守辅弼

陈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日本公明党是脱胎于宗教团体 “创价学会”的政党，经过近６０年的发展，在日本政坛中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并往往起到了左右政局的关键少数作用。公明党自建党以来坚持以 “中道”政治自居，其政

治主张对日本政治中的自公联合执政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探讨理解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可以从其与

创价学会的历史渊源着手，进而对选民群体的社会属性进行细致的剖析，再对公明党的政治理念与其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政治实践等３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公明党在政治理念上的 “中道”并非单纯意义

上的中间路线或宗教的调和路线，而是根据现代政党运营中寻求政治稳定性的一种诉求，与执政的自民党

政治方向或理念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因此公明党在政治实践又以中派偏右居多，对自民党的保守政治起到

了重要的辅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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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明党是脱胎于宗教团体 “创价学会”的政党，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日本政治的风云变幻中逐

步稳固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公明党虽然在日本众议院中所占议席不多，却在 “五五年体制”崩溃后的日

本政坛上，无论是在多党联合执政时期，还是在自民党独大的情况下，亦或是自民党与民主党短期的两党

对立期间，达到了以小博大的政治影响，成为左右日本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学界通常对欧洲的宗教性政

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以基督教政党为中心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①。国内对于公明党

的研究大多置于外交之中，或是置于自民党背景下展开研究，使得对公明党所奉行的 “中道”政治的具体

内容与实践缺乏更为深刻的探讨。何劲松强调了创价学会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了宗教和政治保持适当的

并存方式，即承认公明党对外宣称的 “（政教）完全分离，但两者仍存在着友情上的坚固纽带”［１］。王新生

则对创价学会的发展历程、参与政治和公明党的政治作用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强调了创价学会是内部凝聚

力较强团体在集票能力方面的强大，作为少数党而掌握议会关键议席的政党［２］。但这种分析，缺乏对公明

党的政治主张、政教之间的合作机制和支持群体等展开更为具象化的研究，致使在讨论公明党在日本政坛

发挥何种作用之际，不仅有一种 “难以解渴”的感觉，更始终处于雾里看花的状态。

从公明党近６０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 “政教合一”的政党。更应该从该党执行

的政策与方针着手，剖析其支持群体构成，才能正确理解日本政治中长期存在的 “政党联合执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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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　祥，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问题、环境史研究。

①　以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例，相关研究主要有：史志钦．混乱之中的欧洲右翼政党 ［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０ （４）；张世鹏．从德国

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２ （２）；希尔玛·朗赫里·马杰德，王海峰．政党党员的流失及

其原因：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例 ［Ｊ］．比较政治学前沿，２０１７ （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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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弄清被外界理解为 “政教一致”的公明党是如何影响日本政治走向的。实际上，
支持公明党的核心群体恰恰是 “非保守”政治倾向、或是很容易选择这种倾向的人群，这才使得公明党能

够发挥稳定、牢固的 “保守辅弼”的功能。因此，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的主张是如何辅弼保守的自民党

执政值得深入思考。

一、创价学会·公明党的历史发展脉络

创价学会源自创立于１９３０年的创价教育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的教育理念是大正时期的 “德谟克

拉西运动”的前兆，并与此后的吉野作造、石桥湛山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３］。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利用教育培训唯命是从的臣民，因此视牧口和创价教育学会为眼中钉，极力打压其发展，牧口最终因不妥

协而惨死狱中。今天的创价学会从组织结构的延续性和成员构成的主体性看，实际是源自１９５１年５月户

田城圣担任第二任会长时期发布的 “折伏大行进”宣言。当时的创价学会会员仅有３　０００户左右，在日莲

正宗内部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派系，户田在就任会长的演讲中提出，在他余生中将会员扩充到７５万户。此

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中存在一个庞大的

“农村务工人员”群体。这种 “折伏”行动以１９５０年刊印的 《折伏教典》作为教材，再辅以早已刊印的理

论月刊 《大白莲华》和创刊不久的创价学会机关报 《圣教新闻》，“折伏”的对象及被劝说入会的人员大多

是贫困、得病、刚到城市生活的年轻人［４］。二战后日本新兴宗教都对这一群体展开争取工作，从后来的实

际发展结果看，显然创价学会的宗教纽带很好地组织了他们。日本学者铃木广等对创价学会发展的社会基

础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他于１９６２年在福冈市对创价学会成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得出其成员的

构成特点主要有：（１）低学历、下层自营小贩、蓝领工人；（２）父母亲的职业大多是农林渔业和自营小工

商业主；（３）市郊农户家庭等［５］。经过 “折伏大行进”的宗教传播活动之后，创价学会会员数量出现了几

何级的增长，到户田城圣去世的１９５８年达到了８０万户；到池田大作继任第三代会长的１９６０年，更增加

到１５０万户；到公明党成立的１９６４年达到了５００万户。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会员数量转入稳定增长时

期，今天创价学会对外标榜拥有８２７万户信众［６］。

二战后重建的创价学会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性，是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团体。随着创价学会会员人数

的增加，开始希望能够在日本政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从１９５５年起参加统一地方选举，以 “建立国

立戒坛”①为口号参与政治活动，并宣称 “不在众议院拥有候选人”［７］。１９６４年成立公明党之后，转而积极

参与众议院选举，并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将池田大作提出的 “中道政治”作为党的政治理念。１９６９年众议

院选举中，公明党获得震动日本政坛的４７个席位。但是，随后发生了 “言论出版妨害事件”②，一直闹到

了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那里，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池田大作公开道歉，公明党和创价学会也被明确要求

必须政教分离 （严禁创价学会内担任重要职务人员同时兼任公明党要职）。该事件严重打击了公明党的政

治势力扩张，到１９７２年选举时仅获得了２９个议席。此后，公明党转而以实现 “大众福祉为目标”作为口

号进行政治活动，并删去党纲领中 “广宣流布、王佛冥合”等佛教用语，标榜 “尊重人性的中道主义”［２］。

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日本的民主、环境等运动的减弱，各种革新政党势力转入维持稳定发展时期。创

价学会先是在１９７５年与日本共产党缔结了 《创共协定》，但随着公明党不断与保守的自民党接近［８］，该协

定形同废纸，创价学会与日共的合作也陷入僵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公明党和社会党尝试进行联合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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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价学会的 “建立国立戒坛”的目标是：将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大御本遵的功德能够恩泽日本全体，使佛教在日本复兴，并主 张 全 体

日本人都应该皈依日莲大圣人，建立国立戒坛，成就金刚不坏之佛国。随着该学会走向世界，这一目标则转为 “地球民族主义”，希望

建立以日莲正宗教为指导，世界各民族作为 “统一地球民族”的 “世界联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创价学会组织了公明党之后，该党的议席增加势头强劲。当时明治大学的教授藤原弘达写了一本叫做 《干掉创价学会》

（『創価学会を斬る』 ）的书，并打算出版，但出版与销售均遭到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阻止，这种行为引起了日本整个出版界和社会一

片哗然，被称之为 “言论出版妨害事件”。



也以失败告终。１９９３年公明党参加了联合 政 权，１９９４年 因 参 与 政 界 的 分 化 而 分 裂。１９９８年 重 组 “公 明

党”，并于１９９９年之后，与自民党联手组建联合政权。

公明党能够长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不外乎两个方面因素，一是公明党只有成为执政党，才能更好地实

现党的纲领与政策；二是创价学会作为公明党的支持基础，拥有十分强大的组织拉票能力，“五五年体制”

崩溃之后的自民党选情十分不稳［９］，需要公明党在大选上的稳定和组织能力。创价学会组成了基本组织架

构：中央本部、地区本部、都道府县本部，在各地视情况又建立了相应的区域组织：本部、支部、区、小

组等［１０］。这种 “中央＋地方”的组织架构，可以与各选区相对应，通过学会在该区域干部的积极活动并

取得会员的信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锁定票源。再加上创价学会内部很强的会员联系、组织规范、会员学

习制度等，会员能够通过学会活动获得很高的满足感和充实感，对宗教组织具有很强的归属意识感。因

此，选举活动实际上已然成为创价学会检验和实践核心信仰的重要行为。

二、日本众议院各政党选民群体的分析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最早采取调查手段对西方选举进行了研究，他们以美国选举数据为基础进

行分析，就投票行为进行理论升华总结出经典的密歇根模式［１１］。该理论认为投票权利人的投票行为深受

心理因素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政党归属意识，其次才是对候选人的认可，再次才是对选举论点的思

考。基于这种选举理论分析，需要对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众议院各政党选民群体展开具体分析。
“明亮选举推进协会”起源于１９５２年的公明选举运动。１９５１年的第二次统一地方选举中，发生了许

多违反选举事件，爆出了超过６万名检举者，导致１９５２年计划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前激烈的社会运动，前

田多门等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举行公正、严肃的选举。此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发出社稿

宣布支持 “公明 （公开、透明）”的选举运动。这一倡议得到了舆论、实业、经济、妇女等各界人士的支

持，当年６月组成了 “公明选举联盟”。迫于民众的巨大压力，众议院也于当年６月通过了 《推动公明选

举的决议》。随着１９６４年公明党的成立，该组织名称与公明党十分相似，为了便于区分并进一步推动选举

公正化，１９７４年正式改名为 “明亮选举推进协会”。该协会在日本全国各都道府县·市区町村都成立了分

会组织，拥有８万名为该组织服务的志愿者，与总务省、各地方自治体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合作，防范选举

违法行为、提高投票率及促进国民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１２］。该协会对日本的选情的调查与许多日

本媒体的调查不同，他们通过志愿者与选民进行较为认真、充分的沟通，相比之下，其所采集到的选举调

查数据更具价值，且调查都是在选举结束后对之前的选举中有选举权人的投票行为进行的调查。下文将以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第４９届众议院选举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公明党背后的支持群体情况。
（一）性别与年龄

从性别看，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第４９届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社会民主党

和日本共产党支持选民的男女性别比例较为平衡 （表１）。公明党、国民民主党①和不回答的选民中，女性

支持者所占比例较高，其中支持公明党的女性比例尤其明显。

从年龄看，表２整体上以每十年作为一个年龄层划分，自民党很明显在中青年群体中拥有较高的支持

率，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日本维新会、社会民主党等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与这些政党相

比，公明党、国民民主党的支持者的年龄则呈现出比较稳定的特征，尤其是公明党在小选区选举中基本维

持在５％～６％的支持率。公明党在各个年龄段人群中拥有稳定的支持者，其在今后的选举中要比其他政

党拥有更稳固的选举基础。此外，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大部分小党都很明显被自民党、立宪民主党、日本

维新会抢走了票源，该选举制度造成执政党对在野党、大党对小党的选举优势，而公明党凭借与自民党联

合执政的政治优势，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往往能够获得更多选民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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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日本希望之党、日本民进党在日本国会召开新党协议会，决定合并组成日本国民民主党。



表１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日本大选中的政党支持率与选民性别情况
单位：％

自民党 立宪民主党 日本维新会 公明党 国民民主党 日本共产党 令和新选组 社会民主党 其他 不回答

小

选

区

全体 ４５．６　 ２５　 ８．７　 ４．４　 ３．３　 ３．４　 ０．５　 ０．６　 ３．９　 ４．６
男 ４５．８　 ２６．６　 ８．４　 ３．７　 ２．２　 ３．９　 １．０　 １．０　 ４．３　 ３．１
女 ４５．５ ２３．６ ９．３ ５．１ ４．３ ３．２ － ０．３ ３．８ ５．１

比

例

全体 ３６．１　 ２０．９　 １４．４　 ８．８　 ３．５　 ５．２　 ２．０　 １．４　 ２．５　 ５．３
男 ３３．９　 ２４．１　 １４．７　 ６．８　 ３．１　 ７．０　 ２．２　 １．６　 ２．６　 ３．３
女 ３８．１　 １８．３　 １４．２　 １０．５　 ４．０　 ３．８　 １．６　 １．３　 ２．０　 ６．２

　　资料来源：公益財団法人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第４９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全国意識調査—調査結果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３月、３８頁、４０頁

注：底框白色为小选举区选举情况，灰色底框为比例代表选举情况

表２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日本大选中的政党支持率与选民年龄情况
单位：％

年龄／岁 １８－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５９　 ６０－６９　 ７０－７９　 ８０以上

自民党 ４４．７　３９．５　３４．６　２８．０　４１．０　３４．２　３９．７　３３．２　５０．２　３０．６　５０．９　４０．２　４９．２　４０．９
立宪民主党 １８．４　１３．２　２１．５　１３．１　１９．９　１４．３　３０．４　２３．４　２７．８　２６．１　２４．４　２２．５　２６．２　２３．８
日本维新会 ６．６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３．１　１３．７　１９．９　 ６．５　１２．０　 ８．２　１９．２　 ８．１　１２．９　 ７．９　 ７．９
公明党 ６．６　１０．５　 ５．６　 ５．６　 ５．０　１０．６　 ３．８　 ９．８　 ２．０　 ９．４　 ５．２　 ８．５　 ５．６　 ６．３
国民民主党 ４．０　 ６．６　 ６．５　１１．２　 ３．１　 １．９　 ４．４　 ３．８　 ３．７　 ３．７　 ２．２　 １．５　 ０．８　 ０．８
日本共产党 １．３　 ２．６　 ２．８　 １．９　 １．２　 ３．１　 ４．４　 ６．５　 ２．５　 ４．１　 ４．４　 ８．１　 ６．４　 ６．３
令和新选组 １．３　 ４．０ － １．９　 １．２　 ３．１　 ０．５　 ３．３　 ０．８　 ２．０ － ０．４ － ０．８
社会民主党 １．３　 １．３　 ０．９　 １．９ － １．２　 １．１　 １．１ － １．２　 １．１　 １．５ － １．６
其他 １５．７　１１．８　１７．７　２３．４　１５．０　１１．８　 ９．３　 ７．０　 ４．９　 ３．６　 ３．７　 ４．５　 ４．０　 ３．２

　　资料来源：公益財団法人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第４９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全国意識調査—調査結果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３月、３８頁、４０頁

注：底框白色为小选举区选举情况，灰色底框为比例代表选举情况

（二）学历情况

明亮选举推进协会将被调查人的学历情况划分为：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短大·高专毕业、本科以上

等四种类型 （表３）。结合表２情况加以分析，一般而言年龄与学历呈现出正 相 反 的 趋 势，立 宪 民 主 党、

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当中，拥有一批高学历的选民；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也是在高学历选

民中拥有较高支持比例；自民党在各个年龄段和学历层次中，拥有比较稳定的多数选民支持。但是，公明

党的支持群体结构与上述各政党相比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拥有较多的低学历选民支持，尤其在比例代表选

举方面更为明显。

表３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日本大选中的政党支持率与选民学历情况
单位：％

自民党 立宪民主党 日本维新会 公明党 国民民主党 日本共产党 令和新选组 社会民主党 其他

初中毕业 ５１．０　 １９．８　 ７．３　 ７．３　 １．０　 ６．３ － － ７．３
高中毕业 ４６．８　 ２４．４　 ８．７　 ５．４　 ３．７　 ３．５　 ０．４　 ０．４　 ６．５
短大、高专 ４７．２　 ２１．６　 ７．８　 ２．８　 ５．０　 ２．３　 ０．９　 ０．９　 １１．５
本科以上 ４２．２　 ２９．７　 ８．９　 ３．１　 ２．５　 ３．３　 ０．３　 ０．８　 ９．１
初中毕业 ３９．６　 １８．８　 ８．３　 １１．５ － １１．５　 ３．１　 １．０　 ６．２
高中毕业 ３７．７　 ２１．６　 １１．８　 １０．５　 ４．１　 ４．４　 １．５　 １．５　 ７．０
短大、高专 ３８．１　 １６．５　 １８．３　 ８．７　 ４．１　 ３．７　 １．４　 ２．３　 ７．０
本科以上 ３２．５　 ２３．９　 １６．１　 ５．８　 ３．６　 ５．６　 ２．２　 ０．８　 ９．４

　　资料来源：公益財団法人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第４９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全国意識調査—調査結果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３月、３８頁、４０頁

注：底框白色为小选举区选举情况，灰色底框为比例代表选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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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情况

关于日本各政党支持选民的职业情况，明亮选举推进协会将选民分成：经营者·公务员·管理岗、正

式职员、派遣员工、临时工等四大类。这种职业划分显然是受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止日本政治学界对政治

意识、政治行动研究的影响，学界通过研究认为在 “五五年体制”下，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自营业者和公务

员、企业管理层的人员是自民党的主要支持选民，而除此之外的雇佣劳动阶层则是在野党的支持选民［１３］。

该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了自民党在经营者·公务员·管理岗的选民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除此之外自民党

在其他阶层也获得不少选民的支持的特点；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和此次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日本维新会

表现出在各个阶层拥有较为稳定的选民支持，只是这种支持比率远比自民党少；国民民主党在经营者·公

务员·管理岗的选民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比例；日本共产党在正式职员、派遣员工和临时工的群体中占有

一定的支持选民；社会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削弱，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选民影响力微乎其微。支持公明党

的选民主要是正式职员和临时工阶层的选民，同时公明党在经营者·公务员·管理岗也获得一定数量的选

民支持 （表４）。

表４　２０２１年日本大选中的政党支持率与选民职业情况
单位：％

自民党
立宪民

主党

日本维

新会
公明党

国民民

主党

日本共

产党

令和新

选组

社会民

主党
其他

经营者·公务

员·管理岗
５３．４　３７．９　２１．１　２３．６　１１．８　１５．５　１．９　５．６　２．５　３．７　１．９　３．１　０．６　１．９　０．６　１．２　６．２　７．５

正式职员 ４３．８　３６．４　２２．４　１４．３　９．６　１５．８　４．０　９．６　４．４　５．１　２．６　３．３　０．７　３．７　０．７　１．５　１１．８　１０．３

派遣员工 ４１．２　３５．３　２９．４　５．９　５．９　１７．６ － － － － ５．９　５．９ － ５．９ － － １７．７　２９．４

临时工 ４０．２　２９．４　２８．９　２３．０　７．４　１２．７　４．９　１４．２　２．９　２．０　３．９　７．４　０．５　２．０ － ０．５　１１．３　８．９

　　资料来源：公益財団法人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第４９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全国意識調査—調査結果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３月、３８頁、４０頁

注：底框白色为小选举区选举情况，灰色底框为比例代表选举情况

（四）政治倾向

在日本的政治学研究中，曾经长期就选民的 “保守、革新”的政治倾向进行过调查。选民对政党所处

的政治倾向的判断虽然很难用 “保守”“革新”加以简单定义，但该调查认为仍可以将二者的倾向差异进

行笼统归纳：从市场机制可以区分为重视市场机制的自律性和重视抑制市场机制，从价值观角度可以区分

为传统价值观和 现 代 价 值 观，从 外 交、安 全 角 度 可 以 区 分 为 重 视 日 美 关 系 和 采 取 更 为 中 立 的 外 交 方 针

等［１４］ （表５）。

表５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日本大选各政党的政治倾向
单位：％

自民党 立宪民主党 日本维新会 公明党 国民民主党 日本共产党 令和新选组 社会民主党

保守 １５．８　 ４．５　 ８．５　 １２．９　 ７．７　 １．７ － －
稍微保守 ４５．２　 １５．７　 ２６．８　 ３２．３　 ３０．８　 １７．０　 ９．１　 ２６．７
中间 ２９．５　 ３９．０　 ３３．３　 ４６．２　 ３３．３　 ２７．１　 ５０．０　 ３３．３
稍微革新 ８．５　 ３２．７　 ２４．２　 ６．５　 ２５．６　 ３９．０　 ２２ ． ３３．３
革新 １．０　 ８．１　 ７．２　 ２．２　 ２．６　 １５．３　 １８．２　 ６．７

　　资料来源：公益財団法人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第４９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全国意識調査—調査結果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３月、４８頁

总体而言，认为自民党是保守党派的被调查者超过六成，而认为日本共产党属于革新派的被调查者超

过了一半，认为社会民主党属于革新派的被调查者超过了四成，这种调查数据显示出日本的政党政治倾向

依然深受 “五五年体制”的影响。从２０２１年大选结果看，革新势力显然是严重遇挫，而居于保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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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政党则大体自我彰显 “稍微保守、中间、稍微革新”的政治倾向来强化对选民的争夺。从日本选民

的视角看，立宪民主党被视为中间偏革新、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可以被视为中间派、公明党被视为中

间偏保守。可见，公明党与自民党的价值意识更加接近。

综合上述３种属性的分析，可以较好地掌握支持公明党的选民群体特征。概括起来讲，公明党的支持

选民拥有较稳定的年龄分布，同时体现为居多是低学历、临时工及家庭妇女等人群特征，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经营者·公务员·管理岗的选民数量。可见，公明党在选民基础方面与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有诸

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在 “五五年体制”时期，公明党的政治倾向也体现出了这种特点，根据浦岛郁夫和竹

中佳彦对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０年的３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公明党支持群体认为自身属

于 “中间偏左”的人数占到了大多数［１５］。于是，从这一调查提出了重要的政治发问，如今的公明党为何

被选民视为转变成中间偏保守的政治派别？因此，要弄清近３０年来公明党是如何作为 “辅弼”自民党的

联合执政党就需要深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①如何理解公明党所标榜的 “中道”政治及其联合执政与价值

观之间的联系；②公明党的 “中道”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三、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

国内学界对公明党 “中道”政治的研究显示出两种倾向。一是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加以比对，认为早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公明党就联合了一些小党积极倡导 “中道”政治，主张不拘泥意识形态，既不赞同保

守自民党主张的市场经济、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维持和发展现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

也反对革新派 （社民党、日本共产党等）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变革［１６］。但当时日本社

会主要是围绕自民党的保守和日共、社民党的革新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锋与争论，所以 “中道”的政治主

张并没有被当时日本社会主流所接受。二是认为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就是创价学会的宗教 “生命论”，

认为这是佛法的中道主义，是学会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永远走 “中道”的佛法哲学之路，这种以佛法为基

础的解释，强调的是圆融、调和的色彩。因此，“中道”政治不是仅仅存在于相互对峙的两大势力之间，

而也不应当采取从双方择取有益的部分形成自己主张的做法；不受政党利害关系束缚，将国民大众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１］。显然这种解释强调了公明党、创价学会的政教一致性，而忽视了公明党作为政治性政党的

一面。这两种研究倾向未能将 “中道”政治主张与日本选情结合起来加以深入分析，且缺乏对日本学界研

究成果的吸收与追溯。
（一）“中道”政治的内涵

公明党在 《纲领》中明确指出，“公明党始终将 ‘生命、生活、生存’作为最高尊崇的人类主义，是

一个以追求人、人类幸福为目标的开放的国民政党……坚持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主义和主张、机构和制度、

科学和经济，所有的一切都应该为人服务。这就是以生命、生活、生存为三大信念的公明党的人本主义＝
中道主义的本质”［１７］。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并没有对公明党 “中道”政治的内涵加以具体化，更多

地给人以一种口号式的感觉。因此，日本国内不少政治学专家尝试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解释。日本防卫大学

名誉教授、国际政治学专家佐濑昌盛从政治平衡性角度进行了说明，他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日的 《读卖新

闻》解释 “中道”指的是保持 “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实践的规范，即 “中道”并不

是被区分为五五平分的道路之物，不是折半、折中、中间、居中的意思，平衡是政治判断的重要因素，但

平衡本身并不等于中道［１８］。一桥大学中北浩尔教授则进一步从政治合意角度加以理解。他认为日本的政

治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朝野双方对决的色彩。而普通民众并不希望出现争锋相对的对决政治，因此对

公明党十分期待：一是在政党对立中占据中道的位置，能够起到基于国民常识、创造稳健来促进各政党达

成中长期政治合意的作用。二是能够起到政党政治与日本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作用。落实具体的政治措施

而言，中北认为公明党提倡在现有的宪法基础上增加一些条文的 “加宪”属于 “中道”政治中的 “国民常

识”，至少是多数国民的心声［１９］。政治评论家森田实则从自公联盟的政治实践视角加以阐述，他在自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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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联合取得２０１２年大选胜利后，就期待自公两党能够建立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政权，并希望公明党对自民

党的向右 “暴走”起制约作用的同时，能够从国民利益出发进行政治活动［２０］。

再考察公明党本身对 “中道”政治的理解。现任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对 “中道”做过解释，在东西阵

营和左右对立越来越难以区分的时代，即后冷战时代的 “新中道”指的是 “应有的价值”，从而达到不偏不

弃任何一方促成政治合意。他认为公明党自创立５０年来，所追求的中道作用是在多元的价值观和利害冲突

当中，将 “生命、生活、生存作为最高尊崇的人类主义”，并以此为坐标轴寻求调和各方形成合意［２１］。

显然，上述所论及的公明党 “中道”政治不是指中间路线，其逻辑推演是将追求日本国民的生活和福

利作为最高目标，然后为达成这种目标促使日本政治各方能够形成共识，使得日本政治能够实现稳定性和

长期性，进而为国民带来福利。从实践角度的规范而言，按照公明党特别顾问市川雄一的理解， “中道”

政治应该是，在政治实践中遭遇舆论形成两分和朝野两派对立的情况下，两边都不偏倚，不采取与二者相

同或对立的姿态，而是通过理性的议论，探寻并创造出符合国民常识的结论 （正确的见解）［２２］。在公明党

看来，这种 “中道”政治也可以理解为 “符合国民常识的政治决断”。因此，公明党的辅弼是以自民党掌

控政府为前提，进而兼顾地方利益分配，充当自民党执政的 “补充”角色［２３］。

从自公联合执政以来，日本政党体系总体形成了 “一强一辅多弱”的格局，期间虽然有民主党在２００９
年到２０１２年之间强势崛起的冲击，这最终没有让日本政坛因此而出现左右对决的极化，反而是民主党在

２０１２年败选之后，令日本政党体系进一步分化。得益于自公两党的 “一强一辅”，日本政治没有出现西方社

会的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现象。持续右倾化的自民党并没有完全变为最为极端右翼政党，而是走出了政治社会

层面的持续 “保守化”和经济层面推行 “新自由主义”的并行路线。所以，“中道”政治路线并不完全是公

明党所标榜的防止日本政治走向左右两个极端，而是指公明党希望能够在日本政治演变过程中，不走激进路

线，寻求走平稳的转变路线。在政治的具体操作层面而言：①公明党反对日本政局出现快速的向左或向右的

摇摆，维持政治稳定并缓慢向右演变；②避免日本国内政治对某些决策出现赞成或反对的简单对决，努力促

成在国民形成共同合意前提下的政治讨论，以减缓自民党迅速保守化对日本国家的冲击；③在上述两点的前

提下，公明党期待能够在新时代全球化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为日本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二）公明党 “中道”不中的政治实践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自由党宣布退出三党联合执政，当夜时任首相小渊惠三脑中风住院，森喜朗接任

首相职务，表面上当时的日本政坛除了从 “自自公联合”变成了 “自公联合”，自民党吸收了一些分裂的

自由党议员 （二阶俊博等）之外，似乎与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并无直接关联。但是，深究其中的利害关

系就能发现公明党的 “不中”恰恰起源于此时，并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自民党内的派阀之争起源于五五年的保守合流，政治思想 “保守”的自民党主张的是日本型现实

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主张导致自民党内部可以大体分为鸽派和鹰派。鸽派主张护宪、优先重视经济发展、

强调与中国等周边各国修好关系，鹰派主张修宪、优先确保日美同盟、强调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就鸽派而

言，早期有池田勇人的宏池会，到田中角荣上台之后，作为从草根建筑商到首相的华丽变身，他在政治中

十分注重实务，强调 “数字＋金钱”① 从而形成了庞大的 “田中派”。田中派经过膨胀、循环发展成为２０
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自民党的主流派系，由于田中访华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该派系中知华友华的议员

较多。１９８５年竹下登为首的中坚青年议员扯起了反田中的大旗组成了 “创政会”（后改组为经世会），其

中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羽田孜、小泽一郎、野中广务等都成为 “竹下登派”的骨干，当然该派很明显

是继承了田中派的班底，属于现实主义的鸽派。当时，创价学会、公明党的主张与自民党鸽派颇为接近，

且交流较深。自民党的鹰派发端于 “反吉田势力”，成为岸信介的主要支持派系，正式组建派系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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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数字是指议员的数目，议员数目多了，就有钱来 了，因 为 觉 得 这 个 派 阀 值 得 投 资，财 阀 认 为 有 利 可 图。田 中 派 在 “数 字＋金 钱”

的攻势下，建立了一个政、官、商 “铁三角”的体制，议员数量庞 大。人 民 网．中 日 关 系 究 竟 能 否 改 善———与 《凤 凰 卫 视》阮 次 山 畅

谈中日关系 （之四）［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４０５５３／３８８６０８７．ｈｔｍｌ。



到１９６２年福田赳夫建立的 “党风刷新连盟”，后来逐步扩大、演化，到１９７９年正式采用名称为 “清和政

策研究会”，之后安倍晋太郎、三冢博、森喜朗历任该会会长。就其政治思想而言，该派系议员大多主张

自主修宪，更重视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也常被人称为 “台湾帮”［２４］，２０００年以来，该派领袖森

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长期担任自民党首相，直至目前依然是自民党内第一大派系。公明党在进入

自公联合执政体制之后，其 “中道”政治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向。

森喜朗担任首相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频频将内心世界的保守极右主张公诸于世。首先是在２０００年６
月在国会议员恳谈会上讲 “日本就是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对此，创价学会对二战前深受国家神道的迫

害记忆犹新，公明党和创价学会明确要求森喜朗作出合理解释。森喜朗只好作出解释：“给公明党带来不

必要的担心，如果导致误解并非我的本意”［２５］。２００１年５月，森喜朗在国会演讲中多次明确表示要修改二

战后的 《教育基本法》，试图给二战前的极右教育招魂，他讲到：“教育敕语中有非常不好的部分，也有很

多很好的地方，不应该给予全部否定。”［２６］这种言论遭到公明党和创价学会的强烈反对，池田大作名誉会

长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９日发文指出：“有人要恢复教育敕语的德目等，好好思考它在二战前的天皇制、家长

制之下扮演了何种作用，只知道大谈这是时代的错误之外一无是处。”［２７］可见，刚刚组建自公联合执政之

时的公明党，其标榜的 “中道”是能够对自民党保守极右势力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２００１年４月，小泉纯一郎凭借党内９０％以上的支持率强势登台组阁，他主张压缩政府公共开支和社

会福利，主张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一个 “小政府”。内政方面，小泉按照市场原理强行推行 “邮政民

营化”改革，“我的目标是通过此次大选打造一个新 ‘自民党’，并绝对不会与 ‘邮政反对势力’进行合

作”，时任公明党党首神崎武法尽管面对党内巨大压力，最终仍选择了支持小泉的立场［２８］。外交方面，小

泉在５年多的执政时期中不断采取强化日美同盟的政策，日本甚至多次出兵海外协助美国进行战争，公明

党显然是以维护联合执政为优先，并和小泉保持了步调一致。此后，公明党 “中道”向右的色彩开始愈来

愈浓，从小泉时代开始一直到安倍时期，公明党的 “向右调整”可以从修宪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看

出端倪。

１．“反对修宪→论宪→加宪”的主张变迁。日本现行的宪法自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期间制定以来，一

直饱受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要求修宪的压力。公明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 “反对宪法改恶”“反对修改宪

法第九条”和坚守维护宪法的 主 张。但 是，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后 期，公 明 党 曾 一 度 加 入 新 进 党 以 抵

抗自民党。新进党是一个多党联 合 组 成 的，对 公 明 党 在 宪 法 问 题 上 主 张 有 所 顾 虑，因 此 提 出 了 可 以 就

宪法问题进行讨论，公 明 党 被 迫 作 出 让 步 与 之 进 行 “论 宪”。新 进 党 存 在 时 间 极 短，１９９４年 成 立 到

１９９７年就宣告解散，此后 “论宪”的主张被公明 党 保 留，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的 党 大 会 上，主 张 应 该 基 于 参

众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议论，将 “论宪”时间定为２０１０年为止。公明党对宪法 问 题 的 态 度 已 经 发 生 了 微

妙的变化。

自从 “清和会”主导自民党以来，修宪问题的进程日益加快。２０００年日本成立了参众两院宪法调查

委员会，日本朝野对修改宪法的讨论愈演愈烈。自民党在２００５年底完成并公布了 《新宪法草案》，此后公

明党转而提出了 “加宪”论，主张在宪法中加入 “国民知情权”和 “环境权”，后又围绕斗争最为激烈的

修改 《宪法》第九条的问题主张增加 “国际贡献和自卫队内容”［２９］。到山口那津男担任公明党代表之后，

更是明确了 “今后志向于推进 ‘加宪’”［３０］。“加宪”主张在表面上看，并没有破坏公明党在选民心中维

护宪法的形象，但 “加宪”行为本身就是改宪的一种。从政治实践而言，公明党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并从本质上不反对改宪，进而强调改宪应采取慎重态度，然后对改宪设置一些限制条件：①只有国会才拥

有修改宪法的提议权，最终需要国民投票来决定，得到国民的理解是修宪的前提；②需要尽可能多的政党

达成意见一致，特别是需要得到当时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同意并与之讨论；③还需要明确上述事项的先后

顺序，应该优先讨论宪法中不完备的地方［３１］。

２．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的５年多时间里，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

社，给当时的中日关系、韩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激起了中韩等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使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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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困境。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

点，且这一行为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影响在长时间内难以散去。公明党一向重视中日关系，其支持母体的创

价学会在二战期间也深受军国主义的迫害，作为执政联盟并没有对小泉的一意孤行进行深刻地批评和反

思，只是年复一年进行了不痛不痒的 “规劝”而置身事外。时任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就参拜靖国神社历年

的评论如下：（２００１年）对参拜表示遗憾。虽然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避开终战之日 （去参拜），但还是会

招致周边各国的反对。政府应该重新进行外交努力。（２００２年）小泉首相也考虑到周边各国后才选择时间

的，但参拜导致的影响巨大，十分不好。公明党将朝着设立国立墓苑方向努力。（２００３年）在朝鲜问题上

愈加紧迫，与中国和韩国密切携手十分紧迫且重要。尽量不要给外交造成影响。（２００４年）参拜不仅违反

了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还导致外交上的重大问题。十分遗憾。（２００５年）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这行为十分令人遗憾，应该采取自我严肃对待。中国和韩国也采取了争锋相对的措施了，这个问题

并不简单。（２００６年）中国和韩国在小泉执政时期，对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希望接下来执政者能够努力

改善与亚洲的外交关系［３２］２０９－２１０。

公明党的上述表态显然不仅未能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甚至是公明党的 “中

道”批评在该问题上也未能对自民党的首相起到实质性规制。

总之，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在实践过程中，其主张的 “获得国民理解”或 “达成国民常识”更倾向

于政治口号，并不能对自民党的 “右转”起到真正的阻止作用，而更多时候只是提出应该多进行讨论来减

缓自民党的 “右转”进程，然后在自民党制定的政策中附加了公明党的政治意图。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能够

对自民党的迅速向右形成一定的缓冲，但从长期看，对日本政治的右转虽不能说是推波助澜，却至少没有

起到真正规制性作用的 “放任”。

结　语

经过５０多年的发展与壮大，公明党依托创价学会的强大组织与动员能力，虽然在宗教色彩方面饱受

诟病，却能在日本政坛长期扮演着关键少数角色。创价学会在日本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十分强大的宗教

团体，遍布日本各地，且学会内部形成了十分紧密、抱团、独立的圈子。这种交流圈与生活圈的强大，甚

至足以让人一生不与学会以外的人交流都能很好的生活下去，因此常常被人视为异样的 “团体圈子”［３３］。

这个团体圈子能够为公明党稳定获得大约７００万张选票。近年来创价学会加大力度扩展中高阶层的会员人

数，但就目前而言其主体会员在日本社会中大多以低学历、临时工及家庭妇女等人群为主，这种群体结构

使得公明党的选民在政治意识上往往将自身视为中派偏保守。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以来在吸收党员、稳

固选举基层组织方面较为薄弱，这就使得 自 民 党 扩 大 自 身 保 守 理 念 难 以 取 得 预 期 目 标， “就 保 守 理 念 而

言……自民党在选民中渗透党组织、扩大支持群体的效果还远未达标”［３４］。正是自民党对日本社会底层群

体选票的获取能力相对较差，使得公明党在选举上能够对自民党相对薄弱的选民动员给予强大的支持，这

也成为自公联合执政的重要前提条件。

同时，公明党在政治理念上的 “中道”其实并非中间路线或宗教的调和路线，显然是根据现代政党运

营中寻求政治变动稳定性的一种诉求，这种 “中道”的诉求在政治实践中并不与自民党的政治方向或理念

产生根本冲突，只是在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方法与速度上有所区别而已。因此，公明党的政治活动往往

又以中派偏保守的实践居多，既顺应了自民党的政治保守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治保守化色彩所带

来的冲击。

最后，公明党对自民党执政的保守辅弼还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思考之处，即创价学会本身发展情况、公

明党与创价学会之间的关系。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的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看，支持投给公明党的票数是：

１９７１年５６２万票、１９７４年６３６万票、１９７７年７１７万票、１９８０年６６６万票、１９８３年７３１万票、１９８６年７４３
万票、１９８９年６０９万票、１９９２年６４１万票、１９９８年７７４万票、２００１年８１８万票、２００４年８６２万票、２００７

·９·

陈　祥：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与保守辅弼



年７７６万票、２０１０年７６３万票、２０１３年７５６万票、２０１６年７５７万票、２０１９年６５４万票、２０２２年６１８万

票［３２］２０９－２１０①。显然在自公联合执政以来，以创价学会为主体的支持选民群体的发展速度不仅是放慢了，甚

至是出现了收缩。其中，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９年从７４３万降到了６０９万、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７年从８６２万降到了７７６
万，显然这种急剧下降的投票数反映出创价学会会员对这两个时期公明党爆出的丑闻不满，也说明了创价

学会的会员并不会盲目地支持公明党，二者的关系除了考虑到宗教背景之外，也需要对宗教信仰和现代政

党政治理念对政治选举本身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去世。池田大作是公明党和创价学

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他的离世不仅会给公明党和创价学会带来较大影响，还可能会对自公联合执政的关

系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公明党的 “中道”政治在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之后，未来能否对自民党力推的修

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政策主张继续施加多大影响力的缓冲作用，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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