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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历史反省”问题涉及诸
多因素。若我们以“剥洋葱”的方式将
诸多因素层层剥开，将不难发现，“皇
国意识”所构建的思想文化因素，是
日本解决“历史反省”问题的核心因
素。追根溯源，与之密切相关的战后
铲除军国主义不彻底等一系列问题，
均由此产生。

皇国意识源远流长
日本有一个传说，说曾经有人想

将一本《孟子》带入日本，但是他坐的
这条船在海上遭遇风浪而沉没了。虽
然这仅是一则传说，未必可信，但却
揭示了日本的一个重要意识，即中国
儒教关于“禅让君位”和“讨伐暴君”
的观念，绝不适用于日本。日本江户
时代“尊王攘夷论”的问世，标志着以
“一君万民”为特征的日本民族主义
的完成。“尊王攘夷论”的代表人物藤
田东湖曾明确提出，在儒教的学说
中，有两条绝不适用于日本，“一条是
禅让，一条是驱逐、讨伐君主”。“在我
们日本的赫赫神州之内，自从天之主
将统治日本的使命授予天子、天孙以
来，皇统绵延不绝，传之无穷。天位之
尊如日月不可逾越。”

在佛教广泛传播于日本时，僧
侣和信徒均认为，必须崇拜天皇。例
如，日本佛学大师吉田兼好在其名
著《徒然草》中写道，“天皇固然尊贵
至极，皇亲国戚也都是金枝玉叶，不
是寻常人可以高攀。”正是这种尊皇
思想，使日本佛教关于“十善”之德
与帝王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明显变
化。原始佛教认为，帝王应身体力行
“十善”并依此治理国家，而日本佛
教则认为，身为天皇，本身即意味对
“十善”已经身体力行。

在日本土著宗教神道中，“天皇
神圣”思想表述得更为明了。被称为
“神道之圣经”的《古事记》通篇宣扬
的，就是天皇的神圣性。虽然其他民
族也不乏对人的神格化渲染，但与
此相比，日本对天皇的神格化渲染
明显不同。例如，在西方社会，亚历
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等也被奉为
“神”，但这仅是将他们个人神圣化，
与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中的
民族神话并无关联，而且欧洲的“君
权神授”是以基督教的上帝观为前
提的，是以上帝的意志作为君主权
力的合法依据。“君权神授”，说明
“君”本身不是“神”。但在日本，作为
“君”的天皇，本身就是“神”。

日本诸多权威乃至泰斗级专家
也反复强调“皇国意识”之于日本的
意义。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津田左右
吉在《天皇考》中指出，日本“天皇”号
的由来，与“占星术”和“神仙说”有
关，即“天皇”首先是神，是宗教信仰
的对象。按照他的观点，天皇具有“神
性”的思想是通过古人的实际生活培
育起来的一种“国民精神”。原东京大
学教授西岛定生则在《皇帝支配的成
立》中指出，在日本，具有宗教含义的
“天子”和具有政治含义的“皇帝”，自
古就是“合二为一”的“天皇”。原东京
大学教授中村元在《东方民族的思维
方式》中写道：“必须注意，不管是将
天皇等同于国家，还是将天皇解释为
国民团结的象征，均说明天皇制是不
见于其他民族的日本特有的制度。”

日本在建立近代政治体制的过
程中，主张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
的小野梓等“英学”家的理论、主张仿
效法国建立共和制的中江兆民等“法
学”家的理论和主张仿效德国实行君
主集权制的井上毅等“德学”家的理
论相继提出，对《大日本帝国宪法》
的制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尽
管明治宪法体制是依照西方政治原
理建立的，但由于明治维新后天皇
的权威被进一步强化，因此无论“英
学”、“法学”还是“德学”的倡导者及
其拥趸，均对天皇制不仅不予否定，
而且给予高度尊重，并均以尊重天
皇制为前提。最终，以井上毅为代表
的“德学”家主张君主集中制的思想
理论被采纳。!""#年《大日本帝国
宪法》（通称“明治宪法”）第一条即
宣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
皇统治。”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的评
论：“该宪法共 $%条，基本原则是天
皇主权。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圣不可
侵犯，天皇既是国家元首，也是统治
权的总揽者。”这部宪法一直沿用至
二战结束。
日本国旗“日之丸”的正式名称

为“日章旗”。“章”意为“标记”。“作为
太阳标记的旗帜”日章旗缘于日本皇
祖神天照大神，公元 "世纪开始使用
时称“天皇旗”。日本国歌《君之代》改
编自《古今和歌集》的“我之君”，歌词
内容就是对天皇的称颂：“吾皇盛世
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
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年
"月 !&日，日本通过《国旗国歌法》，
正式将“日之丸”和“君之代”定为国
旗和国歌。

美国天皇政策蜕变
'#()年 "月，美国设立了以哥

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等远东问题专
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开始研究如何
处置天皇和天皇制。研究重点在博顿
题为《占领日本的准备》一文有明确
阐述：“是否应保留天皇制？如应保
留，那么是否应限制天皇的权力？如
应限制，又应限制到何种程度？”
!#((年 &月 (日，该研究班子制定
了题为《天皇制》的文件，以保留天
皇制为前提，提出了三个具体方案：
保留天皇的全部功能、完全不保留
天皇的功能、保留天皇的部分功能。
在经过激烈辩论后，该文件于同年
*月 #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正式文件。按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格
鲁的说法：“天皇的存在会令人信服
地拯救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至
少，天皇的声音是日本人民或日本军
队有可能服从的唯一声音”。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美国在其

提出的《波茨坦公告》草案中明确保
留天皇制。但是，+月 ,-日美国原
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的这一政策
发生了变化。+月 '+日，正在参加
波茨坦会议的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
华盛顿，认为应该删除“公告”草案
中保留天皇制的内容。+月 '"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总统的
意见提出，将保留天皇制的内容改
为“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
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此即
所谓“天皇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
认为，“闪烁其词”有三大裨益：第

一，可以缓和内部“强硬派”和“稳健
派”的矛盾；第二，令日本政府感到
“国体”能否“护持”尚无定论，从而
使日本各种势力均对美国寄予期
望；第三，能使美国根据日本战后的
政局，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

+月 .-日《波茨坦公告》发布。
"月 -日和 #日，美国先后对广岛和
长崎进行了原子弹攻击。,/日，日本
外相东乡茂德致电盟国代表、美国务
卿贝尔纳斯，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注意到，昭和 0/年

（'#(*年）+月 0-日美英中三国首脑
共同决定并发表、后苏联政府签署的
对我国的公告所列举条款，不包含变
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基于这
一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
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确无误。切
望即刻对此明示意向。”

"月 ''日，贝尔纳斯根据“天皇
地位未定”原则复电：“日本国之最终
政治形态，当按照《波茨坦公告》，由
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
接复电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核
心成员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进
行表决，结果是 &：&，只能“仰仗圣
断”。'(日，天皇裕仁做出“圣断”：接
受《波茨坦公告》，并于翌日发表了
《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简称《终
战诏书》）。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
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写
的：“在 '#(*年 "月以前，‘忠’要求
国民和敌人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
天皇一宣布投降，对‘忠’的要求就发
生了变化。”

保留天皇制的理由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美国国民

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美国著名
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 '#(*年秋进
行的“如何处置天皇”的民调结果显
示，主张判刑的占 &&1，主张终身
禁锢的占 !!1，认为应驱逐出境、
让天皇流亡国外的占 !"1。也就是
说，总计达 +!1的被调查者认为，
应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这一

“民意”并没有被美国对日政策采
纳。!#(*年 !0月，日本舆论调查研
究所也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
支持天皇制的为 #!2&1。日本的这
一“民意”则在美国对日政策中获得
反映。

!#(*年 "月 "日，美国、英国、
苏联、法国签署了作为《关于控诉和
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附
件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条例》（通称
“纽伦堡审判条例”）。!#(-年 !月 !#

日，盟军总司令部宣布设立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条例》（通称“东京审判条例”）。
然而，这两个作为审判甲级战犯法律
依据的条例，有一个显著差别，即《欧
洲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明确规定，“反
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是国际
法中的罪行，犯有此等罪行的人，包
括国家领导人，不得享受‘国家豁免
权’的保护，必须为此承担个人责
任”。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则
没有这项规定。为什么有此差别？东
京审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澳大利亚
籍审判长威廉·卫勃的表述就是答
案：“天皇的权威在终结战争时已得
到毋庸置疑的证明。同样，在发动战
争时天皇所扮演的显著角色也为检
方所阐明。但是，检方同时明确表示
对天皇不予起诉。”完全由美国主导
的检方为何不起诉天皇？美籍首席检
察官季南明确告知：“使天皇免受审
判是盟国的政治决定。”
在美国舆论主张追究天皇战争

责任时，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
阿瑟在“三院部协调委员会”发表了
如下讲话：“如果委员会要做出将天
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的决定，必须
取得全体一致赞同，同时必须清楚，
那样的决定将增加多少占领费用，
需要延长多少占领时间，甚至很可
能需要派百万军队无限期驻留日
本。如果天皇受到审判、被宣告有罪
并被判刑，日本的天皇制或许会变
得前所未有的巩固。”此后，麦克阿
瑟又多次表达了反对追究天皇战争

责任的意见。他的意见虽非“一锤定
音”，但具有关键作用。
麦克阿瑟反对追究天皇裕仁战

争责任的立场，与他的军事秘书波
纳·费勒斯准将的影响有直接关联。
波纳·费勒斯在战前曾跟随日本惠
泉女子大学校长河井道子学习“武
士道的精神和天皇制”，他向麦克阿
瑟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强调：“在我
军实现无血进驻日本时，需要获得
天皇的帮助。由于天皇的命令，+//
万日军士兵放下了武器，迅速解除
了武装；由于天皇的命令，避免了
+//万美军士兵负伤，战争的结束
超乎预期。如果一边利用天皇，一边
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对日本
国民是一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因为，
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接受了
明确表示保存日本国体的《波茨坦
公告》。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
判。日本政府将会瓦解，各地的暴动
将会此伏彼起，并引起日本国民暴
动。即便他们没有武装也难以避免
发生流血惨案。为此，需要有大量占
领军和数以千计的官员去应付，从
而势必导致日本国民感情的恶化。”
第二天，波纳·费勒斯又递交了一份
意见书，作了三点补充：“第一，若废
黜天皇，可能在日本引发革命。第
二，华盛顿若将天皇作为战犯送交
国际审判，必然引发日本全国性暴
动。白人在特别警戒区之外必然会
遭到暗杀。第三，始料未及的战败，
已使日本国民感到耻辱。能够依赖
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皇，是日本国民
唯一的安慰。”

!人间宣言"暗藏玄机
另一方面，美国也清楚“皇国意

识”的危害，并致力于清除以天皇神
格化为前提的“大和民族优越论”。
!#(*年 !0月 !*日，驻日盟军总司
令部发出了以“神道和国家分离”为
宗旨的所谓“神道指令”，让天皇自行
否定“神格”。!#(-年 !月 !日，天皇
裕仁发表了《振兴国运之诏书》，称：
“朕与尔等国民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
赖和敬爱而缔结，并非由单纯神话及
传说而形成，亦不以天皇为现御神、
本国国民是优越于他民族之民族、赋
有支配世界之命运的虚构观念为基
础。”因此，该诏书被通称为《人间宣
言》。但值得注意的是，《人间宣言》篇
首即写道：“兹迎新年。忆往昔，明治
天皇明治之初，颁下五条御誓文以为
国是。”随后引述了“五条御誓文”全
文。“五条御誓文”是明治天皇睦仁向
其“祖先”天照大神宣“誓”之“文”，是
确立睦仁作为“现御神”地位的文件。
《文艺春秋》!#-0年 &月号曾刊载时
任文部大臣的前田多闻撰写的回忆
录《“人间宣言”的内外》，披露了在颁
布天皇裕仁《人间宣言》时，如何处心
积虑保留其“神性”的细节。
日本的“皇国意识”并没有因一

纸“宣言”而消除，天皇制的保留，更
对以后日本在“反省历史”方面采取
与德国迥异的态度，产生了极为深
远的影响。可以认为，日本独特的
“皇国意识”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没有
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保留天皇制
乃至旧政权结构，是导致日本缺乏
“历史反省”意识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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