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日本神道转变为国家神道，
靖国神社便成为国家神道的重要载
体，两者表里相呼应，构成日本军国
主义对军队和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
重要工具。
现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领

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战
后几乎被取缔的靖国神社，又呈峥
嵘之势，国家神道则欲借此还魂。
本文拟从神道、靖国神社与日

本政治的关系，剖析出现上述情况
的原因与影响。

皇室神道成为神道中心
神道是日本本土宗教，经过跌

宕起伏的发展，形成若干流派，在现
今的日本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神道的发展，大致可划为

四个时期，即原始神道时期、律令制
国家形成时期、明治天皇至二战时
期、战后时期。
日本原始神道起源于早期人类

对自然变化、生老病死等现象的产
生原因不了解而生发的敬畏，神秘
主义色彩浓厚，信仰多神，以崇拜自
然神或祖先神为中心。众神中有天
照大神，实为太阳神。在古代，日本
民族以渔猎农耕为生，靠天吃饭，对
太阳的崇拜很普遍。因此，天照大神
位居众神之上。
日本古时的统治者称“大王”，

据传，到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
法改称天皇。该宪法规定：“国非二
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
主”，确立天皇为日本最高统治者。
圣德太子还下令编纂《天皇记》和
《国纪》，记载天皇家世和各氏族谱
系，以天照大神为天皇家的祖神，收
录以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各氏族贵族
神祖活动的传说，使天皇具备了神
的崇高地位。
“大化革新”建立中央集权制国

家，其后以唐朝制度为蓝本开始的律
令制国家建设，使皇室神道在理论和
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发展，在中央机构
设置神祇官，管理神祇、祭祀及祝部、
神户的名籍；在神祇官处建立登记神
社名称的“官社帐”；对神道的祭祀、
斋宫制度、神社等级等作了进一步的
规定；原始神道临时性的祭祀场所变
成了社、宫、祠等固定的祭祀场所，伊
势神宫的斋宫制、“式年迁宫”制等开
始完备，祭祀逐步国家化、定式化。神
道的发展进入律令制国家形成时期
后，天皇成为在人间的“现人神”。皇
室神道成为神社神道的中心。

倒幕以后走向国家神道
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后，世俗权

力逐步转移到由将军掌握实权的幕
府；以天皇为代表的朝廷，名义上仍
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和精神领袖。
在这种二元化的体制下，日本在尊
王（天皇）还是尊幕（将军）问题上产
生长期斗争。这在意识形态领域有
明显反映。在神道的发展中，对佛儒
内容的态度上，有一个从吸取到排
斥的激烈过程。
德川幕府时期，在 !""#年制定

“寺访制度”，规定百姓要取得合法
身份，必须持有佛教寺院出具之“寺
请状”，证明自己为某佛教宗派施

主。这使佛教的地位近乎国教，削弱
了神道以及天皇的地位和影响。
德川幕府时期，极为推崇朱子

学（朱熹理学）。这是因为朱子学与
日本神道主张的天皇万世一系不
同，它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儒家
思想，这为幕府掌控与扩展实权提
供了理论和道义依据。
因此，在革新派发动以“尊王攘

夷”为号召的倒幕运动中，必然高倡
神道，以对抗佛教和儒学对其权威
地位的不利影响。
作为“尊王攘夷”运动思想先驱

的复古神道，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复古神道的倡导者以所谓实
证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努力排除儒、
佛影响，探求所谓“古道”；强调日本
是神国，天皇即神，皇统万世一系，
无与伦比；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
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心之道”，惟
日本有之。如平田笃胤宣称：“古学
之徒，最重要的是坚定大倭心”，为
此应“充分明白日本是万国之本国、
万事万物皆优于万国的缘由和威严
的天皇是万国之君的真理，如此方
能探明灵魂的归宿”，“天皇不仅是
天照大神的子孙，并且有着天照大
神的神敇，因此（天皇）是全权统治
大地万国的君主”。复古神道宣扬的
唯神为上，皇权神授、天皇至尊，成
为倒幕运动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武
器，也为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皇室
神道转变为国家神道准备了条件。

倒幕成功后，!%"%年（明治元
年&，明治天皇下诏宣布太政复古，
亲祭冰川神社并下诏宣布祭政一
致。!%'(年，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
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
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
兆同心”，“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
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
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
众庶，其体斯旨。”
至此，日本神道的发展进入第

三个时期，祭政一致，政教合一，形
成了国家神道。
国家神道形成后，即成为日本

统治集团维护天皇至高无上地位和
对军队、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强有
力工具。明治天皇在“宪法发布敕
语”中开宗明义便以国家神道论证
其统治的合法性：“惟我神我宗赖我
臣民神先之协力辅翼，肇造我帝国
以垂于无穷，此乃我神圣神宗之德
威并臣民之忠诚武勇、爱国殉公，以
贻此光辉国史之成迹”。《明治宪法》
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靖国"是国家神道之载体
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重要

载体，在宣扬唯神为上、皇权神授、
天皇至尊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以其为中心，强力提升和发扬
了无条件效忠天皇，以为天皇赴死
为荣光的价值取向。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
社，该社根据明治天皇旨意，设立于
!%"%年 "月 )%日，用以祭奠戊辰
战争中阵亡的军人。所谓戊辰战争，
是明治天皇平定德川幕府反叛的战
争。!%'*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

国神社，其地位仅次于祭祀天皇、皇
族的神社。“靖国”之名源于《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之语，寓
安定国家之意。
其后，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

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相继被
祭祀于此，获得靖卫国家之神的神格$

接受包括天皇在内的祭拜。举行祭祀
活动时，战死者亲属会被邀至靖国神
社$受到无比荣耀的尊崇和无微不至
的款待，可谓一人成神全家荣光。
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旧日本军

人以为天皇赴死为荣，上战场之际，
常相互勉励“靖国神社见”。正如日
本学者高桥哲哉所指出的：“靖国神
社就是一个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思
想性、宗教性的装置。它主张‘为国
家捐躯，为天皇战死’，再将战死的
军人当成靖国之神祭祀在这里，然
后由天皇前往参拜。这样，战争就无
正邪之分，成了高尚的‘圣战’；遗族
悲痛的心情也被这种‘情感炼金术’
转为了自豪和喜悦。”

政教虽分离思想未肃清
日本战败后，+*,-年 +) 月 +-

日，盟国占领军指令神道与国家分
离，禁止天皇神格化。+*,"年 +月 +

日，昭和天皇被迫发表“人间宣言”，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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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了天皇
所具有的神格。+*,'年 -月 .日，
日本新宪法生效，规定天皇不是神，
没有实际权力，只是国家统一的象
征。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宫泽俊义指
出：“明治宪法以天皇主权或神敕主
权为其根本原则，天皇的地位是依
据天皇祖先神的意志确立的，而日
本国宪法是以国民主权为其根本原
则的，天皇的地位也以主权者国民
的意志为依据。”主权由天皇转归于
国民，标志着日本的国体发生了根
本变化，政教由法律规定分离，国家
神道被取消。日本神道的发展进入
第四个时期，即战后时期。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出于冷战需

要，调整了其初期比较彻底地肃清
日本战争势力的政策等原因，使得

“帝国时代的政治势力”被保存下
来，“帝国时代的思想”在日本不绝
如缕。岸信介这种曾被关押的甲级
战犯嫌犯，居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
首相，并组织“日本重建联盟”、“内
阁宪法调查会”，主张修改战后日本
和平宪法。
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继承了上

述方针。)((.年，自民党宪法调查
会提出宪法修正要纲草案，要求在
宪法中写明“为保证国家的独立和
安全，可以行使个别自卫权和集团
自卫权”。)(+)年，自民党在此案基
础上，出台了更右的草案，要求将自
卫队改为“国防军”，并主张“日本是
以作为国民统一象征———天皇为顶
点的国家”。
日本现任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在

任内推动自民党修宪草案落实；在日
本政府举办的纪念“主权恢复”典礼
上，对天皇和皇后带头三呼“万岁”，
日本《东京新闻》批评此举“激起了
冲绳居民对战争的噩梦般回忆”；日
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秋山指出：如
果解禁集体自卫权得逞，“严格制约
宪法解释及运用的规范将不复存
在。一旦开创先例，将很可能波及其
他条文。这将给权力介入言论自由
及政教分离等开路，是危险的”。

右翼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与这股修宪逆流相呼应的是日

本右翼势力围绕靖国神社掀起的浊
浪。!"#$年 "月，根据日本宪法政教
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
教法人。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靖国
神社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活动却一
直没有中断，靖国神社内所设“游就
馆”，陈列了日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
战死官兵的遗照、遗物等，例如偷袭
美国珍珠港的战役组织与指挥者山
本五十六亲笔题写的“不自惜生命”
之“豪言”，并冠以“殉国”、“殉难”等
褒词加以表彰；+*'%年 +(月，将东
条英机等 +,名甲级战犯置于靖国
神社合祭；馆内纪录片声称“甲午战
争是日本帮助朝鲜实现独立”、“卢
沟桥事变是中国首先开枪”、“珍珠
港事件是美国将日本拉入战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

甲级战犯的指控是战胜国强加的”；
还在该馆正门右面，竖立当年受军国
主义毒害和逼迫而以自杀方式袭击
美国舰队的“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青
铜像，称这些队员“是今日和平与繁
荣的日本的基础，他们的至纯崇高
的殉国精神，应该受到国民一致的
敬仰、追悼并永远传颂下去”。

参拜图谋复活国家神道
日本部分领导人不顾日本和平

力量以及中韩美等国家的反对，以
内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的身份参拜
靖国神社，实际上给予神道以超越
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还为此制造
了各种借口。例如，把参拜靖国神社
说成日本的传统，“一个国家尊重自
己的历史传统，别的国家不应说三
道四”；又如，把参拜靖国神社的原
因归结为生死观的不同，“在日本，
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
死了之后是一样的。”
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即使日本

文化中有重视“与死者的共生感”这
样的传统存在，上述的所谓理由也
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日本学者所质
问的：“第一，与战死者之间的共生
感为什么必须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方
式才能获得？二者之间没有必然性。
如果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能在盂
兰盆节、在新年的‘初诣’时怀念死
者吗？”很清楚，“对士兵的祭奠和追
悼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无论是战前、
战争期间，还是战后，之所以采取参
拜靖国神社的方式，都是国家政治
意志的结果。”
说到生死观的特殊性，在日本

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
等”思想的影响，确有祭奠敌我双方
战死者的习惯；神道思想中也有“摈
弃善恶之上之争论，唯诚恐诚惶应
对而已”的主张。但靖国神社的祭奠
恰与上述观念不同，靖国神社不祭
奠“敌”方死者，不仅外国人，即使是
本国人，如果属于“敌”方，也不予以
祭奠。靖国神社祭奠的内战阵亡者
只有“官军”，即明治政府军的死者，
而没有“贼军”即前幕府军和反政府
军的死者。靖国神社合祭总数在
)-(万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与侵华
战争有关。总之，靖国神社依国家神
道标准所选择的被祭祀者，即是在
天皇的旗帜下，或因国内战争或因
对外侵略扩张而战死者。
日本神道以民间避祸求福的美

好愿望而兴起，经国家神道而被异化
为驱使民众为军国主义赴死的工具。
道义的缺失导致国家神道走向反面，
在战后被取缔。但国家神道的形成，
经过长期的酝酿，与日本神道的各个
流派，特别是有着广泛影响的神社神
道存在密切的联系，其影响绝非法律
上宣布取消而旋即消失的；而且，战
后的日本仍然存在着恢复国家神道
影响的势力，特别反映在部分日本领
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上。他们力图
在事实上复活国家神道，以为日本实
现右翼振兴提供精神支柱，这将对日
本政治产生极为危险的影响。因此，
警惕国家神道影响的复活，警惕靖国
神社复辟为国家神道事实上的载体，
是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民主力量必
须重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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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年身穿日军旧军服参拜靖

国神社

!!

国家神道 靖国参拜：日本走上歪道

!!日本少女在靖国神社与身穿二战

日军军服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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