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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日本急剧转身，原本就难以捉摸的神秘国度在世人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其定位与国家战略的“调整”，不可能不在社会、国际关系、国民历史观、文化及舆论环境上投下影
子。
本书从现状的观察切入，立足于文化和国民的社会心理，力求从传媒视野和历史背景的纵横交错中复
原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本来面貌，以期校正国人长期以来审视邻国时建基于某种想像之上的、不无误
读的、飘忽不定的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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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柠，北京人，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曾服务于日企有年。
长年来，不懈地关注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系《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
京报》《南风窗》《凤凰周刊》等媒体的社评、专栏作者，被称为大众传媒的“知日派”。
著有《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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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日本版NSC：首相官邸“白宫化”的重要步骤  日本离核国家有
多远？
  日美同盟有“隙”？
  福田访美：蜜月同盟的拐点？
  “价值观外交”何以超越国家利益冲突  东亚一体化：谁主沉浮？
  日本幢幢谍影的背后现状的日本：从容与焦虑　“活力门”骚动的背后　“赛先生”：酷日本的软
实力　日本城建进入环境生态学时代　走向民生大国：21世纪日本的生存之道　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
两个问题　日本的恶心　派阀：自民党政治的秘密　“下流”，怎么了？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大国化”焦虑下的舆论环境　“命令放送”与报道自由　自由媒体何
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出版史的良心记录　何谓新闻记者　日本出版的四种“神器”　日本杂志“变局
”背后的社会涵义　新闻界与政治历史中的日本：何以超越？
　激荡的百年史，现实的掌舵者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
解决去政治化　要同盟，还是要参拜？
　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漫长的战败　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　宫泽喜一：
“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超越误读  中日有多远  对华强硬的背后  假如中
国失去日本  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困境  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图存  “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
尚待时日作为文化的日本  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本的传统有多厚  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叶隐闻书》、武士道及其他  哈“不良”  我跑，故我在  日本漫画：冷酷仙境的冒险  漫画&#8226;动
漫&#8226;宅男  日本人到底爱不爱撒谎  服饰的表情  知日当如李长声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
后记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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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2007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是现行的“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的日子。
60年一甲子，一部身世奇特的宪法风雨兼程地走过，虽未经任何修改，但核心部分却被空蚀，呈空心
化——日本宪法正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改，还是不改？
是一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空前的论战。
正值国民纷纷涌出国门、踏上海外之旅的黄金周，各大主流媒体推出与此相关的报道、社论、民调连
篇累牍，给人一个总的感觉：改宪问题已到了须臾不可放置的节骨眼上。
　　何谓“和平宪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随后，美军对日本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
作为美对日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废除基于天皇总揽统治权的《明治宪法》，制定一部从制度上根
除历史旧恶、“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法成为当务之急。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责令盟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草拟出宪
法草案，并提出了制宪三原则：第一，天皇的权力和义务由宪法予以规定，天皇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
责；第二，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不但要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也要放弃作为
自卫手段的战争，把防卫事务委托给“左右世界的崇高理想”；第三，废除封建制度，除皇族外，华
族权利只限于本人一代，不保留任何特权。
　　惠特尼准将不负所望，很快拿出了宪法草案，于1946年2月13日交付日本政府“检讨”。
日本政府对于以象征天皇、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为主体的宪法草案，表示难以接受。
而美占领当局则考虑抢在2月26日国际“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将宪法既成事实化，避免委员会成立后
插手制宪事宜。
因此，以高压手段逼迫日本政府接受，限期48小时内作出答复，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草案，占领当局
将单方面向日本国民公布。
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只有表示原则接受。
在议会审议之后，于1946年11月3日以《日本国宪法》的名义颁布，并于次年5月3日起实施。
可以说，日本是在接受美援的脱脂奶粉和压缩饼干的同时，被迫接收了“和平宪法”。
某种源于被“强加”的郁闷和反弹，构成了战后一直绵延至今的改宪思潮的主调。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出于对冷战的应对和反共的战略需要，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彻底
打碎战争机器的“非武装化”、“民主化”，跳跃到后来重新有限度地武装日本，从而埋下了后者对
战争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反省不彻底的病根，而前者“首鼠两端”的政策权宜性，也为日本战后不同
时期形形色色的“改宪派”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
　　何以是现在　　日本作为东西方冷战最前沿的桥头堡，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左、右翼思
想尖锐对立，各种政治势力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所有这些“左”与“右”的思想交锋，本质上几乎都
能以“护宪”与“改宪”为线索贯穿起来。
这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社会，但这两种思潮的博弈是如此的激烈、持
久，乃至其他的声音都湮没无闻了。
　　事实上，自“和平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改宪”的论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不仅如此，其间还几度形成高分贝的动议，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性事件。
1970年11月25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4名“盾会”（由三岛弟子组成的、效忠其个人的准军事化
右翼团体）成员闯入陆上自卫队营地，绑架东部方面总监益田兼利，召集千余名自卫队士官宣读“檄
文”，呼吁改宪，发誓用血和生命来捍卫“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最后愤而切腹自戕，以唤起
“国民精神”的觉醒。
事件发生，举世震惊。
“三岛由纪夫现象”成为日本国内长久的话题，而事件本身，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成长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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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改宪”一度成为禁忌。
　　对宪法问题，日本战后历届内阁，几乎都采取回避策略。
继在安保斗争中下台的岸（信介）政权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曾公开声明，“在自己（首相）任内不修
改宪法”。
其后，直到小泉内阁为止，前后18任首相，无一例外，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表态——首相任内不轻言改
宪，成了永田町约定俗成的惯例。
　　首先打破这种“惯例”的，是安倍。
而安倍的政治基因，则来自其毕生尊崇的外祖父岸信介的遗传。
作为不折不扣打着改宪牌上台的政治家，安倍从不掩饰其政治保守色彩，谈到宪法问题时，言必称“
摆脱战后体制”，这与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当过阁僚，1957年作为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后创设“宪法调
查会”，始终为改宪而不懈奔走的外祖父半个世纪前念兹在兹的“占领后遗症的根绝”、“真正独立
的恢复”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即使安倍，也深知改宪之水甚深，不仅需要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要应对居高难下的法律
门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就。
连能让自民党乾坤翻转的政治强人如小泉者，也只是从释法人手，先把兵派出去，然后再试图从舆论
上政治正确化，但却始终未触碰程序性法案。
　　而安倍上台未久，便动议被视为“改宪手续法案”的《国民投票法案》出台，实际上等于启动了
改宪的预备程序。
就在其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初，安倍还曾从容地对海外媒体表态说：不惜以两届连任的时间来谋
求实现宪改的目标。
其能否如愿以偿地成功连任另当别论，但彼时的安倍显然是把宪改作为6年的中长期目标来考量的，
并不像后来那样焦虑。
那么，安倍何以在宪法问题上变得如此狂飙突进了呢？
　　答案只能从其政权支持率的变化上寻找。
作为以70％的高支持率登场的明星政权，安倍显然没能做到“细水长流”。
从2006年底，11名“造反”党员的复党问题开始，舆论审视安倍的视线变得严峻起来。
经过事务所经费等“政治与金钱”的丑闻和不止一名阁僚的失言丑闻之后，离心力增大，安倍开始迅
速走背，支持率跌破40％。
　　而作为史上最年轻首相，安倍不仅自视甚高，而且对上台以来的业绩颇有几分自得：修正《教育
基本法》、重估道路特定财源、防卫厅升省⋯⋯自忖无一不是小泉政权求之而不得的正果。
但遗憾的是，日本国民并不买账，他们觉得改革在后退。
　　在这种情况下，把原本留着“善终”的牌——改宪，先拿来应急便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
毕竟，在2007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如果自（民）公（明）两党的席位跌破半数的话，作为执政党总裁
的安倍是要承担责任的。
虽然从法律上，下院（众院）选举似乎更为重要，但历史上因上院（参院）选举失利而引咎辞职的首
相为数不少，近者便有宇野宗佑、桥本龙太郎等。
　　宪改的动因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以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目标和战略定位的调
整，日本社会对改宪已基本脱敏，各种民调结果和舆论表明，宪改的社会、政治基础日趋成熟。
　　日本打破“和平宪法”的禁忌有一个过程。
尽管改宪的诉求是内发式的，但主要动力则源自外部刺激，并与该法的“始作俑者”美国密切相关。
　　第一次转机是1991年海湾战争。
应美方要求，尚未趟入后来“泡沫经济”的泥淖、经济繁荣正如日中天的日本，独自承担了130亿美元
的巨额战费，协助美国打赢了战争。
战后，科威特政府特意在《纽约时报》斥巨资刊登鸣谢广告，一长串被感谢的国家中，硬是没有Japan
。
这使日本深受刺激，痛感徒有钞票、为人埋单难以在国际社会立足，要想赢得人家的尊重，就得流汗
，甚至不惜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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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主流媒体上充满了对海湾战争的“反思”、批判，战时责任者海部（俊树）内阁的做法被舆
论奚落为“支票外交”，“国际贡献”作为关键词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
　　不破不立。
这场刺激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对“和平宪法”禁忌的破题：1991年4月，日政府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
—这是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踏出国门。
继而，翌年，国会出台《联合国维和活动协力法》（“PK0法案”），自卫队开赴柬埔寨，从法律上
为军队在“外国领土”活动打开了一道“非常门”。
对此，日本政府所持的法理依据是，“只要不与武力行使混为一体，便不违宪”。
　　此乃日本以释法手段谋求突破宪法瓶颈之始。
此后如法炮制，越走越远。
9?11之后，为配合盟国美国的全球反恐，不仅其海上自卫队的军舰驶向印度洋，陆上自卫队的足迹甚
至到了戈兰高地和伊拉克战场。
　　如果说海湾战争是日本战后安保拐点的话，那么，12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则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
重要转机。
众所周知，伊战是一场合法性备受质疑的战争：美布什政府以查找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由开了战端，
一场恶仗的结果，却是武器没找到。
但即便是对于这样大义缺失的战争，日本也出于盟国的“义务”积极参与，并乐于提供海、陆、空全
方位的配合。
　　小泉政权后期，日本已把驻扎在萨马沃市，从事战后复兴支援活动的陆上自卫队全部撤出了伊拉
克。
如今，虽然航空自卫队仍然在从事战争物资的运输服务，但按照事先的约束，始终没碰过武器弹药。
如约派出，如期撤回，未折损一兵一卒，不仅给布什撑了面子，还成了小泉津津乐道的“政绩”。
　　在这里，宪法第九条再次体现了“安全阀”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的约束，或日本的释法功能
过度发挥，突破了这一法律瓶颈的话，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日本会被要求“全面协力”，从而
深度裹进战争泥淖，像英国似的难以自拔。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九条是日本既履行盟国义务，而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应对空间的唯一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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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游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
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场，数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
、嬉皮笑脸，对世态人十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
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
四海皆兄弟。
　　——著名搬日作家·李长声　　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
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
刘拧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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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流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
色有三：布衣的立志，散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
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
满了善意。
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
四海皆兄弟。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
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
刘柠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作学者、作家·张鸣：中日彼此为最要紧的近邻，从来日本知华者众，中国知日者稀。
以想当然为知，以误解为知，误人也误己，刘柠的文字，至少，可以让我们多少改变对日本的误读。
　　民间思想家·余世存：刘柠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日两国媒体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
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
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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