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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当前的中日关系，自2012年4月起由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等蓄意导演的“购买钓鱼岛
”闹剧，使近年间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两国关系愈趋紧张。
恰逢此时，张明扬同志辛勤劳作的译著《日本的右翼》一书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长期从
事日本历史与政治研究的本人有幸应邀成为本书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并受托写几句推荐语，十分高
兴。
    关于日本右翼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虽有出版，但像本书这样系统地条分缕析地叙述日本近代以来右
翼的发展演变的仍属少见。
本书对右翼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一些具体事件也提出了作者的独特见解，可谓日
本右翼研究之集大成者。
    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右翼的历史、特征、发展趋势乃至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甚有帮助，在理解
日本近现代思潮的演变、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上也大有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写自己的历史鲜有批判，对个中历史人物更是不分良莠黑白，本书也不例外
。
比如，在作者本人看来，书中的一些右翼代表性人物可称得上是日本从明治时期至今的右翼运动的“
思想活动家”。
作者的这一观念正是缘于此故，而直接原因则在于日本社会从未对军国主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拔
乱反正”。
这也正是形成和解读本书观点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请读者批判性阅读。
    在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激烈震荡，日本自卫队改国防军、修改宪法、购买钓鱼岛等暗
流涌动的当下，《日本的右翼》一书值得一读。
    当此书付梓出版之际，谨向明扬同志致以衷心的祝贺！
希望研究和关心日本问题的广大读者关注并阅读此书，丰富对日本的了解，加深对日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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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的右翼》详细介绍了日本右翼的源流、代表人物及其今日的主要表现，是了解日本政治、经济
与社会文化不可不读的入门书。
在详细解说从日本明治时期到现在的右翼运动变迁的同时，选取了隐身于幕后的统治者头山满、投身
于亚洲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宫崎滔天、黑龙会的盟主内田良平、渴望死刑的“魔王观音”北一辉、反共
的魔鬼将军赤尾敏等16位右翼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介绍。
他们是忧国忧民的志士，还是出身与黑恶势力的恐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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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猪野健治 译者：张明扬猪野健治，1933年生于日本滋贺县。
曾做过报纸、杂志的记者和编辑，知名自由新闻工作者。
特别是在采写黑社会、右翼、总会屋（特殊股东）等领域起到了先驱性的作用。
著有《日本人与黑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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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构想＼059 六、新右翼的发展历程＼064 新右翼的登场＼064 暗流涌动的“经团联事件”＼067 因“反
防止核扩散”而集结＼069 拦腰截断的洛克希德行贿受贿案＼07’ 指向“占领宪法、安保”的“檄文
”＼073 “要有国家主义⋯⋯”＼074 成为突破口的“三岛事件＼076 何谓“左”“右”的接近＼078 走
向更加过激的直接行动＼080 七、平成的恐怖主义行动＼083 难以捉摸的真实状况＼083 长崎市长枪击
事件＼084 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085 布什的报复宣言＼087 美欧新冷战＼088 第二章人物与思想 一、
头山满——大正到昭和时期隐身于幕后的统治者＼093 “隆物传的主人公”＼093 对着法官大吼“不知
道！
”＼094 投身民权运动＼095 把警察包围起来的门生＼098 暗杀大隈重信未遂事件＼099 动乱的大陆
＼101 二、宫崎滔天——投身于亚洲革命的浪漫主义者＼103 满洲马贼的骨气＼103 结集革命派＼104 邂
逅孙文＼106 远渡中国＼108 在犬养宅邸与内田冲突＼109 破落滔天的笑＼111 三、内田良平——黑龙会
的盟主＼113 日本右翼的源流＼113 赤池煤矿的“少当家”＼114 支援“东学党之乱”＼116 失败的计划
＼117 帮助孙文＼119 调动三井财阀＼120 神兵队事件＼121 四、北一辉——渴望死刑的“魔王观音”
＼123 扭曲的行动＼123 安田共济事件＼125 “要解散财阀！
”＼126 “判我死刑吧！
”＼129 孤立的“类神人”＼131 五、井上日召——“一杀多生论”的教主＼133 2000名参加葬礼的人
＼133 六声枪响＼134 暗杀名单上的20人＼135 30万封减刑请愿书＼137 放荡不羁、苦心吟诵的青年时期
＼139 皈依日莲＼140 六、吉田益三——关西右翼的巨头＼143 右翼与日教组会谈＼143 右翼政党的组建
＼145 阿久津事件之谜＼147 梗本派和村田派之间的内讧＼148 被人送棺材的岛德藏＼150 在演讲中倒下
＼151 七、赤尾敏——反共的魔鬼将军＼153 数寄屋桥的“反共将军”辞世＼153 灵柩途经数寄屋桥
＼155 街头宣讲3万次＼156 因“超过激行动”先后被逮捕25次＼159 褒贬不一的评价＼160 这种执著从
何而来＼162 接班人是谁＼164 让以飞车和角的“斗争”＼166 八、签川良一——“停止反共运动宣言
”的背景＼171 与政财界之间的瓜葛＼171 反共的据点原理运动＼175 建立亚洲反共联盟＼177 私家飞行
队＼178 从直接的反共运动中抽身退出＼181 九、三浦义一——战后内幕史的“绝对的黑幕”＼184 压
力的“威力”＼184 名门望族的叛逆儿＼185 GHQ——登上政界内幕史的舞台＼189 内皮尔(Napier）也
甘拜下风＼191 十、儿玉誉士夫——回天乏术与挫折的“昭和维新”＼195 隐然的实力＼195 国民战线
内阁构想＼197 贫困、流浪、叛逆＼198 领悟右翼＼201 两种不同的评价＼203 十一、星井真澄——在加
农机关暗中活动的浪人＼206 75亿日元（公定价格)的生鸦片＼206 检举的发端＼208 谜团笼罩的下落
＼209 加盟加农机关＼211 吃遗骨的两位“豪杰”＼214 要把老师定为战犯＼215 十二、津久井龙雄——
反骨、异端之人＼218 战前派的头号大佬＼218 草拟芦田首相的演说稿＼219 促进重整军备演讲会＼221 
东风会的挫折＼222 与实践活动诀别＼225 井上日召评北一辉、226 醉心于北一辉的大川周明＼228 探求
新的展望、229 反对重整军备的论据＼231 为上海的变化而感动＼233 为革命中国而感动＼235 左翼高度
赞扬的《右翼开眼》＼236 战后右翼的绝望＼238 道义国家论的提倡与挫折＼239 新天皇的护宪发言理
所当然＼240 新右翼是否存在可能性＼241 被拉拢进体制之中的皇室＼242 十三、中村武彦——维新派
的名嘴＼244 以“神兵队事件”为分水岭向过激派转变＼244 参与筹划《维新公论》的创刊＼246 因“
暗杀亲英派计划”而入狱＼247 在“死”与“牢狱”的夹缝中＼249 “三岛事件”的公审斗争＼251 十
四、西山广喜——最后的幕后调停者＼253 神往已久的蒙古国之旅＼253 不为人知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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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交友史＼255 和松本英一结为“干兄弟”＼256 把半生献给日本政治文化研究所＼258 得以实现的
在“太市”的约定＼261 从第一线走向“牢人之路”＼264 十五、小岛玄之——“三无武装政变”的理
论支柱＼266 “三岛事件”的意义＼266 武装政变的必然性＼268 “三无事件”＼270 主张废除安保行政
协定＼272 老好人一个＼275 十六、野村秋介——反体制右翼的复权＼277 紧张的葬礼会场＼277 壮烈的
自杀＼278 火烧河野宅邸事件＼280 反Y·P论和袭击经团联＼282 获得了发言的场所＼286 后记1＼287 
后记2＼290 后记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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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尊皇”·“攘夷”的意义 日本右翼运动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反对德川幕府①的开国欧
化政策、宣扬王政复古和排斥外国的“尊皇”·“攘夷”运动。
 虽然水户学派的藤田东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在此就不再进一步追溯了。
 倒幕成功的“尊攘派”为了改变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落后状态，向外国广开门户。
虽然与之前相比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实际上推进欧化政策是由于受到明治天皇宣布的“五
条御誓言”的动员。
尤其是“破除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这两条得到了充
分推行。
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大木乔任、胜安芳、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是运动的急先锋，
尤其是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历经为期两年的欧美考察之后，痛感日本经济、文化、行政等方面的严重落
后，为谋求改善倾注了力量。
 适值日朝关系因德川幕府的垮台处于中断状态，对马藩主宗重正等人带着国书同朝鲜国王（李熙）就
恢复邦交进行交涉，但朝鲜方面以国书内容“将朝鲜视为属国对待”为由予以拒绝，最后发展到连日
本方面的贸易商人也被禁止进入朝鲜。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征韩论”在国内一片沸腾。
站在最前面的西乡隆盛主张“应该立即起兵”，江藤新平（司法卿）、副岛种臣（外务卿）、后藤象
二郎（参议）和板垣退助等也纷纷支持这一主张。
但是，在明治六年（1873年）十月的“征韩论”朝廷评议会上，由于急于整备内政的大久保利通和木
户孝允等人的反对，该主张遭到否决，包括西乡隆盛在内的“征韩论”派全体人员辞职下野。
 “征韩论”并非是单纯作为对抗朝鲜方面的措施而发起。
其背景既有试图将旧士族①对继“版籍奉还”②和“废藩置县”③之后的“征兵令”④和“秩禄处分
”⑤等取缔特权政策的不满，转向征韩进而压制下去的考虑，还掺杂着通过向海外派兵来救济失业士
族等错综复杂的意图。
因“征韩论”落败而下野的参议们，朝两个方向决裂成了以板垣、后藤等为代表的民选议院设立派和
以西乡隆盛等为代表的武装起义派。
 明治七年（1874年）一月，板垣、后藤等人在创立爱国公党的同时，向议会提出《民选议员设立建议
白皮书》。
进而于同年四月，板垣在土佐创建立志社，于次年明治八年（1875年）二月在大阪创建了爱国社，揭
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战幕。
 另一方面，武装起义派把失业士族拉拢进来，在各地发动了叛乱。
江藤新平（隶属佐贺忧国党）发动的“佐贺之乱”（明治七年，即1874年）、熊本士族大田黑伴雄等
人发动的“神风连事件”（明治九年，即1876年）、不平党的宫崎军之助等人发动的“秋月之乱”（
明治九年，即1876年）、前参议前原一诚等的“荻之乱”（明治九年，即1876年）、青森县士族永冈
、久茂等人发动的“思案桥事件”（明治九年，即1876年）、西乡隆盛发动的“西南之役”（明治十
年，即1877年）等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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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的右翼》从发行第一版至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2年。
    在此期间，发生了几起震撼日本的事件。
在第一版发行的3年前，也就是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一月，三岛由纪夫发动的“楣之会事件”给国
民造成了巨大冲击。
    昭和五十年(1975年)五月，仿佛是三岛的自杀引起的漫反射现象，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大
地之牙”、“魔蝎”)发动的一系列企业爆炸事件(我称之为“左翼血盟团事件”)发生了。
进入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后，洛克希德事件被美国上议院追查。
在日本，能源资源自立派的田中角荣和儿玉誉士夫成了众矢之的。
    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三月，发生了改变战后右翼运动发展进程的“经团联事件”。
以本次事件为界，“打倒Y·P体系”成为民族派运动的核心口号。
“国民前卫队事件”、“独立义勇军事件”、“统一战线义勇军事件”等直接行动频频发生。
此外还有大东塾的影山正治塾长的自戕事件、住友不动产安藤会长宅邸遇袭事件、《朝日新闻》连续
遇袭事件、长崎市长遭枪击事件等相继发生。
    值此发行之际，重新阅读了一遍，发现情况与当时相比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对第一章(历史与
变迁)进行了全面的改写。
对于第二章(人物与思想)，也尽可能地进行了追加和订正，重新起草了津久井龙雄和西山广喜部分，
新增加了因“经团联事件”改变战后右翼的发展进程、成为新右翼教主式人物的野村秋介。
    共同通信请我就“经团联事件”发表看法的时候，我首先讲道：“我本身是不喜欢站在安全地带来
评论事件的。
”后来我答道：“通过这次的事件明确了一件事情，右翼是属于体制一方的、是保守反动的。
左翼是反体制一方的——这种以往的、武断的辨别方法通用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
恐怕从此以后，不是靠‘左’和‘右’来辨别，而是必须看其行动是体制性的，还是反体制性的了。
”    新左翼的文囊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政治状况的呢？
    火野本人认为，“左翼大联合和右翼大联合以维持体制为共同原则。
一方面共同立足于两大阶级(组织工人、资本家)，另一方面却压制、践踏弱势的无产阶级群体”(《现
代之眼》昭和五十一年三月刊，即1976年)，对“保革两头蹭吃体制”进行了批判。
    太田龙在事发6年前说过，“当人类的半数还在饿肚子的时候，世界革命者(格瓦拉主义者)是不可能
认可日本的薪金工人再涨工资的”，并要求“把日本的薪金工人的工资水平下调三分之二”。
炸弹游击队的教科书《腹腹时钟》也断言，“日本帝国的工人的‘斗争’，即要求涨工资和改善待遇
，是要求更大地掠夺和牺牲殖民地人民，加强和巩固日帝的反革命工人运动。
”    这些主张原本都属于“保革两头蹭吃体制”的范畴，不可能被追求更加富足生活的人们所接受。
    然而，事实上，这些新左翼的少数意见与民族派所主张的“打倒Y·P体系”未必就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Y·P体系”不仅意味着由同盟国铺好轨道的战后体系，还包含着以宪法、安保为中心的防止
核扩散条约、金权政治、自民党等全部政党、营利至上主义、乱开发、公害、破坏自然与环境、抬高
地价、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来追逐利润等所有这些战后的产物。
    在我给共同通信的评论中包括了这层含义。
    现代社会，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开展有效的活动。
国际性的联合将变得必不可少。
已经有部分民族派开始了向国际联合方向的探索，其发展前途则要看今后的活动。
    本书不是评论，而是一本解说书。
    在第一章里，关于何为日本的右翼、昭和维新运动的挫折、战后右翼运动的验证及今后的课题是什
么，尝试了带有自我风格的解说。
在第二章里，关于所提及的人物，也由于我个人不喜欢集体取材的关系，所以不得不限定人物数量。
我想今后再度修改文稿时将要提及杉山茂丸、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橘孝三郎、高岛素之、影山正
治、安冈正笃、佐乡屋昭嘉、岩田爱之助、片冈骏、福田素显等多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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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能够通读第一章、第二章，相信就应该能够对日本的右翼·民族派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大概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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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的右翼》编辑推荐：纵观当前的中日关系，自2012年4月起由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
等蓄意导演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使近年间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两国关系愈趋紧张。
日本右翼究竟是怎样的一股势力？
它是如何发展而来？
《日本的右翼》对读者了解日本右翼的历史、特征、发展趋势乃至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甚有帮助，在
理解日本近现代思潮的演变、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上也大有裨益。
《日本的右翼》对右翼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一些具体事件也提出了作者的独特见
解，可谓日本右翼研究之集大成者。
在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激烈震荡，日本自卫队改国防军、修改宪法、购买钓鱼岛等暗流
涌动的当下，《日本的右翼》值得一读。
日本人眼中的日本的右翼。
他们是忧国的志士，还是黑恶之徒？
《日本的右翼》详细介绍了日本右翼的源流、代表人物及其今日的主要表现，是了解日本政治、经济
与社会文化不可不读的入门书。
在详细解说从日本明治时期到现在的右翼运动变迁的同时，选取了头山满、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北
一辉、赤尾敏、儿玉誉士夫、野村秋介等16位右翼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介绍。
读一本图书，让你彻底了解日本右翼的前生今世。
拨开迷雾，认清右翼分子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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