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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来，距今已有九十多年。
这么多年来，“民主”与“科学”一直是引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面大旗，一直在指引着中国现代化
理论与实践的方向。
但不得不说的是，虽然中国科学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主仍然是几代人前赴后继、孜孜
以求的目标，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甚至比科学更为重要。
没有科学，国家是落后的；没有民主，国家也许可以一时强盛起来，但是国家发展迟早会发生严重的
方向错误甚至堕入战争的深渊；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也
走过很长一段弯路。
可见“德先生”要带着“赛先生”走，否则“赛先生”要迷路的。
今天我们依然倡导科学与民主，而不能不看到两者的纲目之分、体用之别。
其实民主本身就有一套科学，而中国民主之所以长期不完善，恰恰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常识
和规律。
近百年来，民主一直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各种民主思潮和理论相继引入中国，激发了国人的极大
兴趣，但是我们对于民主制度在各国实际政治中的运行方式及其经验教训却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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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石，《日本国宪法》具有和平宪法的本质特征，作者结合宪法和日本人民生活中的
例子，倡导日本国民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治中，依赖宪法作为指南针，追求和平、自
由、人权和平等，并号召民众抵制修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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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渡边洋三（1921-2006），日本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民法学家。
为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
他一生著述极为丰硕，代表作有《现代法与经济》、《法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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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致冤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罪推定（“虽然怀疑仍不能惩罚”）这一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并没
有在日本得到遵守。
事实上，无论谁都可以说自己是无罪的，但是要证明这点却是非常困难的。
不在场的证明（alibi）可以成为无罪证明，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件事提供在场或不
在场的证明，因此，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不在场的证明的。
在日本，有罪推定还很常见。
只要不改变警察、检察和审判的这种根本性体制性特点，冤案还将不断持续发生。
此外，有很多市民认为：警察逮捕了嫌疑犯，嫌疑犯犯罪就形成了定论。
事实上，在此阶段，嫌疑犯不过是嫌疑犯，究竟是否犯罪尚未可知。
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是：需要根据审判来断定某人是否有罪，在判决某人有罪前应当将其视为无罪。
思想、信仰与良心自由是人类的精神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然而正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天皇制国家对国民的内在精神世界干预很深，所以国民几乎没
有精神自由。
在现行宪法下，也经常发生侵害人们精神自由的案例。
这种侵害不仅来自于国家，也常常来自于企业。
由企业导致的思想差别处处可见，其中最著名的审判就是“三菱树脂·高野事件”。
高野毕业于东北大学，毕业之后被三菱树脂公司录用。
在试用期内，高野突然被解除了雇用合同，理由是他在学生时代参与了“生协运动”，同时在简历中
隐藏了曾经参加1960年安保游行的事实，属于撒谎行为。
此后，高野以思想与信仰的差别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下级法院审理中存在胜诉和败诉的意见分歧。
最高法院认为，与人权相比，应当更加尊重公司的契约自由，所以驳回了上诉（昭48·12·12）。
然而，公司的无理做法通过审判而广为人知，公司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做了妥协并与高野达成和解，
高野于十三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公司。
最近发生的与思想差别有关的审判是“关西电力争议事件”。
我们稍后加以叙述。
根据《宪法》第20条，无论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都应获得绝对保障。
此外，任何宗教团体都不能行使政治权力或从国家享受特权，不能强制任何人参加带有宗教性质的行
动、庆典、仪式或活动。
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与宗教教育有关的宗教活动，因此，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政治——政教分离
原则——在制度上获得保障，这也意味着旧天皇制时代的国家神道被完全否定。
然而，试图复活国家神道的违反宪法的活动仍不时发生，它们大概有以下三种：①靖国神社问题。
第一个是靖国神社问题。
所有人都认为靖国神社属于神社同时属于特定的宗教，因此不允许国家对其进行管理与援助。
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是违反宪法的。
靖国神社曾经是战前国家神道的象征，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它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犯
，所以受到亚洲各国的激烈批判。
上述行为都违反了宗教自由。
从自卫队海外派兵、军国主义的复活等现代观点来看它们也是重要问题，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②地镇祭判决。
第二个问题是与靖国神社相关的地镇祭判决。
三重县津市在建市立体育馆时，动用了公款进行地镇祭的活动（即神官进行的驱邪神道活动）。
市议会人员认为：自治体为了特定宗教活动动用公款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20条和第89条，于是提
起了诉讼。
在第一审的津地方审判中，原告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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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审的名古屋高等法院审判中，法院做出了公款支出违宪的判决，原告胜诉（昭46·15·14）。
然而，最高法院推翻了二审判决，认为地镇祭并非宗教活动，而只是惯例上的世俗活动，因此并不违
反宪法（昭52·7·13）。
日本人没有对宗教深入探讨的癖好，所以该判决没有对地镇祭属于宗教活动还是属于世俗活动这一问
题进行深入思考，因此，该判决也没有成为促使国民考虑政教分离内涵和本质的生动教材。
我认为，最高法院应当像名古屋审判那样对此做出严格区分。
津地镇祭判决之后的二十年，又发生了爱媛玉串料诉讼（平成9·4·2）。
在靖国神社大祭时，爱媛县知事支付了玉串费①，从而引发了诉讼。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津判决中使用的法理，并在结论中承认了靖国神社大祭的违宪性。
虽然这一判决令人费解，但是它仍然比津判决前进了一大步。
③天皇家庭的活动与宪法。
第三个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昭和天皇的去世与平成天皇的继位和皇太子结婚等一系列与天皇活动相关的巨大费用开
支。
天皇不仅是日本的象征，他的一系列行为也同时要遵守宪法的规定和受到严格限制（国事行为——《
日本国宪法》第7条）。
除此之外的行为都是作为象征的天皇私人行为，而非正式的国家行为。
为这些私人行为支付特别国费完全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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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渡边洋三（1921-2006），1921年11月21日生于东京，2006年11月8日因大动脉瘤破裂逝世，享年84岁。
1947年，渡边洋三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担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和帝京大学法学部教
授，1981年退休。
渡边洋三与川岛武宜、戒能通孝同为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并与平野义太郎（1897-1974）、长
谷川正安（1923-）等一起，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
渡边洋三先生不仅是日本当代的法社会学家、民法学家，也是日本法学界的巨匠。
他对法学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著述也非常丰硕，并开创了“渡边法学”。
其代表作有：《法社会学与法解释学》（岩波书店，1959年）、《法的思考方式》（岩波书店，1959
年）、《现代日本社会与法——一个学者眼中的时代转折期》（旬报社，2004年）等著作。
在渡边教授逝世之后，日本著名法学期刊《法律时报》在2007年第6期特别开辟了由日本多名法学家撰
写的《纪念渡边先生逝世一周年》专栏以纪念他。
2009年2月，日本评论社出版了由戒能通厚、原田纯孝等编著的渡边洋三先生追悼论文集《日本社会与
律法学——历史、现状与展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国宪法的精神>>

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克思主义是我法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渡边洋三渡边洋三作为一名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主义法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
级斗争与法的原理能有透彻的理解，并运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斗争作出如此周密细致的分析论
述，实在是值得钦佩的。
　　——何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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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作者是日本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法学家、民法学家，也是战后日本法社会学
的创始人，为日本民主主义法学代表人物之一。
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日本宪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受到普遍欢迎
，自1993年以来在日本不断再版。
他认为，日本宪法具有和平宪法的本质特征，倡导日本国民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治中
，以宪法为生活指南，追求和平、自由、人权和平等，号召群众抵制修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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