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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堪稱政壇強者，政治另類，它在戰後創造了一個超級經濟大國
的神話，並長期壟斷政治舞台。1993年8月該黨被細川護熙為首的

在野黨派趕下台，3年後重新上台，至2009年9月再被民主黨擊敗，但不
出3年又再重奪政權。這樣一個日本政壇神話級政黨為何會兩度下台，而
該黨又會不會第三度被迫讓賢？
1990年之前日本已逐步進入經濟不景氣循環期，至今共在泥潭中掙扎
了20多年，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下滑，貧富差距擴大，曾經讓日本
人引以為豪的經濟優越感地位正日趨沒落。日本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日本是世界上少數沒有軍隊的國家之一，二戰後該國之所以能夠產生
經濟奇跡，「和平憲法」下集中發展經濟的功績毋庸置疑，這種和平氣氛
對經濟的安定騰飛起到保駕護航作用。目前的日本，卻面臨自民黨帶來的
巨大變革：首先是修改憲法，建立國防軍；其次是力推貨幣貶值、加入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增稅及重振經濟。
修改憲法，建立國防軍，其主要理據是「維護國土秩序的必要性」，
對抗來自鄰國的軍事威脅。但國防軍的實現意味日本今後除了將打破跟
周邊各國間的平衡穩定關係，對世界也將釋放日本「和平憲法不再」的重
大訊號。它將帶來什麼？

欠說服力 國際形象負面
日本一些較缺乏責任感的言論詮釋，建立國防軍會重振民族自尊心，
激發年輕一代頹廢的鬥志。但對於要獲得這些而將付出的代價－經濟大
倒退，他們卻隻字不提，這又是否一般日本國民所期待？
關於修憲，小澤一郎指出，「所謂憲法，是由國民自己為了維持和維

護應得的權益而創建的一種規則，隨時代發展，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適
當修改這些規則理論上可以理解。但現在自民黨安倍政權的真實考慮是，
希望修改憲法第九條建立國防軍，這等於是消除了最基本的人權項目，國
土秩序的維持和改變成了修憲的最主要目的。我們不贊成自民黨這種單方
面片面的見解。這是我們的明確立場。」
海外媒體認為，日本的修憲舉動肯定會刺激亞洲各國對日本的防範意
識和猜疑，影響這些國家與日本進行以往和平環境下的經濟交流。小澤
說：「如果自民黨單是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提出修憲，這是正當要
求，我們不反對。但此次安倍政權修憲的目的以及針對性的想法，我們認
為缺乏說服力，因而不能贊成，並提出反對意見。」
亞洲各國媒體都認為，日本之所以有二戰後的經濟騰飛，和平憲法下
的經濟集中建設功不可沒。但修憲對日本的利益究竟是好是壞，帶來的國
際形象變化是正面多還是負面多？
小澤說：「以上述理由和想法為出發點提出修憲，日本國內對安倍這
種政治理念沒有好印象，在國際社會也一樣，日本建立國防軍是錯誤選
擇。這暴露出政黨的思想背景，我認為這樣不好。」

增稅違承諾 擴貧富懸殊
對於自民黨增稅以重振經濟，小澤認為，國家的發展和民生離不開稅
收，企業在經濟恢復尚未有起色的當前，對於增稅會深感壓力，「增稅另
一理由是為了調節直接間接稅比例，通過增收消費稅來平衡間接稅的比重
可以理解。但安倍一邊增稅另一邊削減企業稅，這在道理上說不通。理論
上說，如果減稅是公共事業的一環，至少應該在增稅前首先推出動員性或
補償性的減稅措施。」
小澤再強調，「目前國家稅收的用途基本都交由政府各級機關決定，

增稅卻要分攤給國民承擔，這種行為作為一個政黨的選擇是不恰當的。當
然，該做的應該照做，但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匹配落實。他們似乎忘
記了這點，忘記了當初為獲取政權而對國民許下的承諾。尤其是民主黨在
當初的選舉綱領中曾承諾不增稅，並因此獲得政權。如今自民黨政權應該
在強調各種社會保障同時，在財政方面考量增稅的必要性。所以我們不贊
成增稅。」
小澤說，日本企業中兩成屬於大企業，增稅並沒有保障國民收入增
加，反而逐年減少，貧富差距擴大，「安倍的政策是保證富者更富，貧者
越貧。」

保首都圈 地區自生自滅
他形容這點跟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做法有點相近，就是保住重點的首都區
域，其他則以西方式「責任論」為依據，任其「自業自得，自生自滅」。
小澤一郎說：「日本這樣下去將逐步接近『差距社會』，貧富差距拉
大，日本正面臨空前的變化。橋本（龍太郎）政權當時就有增稅記錄，結
果令日本股市常年低迷，延長經濟不景氣，企業財產縮水，經營狀況惡
化，助長不穩定因素的擴大和長期化。」
結束語：
豐富多奇的經歷，塑造了一個反修憲、反增稅、捍衛「國民生活第

一」的務實性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也塑造了小澤一郎這位日本政壇罕見
的鐵腕政治家，成為戰後將長期和平環境下逐漸為國民所不齒、實力雄厚
的自民黨拉下政治舞台的最受關注和最具影響力的鐵腕政治家之一。他的
政治主張強調務實，強調人民的生活，因而將成立的新黨命名為「生活
黨」。期待小澤一郎能夠東山再起，再創政壇奇跡。

安倍建軍走錯路
小澤一郎專訪：日本修憲違人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帶領自民黨重奪政權以來，在國內

國外動作多多，對內以「安倍經濟學」刺激經濟，對外則主

張修憲組建國防軍。2009年有份將自民黨拉下台的民主黨

前幹事長、現任「生活黨」黨魁小澤一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探討自民黨到底會把日本帶向哪裡。

■香港文匯報訊 駐日本記者梁鐘文

日本政治是多黨制，多到名
正言順的就有9個。多黨制原
本是維護自由、監督腐化、平
等為目的，而日本的政黨多元
化弊病卻是奢侈的「民主
病」，嚴重阻礙政治權威和指
導力發揮，關鍵問題上各方意
見莫衷一是。
國內，福島震災復興工作進

展緩慢；國際，內閣頻換不免
招致國家信譽危機，再加上文
化方面的「中庸」曖昧表達習
慣，也容易在國際社會招致誤
解。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規

定，有5名議員參與或者只有1
名議員，但只要符合門檻不高

的幾項條件就可獲得政府提供
的政黨運營補助金，使部分政
客把這當成職業。首相不是民
眾普選，民眾普選的只是議
員，政黨傘下所屬議員人數過
半就可獲得執政權，此時正居
黨魁位置的，自然搖身一變成
首相。
這種制度衍生政黨內部派系

林立，爭取到多數議員支持是
獲得黨魁寶座的最重要條件，
也是登上相位的保證。節節相
生環環相扣。政客的首念是
「自立自保」，全天下一樣。
若大勢已去，尤其年輕議員會
加倍珍重有限的政治生命，隨
時投奔強勢方，政治跳槽。

多黨制淪「民主病」

日本進入平成年代後，如入多事之秋，經濟低迷，
政界領袖自居山頭，首相換人有如走馬燈，恰似戰國
風雲雷動，導致該國經濟長期萎靡，國際外交地位下
降。
當前執政自民黨最關注修憲、核電、增稅等問題。

尤其修憲是核心問題，這舉動會打破亞太地區秩序，
促使日本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外交格局面臨重新定位。
但亂局也能造英雄，各界都脫穎而出了一批時代風雲
人物。「改觀」，便附帶「轉機」。

小澤一郎：
平成日本政壇最富傳奇色彩並飽受爭議的，非小澤

一郎莫屬。傳說小澤健康不佳，但看上去精力旺盛，
始終如一地敬仰恩師田中角榮的「重義」作風，為外
界津津樂道。他的支持者眾多，自發聲援遊行的示威
隊伍人數動輒過千。
一名叫志歧武彥的忠實粉絲，夫婦二人加上兄弟全

家上陣，他雖然過退休生活，卻不分晝夜自主聲援
參與組織遊行及新聞發布會，出書聲討口誅筆伐，開
微博發傳單，四處游說奔走呼號。他還收集大量資料
叫板最高法院及反對派議員，淡定簽收法院傳票對簿
公堂，敢向最高檢察院討說法。粉絲們堅信，小澤才
是日本的救星，只有小澤才能打破僵化的體制推動政
改，只有小澤才能為日本帶來希望。
對日本政黨多元化「民主病」的危機，小澤提出他

的理念，號召以民主黨為主體，聯合除「日本維新
會」以外其他在野政黨「合縱連橫」，與自民黨分庭
抗禮，創建一個在該國有權威，在國際有信譽的「A」
「B」陣營政治體制，互相監督輪流執政。他把實踐這
個理念作為其政治生涯的最後挑戰。

鳩山由紀夫：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給亞洲

各國帶來新風，卻得罪美國。因為構想讓人聯想日本
的外交重心將從美國轉移到亞洲，這在一直以來將日
美同盟視作日本外交核心的人物看來，是不可饒恕的大罪。
鳩山強調政府承認歷史事實的重要性，強調中日歷史久遠，必須維持和建立信賴

關係，加強交流和相互理解。

橋下徹：
律師出身的橋下徹，出演人氣電視節目後本人也跟人氣飆升，參選大阪府知事

一箭中的，步入政壇，去年9月在大阪創立新黨「日本維新會」參與國政。
維新會就等於少壯派，日本傳統潛規則是論資排輩序列制，以下犯上和少犯老是

大逆不道。橋下徹是個靠實力吃飯的律師，有法律做主就敢把皇帝拉下馬，對黑幕
政體嫉惡如仇，頓時贏得恨透了老體制者的讚賞，強勁的「橋下旋風」席捲全國，
當時連安倍晉三都公然考慮聯合維新會來奪權；叱咤風雲的石原慎太郎也不惜背水
一戰，辭掉東京都知事肥差，拉上自己的隊伍風塵僕僕上山入伙。
橋下徹主張以「創建強韌日本」為競選綱領，號召打破中央集權制，提出消費稅

交地方和稅率目標11%；2040年全部廢除核電站；外交方面強調將中日領土問題提
交國際法院；支持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等。新黨瞬時
成為日本政壇第三勢力核心，來投的議員絡繹不絕。
但此後接二連三問題不斷，婚外情問題、「慰安婦」發言、「零核電」主張的倒
退、修憲問題，以及與石原慎太郎政策分歧巨大等諸多原因，備受各界攻擊，橋下
被迫辭掉維新會共同黨魁職務，該黨更在大選中一敗塗地。當初的投靠者們急與他
劃清界線，維新會淡出政治舞台只是時間問題。

石原慎太郎：
石原慎太郎將中日領土問題推上崖邊。作為政客，期待石原家族出個首相留名青

史本是人之常情，但他在自民黨任要職的長子石原伸晃不成氣候，未能在黨內形成
一支舉足輕重的派系，前途無望。石原無奈背水一戰，辭掉東京都知事，親自出馬
帶上自己創辦的「太陽黨」，於去年11月投奔日本維新會，期待借助新生力量及借
助激化領土問題，引導民族自尊心所向實現政治理想。
但大選意外慘敗，曾人氣絕頂的日本維新會一下子成了落地鳳凰，幾近人去樓

空，一蹶不振。選民無情地拋棄了它。大勢已去，80歲高齡的石原更臥病入院。
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前首相岸信介，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也是前首

相，可謂名門望族。家族本身就擁有大批支持者，安倍若要大展宏圖除了要維持這
股支持勢力，也必然需要部分延續和繼承家族的政治理念。於是，安倍身上便不難
見到家族理念如影隨形。
期待重振大和民族精神，實現武裝日本，實現對內權威統治增強國力，對外建立

獨立性提高國際話語權，穩固自民黨統治的長治久安等動作顯現安倍的政治理想，
其修憲建軍的努力也越發強勁。
至於其政治生涯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還是該國經濟復興政策，這是給了他首相權

力的全國上下階層都密切關注的大問題。安倍深知，他也是在「摸石頭過河」，
隨時「一失足成千古恨」！

平成政壇風雲人物

■小澤認為安倍修憲建軍是消除了最基本的人權項目。圖為安倍
上月檢閱自衛隊。 資料圖片

■增消費稅要國民承擔，小澤表示並不恰當。 資料圖片

■日本恐逐步接近「差距社會」，加劇貧富懸殊。 資料圖片

■小澤一郎接受專訪，並與本報駐日本記者合照。

■日本「生活黨」黨魁

小澤一郎

■石原慎太郎

■橋下徹

■小澤一郎為
本報題字「百
術 不 如 一
誠」，並解釋
「術」在日文
意為耍心機和
小聰明，從為
人之道講，即
使掌握一百種
技術，都不如
誠實的品質可
貴。

本報記者
梁鐘文 攝

■鳩山由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