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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史觀靖國史觀」」裹挾裹挾年輕一代年輕一代
亞洲大國關係備備受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一邊廂，幾乎無

國際媒體走入靖國神社觀察並報道其間的變與不變；另一邊廂，

任由安倍晉三等日本政客既參拜又淡化神社戰爭與罪惡的基因。

明年乙未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本報記者甲午

年深入靖國神社，不但看到日本甲午海戰、乙未攻台中戰死的日

本軍人祭祀其中，根本感受不到靖國神社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罪惡

有所反思，而且陳列佈局更貫穿將「侵略」包裝為「自衛」的靖

國史觀這一主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報道

■靖國神社遊就館展示的零式戰機，昭和十五年起多次轟炸重慶。
記者楊凌雲 攝

隨着北京APEC峰會臨近，日方不斷透過
媒體表達期待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的意

願，以筆者日本之行的親身經歷觀察，中日
友好、甚至新東亞和平進程被安倍的「靖國
史觀」言行打斷，解鈴還須繫鈴人，靖國史
觀主導下的參拜靖國神社、否認與中國在釣
島主權立場上存在分歧等種種言行必須得以
糾正，否則中日首腦實質性會晤、改善中日
韓東亞大國關係等都無從談起。

揭密天皇不參拜神社幕後
在到訪日本皇宮時，對於「靖國史觀」如

何形成的癥結問題得到了解答。原來，1978
年前 14名甲級戰犯並未供奉。1978年 10
月，靖國神社將甲級戰犯私下合祀後，裕仁
天皇就再沒去過。天皇沒有去的原因何在，
是否是對供奉戰犯不滿，這次訪日，沒有見
到皇宮神職人員。但有友人特意為筆者提供
一則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生前記錄裕仁天皇
1988年非公開談話日文資料，有關於為什麼
不再去靖國神社的內容。日本友人簡要翻
譯：「不光把甲級戰犯弄進去合祀，還把松
岡（洋右）、白鳥（敏夫）也弄進去，築波
（1946-1978 年任靖國神社宮司的築波籐
縻）非常慎重地處理這件事情，但是松平的
兒子（最後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的兒子松平
永芳，1978年起繼任靖國神社宮司，敗戰時
的身份是日本帝國海軍少校）不知道怎麼想
的，這麼輕易地就……我知道他父親是個非
常希望和平的人，當兒子的太不理解父親的
心情了。所以從那以後我就不再參拜了，這
是我的想法。」
從伊勢神宮到靖國神社，筆者走訪了數代

日本天皇曾經參拜的兩個祭祀歷史與發軔未
來的策源地。用「曾經」這個詞，那是說，
已有逾三十五個年頭，日本兩代天皇裕仁和
明仁再沒有從伊勢神宮再去靖國神社。
裕仁之子，明仁天皇繼位以來更從未有為靖

國神社站台。日本右翼們不光把甲級戰犯放進
去，還把準戰犯的松岡、白鳥加入，天皇沒有
踩入這個陷阱。靖國神社這個捆綁式陷阱，不
但讓各大國首腦批評，亦讓天皇警惕——參拜
合祀有甲乙丙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均違反舊金
山對日和約和日本憲法的規定。
記得在日本皇宮前的松林裡，我們稍事休

憩，不遠處能夠看到日本國會大樓。日本友
人說，天皇和太子三不會被裹挾的，右翼天
天在國會和相府車輛遊行，日復一日，也未
見天皇和太子出來言說，進入神社一步。天
皇80歲生日的時候，有一部紀錄片，要求國
民記得戰爭對人的殘酷傷害，永不再戰。

遊就館：英靈變亡國幽靈
在靖國神社遊就館最後一個展廳，筆者看

到滿屋的牆壁前貼滿密密麻麻的照片，發動
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赫然在
列。這就是三十五年前，日本右翼偷偷移
入。比較德國戰後的道歉與對納粹的禁令，
與美國阿靈頓公墓拒絕戰犯安葬，日本的行
為令人齒冷：日本甲級戰犯入國家祭祀靈
位、配祭奠照片，神社更用宗教聖地的氛圍
塑造着日本武士道精神，以此抹去對侵略他

國戰爭的反思。
日本民眾參拜靖國神社的最後一站即是這

面「英靈牆」，神社的設計者可謂煞費苦
心。細察整個展覽館陳列構成，神社已然是
日本發起的法西斯戰爭紀念地，這些將日本
帶向不歸路的、最終觸犯國際與日本法律的
戰犯，到底是日本民族的英靈，還是亡國的
幽靈？有日本友人辯稱，神社沒有牌位，只
是英靈名單、照片而已，而且英靈們的照片
並不按官階大小，只是一種民間的紀念而
已。當筆者從大阪城的豐國神社、到二十年
要重建一次的伊勢神宮再到靖國神社，已然
明瞭：日本靖國神社的靈位設立體系，比一
般理解意義上的牌位設立性質更為嚴重，入
祭神社名冊即是樹立靈位，而且是天皇與國
家行使的最神聖行為，14名甲級戰犯是1978
年日本政府發公文，神社錄入靈璽簿「合
祀」，相當於天皇與政府欽定，而非民間普
通祭奠。
對於戰犯與普通士兵照片隨意穿插排列的

說辭，筆者認真搜錄14名甲級戰犯的照片所
在，恰恰發現，1978年秘密合祀的靈位名單
並沒有隨意填寫，仔細觀察，照片排列似以
姓氏筆劃為序，因此找到東條英機等戰犯相
當容易。如此「既公開陳列又立牌坊」做法
的好處顯而易見：甲級戰犯是秘密移入靖國
神社整體靈位，更又以照片形式陳列在遊就
館中，如此排列有助降低「敏感度」，可謂
費盡心機。
走出靖國神社，過紅綠燈時，對面是聞名

海內外的創辦於1881年的東京理科大學大
樓，它的成立比靖國神社還要早一年。曾在
東京大學研修的梁艷萍教授說，部分右翼寮
資助的學生，認同右翼的某些思想，但反戰
是大學生的主流，一牆之隔還有很多大學，
但幾乎沒有大學生去神社。而科學與宗教毗
鄰而立，相伴而生至今，不免令人心生慨
歎，從中韓到國際社會，無人以科學否定神
道教，而正視歷史、反思戰爭則是人類文明
的底線，三十五年來偷樑換柱的靖國神社與
參拜靖國神社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衝
撞着這一人類文明與和平的紅線。

神社：下一場戰爭策源地
一百年前，中國是亞洲睡獅，一百年後中

國早已醒來，並已有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國
際化視野；而一百年前的日本正醞釀着、試
探着針對全亞洲的戰爭，一百年後的日本早
已全面西化，但靖國神社從三十多年前暗暗
合祀戰犯，到今天日本政府公然藉此發動挑
釁……站在鳥居牌坊與理科大樓，令人生發
今昔何昔之歎：兩個甲子前（1894年）的中
日關係，尤其是今天的緊繃的中日關係並非
無從溯源，不確性的變局在三十多年前靖國
神社悄然合祀戰犯時已埋下禍根，只是國際
社會與善良的中國人做好準備沒？
當筆者在APCE會議舉行前的清晨落筆此
文時，號稱日出之國的的日本比中國早迎來
一小時，從伊勢神宮到靖國神社中的種種景
象依然在腦海中浮現。早迎來日出的靖國神
社，已不是在為和平與光明祈禱，而是在軍
國主義的牽引下走向戰爭——今天傳播的沸

沸揚揚的神風特攻隊申遺，就是值得警惕的
信號。回溯歷史，二戰期間靖國神社就是神
風隊出發儀式的舉辦地，如今再次成為歷史
與宗教雜糅、任由右翼政府裹挾天皇，更裹
挾日本善良民眾的下一次戰爭的策源地。
回想起這次深入日本隱秘幽暗的精神居所

之行時，筆者更堅定支持中國、韓國等愛好
和平的東亞國家對日本必須坐言起行反思歷
史的要求。如果沒有對靖國神社、釣魚島問
題的反思之舉，中日首腦、韓日首腦絕無實
質性的會晤可能。

三大好戰元素裹挾年輕人
1945年以來，在二戰結束後日本未像德國
一樣肅清軍國主義遺禍；1978年以來，以靖
國神社秘密正式遷入14名甲級戰犯為標誌，
驟然寬鬆的國際環境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
壓力遽減；新世紀以來，「戰二代」、「戰
三代」紛紛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歷史遺禍未
肅清、國際外壓減輕、「戰二代」上台，三
大好戰元素裹挾着尊崇神社傳承、但又無戰
爭教訓記憶的年輕一代善良的日本人，走向
未來的十字路口。
甲午乙未即將相交時節，曾在日本留學、

生活的梁艷萍教授對筆者說：「靖國神社裡
面的靖國史觀，也是受到學者批判的，靖國
史觀是日本一個特殊的史觀和個案。」但日
本之行，筆者感受到的是日本戰爭歷史的因
循而非終結。回顧歷史，120年前，正是甲
午戰敗，方造成次年乙未戰爭的終局，台灣
被迫割讓落入日本之手。甲午與乙未，歷史
與未來，台灣與大陸，三者時間與空間的演
進不可分割，更是密不可分的命運體；感知
當下，靖國史觀這個特殊和個案，正由好戰
的決策者推演至國民社會，從修改和平憲
法，試圖建立國防軍，直至參拜靖國神社，
不但在新春感言時重申「奪回強大日本的戰
鬥才剛開始」，更公開頌揚二戰期間的日本
「神風特攻隊」，又一個甲午開端前上任的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已一步步踏響戰前變局的
鼓點；從主戰的政府、到被動捲入的民意，
唯有現任天皇尚未裹挾進來，如果國際社會
與中韓等受害國家啞忍，假以時日，戰爭還
會遠嗎？中國政府與民眾當警惕更當作好準
備，且看日本右翼政府與靖國神社在甲午乙
未這歷史演進的關鍵年代會給出怎樣的答
案。

考考驗驗

■靖國神社遊就館中對「七七抗戰」、「西安事變」、毛澤東、蔣介石、張
學良的闡述、陳列都有歪曲，之前靖國神社稱要對「七七事變」的錯誤陳述
作改變，但記者看到的陳列仍誣稱是中方發起挑釁。 記者楊帆 攝

■靖國神社祭拜者先要用力拍三下手，聲稱可以引起先祖的注意，然後
自言自語地開始拜鬼。 記者楊凌雲 攝

■靖國神社門前，到神社來的日本年輕人不
少，但問他們，幾乎沒有人知道二戰期間靖
國神社就是由和他們一樣的青少年組成的
神風敢死隊出發儀式的舉辦地。

記者羅洪嘯 攝

■■靖國神社遊就館正門口的兩口大炮靖國神社遊就館正門口的兩口大炮，，森森冷森森冷
對對，，不知放置它有何用意不知放置它有何用意，，號稱和平的日本何號稱和平的日本何
時真正有過懺悔的念想時真正有過懺悔的念想。。 記者楊凌雲記者楊凌雲 攝攝

■■靖國神社展示的日清戰爭靖國神社展示的日清戰爭
作戰地圖作戰地圖。。 記者楊凌雲記者楊凌雲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