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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政变，谋杀恐怖活动高达 44 起，

平 均 每 年 3 起。 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时，还发生了负隅顽抗

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闯进皇宫，欲

夺走裕仁天皇投降广播录音磁带的

事件，首相官邸被袭，首相铃木贯

太郎被刺未遂。这一事件为近代日

本政治生活中的暗杀恐怖活动画上

了最后一笔。

暗杀“传统”的根基所在

日本暴力政治的暗杀传统一直

持续到战后，乃至今日。前首相安

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 1960 年就因

为被老右翼分子荒牧退助行刺受伤，

而不得不辞职下台。而安倍如今也

遭遇到同样的事件。

日本的这种与政治融合的暴力

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在

近现代日本政治风貌根深蒂固的元

素。为什么暗杀这种手段在日本的

政治中能成为“传统”？华东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渠长根2003年在《南

都学坛》上的文章就已经分析了原

因。

其一，是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

的相互斗争与融合。近代日本的政

治趋向是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在这

一潮流中，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的呼

声和态势也在不断增强。二者之间

彼此相互斗争，都急于取得国家政

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有时又相互妥

协、勾结，遂使得日本政治日益右

倾化。在这一格局的形成和演化过

程中，谋杀恐怖活动成了化解矛盾、

寻求转圜的极端手段，在某种意义

上也成了政治斗争的降压泄释阀。

其二，是对国家改造理论的狂

热崇拜和急于实现日本“革命大帝

国”的变态追求。20 世纪 30 年代是

日本政治生活中国家改造运动狂飙

肆虐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快国家改

造的进度，需要铲除的障碍和化解

的阻力很多，谋杀等恐怖活动于是

一浪接一浪。

其三，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

铤而走险。武士道的基本特征是崇

拜偶像、崇尚暴力。武士崇尚优胜

劣汰、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念，要么

绝对服从对方，要么要对方绝对服

从自己。历史上那么多日本人基于

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政治谋杀

恐怖活动中“大显身手”，固然跟

其个人的某些因素有关，但是在其

心灵深处和精神底层里，肯定有武

士道精神的作祟。武士道精神也与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中国乃至

亚洲的暴行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自近世以来，暗杀与密谋成为

日本政治的主旋律，刀剑与枪炮成

为解决政治纷争最有效的利器。这

绝非是单个人的一时兴起或蓄意而

为，而是长期以来日本政坛形成的

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在很多时候，

暗杀者不仅仅不会受到舆论的攻讦，

还会成为民众追捧的英雄。这病态

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延续，

及至今日仍然有着恶劣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

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战后日

本国内曾出现过激进的左翼运动，

极右团体也长期存在，他们都曾发

动过针对政治人物的刺杀事件。但

在冷战后，随着日本国内左右阵营

对垒的政治格局趋于瓦解，极端政

治活动也趋于减少。近年来，虽然

日本政治表面波澜不惊，自民党执

政地位稳固，但在经济长期低迷、

国家发展面临深层次困境的背景下，

民粹等极端思想依然暗流涌动。“这

种事件发生在日本令人震惊，这种

暴力行径应当严厉谴责，但也应该

促使日本反思，其国内政治是否出

现了极化的危险。”

左 图：1960 年 7 月

14日，岸信介被“大

化会”成员荒牧退助

刺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