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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右倾受阻 中日有望
“
融冰

”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刘江永

冷战结束后
,

新老保宁政党拉制 了

日本国会
,

日本政治总体上趋向保宁化
。

日本社民党和共产党等
“

革新政党
”

的

势力大为削弱
。

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

政联盟拥有众议院 2 / 3 以上议席
,

除修

改宪法以外
,

几乎所有执政党提出的法

案
、

决议案均可 获通过
。

在时待历 史问题和 台湾问题方 面
,

日本自民党内有一伙右冀亲台势力
。

他

们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

主张联合美

国
,

在军事上干预台海问题
,

制约中国

大陆
。

这些人推动形成了一股政治右倾

化思潮
。

而 坚持和平
、

反战
,

主张日本

应正确认识历 史并强调 日中友好的社民

党等
,

则因议 员人数少而难以发挥重要

作用
。

自民党内派系众多
,

原来反共亲台

议 员比较集中的岸信介派
,

现 已改为叮

村信幸派
,

并成为该党最大派系
,

在国

会拥有 ! 00 个议席
,

远远超过 日共的 18

席和社民党的 13 席
。

日本前首相森喜

朗和小 泉纯一郎
,

现任 首相安倍晋三
,

以及中川秀直等政要
,

均属该派
。

当年
,

为实现 日中郑交正常化做出历 史性贡献

的 田 中角荣派和大平正芳派
,

则几经 分

裂
,

后 继乏人
。

河野洋平曾隶属 自民党

内保宁中间势 力—
大平正芳派

。

该派

分裂后
,

河野另立派 系
,

但 只有 巧 名

议员参加
,

现 已改称麻生太郎派
。

近年来
,

导致 日中关系恶化的
“

政

治寒流
” ,

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 日本政治

右倾化思潮的艾延和发展
。

小 泉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上台的
,

其参拜靖国神社不

过是政治右倾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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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

河野洋平便称
: “

我切 身感受

到整个 日本政界都在右倾
。

在 自民党和

社会党分庭杭礼的时代
,

双方势均力故
,

政治立场基本是中庸的
。

如今
,

那样的

平衡已完全被打破
。 ”

不过
,

伴随小 泉却任
、

安倍上台
,

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受到一定制约
。

去

年以来
,

以几位前首相和 《读卖新闻》

主笔公开反时 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为标志
,

日本政界和嫌体出现 了
“

逆右

倾化
”

的新趋势
。

4 月 8 日
,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懊

太郎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
,

第三次参

选东京都知事并获得成功
。

实际上
,

他

获得 了自民党内右冀亲台势力的力挺
。

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 昭一便亲 自为石原

站台助选
。

虽然这次石原再度 当选
,

但

得票率从上次的超过 70 % 降至 引
.

! o00/
“

逢中必反
”

的石原 当选后
,

很可能 继

续影响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友好交往
,

但

由于他的竞选 口号之一是申办 2。 ! 6 年

东京奥运会
,

据说他 已经开始考虑到北

京观摩 2 00 8 年奥运会
。

所以
,

石 原今

后在反华言行方面会否有所收效
,

值得

关注
。

去年以来
,

美国时 日本在靖国神社
、

“

慰安妇
”

等历 史问题上的谜责越 来越

强烈
。

石 原懊太郎
、

中川昭一子极端民

族主 义的主张
,

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战争

观
、

历史观严重时立
。

此外
,

日本国内

也开始反思小泉时期 日本同中
、

玮关系

恶化问题
。

因此
,

安倍晋三
、

中川秀直

等人当权后
,

不能不积极改善对华关 系
,

努 力摆脱小 泉外交的后遗疚
。

但 同时
,

中川 昭一之流还会伙同社会上的右冀势

力从中干扰
。

因此
,

中日关 系的改善并

不会一帆风顺
。

. (编挥
:

卢探 )

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是 0
.

E 占统治地位
.

A
.

日受到打压
,

C 被边缘化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是 日 0 两极对立 C

起某种平衡作用
.

A 和 E被边缘化 冷战后至今则是 。 占主导地位 E 的影响压倒 B 并对 C 产 生压力 八 被边缘化

这种态势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写照
.

它与日中关系的相关性是 。
.

E的形响越大 日中关系就越坏 反之则可能越

好
.

日本政治思潮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 关键是朝哪个方向演变
。

在可 以预见 的未来 A
.

B 〔 似乎都难以成为 日本

杜会的主流
,

但仍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有各自的发展
。

焦点问厄在于
.

今后日本政治力 , 对比的天平在 C和 。 之间如何

摆动
.

如果 B能维系和逐步扩大在日本政界的存在
.

c 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 并通过影响 O逐渐形成 日本社会的主流

确保政府正确决策 便有利于 日中关系长期称定地向前发展
。

pA n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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