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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于核武器的态度，一向属于「意图」的问题，而非「能力」的问题。十月初，日本共同

社报导了有关防卫厅下属智囊库曾于八十年代初研究日本应否拥有核武器的新闻，再次确认了这个公

开的秘密。  

  对此，防卫厅官员于十月二日连忙出面澄清，称相关研究并不反映日本的官方立场，拥有核武器

的考虑也从来没有反映至实际政策，防卫厅将继续遵循一九六七年由佐藤荣作内阁确认的「无核三原

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防卫厅信誓旦旦称无意发展核武，或许确属事实。在当前美国继续提供核威慑的形势下，日本要

放弃这项被认为是日本防卫政策中最为重要的军备限制，在短期内显然不大可能。不过，自二○○二

年以来，日本国内就有关「核武装」的讨论却正在不断升温。令人惊讶的是，引起这些讨论的并不是

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而是长期负责看管日本的美国。  

  美国版的「核武装论」  

  美国的「日本核武装论」，最早是由现任副总统切尼于去年三月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访问时提出。据《朝日新闻》(二○○三年三月十七日)报导，针对当时北韩退出《防止核扩散条

约》，切尼在新闻节目中表示，「北韩研制核武器可能引发地区性军备竞赛，日本也许会被迫考虑重

新检讨其核武器政策」。  

  美国《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Charles Krauthammer也支持日本拥有核武。他在今年一月

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应明确告诉中国，如果北京不愿和华府一起妥善解决北韩核危机，美国

应该考虑支持日本拥有核武器，甚至可以考虑向日本提供核导弹。Krauthammer的言论经媒体报导

后再次掀起了日本国内的「核武装论」。为了避免外界误解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的立场，美国副国务

卿阿米蒂奇于一月十七日特意在华府会见日本记者团并郑重表明，美国认为日本拥有训练有素的自卫

队，而且有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因此，日本没有必要以核武器武装自卫队。  

  阿米蒂奇虽然出面澄清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核武装论」的立场，但却并没能压制住日本国内有关

「核武装」的主张。与之相反，支持核武装的论者们早已按捺不住，纷纷四出发表高论，使得这个原

本在战后日本社会被视为禁忌的话题一下子成为了舆论界讨论的焦点。  

  比如，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正认为，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向日本放出试探气球，目

的是要牵制北韩的核开发和中国的军事扩张，从长期来看，日本国内的「核武装论」高涨符合美国的

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分析家伊藤贯亦强调，日本为了自卫的目的而保持最低限度的核阻吓力是完全必

要的，美国对此未必会反对。  

  只要美国允许就行  

  对于以上这些观点，日本国内亦不乏反对声音。广岛市市长秋叶忠利从和平主义的角度看待这一

问题。他认为，拥有核武器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仇恨和报复」，因此日本不但不应轻言放弃「一

国非核主义」，而且还应为促成全世界最终废弃核武器而继续努力；著名军事专家江田谦介则从军事



的角度指出，日本要保有核武器，即使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日本本土并没有适合

的地点作为核试验场，所以日本根本无法组织用来评估核战力的地下核试验；曾经在六十年代末秘密

参与日本政府内部核问题研究的上智大学教授蜡山道雄也反对「核武装论」。他认为，核武装的鼓吹

者只是一些未经深思熟虑、不知战略为何物的幼稚的民族主义者，日本列岛地形狭小且人口密集，根

本不具备形成大国式的核战斗力的条件，拥有核武器实际上就是惹祸上身，只会导致日本和所有国家

为敌。  

  然而，「核武装论」的支持者根本听不进以上这些批评。对他们来说，只要「太上皇」美国允

许，日本干什么都行。庆应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福田和也在《文艺春秋》(二○○三年六月号)上撰

文声称，核武器所体现出的阻吓力，才是维护日本和平安全的关键。反对「核武装论」的理由无非是

怕花钱、怕受道义上的指责和国际社会的孤立，并对美国的核阻吓力存有过高期望，其实，只要美国

容许日本持有核武器，以上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如发展可以用潜艇运载的价格便宜的小型战术核

武器）。  

  日本国内有关「核武装」的争论，相信仍将持续相当一段长的时间。虽然日本在中短期内成为核

国家的可能性并不高，不过，从以上的激烈争论中可以看出，如果有朝一日东京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

胁(如北韩威胁以核武袭击日本)，并且获得来自美国的充分支持，日本迅速成为核武国的构想并非不

可实现。  

  被视为未来日本首相人选之一的前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两年前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曾称，日本

可以拥有小型原子弹，因为和平宪法并没有规定不许拥有。显然，日本在政治上早已做好了准备。  

  （原刊于《信报》国际评论200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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