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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杭研究员在华中科技大学作关于靖国神社的演讲 

 

本院历史所研究员、院刊主编钱杭，近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作了题为《关于

靖国神社的几个问题》的系列讲座，目的是在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站稳立

场，正视现实，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国际外交斗争。全部内容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靖国神社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结构 

钱杭研究员介绍了靖国神社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特征。从1869年至1879年

为第一阶段，当时称作“东京招魂社”，用以祭祀明治维新初期为王室捐躯的

志士，以及在内战——“戊辰战争”中阵亡的官军将士。1879年（明治十二

年）6月，明治天皇将其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靖，使之平安的意思。在此

阶段中，神社的设立、选址、改名，祭祀对象的选择，祭祀理念和仪式安排，

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应该视为日本的内政。有些日本史研究著作和工

具书，将靖国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灵位一概称之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军国

主义分子及士兵”，是不够准确的。 

第二阶段从1894年至1945年，靖国神社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

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整个国家体制也逐渐军国

主义化。在这一背景下，靖国神社就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成了由日本陆军

省与海军省共管的一个特殊神社，具体的管理和经费主要由陆军省承担。1938

年以后，神社的宫司一律由退休的陆、海军大将担任。 

19世纪90年代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如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因义和团事

变引起的八国联军侵华），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在中国

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

战，又与德国争夺中国的胶东半岛；“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历次中日战争都是

日本侵略中国；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略美国和太平洋地区诸国，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全都进入靖国神社，成为

人们祭祀的对象，加上第一阶段供奉的灵位，靖国神社供奉的阵亡日军将士灵

位总数达246.6万柱。 

第三阶段从1946年至今，靖国神社问题上升为严重国际问题就是在这一阶

段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和国会利用冷战局面的形成，反法西斯阵营的分裂，在

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战争结束后，日本厚生省决定战时阵亡者属于“公务死”，可以在神社合

祀。从原则上讲，新的祭神合祀的决定权在靖国神社当局（原来在形式上须由

天皇决定），而神社当局无法准确判断某人是否属于战争中某一类别的“公务

死”，因此只能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对“战争罪犯”的合祀问题因而产

生。 

1952年《旧金山条约》生效30天后，日本国会通过《战伤病者战没者遗族

等援护法》，开始战后首次由国家推动的遗族援护行动。第二年8月1日，《援

护法》经部分修正，认定援护行动同样适用于因战争审判而死亡者的遗族，他

们可以获得与一般阵亡者同样的遗族年金和吊慰金。 

1954年6月30日，根据《恩给法修正案》的规定，拘禁中狱死或刑死者的遗

族，有权享受与一般阵亡者遗族同样的待遇；1955年该法经进一步修正，规定

战争审判的受刑者本人也可获得“恩给”（特别补贴）。 

通过以上一系列法律修正，就使得因接受战争审判而死亡的人以及在拘禁

中受伤、生病的人，被同视为一般的战没者和战伤、病者。即对日本政府而

言，无所谓甲级（A）、乙级（B）、丙级（C）战犯，所有因战争审判而死亡的

军人和一般阵亡者一样，都被看作是因战争而发生的“公务死”，他们统一被

称为“法务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罪犯”与国内法

上意义的“犯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 

1956年4月19日，厚生省要求各地相应部门提供符合靖国神社合祀资格的人

员名单。这一活动从1956年一直进行到1971年。 

在1959年举行的春季合祀祭中，阵亡者的名单中首次出现了“战犯”的名

字。1966年在归国援护局送达的“祭神名票”中首次出现14名“甲级战犯”的

姓名，靖国神社当局同意合祀这批“甲级战犯”。在1978年10月的秋季合祀

中，首次将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

社，予以合祀。 



综上所述，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争罪犯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其根本问

题在于1952年制定的《战伤病者战没者遗族等援护法》，以及1953年对该法的

修正，这个关口的失守，导致以后的一切都成了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首要的责任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会，但国际社会也有失察之处，特别是美

国政府，出于以日本制衡苏联、中国的冷战利益，纵容日本政府以调整内政为

借口，从容地完成了法律准备，以至于贻误了对日制裁的最好机会。 

第二部分为支撑靖国神社的基本理念 

1．日本的近代化历程 

日本人将对明治维新的理解，特别是将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揉入对神社的

基本理解之中。而靖国神社的历史恰恰反映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的一部分重要

内容，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否定、削弱、歪曲、淡化靖国神社的意义，就是抹

煞日本民族的近代化历程。 

2．天皇制度 

天皇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崇高的象征地位。许多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制度在日

本没有动摇，那么“皇军”的历史地位就具有了基本的合理性。这种看法当然

是基于对历史的误解。从表面上看，明治宪法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都规定

有天皇制度，然而，新、旧天皇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原理的不同。 

根据宪法的原则，天皇、皇后可以参拜神社，属于形式的、礼仪的性质。但

由于日本传统法律文化的顽强影响，大部分日本人对天皇保持着崇拜和信仰的

心情，他们认为天皇是自己生活、工作乃至生存的中心。这种思维定势表现在

各个方面，比如现代日本社会，人们对任何事情都可以采取批评反对的态度，

唯独对天皇不会作任何批判。日本国民在这方面丧失了判断能力。 

3．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关键是战争罪犯，特别是甲级战犯问题。 

许多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无视国际法、不公正的报复性审判，是在被

占领状态下强加的单方面审判，完全是美国人主导的结果。最近有两本书，一

本是江藤淳的《被封闭的语言空间》，一本是胜冈宽次的《被抹杀的大东亚战

争》。认为东京审判缺乏国际法根据，如果是真正的审判，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第三方的参与。对失败方有利的证词和事实一概不予理睬的审判是不公正的，

与对纳粹德国战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同。 

4．对阵亡者的纪念 

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神社中的许多设施、祭品、碑文，充分宣



扬并且满足了后人对先辈的纪念。 

5．国民道德教育 

多年以来，在靖国神社中以及日本社会的主流舆论中，已经脱离具体的战

争语境，抽象出了一个关于靖国神社的普遍的道德和情感角度。比如在1957年5

月22日，全国护国神社会总会发表《靖国神社法案大纲》。宣布其立法目的

是：“为了表达国家及国民对为国捐躯者至诚的感谢与尊敬之情，对保留了这

一基本理念及其传统的靖国神社所拥有之独立地位和在神社中举行的活动，应

给以永久的保障和护持。” 

第三部分为日本左、右翼关于靖国神社的讨论 

钱杭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一亿总忏悔”的现象。 

长久以来，日本左翼知识界强调一个观点，即全体日本人民都要为过去的

历史进行忏悔，即所谓“一亿总忏悔”。从50年代初出现大量反战作品以来，

涌现了大量意义深刻、角度多样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代表了日本知识精英

的良心，以及战后日本人民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这一点必须高度重

视，给予充分评价。说“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反思和认罪”是有失公允的。在

某种程度上，使得日本很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民间力量的形成和集聚，

与左翼知识界倡导、推动和实践的这场运动分不开。但是，“一亿总忏悔”的

潮流还是存在误区，一个是过于“内向”，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对制度的反省。 

此外，他还介绍了“迁址”及“日本首相的社会基础”（日本遗族会）等

相关背景知识。 

 

钱杭研究员的演讲在华中科技大学师生中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许多人

表示，过去对靖国神社问题的了解比较表面化，不够全面，这次演讲将靖国神

社这一中日关系间的热点问题立体、综合地展示在大家面前，令人耳目一新，

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体验。 

 

                                                               (历史所 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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