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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与合祀甲级战犯 

高海宽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自建立以来，就是宣扬军国主义精神的场所。二战后，靖国神社得到日本内阁厚生省等支持，
将大批战犯合祀进去。1978年靖国神社又合祀甲级战犯。此后，围绕合祀甲级战犯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日本和国际
上遭到批判。特别是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集中表现出日本欲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遭
到国内和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 

    关 键 词：靖国神社 甲级战犯 参拜 历史问题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证。战后以来，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
成为祭悼军国主义亡灵、鼓动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所在。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目前更成为日本政坛在历史问题
上的争论焦点，并严重影响到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一 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新政府刚刚成立，就根据明治天皇的旨意，为祭祀和凭吊在国内平息反政府的“戊辰
战争”中战死的“官军”而修建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其主要任务是祭祀“为天皇而战死的军
人”，为他们“招魂”。 

    二战结束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利用靖国神社，悼念和褒勉战死者，为其“显彰”，并举行阅兵，旨在提高日军和国
民的战争意识和士气，动员国民参加侵略战争，为天皇而战。 

    明治初期，日本各地的其他神社，由内阁的内务省主管。而靖国神社为“国家神道”的中心设施，由日本兵部省管
辖。1887年开始，靖国神社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经费亦由军费支付。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审查供奉进靖国神社
的灵位名单，最后呈天皇批准，然后向靖国神社提供所供奉的战死者的“祭神名票”，每年要增加供奉进靖国神社的灵
位。战死者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有的通知遗属，有的根本不通知遗属，甚至遗属反对也要强行放进去。 

    据靖国神社统计，至2005年6月，该神社总共供奉明治以来的战死者等246万6532人。其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有7751
人，“西南战争”时期的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有13619人，侵占台湾时期的有1130人，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时期的有1256人，日俄战争时期的有88429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有4850人，出兵山东时期的有185人，“九一八”
事变及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有17176人，“卢沟桥事变”及侵占中国时期的有191250人，太平洋战争时期（包括全面侵华
时期）的有2133915人 ，绝大部分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 

    其中，冲绳决战中战死的军人和军属94000人，以及地方人员和女学生等55000人。这其中还有朝鲜（21181人）、台
湾（27863人）等地加入日军的战死者，共约有50000人。靖国神社里的合祀者中，共有女性约57000人，主要是日军军
属、医护人员等。合祀者中，还有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幕府末期的“志士”，他们并非战死的军人。 

    但是，合祀者中不包括像“戊辰战争”中反对官军而战死的“白虎队”等成员、西乡隆盛等在“西南战争”中造反
的“贼军”，以及在战争末期遭受原子弹轰炸、空袭等死亡的平民等，还不包括被歧视的“部落民”。  

    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人，虽然称“战死的、战伤病死的军人和军属”，但并非所有死去的军人都能进入靖国神
社，而是“为天皇和国家战死的人”才能受此“殊荣”。一些因患病和事故死去的人并未被纳入进去。被供奉在靖国神
社里的人被奉为“军神”。靖国神社实际上是一个军国主义性质的军事性的宗教设施。 

    明治天皇在位45年中，曾七次“巡幸”靖国神社。大正天皇在位14年中，曾两次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从登基到
日本投降期间曾经“巡幸”靖国神社20次。 

    二战期间，靖国神社为军部设施，所需经费从军费中支出。靖国神社最高负责人“宫司”也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
任。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等也都是军人。出征将士要到靖国神社壮行，接受教育。 

    二战后，陆军省和海军省被驻日美军解散。1945年12月15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第448号指令》，宣布废止由
政府管理靖国神社旧法规，并禁止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1946年9月，靖国神社成为宗教法人，隶属于东
京都。根据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改由担任旧军人复员、援护死



亡的旧日军的军属的厚生省（现在的厚生劳动省）负责，由各都道府县政府协助。 

    1947年，日本战死者遗属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1953年改为“日本遗族会”。此后，该会强烈要求对战死
者进行合祀，并要求由国家和政府祭奠战死者的“英灵”。在其和日本一些政要的鼓动下，上世纪50年代，被供奉进靖
国神社的战死者骤增。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甲级战犯共有28人。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名义上实行独立，行政
上拥有自主权。同时，国内出现要求为战犯恢复名誉的舆论与活动。同时，还出现要求援护被处死和死在狱中的战犯家
属的动向。早在1948年12月，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就已被释放。195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赦免由于战争犯罪
的受刑者的决议》，并于1956年和1958年释放了全部在押的甲级和乙丙级战犯。不少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的政要。
例如甲级战犯中，岸信介当上首相，重光葵当了外相，贺屋兴宣担任了法务大臣。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统治阶层感到国家开始独立，应该摆脱在历史问题上的束缚。他们虽然承认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但认为根据国内法战犯不是罪犯。这时，《神道指令》也已失去效用。日本部分保守政党议员及
日本遗族会等组织大肆活动，要求恢复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地位。 

    针对日本遗族会的要求，厚生省援护局进行研究并制定文件，表示政府今后要管理战死者合祀问题。厚生省援护局
基本上参照日本投降前的做法，由厚生省根据各都道府县等提供的名单，确定被合祀者，向靖国神社提供被祭祀者的
“祭神名票”，再由靖国神社具体办理。 

    1953年以后，根据遗族会“将战死者在靖国神社进行祭祀”的要求，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制定了《战伤病者、战死
者遗族援护法》和《恩给法》。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政府不分甲乙丙级战犯，均视为“公务死”者，凡是战犯的遗属都
开始发给“遗属年金”和“吊慰金”。 

    1955年，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制定计划，准备在几年内将一般战犯放到靖国神社合祀。由厚生省制定战死者的“祭神
名票”，靖国神社据此进行合祀。据NHK报道，这种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到1986年。 

    1956年，厚生省下达了《关于协助靖国神社合祀事务》的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协助、搜集战死者名单、资料。各
都道府县据此开始挑选被称为“御祭神”的被祭祀者。 

    1969年，佐藤荣作执政时，自民党发表了《靖国神社法案》，规定靖国神社应由内阁首相监管，其部分经费应由国
家负担，使靖国神社重新成为国家管理设施。该法案是自民党与靖国神社多次协商制订的。至1973年，自民党五次向国
会提出该法案，但几经表决均未获通过;1974年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被否决。因此，靖国神社至今一直
是“宗教法人”团体。 

    二战前，靖国神社一直被视为国家神道的中心，即代表军国主义神道的设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靖国
神社的“靖国精神”即“大和魂”，在二战一直是日本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核心。为天皇战死的人祭奉在靖国神社，被视
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是无上光荣之事。 

    二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也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但是，其教义、祭祀仪
式等，仍与二战前相同;将为天皇战死的人载入名册，奉为神 ，加以祭祀。 

    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建于1882年，是侵略战争的军事博物馆，目前仍在里面展示战时的飞机、大炮、各种武
器，以及帝国军人的各种遗物，馆内还悬挂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肖像，以此展示和炫耀日军的“威武”与“辉煌”、帝
国军人为天皇的“献身精神”，进行军国主义传统教育。靖国神社并非如日方所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祭祀死者的场
所，而是地道的充满火药味的血腥的“武化”之地。 

    目前，靖国神社作为单独的宗教法人，并未加入日本神社组织“神社本厅”。现在，靖国神社收入的主要来源，一
是事业管理收入，如出售门票、书籍、纪念品，收停车费等，每年达2.49亿日元;二是祭祀活动收入，参拜者交香火钱或
祭祀费;三是靠有关团体、企业、人士捐助。年收入达十亿日元以上。  

    靖国神社的祭拜活动繁多，每年有十余次大的祭祀活动，主要的有1月1日的“新年祭”、2月11日的“建国纪念
祭”、4月21日的“春季大祭”、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祭”、10月17日的“秋季大祭”等。每年参拜者高达500万人
次。 

二  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始末 

    自从1953年日本政府开始向战犯的遗属发放“遗属年金”和“吊慰金”以后，战犯和一般战死者的遗属就受到相同
的待遇。由于在靖国神社合祀者与《遗族援护法》援助的对象相同，甲级战犯的遗属也与一般战死者遗属所受到的援护
相同。甲级战犯被放到靖国神社合祀，也就变得易于被接受，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根据《遗族援护法》，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和军属是为公务、为国家而死，即“公务死”，可进行合祀。这
样，就为战犯与一般的“公务死”者的合祀开了绿灯。 

    二战结束后，在美中等七个国家审判了乙丙级战犯。其中，被起诉者有56065人，被处死的有937人。1959年3月以
后，厚生省将载有准备合祀的乙丙级战犯名单的“祭神名票”分几次提交给靖国神社。将其作为“昭和殉难者”，从4月
春季大祭时开始，合祀乙丙级战犯，近千人。 

    同年4月4日，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因“担心产生重大误解”，向各都道府县发出题为《关于与和平条约第11条相关
的死者在靖国神社合祀》的内部文件，要求不要公开合祀乙丙级战犯问题。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28名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死，小矶国昭、松冈洋右等七人在服刑期
间或审判前已经死去。其他在押甲级战犯于1956年都已被释放。从1959年开始，乙丙级死去的战犯已经被合祀到靖国神
社。此后，是否将甲级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就成为日本极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靖国神社于1964年向厚生省提出，希望能得到所有战争阵亡者的资料。据NHK报道，1966年2月8日，厚生省向靖国神
社提交了205人的合祀者名单，其中就包括14名甲级战犯。于是，靖国神社开始着手合祀甲级战犯之事。 

    被处死的甲级战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高级副官美山要藏大佐，从1945年12月至1963年3月，一直在厚生省援护局
任次长等职，具有很大影响。美山在日本投降前就在陆军省负责靖国神社事务。他还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陆军
大臣南次郎的亲戚，并与东条英机久有交情。据NHK报道，在美军进驻日本前，东条曾与美山见过面，并对美山讲靖国神
社要永久存续下去，天皇应参拜靖国神社。东条还提议要把“自决”即自杀者合祀到靖国神社。其后，东条自杀未遂，
可见他当时想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后来“自决”的军人果然都被合祀到靖国神社。 

    自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死者约34万人。而日本投降后，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骤
增了200余万人。这些死者大都是美山等负责与靖国神社合作进行合祀的。1966年2月，厚生省以该省援护局课长的名
义，将东条英机等14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具体操办的就是美山要藏在旧陆军中的后辈、
后任厚生省援护局次长和调查课课长等所为。以此为开端，厚生省和靖国神社逐步推动了甲级战犯的合祀。 

    1970年6月，曾任东条内阁大东亚大臣、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参议员青木一男施加压力，威胁说：“对战争的领导人
不进行合祀，靖国神社将负重责。”当时，靖国神社的支持团体“日本崇敬者总代会”，便决定将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
神社，并通过了将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合祀到靖国神社的总方针，但又表示具体时间由负责掌管靖国神社
的“宫司”定夺。 

    但是，当时，由于担心正在国会审议的将靖国神社交国家管理的《靖国神社法案》会因此被搁置，并由于甲级战犯
合祀遭到在野党和一些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担心此举将会引起对靖国神社本身问题的揭露和抨击，靖国神社当时的宫
司筑波藤麿表示“将遵照这一方针，但须慎重考虑时机”。靖国神社的“权宫司”（级别次于宫司的神社负责人）藤田
胜重也表示“考虑到国民对这14人的感情，将另选时期”。于是，此事便拖延下来。 

    筑波藤麿从1946年始长期任靖国神社的第五任宫司，曾为靖国神社免于被解体、战后的发展、合祀乙丙级战犯以及
准备合祀甲级战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慑于各种压力，他后来对合祀甲级战犯的态度一直很慎重。 

    1978年筑波藤麿去世后，旧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7月继任第六任宫司。随后，他马上将甲级战犯作为与一般战死
者等同的“昭和殉难者”，于当年10月17日晚偷偷地合祀进靖国神社，并临时急忙补办了手续。实际上，靖国神社不是
将甲级战犯作为“战死者”，更非“战犯”，而是作为“英灵”合祀进靖国神社。 

    据松平永芳后来说：“我在就任前就认为，只要不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就不能复兴日本精神。”他认为，“为甲级
战犯恢复名誉更为重要”。他还说，“厚生省已发出通知”，“由于被处死的人按国内法与战死者予以相同对待，政府
公文已经下达，通知合祀就没有什么不妥的”。 他始终主张“不承认东京审判”。他的主张和做法在日本很有支持者，
也反映出其合祀甲级战犯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悼念战死者，而完全是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 

    从上述情况可见，将甲级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多是由具有旧军人背景的人合谋所为。合祀虽然突然实施，但是早
有预谋。松平等造成既成事实后，实际上正中政界和社会上一些右翼势力的下怀。合祀甲级战犯虽然系松平等少数人所
为，但受到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势力的鼓动与支撑。有的报纸就曾指出，“不能说仅仅是松平宫司的意志就走到了合
祀这一步，政府在侧面也铺设了轨道，厚生省就参与了合祀名单的制作”。松平本人也于1986年10月指出这是经过了
“国家机关的正式决定程序”。  

    据称，当时的皇室和宫内厅对此也极为慎重，怕捅出事来。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德川义宽就曾说：“我曾认为应该像
筑波那样慎重处理。”裕仁天皇从1975年参拜后，就没有再去靖国神社参拜过。 

    据松平永芳后来回忆说：“我一就任，就必须马上解决前任宫司所留下的课题……因此，我极力主张合祀。其根据
就是在和约生效翌年的1953年的国会上，已经修改了部分《援护法》，所谓战犯全部按一般战死者相同对待。” 

    现祭祀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是：被判处绞刑的首相东条英机、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
关长土肥原贤二、中支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缅甸方面军司令木村兵太郎、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首相广田弘毅，被
判处无期徒刑的首相平沼骐一郎、首相小矶国昭、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被判处20年徒刑的
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在判决前病死的外相松冈洋右、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从将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到1978年被合祀在靖国神社，此事一直严格保密，日本各界及广大民
众根本不知道。直到1979年4月19日被《朝日新闻》报道后，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一事，才在日本和国际上引起轩然大
波，成为严重事件。 

三 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 

    战后，日本昭和裕仁天皇曾于1945年11月、1952年10月、1954年10月、1957年4月、1959年4月、1965年10月、1969
年10月、1975年11月和创立100周年“大祭”、临时“大祭”等时参拜过靖国神社。现任明仁天皇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 

    战后，在历届在任首相中，在小泉之前参拜过靖国神社者如下：东久迩稔彦于1945年参拜1次。币原喜重郎于1945年
参拜2次。吉田茂于1951—1953年参拜3次。岸信介于1957、1958年参拜2次。池田勇人于1960—1963年参拜5次。佐藤荣
作于1965—1972年参拜11次。田中角荣于1972—1974年参拜6次。三木武夫于1975、1976年参拜3次。福田赳夫于1977、
1978年参拜4次。大平正芳于1979、1980年参拜3次。铃木善幸于1980—1982年参拜8次。中曾根康弘于1983—1985年参拜
10次。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参拜1次。据悉，宫泽喜一卸任后曾于1992年参拜1次。  

    在上述参拜者中，在1978年10月前参拜的，多为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但是，当时甲级战犯尚未被供奉到靖国神
社。三木武夫是第一个在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参拜的，但他是以私人身份参拜。1978年甲级战犯被供奉到靖国神社后，前
去参拜的福田、大平、宫泽、桥本等均表示是以私人身份。铃木善幸则没有明确公与私的身份。只有中曾根康弘1985年8
月15日公然以现职首相身份参拜，而且是在日本投降40周年的8月15日，因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在国内舆论和中韩等
亚洲受害国表示反对后，他就再也未参拜过。而佐藤荣作和中曾根康弘均参拜10次以上，其政治倾向性很明显。 



    小泉纯一郎则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先后五次参拜
靖国神社。而且前四次是明确地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进行“正式参拜”，后一次没有明言，实际上仍是以首
相身份。在第五次参拜后，小泉对记者讲“我在任总理大臣前就曾这样参拜过”，可见他并非过去一次也未参拜过。因
此，小泉参拜是最严重的，作用最坏。 

    而片山哲、芦田均、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小渊惠
三、森喜朗等多位首相从未以任何身份和形式参拜过靖国神社。而且，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宇野宗佑、海部俊树、
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森喜朗等多位首相，都不赞成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一再劝说小泉停止参拜。他们主要
是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日本外交和国家利益。 

    关于小泉等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违宪，日本舆论各执一词。《日本国宪法》第20条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
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还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1980年11月，
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众议院答辩时曾说“总理大臣参拜有违宪之嫌”。 

    1986年，后藤田正晴副首相也曾指出，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1条，日本已经接受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但又不
承认战犯是罪犯，这是自相矛盾。日本舆论指出，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合作实行战犯合祀，本身就违反“政教分离”的原
则。 

    战后，厚生省长期参与靖国神社祭祀问题，在国会中一再被指责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但厚生省称是受靖国神
社委托，只是进行“援护”，并不违法。实际上，厚生省和靖国神社合作的做法，与战前没什么两样，依旧是一种国家
行为。 

    日本舆论指出，靖国神社的中心目的是“把为由国家进行的战争而战死的军人作为国家的英雄来祭祀”，其最终目
的是“通过提高士兵的士气来推动由国家所发动的战争”，“这在战前和战后是一贯不变的”。 

    日本一些政要和舆论称，悼念死者是日本的传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人死了就成了“神”，那些战死者是“军
神”。这实际上是在借传统掩盖罪恶，用文化包装武化。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祭祀祖先和死者的传
统和习俗，并非日本独有。日本也并非把所有死者都视为“神”，也并非所有死者都受到如此厚遇。其确定“神”和祭
祀有其政治标准，即为天皇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死者，才会被顶礼膜拜。 

    小泉表示参拜是为了“对战死者充满敬意和感谢并表示哀悼之意”，是“信条”和“心灵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判处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战争犯罪”，是根据国际法宣判的。甲级战犯就是国际罪犯，
与希特勒同样是反人类的千古罪人。对此类战犯也“充满敬意和感谢”，这的确说明他的“信条”和“心灵的问题”。 

    小泉和日本一些人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国内问题”，中国等国对此提出批评是“干涉内政”和在打“历史
牌”。实际上，这些甲级战犯都是由于发动对别国的血腥的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和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才被定为
甲级战犯。祭祀和为甲级战犯翻案恰是外交问题。实际上正是小泉本人在打“参拜牌”。他在竞选时向遗族承诺，要每
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利用“参拜牌”在政坛上角逐。同时，他还利用“参拜牌”，激化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与邻国相对抗。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法庭之判
决”。现在日本有些人又翻这个案。而小泉等参拜靖国神社，与一般遗嘱和民众不同，不仅严重伤害中韩等受害国人民
的感情，也起到肯定战犯、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作用。 

    小泉采取两面派做法，一面好话说尽，一面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他曾说“我参拜靖国神社不是核心问题”或只是
“一件事”、“一两个问题”。事实并非如其所云那么简单。正是在参拜问题上，集中地反映出日本当前一种极端民族
主义情绪。作为国家的首相，如此行动具有重大影响。其参拜的实质，就是使战争罪犯“无罪化”，使过去的侵略战争
“正当化”，从而起到鼓动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 

    为实现战后“政治总突破”的战略目标，小泉等以历史问题为突破口。其目的是欲迫使国民和国际上认可正式参
拜，使之合法化，从而逐步为战犯和侵略战争正名。就在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过程中，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在
政治上，小泉日益专权，任用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极端民族主义者执掌内政外交大权，极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在军事
上积极向海外派兵，欲改防卫厅为防卫省，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与合作;在外交上与中韩等邻国对抗，领土领海争夺激化;
在国际上，极力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举措与其参拜靖国神社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政治关联。 

    战后以来，日本始终有一批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和极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滋事，特别是政界要人不断参拜靖国神
社。1981年，日本成立了超党派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现在每年都有阁僚和数十名多至百余名国
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等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更加助长了日本国内为历史翻案之风。 

    目前，日本的战死者和战犯遗属的心情、状况也很复杂。尽管有不少极力支持首相和政要参拜者，但并非所有的遗
属都支持战死者和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也并非都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者亦不乏其人。有的旧军人自从甲级战
犯合祀后，就不再去参拜。日本和平遗族会抗议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2002年9月，就有81名阵亡者遗属到冲绳地方法
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2月，又有631名阵亡者遗属到大阪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近年来，东京、千叶、大阪、松山、福冈、冲绳等地居民多次起诉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4月，福冈地方法院宣
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2005年9月，大阪高等法院宣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2001年，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的部分韩国遗属，要求把战死的亲属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撤出来。近两年，台湾
一些民众也要求把战死的亲属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撤出。 

    早在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后，就有人提出分祀甲级战犯问题，但遭到靖国神社的宫司松平等的坚决反对。后
来日本一些人士也不断提出分祀问题，同样遭到靖国神社、甲级战犯遗属和右翼势力的反对。1999年小渊内阁官房长官
野中广务曾提出分祀。2002年12月，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表示“需要建立国立无宗教的追悼设施”。 



    但靖国神社对此极力反对，并称被祭祀者的灵魂已经进了神社就“不可能分开祭祀”。有的战犯遗属也抗拒分祀。
东条英机的孙女就曾讲，“决不能实行分祀，否则就等于承认以前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已经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日本朝野不少政治家及新闻界、经济界等各界有识之士，都
批评小泉。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最近就严厉批评说：“甲级战犯们并非在战争中战死，对主导战争负有更重大的责任，
本来就不应放在靖国神社内供奉。”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在亚洲和国际上的原本就不好的名声更坏，使日本政府、各界人士战后以来付出巨大努力
所树立的反省历史、热爱和平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严重损害了中韩等周邻国家及人民对日本的友好感情和信赖。小泉
在历史问题上的行径，使日本更加孤立，在外交上极为被动。今后只要日本首相不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围绕这一问题的
斗争就不会终止。 

（责任编辑：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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