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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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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2006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后，中日关系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暖趋势。然而，在此

之前中日关系的确出现过多次低潮期，中日两国的矛盾不容忽视。只有清醒地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让中

日关系继续良性地发展。本文将从靖国神社的建立，作用以及性质的演变，日本部分领导人不断参拜的原因，

实质等方面来阐述靖国神社问题——这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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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靖国神社的建立，作用及性质演变 

      “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建于1869年。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在明治

维新后是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的场所。现时存放着近246万名为日本战死者的灵位，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

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当初明治天皇创建东京招魂社，其目的是缅怀戊辰内战，明治维新等

战争中所牺牲的人，这是无可厚非的，此乃日本自己之事。然而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明治天皇统治

下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接着在大正天皇的统治下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昭和时代又发生了侵略

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和侵略整个东南亚的太平洋战争。这些战争与当年的国

内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是侵略性的，是为本国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他国和奴役其他民族而发动的战

争，不管其措辞如何美好，它仍然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靖国神社当今的性质已经与当初所建立的目的背道而

驰。当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为日本人民的利益而在国内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人；但现在的靖国神社已然成为

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温床，公开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场所。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方式纪念阵亡将士本是其内

政，但是，如果这种纪念方式公然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招魂，不断伤害邻国特别是历史上受其侵略的国

家和人民的感情，那么，它就超出了一国内政的范围，就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人民的高

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二、日本部分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目的 

     （一）“人死罪消”观念在日本的根深蒂固 

       在日本存在着“人死罪消”的观念。所谓“人死罪消”是指:“一个人不管他犯过什么罪、都会伴随着他

的死亡而消失。”我们尊重日本的传统习惯，作为个人身份的日本人，以正确的态度去参拜靖国神社里的神灵

或者自己的先人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曾经在历史上犯过罪的人，他们的后代去祭拜他们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日本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就应当区别对待了。政府代表的是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言行首

先要客观地尊重历史、尊重友邦的感受，这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习

惯，倘若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传统习惯而不顾他国人民的感受的话，国与国之间就不可能有友好交往下去的

基础。 

      （二）战后美军占领当局的历史原因 

       日本之所以在历史观方面出现今天的偏误，美国也有一定责任。战后美军占领当局在占领日本后期放弃了

前期执行的惩治日本侵略罪行的进程，致使原战争势力重返政坛，进入政界主流，有的当到了首相和阁僚，现

在的不少日本政客就是其第二代、第三代“世袭议员”，他们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充满错误、扭曲。二战

后，在冷战的阴影下，美国把日本培育成其全球战略中的一股制衡力量，日本则利用美国的扶持迅速兴起，并



 

 

得以避免对战争罪责的彻底清算。故日本至今未能形成对其侵略历史的一套统一的法律判断和国家意志，致使

日本国内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缺乏有效的限制手段。 

      （三）日本的国民性所使然以及日本部分领导人国内选举的需要 

日本的政客要想当选议员是需要人气的。为此，表现出自己敢说敢做，敢做敢当，不屈于外国舆论的姿态，往

往选择的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对邻国进行政治上的挑衅。这里隐藏的就是日本国民附强离弱的国民性。在二战

战败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否定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没有反省自己所战败的原因在于这场战争是

错误的。参拜靖国神社可以在日本国内经济低迷，作为一针强心剂注入人们的意识中，煽动日本国民的民族自

负感。 

       日本部分领导人之所以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们的主要考虑。自民党在参院的议

席要过半数，只有不遗余力地争取在参院选举中获胜，才有可能继续执政。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日本领导人

顺应浮躁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而捞取选票的招数之一。 

       三、日本应当妥善解决靖国神社问题，以正确的态度面向未来，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 

日本对二战史实的认识，都直接地扭曲了客观历史。日本文化本身有良好的、善于为他人着想的传统，我们希

望看到这种优良传统能够体现在日本的对外交往上。去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打破中日的

政治坚冰正在做着积极的努力。最近刚刚上台的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以首相身份参

拜靖国神社。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而不是对抗、人们期望的是发展，搞好对外关系是大势所趋。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主要矛盾之所在。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良性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日

走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关键在于能否消除情感与意识上的隔阂。因势利导，妥善解决摆在中日两国关系之间最

大的情感与意识方面的障碍——靖国神社问题，也将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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