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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靖国神社问题与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1869 年建立了东京招魂社。1874 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1879 年霸占琉

球。同年,在明治天皇倡议下,东京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从此,靖国神社中祭祀的主要是日本对外战争中的阵亡

者,成为日本军部动员侵略战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当时,日本的神道被升格为凌驾一切其他宗教之上的所

谓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作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其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

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 

    甲午战争后,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曾于1895 年11 月14 日写道:“必须给阵亡者及其遗族最大之光荣,使

其体会到战死沙场之无限幸福”。为此, “恳请大元帅陛下作为主祭者亲临现场(笔者注:靖国神社) ,颁布?语为

死者功勋显彰,告慰其英灵,并招待全国的阵亡者遗族,赐予他们亲临现场之殊荣”。(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

下简称“二战”) ,靖国神社曾作为军部设施直接隶属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

靖国神社的主持人———“宫司”曾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亲自担任。当时,靖国神社作为军国神社确实发挥过

麻醉和刺激日本国民参战的精神鸦片作用。截至2002 年10 月,靖国神社合祀着2 466 427 个亡灵(2),其中死于

二战期间的占94. 8 % ,包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部分台湾 

原住民和韩国人,而大多是侵华日军亡灵。 

    二战后,靖国神社的性质发生一定变化。随着日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军国主义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根据战后日

本宪法的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从此,靖国神社不再享有受国家管辖的特殊地位。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恢

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那种特殊地位。一些人为绕开违反宪法之嫌,宁肯把神道说成是日本的习俗和文化而非

宗教。自民党从1969 年至1974 年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企图通过排除宗教性,把靖国神社作

为“特殊法人”来实现“国营化”,但均被否决。于是,他们便企图通过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使其制度化,以

实现既定政治目标。1978 年10 月17 日,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板垣征四郎、梅津美

治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永野修身、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冈洋右、东乡茂德、白鸟敏夫等14 名日

本甲级战犯,经厚生省批准被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雨亚  簿”,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日本首相参

拜靖国神社便引起日本国内更大争议和邻国强烈反对。以上便是所谓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和由来。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邻国人民的感情,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症结。针对来自中国等亚

洲邻国的谴责,日本一些政客和官员总是强调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日中两国的生死观不同。他们的说辞是:

中国人认为如果生前做坏事,死后应遭唾骂。杭州岳庙前谋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跪像就是典型,而日本人则认为

“人亡不究魂之过”,在日本文化习俗中亡灵是不分善恶的。他们还列举日本人曾为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

等人建立神社,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将士立碑,为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立碑等等,以作论据。[1 ] ( P40 - 45)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等人宣扬,日本的观念“死者不鞭尸,不挖墓”。他甚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

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

灵和镇魂相伴而生”;“在靖国神社祭祀英灵,是根据日本古来习俗———祖灵信仰、御灵信仰,已成为日本文

化”;“为战死将士慰灵表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礼仪”;“作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2 ] (P24 - 31) 

这种说法,完全不顾日本帝国曾经与纳粹德国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史实,毫无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之



意。 

    上述说法目前在日本一些人中仍相当流行,听起来似是而非,实则根本站不住脚。日本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善于

吸收他国文化之长,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特色。从历史沿革看,靖国神社并不等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只

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神道的产物,曾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

日本政府便谎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迫使所有日本人都来尊崇。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一些

人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当年的军国主义邪说,用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来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辩解。岂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反而会加深国际误解,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

使人感到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军国主义文化。其次,所谓“亡者皆成佛”之说,很容易使人感到日本的宗教文化习

俗对生者是没有约束的,无论犯罪还是加害于人都无所谓,反正“人亡不究魂之过”。 

    二、日本宗教文化中对亡魂有善恶之分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到日本的奈良时代(710 —784 年) ,神道教发展为皇室和国家

一级有组织的宗教。[ 3 ] ( P112) 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日本的国教。二战后,神道教失去了这一地位,成为日

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日本人每逢新年在各地神社参拜已成为传统习俗。统一的参拜形式是“两

拜———两拍手———再一拜”。据说“两拜”表示对“神”的拜谒,“两拍手”表示接受“神”的回应,“再

一拜”表示对“神”的感谢。 

    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解释,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两种,即

“和魂”与“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镇魂”,祈祷“荒魂”

转化为“和魂”。[ 4 ] ( P612)此外,关于天皇家族还有所谓“尊灵”、“圣灵”之说。在“御灵信仰”中,“镇

魂”是侧重于镇慑“荒魂”,而“慰灵”则是源于对“祖灵”的慰籍。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家庭祖

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在古代,作为日本民间的“祖灵信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先祖之灵

将与“祖灵”融合,往来于现实,随时注视呵护着子孙。日本所谓新年的“年神”即是“祖灵”的化身。现代日

本社会受佛教影响,葬礼通常更重视追悼家人, “祖灵”的意识相对淡化。 

    日本关于“神”的概念也分两种,即“善神”与“恶神”。[4 ] ( P616) 前者是与“和魂”、“祖灵”相通的

平安之神;后者则是与“荒魂”、“怨灵”,即因战乱、瘟疫、灾害等丧生者之灵相通的鬼怪幽灵。在日本民间

的“御灵信仰”中,给人间带来灾害厄运的“恶神”包括所谓“厄病神”、“贫穷神”等,它们都是作为“荒

魂”而存在的,必须通过某种“镇魂”仪式才能驱邪免灾,日本称为“镇送攘灾”。这是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

念中,通过镇祀,“恶神”可以被驱逐出现世,转化为“善神”或“福神”。例如,日本民间认为,瘟神之最的“牛

头大王”得到祭祀后即可送瘟神,成新神,发挥避免瘟疫的“灵力”。日本的“祀园祭”也是源于在海边驱除

“恶神”的民间习俗。同样,如果对“祖灵”、“福神”的祭祀有所怠慢,它们就会变为“怨灵”、“恶神”。

[ 4 ] ( P618)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辩证思维与日本宗教观念相结合,多少反映出日本人为何要祭奠“荒

魂”、“恶神”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 

    日本宗教文化对亡灵历来有所区分。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明确指出:“靖国神社

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

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

造得更大。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祖坟修建得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梅原猛指出:

“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 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

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 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 5 ](P72 - 78) 因为根

据日本的传统,若不祭祀对方的战殁者,其亡灵就会变为“怨灵”而作祟于现世。 

    即便是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承认,日本宗教观念和祭祀场所大体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出自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

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

所进行的祭祀,不等于把祭祀的对象作为值得纪念的英烈。第二类是所谓“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

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的祭奠场所。靖国神社便属于这一类。[ 1 ] ( P40 - 45) 图1 也许可以反映出这

种比较特殊而复杂的宗教文化观念的结构。 

    就主动给敌军阵亡者建墓立碑这一点而言,中日之间的确有所不同,但并不等于日本对亡灵不分善恶。从历史

上看,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明治政府为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的“英灵”修建的,靖国神社的正殿只祭祀为日本

政府作战而丧生的特定军人和军属等。当时日本内战中属于德川幕府阵营的战死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在西南战



争中对抗过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也未被放入靖国神社祭祀。另外,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

亡灵,也不能作为靖国神社的“英灵”来供奉。[6 ] ( P97 - 103) 在靖国神社院内,靖国神社正殿的旁边还有一个

鲜为人知的“金真?社”。“金真?社”是1965 年创建的,其中不分国籍地供奉着正殿中没有供奉的世界各地战

争阵亡者的亡灵。它或许体现了日本传统神道中“镇魂”的观念。这说明靖国神社本身就没有对死者一视同

仁,而是有严格区别的。日本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 簿”,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正殿,显

然是要把他们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来显彰。这除了体现着日本战前的价值观、战争观和历史观之外,

难道还能做其他任何解释吗? 

    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曾计划另建悼念设施,以取代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但遭右翼势力反对

而搁浅。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恳谈会”报告明确提出:“在损害日本和平与独立、违反国际和平理念的人之中,

即便出现死者,也不能成为这一设施中追悼的对象”。[7 ] ( P20 - 22) 这再度证明,即使是现在,日本对故去之人

照样是有敌我、善恶之分的。 

    由此可见,上述瓦力先生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死者不鞭尸,不挖墓”的说法只反映了日本文化宗教中

对“荒魂”、“恶神”也要祭祀,即“镇魂”的观念,但若用来说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却难免有自

欺欺人之嫌。靖国神社迄今只有130 多年的历史,它通过国家神道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似乎已使几代

日本人的观念脱离了真正意义上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在笔者迄今接触的日本人当中,包括80 多岁的退休教授

等文化人都不知道神道的观念中还有“善神”与“恶神”之说,当然也不可能正确读出这些日语单词的发音。

这说明,正是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阻断了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如今,一些人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

而把靖国神社鼓吹为“传统文化”并继续误导民众,这难道不是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亵渎吗? 看来,日本要解

决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历史认知问题,也许需要来一场“文化维新”,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再认识,彻底清除

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余毒。 

    三、日本传统宗教文化没有靖国神社的位置 

  日本人受佛教和神道的影响,对灵魂有特殊的观念,并敬畏祖先。日本农村家庭中80 %以上、城市家庭50 %

以上设有佛龛或佛坛,祭祀去世的父母先辈。日本人平时出远门、回到家中或有什么大事,总习惯到佛龛或佛坛

前,合掌闭目,与故去先祖做心灵沟通并求保佑。日本《家训》一书中称:“怠慢了先祖,先祖之魂灵将作祟,使各

种灾害不断,身、家、子孙都面临危险。”(3)要避免灾害,只有“不怠祭之”。“尊敬祖先是我国风之美所在”, 

“故一家大事必先奉告祖先而后行”。(4)战后初期,柳田国男在《先祖的话》一书中教诲日本人:“日本历来最

深层次的宗教感情是死者在国家周围守候,盯着生者。生者对死者,无论作为国家、自治体、还是家庭,都要每年

反复祭奠、安抚。特别是有许多没有子孙而亡的年轻人,这些人的灵魂如果只托付家庭祭奠,早晚会绝迹,由于没

有人祭奠,所以必须考虑其他途径。这对于日本文化的持续,是无比重要的”。(5) 

    然而,这并不等于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也不等于日本人必然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由于,靖国神社

只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传统的产物,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传统神道的宗教信仰是

一草一木皆为神,只是到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才形成“国家神道”、“靖国神道”的。它与明治初年日本

的“废佛毁释”,即排“佛”崇“神”有关。当时,连古代空海大师完成的佛神合一的“修验道”也受到禁止。

取而代之的是把国家和天皇奉为神的国家神道。这种日本近代的“国家神道”来源于统治集团发动对外战争的

政治需要。二战后,国家神道遭到彻底否定,而小泉首相上台后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日本有识之士反复规

劝小泉,促使其了解何为日本宗教传统,但小泉根本不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被日本知识界名流视为“战后最差的

首相”。[5 ] ( P72 - 78) 

    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只是在自己家中祭祀先祖,根本不理靖国神社,包括战争遗属在内的部分日本人反对首相参

拜靖国神社。例如,日本和平遗族会的成员就痛恨夺去他们父兄生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反对首相参拜并再度把靖

国神社作为凝聚日本民族认同的政治工具。在日本国内,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从未止息。《朝日

新闻》等媒体对小泉参拜便持批评态度。日本一些民众接连状告小泉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政

教分离”原则。部分日本人把在靖国神社祭祀自己的父辈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

共、社民党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表示,他不赞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并不是因为来自中、韩等国的外来压力,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不应该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地方,

他不赞成靖国神社的战争观。(6)最近,日本执政党内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呼声也在高涨。一些人主要

是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强调首相今年不应参拜。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表示,若小泉首相

坚持参拜,将影响联合执政的基础。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日中友好议员



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等人也奉劝小泉首相停止参拜。甚至连一些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例如,遗族会会长

古贺诚等人也表示希望小泉首相慎重行事。 

    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眼睛更是雪亮的。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便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既不是日本历

史,也不是日本文化,完全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手中的一张“政治牌”。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以来才有的,它不

属于日本国民,不属于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的文化,只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作秀。靖国神社不仅制造了假神,

崇拜战争,造成宗教上的混乱,而且篡改历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尊所谓

“神”,还有战后受到审判的1 068 个战犯,都是在一系列非正义的战争中为天皇、财阀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卖命

而死的人,岂能把他们偶像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呢? 尤其是神社内的“?就馆”,那是一个全面肯定日本历次侵

略战争的展览馆,影响极坏,因此,说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恰如其分。[ 8 ]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认为,“即便

日本的生死观有其特殊性,在国际上也是行不通的。”(7)假设德国领导人以同样的理由或类似方式祭祀希特勒,

国际社会都是不会允许的;“人亡不究魂之过”的遁词在国际上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因此,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

更大作用,取得邻国的尊重与信赖,就不能违背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大多数国家的普世性价值观而一意孤行。 

    四、日本宗教文化中妨碍正确认识历史的因素 

  正如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指出的:“日本文化特殊论”的种种表现,是由于日本战后没有彻底总结和

清算过去的侵略历史。“这个问题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

背景的”。[9 ] ( P1 -3) 

    (一) 日本个人感情和宗教观念比较复杂。如图1 示,如果要求他们就参与对外战争父辈只是在“和魂”或

“荒魂”、“慰灵”或“镇魂”之间做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便可能出现困惑。日本宗教与文化的特点之一是

兼容性。在日本的宗教观念中,同一神也会存在善与恶两种要素,只要祭祀,便可去恶成善,否则善会变恶。日本在

形式上把“慰灵”和“镇魂”两者分别放在一处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祭祀松井石根的日本热海市伊豆

山观音堂内,除了存放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 104人的名册外,还分别立有所谓“支那事变”日中双方“战殁者灵

位”。[10 ] (P1 - 2) 这表面似乎照顾到中日双方的“战殁者”,实则掩盖了战争性质,抹杀了日本侵华罪行,增加

了祭奠甲级战犯的所谓“正当性”。在这种场合,前往参拜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仍可对不同的对象产生“慰

灵”或“镇魂”两种不同的理解或内心感受。这也许就是日本一些人所说的参拜是“内心”的问题,各自会有

不同。但即便如此,靖国神社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正殿中不可能并列供奉与日本作战国家阵亡者的亡灵的。在这

一点上,无论是从神道观念还是从政治立场来说,日本都是有严格区分和价值判断的。 

    (二) 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与中国不尽相同。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些日本人比较容易受到右翼邪说的

蛊惑。受中国儒学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被作为广泛肯定的价值观。中日两国的不同之处是,即便是在

封建社会,中国讲忠孝也是有条件的,即在忠孝之上还有一个“仁”的观念。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在中

国可以受到称道,而在日本则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报恩观”相融合,更加绝对化、无条

件化、“义务化”。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绝对效忠天皇,现在则是效忠于所属的单位、公司或团体。

“孝”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条件地对父辈祖先尽孝,终生感谢养育之恩。19 世纪30 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

谓“忠孝一致”,后来发展为“君臣一体”、“忠孝一本”[ 11 ](P444) ,绝对效忠天皇的“忠君爱国”思想,成

为日本动员国民投入对外战争的重要精神支柱。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指出,过去,日本人的“义务”分为两种:对父母之

“恩”的报答,即“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即“忠”。“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

这些德绝对化,从而背离了中国人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孝行的概念。自七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

伦理体系;‘忠’和‘孝’这些词都是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

之上的德作为忠与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

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他的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一个

人的效忠是以仁这个条件为基础的。天子能否永据皇位,文武百官能否永占官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

中国人的伦理把这块试金石应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12 ] ( P93)二战前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历史上

中日两国这种观念差别时也认为:“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

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

种崇高地位。”(8) 

    今天,即便一些日本人从总体上认为那场争是错误的,但往往仍会把自家参战身亡的先祖奉为“英灵”或“慰

灵”的对象,而不会作为“荒魂”或“镇魂”的对象。正因如此,日本遗族会成员才希望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



此,即便作为个人感情可以理解,但若众多个人形成同一种思维定式,那么,从总体上有可能形成对过去侵略战争的

肯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很容易使一些人从抽象否定而具体肯定过去的战争变为全面肯定过去的战争,或

者表面否定而内心肯定过去的战争,对外否定而对内肯定过去的战争。 

    (三)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日本战争遗属才能摆脱宗教文化方面的精神困惑。目前,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问题

的斗争激烈。一些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为悼念亲属、战友亡灵,获得自身心灵安慰,未必是要复活军国主义。一些

人则把明治以来的战死者当作“为保卫国家和同胞而牺牲”的“英灵”来追悼,借以振奋当代日本人的“爱国

心”与国家认同意识。一些人提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移出靖国神社,而靖国神社及甲级战犯家属则反对,宣称所

谓亡灵一旦合祀就无法分开。一些人继续强调,从历史沿革看,即使将甲级战犯分离出去,也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

国神社。这场斗争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而且关系到日本的前途。 

    历史事实证明,对日本来说,靖国神社不仅未能靖国安民,反而祸国殃民。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不同,它具有

“可后续性”,即只要是战争中丧生的日本军人便可不断合祀其中。日本经历了战后60 年的和平时期,而未来如

果自卫队在海外作战身亡也作为“英灵”放入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会否再度发挥历史上那种鼓励军人出征的作

用,不能不引起日本爱好和平的人们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日本人要摆脱上述精神和感情世界的困境,唯一的

出路也许就是像日本“和平遗族会”所做的那样:把靖国神社视为加害于自己先祖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而彻

底摈弃。认清自己的先祖是受到军国主义驱使才成为战场上的“怨魂”,而不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英灵”,因

此或许只能在各自的家庭祭奠,不忘历史悲剧,祈祷永久和平。 

 

注释: 

(1) 转引自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孙卫东、徐伟桥、丘海永译,张碧清校,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

社有限公司,2004 年8 月版,第126 页。 

(2)靖国神社内没有亡者的骨灰或牌位。所谓合祀,是把新亡灵的名字载入“雨亚  簿(灵玺簿) ”,进行招魂后,

使亡灵统一到靖国神社正殿,即完成入灵合祀仪式。合祀仪式通常在每年秋季大祭(10 月17 —20 日) 的第一天

举行。“雨亚  簿”平时存放在靖国神社正殿后面的“雨亚  簿泰安殿”内。 

(3)《伊势贞长家训》,第一劝业银行经营中心编: 《家训》,东京:中经出版社,1979 年版,第229 页;转引自李卓著

《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1 页。 

(4)转引自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3 页。 

(5)转引自森田次夫《从遗族看靖国问题》,载《自由民主》(月刊) 2002 年第8 期,第32 - 39 页。  

(6)参见日本记者俱乐部主持的“党首讨论会”纪要, 《朝日新闻》2005 年8 月30 日第13 版。 

(7)2004 年10 月15 日,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在中日友好协会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笔者应邀出席。 

(8)转引自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盛译,北京:九州出

版社,2005 年版,第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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