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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参拜使中国掌握主动权

  

 2013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本内外极大震撼，

在此对其参拜的内外原因及后续效应作一分析，会发现，安倍此举是将中日关

系主动权交到了中国手上。

 

 一、安倍参拜的内外原因

 12 月 25 日，日本媒体还报道安倍不去参拜的消息，这也是一般人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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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倍突然参拜，使大家对其原因尤其关注。

 第一，安倍参拜有表面性原因，也就是所谓的安倍承诺。安倍在近年来，

一直表示对上一次入相之际放弃参拜表示“痛悔”。因此，日本人特别是保守

势力大多解读安倍上台一定会改变 6 年前的做法，要前往参拜。安倍本人也提

到过“一年一次参拜”，因此，安倍在当选后就职前赶快去参拜靖国神社，似

乎给人们的直接信号是至少安倍一年以内不会再去参拜。12 月 26 日，恰好是

他自去年参拜后满一年了，所以，安倍选择了参拜。

 第二，安倍参拜是其保守的历史价值观、“靖国观”的表现，并非一时

心血来潮。这是他的一贯特征，即使在上一次入相后“破冰”访华之际，也与

今天无大差异。只不过当时他政治上的“务实”性格表现更突出罢了。

 第三，安倍参拜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近来，安倍的支持率因强

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对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也

是反对（53%）大于支持（37%），而且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评估也开始出现

走低的态势。安倍急于缓解自己在国内的困境，提拉自己个人及政策的支持率，

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采用了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举措，希

望唤起保守层的更多支持，并通过恶化中日、韩日关系，激化日本民众与中国、

韩国的负面关系，从而加大对安倍政权的支持。另外，安倍明年将推出消费税

增税等改革，需要较高的支持率才能操作，因此破釜沉舟，以参拜这种冒险性

举动来争取民意支持。

 第四，安倍参拜也是为了对应今天中日、韩日博弈的压力。中国在日本

去年购岛之后，先后采用“钓鱼岛正常巡航”、“开采东海油气”以及最近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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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防空识别区”等“三支箭”，并得到美国的默认。这使安倍极为被动，他实

在无力直接对抗中国，只得采用参拜靖国神社的方法，表达自己“不服软”，

向中国示威。

 韩日关系则更为复杂。因为韩日都是美国在东亚的小兄弟，由于半岛局

势（尤其朝鲜近来又不稳定）以及对中国关系等，韩国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

日本。韩国正是吃定美国不敢弃韩保日，于是不断加大对日压力，并以亲近中

国同时牵制美日朝，使日本非常头痛，参拜自然就成了表达对韩不满的方法之

一。

 总之，安倍参拜主要是其内外困境及保守价值观所决定的，表面看是进攻，

其实是以攻为守，希望维持他的支持率以及今后的长期执政。本来，安倍是希

望以“不参拜靖国神社”作为筹码交换与中韩关系的缓和，这也是他在今年“815”

及春秋大祭未去参拜的主要原因。在“空识区”设定之后，小泉等人称“不参

拜靖国，中日关系也不会好”，于是，使安倍产生了新的冒险念头，即通过参

拜刺激与中韩的关系，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求得与中韩领导人对话的机会，

因此，他参拜后立即向记者等表达：“希望直接会面向中韩领导人谦虚、有礼

貌地解释原因”。

 

 二、安倍参拜的后续效应

 

 安倍参拜的后续效应有正反两面。

 首先是负面影响。从日本国内看，安倍参拜会加大保守势力的声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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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恶化日本社会的政治氛围。从中日关系来看，更是“雪上加霜”。 安倍这

次参拜造成的伤害肯定比小泉时代更为严重。因为，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并

没有岛争造成的政治军事对峙为背景，而且，小泉还常常表白“中国发展不是

威胁”。而今天，由岛争炒作起来的军事摩擦危险日益凸现，东亚争雄以及大

国化碰撞也使中日关系千疮百孔，历史纠葛恰恰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神经，很

容易加大解决其他问题的难度与复杂度。其他事情还有理性谈论的空间，而历

史问题既是中日之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更是两国民众最易于情绪化的议题，很

难找到缓解的出口。中日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都比处理中日相互关系富

有理性，主要原因就是历史情感的因素。

 其次，我们还应看到安倍参拜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

 第一，从日本国内看，安倍参拜可能会激化国内的政治矛盾，使长期积

蓄的“反安倍力量”得以凝聚并发散出来。因为在岛争问题上，日本即使最反

安倍的力量，也很难明确批评其政治主张，因为岛争激化的民粹情绪，是安倍

保守主张的挡箭牌。像鸠山等一有批评，就立即被扣上“卖国贼”帽子。但这次，

安倍参拜首先是打了天皇一巴掌，因为天皇几天前 80 岁生日时刚表态要“和平”，

安倍参拜实际上是对天皇的不敬。在日本，这种天皇与首相的矛盾极具象征性

意义，说明日本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时，日本自民党很多主流人物都

不赞成首相参拜，小泉时代就曾有 8 位前首相联名反对过参拜。执政同盟公明

党反对安倍参拜，在野党反对安倍参拜，日本民众多数（以往每次民调都不低

于 50%）反对首相参拜，尽管理由各有不同。因为参拜靖国神社毕竟涉及“和

平与战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日本人民尽管对历史认识不足，但他们并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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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加上其他政策上的不满（经济、增税、保密法、爱国心教育等）都会借

此发泄出来，势必对安倍造成重大压力。

 第二，从国际反映来看，韩国等已经严厉斥责并会采取行动，美国也表

示不满，台湾也少有地表态批评，联合国等也表示关切。安倍鼓吹的“价值观

外交”在这次参拜后成了国际社会针对日本展开批评的行动理由。安倍这样无

视二战后和平人类的共识以及秩序安排，世界各国这样强烈反应，必然逼迫美

国从过去岛争一味偏袒日本的立场上后退，不得不站在批评日本的角度，不然

美国也很难面对本国国民以及盟国（如韩国）等的感受。美国要搞“再平衡”，

安倍参拜主要是一个负面因素。因为中日、日韩都可能因历史纠葛全然不顾美

国的意图，走上一条美国很难管控的摩擦之路。

 另外，安倍参拜可能希望通过恶化中日关系等加大“修宪”的力度，因

为只有恶化中日关系、逼中国强势表态，安倍才能借口“中国威胁”对日本民

众施压，拉高“修宪”的支持率，而这正是美国所警惕的。美国不喜欢日本“修宪”，

但又不便直接反对，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历史认识”修理日本，以此干扰日本“修

宪”的进程。因为日本的“修宪派”很多都是“历史认识”有严重错误的人。

第三，从中日关系来看，安倍参拜使中国得以主导中日纠纷，从“领土争议”

（即使动武摊牌可能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转向最具普世价值的“和平与战争”

的大是大非领域，围绕这个关系时代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因势利导，不仅可

以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且可以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团结整个

国际社会，特别是由此把握中美新型成熟大国关系的共益性，扭住二战秩序这

个关键问题不放松，不仅可以找到中日争端的新出路，也可为地区与世界的和

平发展增添“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