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下彻
大 阪 府 知

事 。 日 本 媒 体 认
为，桥下彻在不少
地方，特别是在政
治 手 法 上 给 人 以
模 仿 小 泉 纯 一 郎
的 印 象 。 如 今 仅
44 岁的桥下，已经
被 视 为 未 来 首 相
的热门人选。

安倍晋三曾在
2007 年至2008 年出
任首相。他有一个
著名的外号：“自民
党最右翼”。对中
方对日方非法“购
买”钓鱼岛的反应，
安倍竟渲染称，这
是“日本从未有过
的国难。”

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
当被媒体问及

如何看待“‘购岛’
导 致 中 日 关 系 恶
化”时，石原一副
毫不在乎的姿态：

“不就是损害了经
济利益吗？扩展其
他 的 利 益 不 就 行
了……我这是为拯
救日本！”

7月6日，日本民众抗议重启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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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岛”闹剧背后的右翼群像

“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
们怎么完全不知道？”

2012年 4月 17日夜，当东京
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
郎在华盛顿突然扬言东京都政
府要“收购”钓鱼岛的时候，正在
东京都厅观看他演讲直播的新
闻部门官员惊诧莫名。

在过去数十年的中日关系
史上，因为钓鱼岛问题的敏感
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均较为理
性和克制，即便出现问题，也基
本波澜不惊。然而，这一次突然
由日本地方政府、由极右翼分子
挑起的事端，却引发了令这些新
闻官员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石原慎太郎，这位臭名昭著
的极右翼分子，80 岁高龄，仍不
忘其“反派本色”。

就在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扬
言“购买钓鱼岛”之后没几天，石
原重操演员老本行，参加了根据
自己原作改编的电影《青木原》
的拍摄。在拍摄现场，有记者提
及，这是他 1965 年出演电视剧
后首次重返银幕，对此石原脱口
而出：“不是啊，总是在电视露
面，出演反派角色啊。”

在整个“购岛”闹剧中，石原
的确将他的“反派角色”扮演得
淋漓尽致，他不仅最先挑起了这
个话题，还接连采取各种行动，
炒作这一计划，最终一步步地逼
民主党政权“就范”。

自抛出了“购岛”言论后，石
原在各种场合提及这一话题，同
时“完善”购岛动作，包括联系

“岛主”栗原家族、细化“购岛”计
划、设立账户呼吁捐款，甚至派
员到钓鱼岛附近调查等。石原
密集的举措，使得这位行将任期
届满的老政客一时间成为“政治
明星”，逼得野田政权不得不频
繁地对石原的计划做出表态和

反应，从最初的“不知情”，到“支
持”，直到最终做出“国有化”的
错误决定。

石原在华盛顿时，曾扬言
“日本政府不敢做的事，就由东
京来做！”最后看来，这也许只
是石原的“激将法”。他显然得
逞了。

石原的积极推动“购岛”计
划，还不忘拉上他的儿子——日
本最大在野党，也是保守派大本
营的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
在从华盛顿回到东京不久，他就
亲自赴自民党总部，会见自己的
儿子，要求该党助其一臂之力。
尽管为避嫌，石原伸晃并没有答
应父亲，只是说“将慎重研究”。
但是，从其他自民党高官的表态
来看，双方明显一拍即合。

9 月 2 日，在日本富士电视
台节目中，石原公开向正竞选自
民党总裁的儿子喊话：“如果你
因为东京‘购岛’而当选总裁，一
定要好好处理钓鱼岛问题。”

当日本政府的“国有化钓鱼
岛”引发中日关系异常紧张时，
石原依然嘴硬。

当被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
“‘购岛’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时，
石原一副毫不在乎的姿态：“不
就是损害了经济利益吗？扩展
其他的利益不就行了。要是抹
杀了传统和文化，那就要成为别
国的附属国了。我这是为拯救
日本！”

石原也许并非不知道，一旦
中日经济关系恶化，对日本的打
击将是巨大的。早在 2009 年，
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
出口对象国。日本更是中国第
三大外资来源地。截至 2012 年
2 月，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
46292 个，实际到位金额达 812.3
亿美元。

“设下圈套”逼政府就范

“日美关系、日中关系、日韩关系，拜托你了！”
2010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辞职前，特地给继任者菅直人留下

这样一张纸条。这位民主党建党以来的首位首相，在执政的末期，最放心不下
的，竟然不是日本萎靡不振的经济，而是日本的外交，尤其是邻国外交。

2009年8月，鸠山带领年轻的民主党，在大选中一举击败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老
牌保守派政党——自民党，改写日本战后历史。执政后，鸠山一改小泉纯一郎以来
的自民党执政理念，对内弱化修宪等保守政治倾向，对外提出将中国、韩国当朋友的

“友爱外交”。东亚舆论，也由此对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政治走向乐观以见。
然而，短短2年过后，民主党第三代政权——野田政权，却把鸠山的嘱托，彻

底抛到脑后。“国有化钓鱼岛”的政治闹剧，让“友爱”不再，中日关系似乎一夜之
间重新回到小泉时代。

“领土”和外交问题，历来是日本右倾保守势力活跃的主要舞台。从极右翼
分子石原慎太郎挑起“购买”钓鱼岛事端开始，右倾保守势力一直是“购岛”问题
被大肆炒作，并最终“促成”民主党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重要幕后推手。

B04-B05版撰文 新京报记者 张颖倩

谁“绑架”了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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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
划，还让一支老牌保守政党看
到了“翻身”的曙光。

自民党，这个曾经在日本
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保守政党，
在钓鱼岛事件后，对外强硬，对
内改造战后体制的声音显得日
益密集。其中最为抢眼的，即
为前首相安倍晋三。

作为小泉一手提拔的自民
党精英人物，安倍晋三曾在
2007 年至 2008 年出任首相，他
就任不久便出访中国，修补小
泉时代恶化的中日关系。但
是，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外号

“自民党最右翼”。作为日本前
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安倍骨子
里便是一名保守派。他支持修
改和平宪法，让日本摆脱二战
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正常的
国家”。他也多次以个人身份
参拜靖国神社。

在钓鱼岛问题风起云涌之
际，安倍高调宣布，参选自民党
总裁，并立即成为各候选人中
的焦点人物。

韩国《中央日报》称，进入
选举模式的日本逐步右倾化。

在宣布出马竞选自民党总
裁的记者会上，安倍开始高调
抛出他的“鹰派主张”，他否认
慰安妇问题，并要求修改承认
慰安妇罪行的河野谈话。

在竞选期间，安倍不止一
次地渲染来自邻国的压力、甚
至是威胁。他在一次访谈中
说：“现在的日本，人口不断减
少，少子化、高龄化还在持续，
现在中国的 GDP 已经赶超我
们了，总感觉受到邻国的轻
视。但未来还没有决定。日本
还有可能性，不要对历史感到
自卑。”

而对中方对日方非法“购
买”钓鱼岛的反应，安倍竟渲
染称，这是“日本从未有过的

国难。”
对于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

日示威，安倍在街头演说时态度
强硬地表示：“保护在中国工作
的日本人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不负责任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
国际社会的一员。”

安倍也“苦于”如今不再
是首相，他指责野田政权在
钓鱼岛问题上不够强硬。“中
国方面有 6 艘船到达钓鱼岛
海域，而这个时候首相应该
挺身而出。我真希望现在能
在那个位置。”安倍还称，这
一 事 件 凸 显 日 美 同 盟 重 要
性。他称，只要同盟稳固，日
本的和平就有保证。

日本政治评论家认为，在
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一轮投票
中，安倍很有可能与另一名
保守政客、前防相石破茂进
入下一轮投票。第二轮选举
只有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参加
投票，届时在自民党各派系
中支持者较少的石破茂可能
会处于下风。安倍胜选的可
能性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石破茂在
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与安倍一
致，另外，石破茂还公开宣称，
日本应该抛弃宪法禁令，建立
日本“国防军”。

对于安倍再次出山，日本
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评论
称，自民党改不了鹰派路线，不
管是谁，都盯准了宪法中的“和
平原则”。在执政党时期，他们
还自称为“国民政党”，但这一
次的自民党党内选举，完全就
是在选“右翼政党”的党首。“在
最右端的便是安倍晋三。他完
全没有反省 2007 年自民党在
参议院选举中惨败的教训，仍
然在提倡“斩断战后体制的枷
锁，修改宪法，从战后体制中逃
脱出来”。

桥下彻的目标是下一届的大
选。他也是这次钓鱼岛事件中不
可忽视的新生代右翼政客。

对于桥下，中国人也许不
太了解，日本媒体认为，桥下彻
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在政治手
法上给人以模仿小泉纯一郎的
印象，而他更年轻。如今仅 44
岁的年龄，已经被视为未来首
相的热门人选。

2008 年当选大阪府知事的
时候，桥下彻就已因直言不讳
而颇有名气。媒体曾爆出他的
父亲是“黑帮”，桥下彻便在街
头演讲时喊: “黑帮的儿子有
什么错。”

虽然不是自民党人，但同
安倍晋三一样，桥下彻同样是
一名极端的改宪派。他支持修
改和平宪法，甚至多次主张拥
有核武器。他还坚持，日本应
实行宪法禁止的征兵制。“日本
最令人羞愧的，就是不能单独
发动战争”；“是男人，就应该不
怕死”。

桥下彻的政治主张，吸引
了不少保守政客。

2010 年，时任大阪府知事
的桥下彻开始推行“大阪都构想”，
他与30名支持他的大阪府议会议
员成立大阪维新会。其后，不断有
府议员、大阪市议员等脱离原来政
党加入大阪维新会。

今年9月12日晚，桥下彻召
开募集政治资金的派对，同时
宣布“日本维新会”正式成立。
桥下说：“从今天起日本的国内
激烈选战将展开。”

有分析认为，在下一届众
议院大选中，众议院的 480 席，

“日本维新会”可能将占 100—
200 席，成为第三大党。这并不
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不断有
其 他 党 派 的 议 员 转 投 其“ 怀
抱”，在 12 日的大会上，就有来
自自民党、民主党等党派 7名议

员加入。
日本维新会以“维新八策”

为其参加众议院选举的竞选纲
领。这个纲领可谓给如今的日
本政治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最
为刺眼的便是修改和平宪法。

安倍晋三很快对“日本维
新会”表示欢迎，他称，希望该
党 能 促 成“ 修 改 宪 法（第 九
条）”，“借助维新的巨大力量，
不会有错的”。

在 6 月 29 日进行的募集政
治资金的派对上，桥下彻还抛
出重磅言论，“如今的日本政
治，最需要的是独裁，或者相当
于独裁的力量”。但是，桥下彻
同时承认自己成不了一名独裁
者，他在推特上写道，“以现在
的政体是不行的，选举都是公
正进行。”当被指责鼓吹独裁
时，桥下竟然回答：“有这么招
人爱的独裁者吗？”

日本维新会在大阪主办维
新政治塾，培养众议院候选人，
吸引了各党的地区议员，桥下
还特地邀请了石原慎太郎进行
讲座。石原称：“也想在东京办
一个，一起加油。”

对于钓鱼岛的态度，桥下
彻和石原慎太郎是一个鼻孔出
气，在香港的保钓人士登岛被
非法拘押后，桥下声称，“日本
政府错过了最佳时刻，应该让
警察常驻钓鱼岛。”

就在野田首相连任民主党
党首的这一天，桥下彻就钓鱼
岛在推特上留言，呼吁政府将
钓鱼岛转手给东京都。他写
到，“日本政府一点儿都不讲战
略战术，就把岛买下。……希
望石原知事出马，从政府手中
买回来。”

《赤旗报》称，大阪市长率
领的“日本维新会”与自民党
的“合流”，将意味着反动逆流
的形成。

自民党最右翼重出江湖 鼓吹“独裁”的大阪之鹰

借助钓鱼岛事件，自民党
总裁选举前的造势活动被称
为“危险的政治秀”。

前首相安倍晋三、前防相
石破茂、前外相町村信孝、现
任干事长石原伸晃、代理政调
会长林芳，这 5 人虽然政见各
有不同，但是几乎都集中在修
改宪法、承认在海外行使自卫
权，以及强化对钓鱼岛实际
支配。

“这 5 个人一齐在修宪和
集团自卫权上发力，自民党已
经是右翼政党了。”民主党一
名分析人士说，“自民党已经
刹不住车”。

而另一方面，“国有化钓
鱼岛”的主角之一野田则如临
绝境。9 月 19 日下午，野田佳
彦与其他两名民主党党首候
选人在东京新宿进行街头宣
传演讲，但是这个就任以来
的首次街头演讲，口才不错
的野田面对的是演讲台下嘘
声一片，“骗子”“解散国会”

“ 杀 人 犯 ”等 等 呼 声 此起彼
伏，最后人群齐声“合唱”“快
辞职”，几乎听不到野田演讲
的声音。演讲结束以后也没
有任何掌声。

野田陷入如此窘境，《日
刊现代》援引一名自由撰稿人
的说法，“左翼右翼都攻击的
首相还真少见。就连首相住
宅门口都有示威人群，这在自
民党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人士认为，建党不到
15 年，执政才刚刚 3 年的民主
党，在面对百年不遇的大灾
害、萎靡不振的经济，以及核
能、财政赤字、消费税等这些
动辄伤筋动骨的政策时，明显
显得经验不足。一连串的内
政失策，急转直下的民意支持
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野田政
权最终选择了保守、强硬的对
外政策作为“救命稻草”，以挽
救岌岌可危的政权。

但是，“购岛闹剧”的结
果，也许是野田及民主党政权
始料不及的，极右翼石原慎太
郎成功赚取高人气，而本来就
是保守大本营的自民党，更获
得了千载难逢的自我宣讲的
良机，甚至推动了像桥下彻这
样的地方右翼势力的崛起。
日本 TBS 电视台本月初进行
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野的自民
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民主党，
分别为 17.5%和 14%。在一项

“若举行大选，你将投票给哪
个政党”的调查中，自民党的
支持率更超过民主党5个百分
点。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三
的，正是刚刚成立的“日本维
新会”，支持率为10%。

观察人士认为，在此民意
背景下，一旦举行大选，民主
党能否保住政权，殊难乐观。
牺牲中日关系大局，试图挽救
政权的野田民主党，明显不是
这场“购岛闹剧”的受益者。

“日本正显示出缓慢、但
十分明显的右倾化。”《华盛顿
邮报》9月21日刊文称。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行为正显
现出二战以来少有的对抗性
倾向。”文章称。

得不偿失
的“购岛”闹剧

■ 分析

9月11日，日本自卫队准备接受首相检阅。

2011年10月27日，桥下彻当选大阪府知事。 9月14日，日本自民党启动总裁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