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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宪法对于天皇权力的规定
四 裕仁留任与战后日本政治
五 裕仁的晚年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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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现代天皇：“象征天皇”做了什么事？（1952—2019）
一 美军大空袭与美国家庭教师
二 走出“静态天皇”的明仁
三 “陛下一人可敌百位外交官”
四 明仁为什么选择退位？
五 小结
尾声 近现代天皇制度的总结与展望
一 德仁会成为什么样的天皇？
二 女性能否获得独立“宫号”甚至继任天皇？
附录 公历与日本历法对应问题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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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主编的话

2019年4月30日，在位30年113天的日本天皇明仁退位；5月1日，新天皇德仁继位，成为历史上第126代
天皇。天皇的更替让天皇制以及天皇制下的日本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萧西之水的这本新书可谓

恰逢其时。

初识萧西君，笔者便为他神奇的日语水平所折服。没有上过一天日语专业培训班的他，仅凭自学就达到

了令人赞叹的水平。现代日语自不必说，作为采访者或翻译，他能同日本前首相或日本一流历史学者谈

笑风生；更为难得的是在古日语方面，他同样造诣精深。笔者与萧西君聊天时随意提及某个日语单词，

他便能将这个词的含义从中世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层层解析、娓娓道来。笔者在日留学有年，但自知日语

修养恐怕终生都难望其项背。用萧西自己的话说，会日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背后有多少勤修

苦学和融会贯通之功，想必是不言而喻的。

在日本史研究领域，萧西君虽然年轻，但其实已经是一位“老作者”了。十余年来他笔耕不辍，为各类媒
体撰写了大量文章，新鲜、准确、及时，日本上下两千年的旧事新闻靡所不包。而他着力最深的，是日

本中世以降的发展史。从重新审视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第〇次世界大战》《狂飙与重挫》，到新

见迭出的《日本战国武将记》《明治日本建构史》，他角度新颖、考证精详、注重细节的著述风格，一

直备受好评。屈指算来，这部关于近代天皇的新著已是他的第十部作品。

“青年维也纳”与萧西君的合作由来已久，无论是讲座还是约稿，他下笔之高效、水平之稳健都令人难
忘。这部即将面世的新书篇幅不大，但却是作者耕耘日本史十几年的厚积薄发之作。它凝结着作者五年

间沉潜于国图日本资料研究室的漫长时光，更凝结着作者与日俱增的史学素养和阅世体验。

“青年维也纳”丛书主编　一霖

2020年3月27日于日本大阪



序言　总有一些梦境需要被看清序言　总有一些梦境需要被看清

高林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读完了这本书，近代天皇或天皇制依然是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

话题，但能够把这种话题写得引人入胜，正是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萧西之水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我对

他的最初印象来自一个很简洁明了的问题——《明治宪法》究竟是模仿了《德意志帝国宪法》还是《普
鲁士宪法》？这是个一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却磨叽了一下午——主要是萧西氏给我讲了一下午。
这个下午，他陈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事实，而我则一直在竭力抓住重点。最后，萧西氏爽朗地笑着

说：“没事，高哥，我回头给您写篇文章看看！”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所谓作家的才能，大概就是如果
你没有兴趣，他就帮你创造兴趣；如果你有了一点儿兴趣，他就在一瞬间给你推开一扇可以看到整个世

界的窗户。

所谓历史，就是古人的生活，而古人的生活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就是一个暧昧不明的梦境。每一个

讲述过去的人，本质上都是在做两件事：第一，看清我们心中的梦境；第二，用魔术般的手法把这些梦

境展现出来。

日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梦境。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了解一点它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它真的离

我们太近了。无论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日本好像都是天然的起点。而且这个邻居在宣传自己方

面还特别的不遗余力——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游戏、漫画。我们从各个渠道、各种角度，都能感受
到这个国家。如果对这个大量使用汉字的国家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它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即使不懂日

语，和文汉读依然可以了解个大概。

但我们心中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既可能是一块敲门砖，也可能是一只拦路虎。很多时候，正是这种“还
不都差不多嘛”的感觉，阻碍了我们去看清一个本来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很多东西，已经看清了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二，然后却深陷其中。这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了解的一切用一种更清晰、更准确的方

式表达出来，反而有一种震惊甚至颠覆性的感受。

“为什么我想不到呢？”这是我最喜欢扪心自问的话，最简单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东西没有深切的
爱！”一个人如果为了生计去写作，是什么都可以写的。如果为了赚钱而写作，可以左手知网右手
Google，依靠“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它们通常不会犯错，甚至
能传达一些最新的见解，但这样的东西没有光彩。这样的文字不会像魔杖，无法在一瞬间点亮一个色彩

斑斓的世界。

一个人，不靠写作谋生，却愿意花时间去看清大部分人所忽视的梦境，并充满魅力地表达出来。只有一

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爱。当我们走过可怜的人生，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爱着某个人、某些事。这

些人或事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被轻易理解，这种理解让我们失去了表达的欲望。我最爱说的就是“你懂
的”，而当某些东西无法被理解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选择绝口不提。一旦我们把它从我们的声音里
驱逐出去，事实上就把它从自己的生活里抹掉了。但总有人和我们不一样，在别人转头离去的地方，他

们继续前进。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感觉，在应该跟着所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却站住了，因为离不开，舍不掉。于是我们就需要表达，希望被人理解，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爱，为什么

要让自己的心灵迷失在令人费解的地方。这种欲望让人踏上“布道”之路，我们都希望被人理解。

“你看的这都是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看这些呢？”这类问题最好地诠释了我们因何要不断地解释。为什
么我们要从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入手去谈我们所爱的东西？因为大家都自以为早就看清了问题的全貌，

其实却只是迷失在各种偏见里。这种与偏见的较量，是每一个对遥远事物充满热忱的人最终选择拿起笔

来的根本原因。当你看到一个人可以既不为钱也不为学术而滔滔不绝地谈论历史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首

先是一个孤独的灵魂，而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或多或少都是有趣的。

这种孤独感刚好也是我们阅读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孤独，为什么要去阅读一本跟我们的生活毫无交集的

关于天皇的书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读一本菜谱，或者家用网络实用技巧这样的书呢？



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促使我们去爱、去追求某种东西。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已经翻开了这本书，那就说明你对这个问题是感兴趣的。如果你已经坚持读

到了这里，就建议你干脆翻到正文去看看作者想说的话吧，因为搞不好你真的会经历一次梦幻般的过

程。当你站在书店里打开一本书，窗外或阳光很好，或狂风大作（这两件事在眼下这个季节并不矛

盾），但隔着玻璃，你就透过纸页看到一座闪亮的山峰和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它来自一颗和你一样孤

独的心灵，急切地想把他的梦境讲给你听，急切地希望和你互相理解，把你引入他迷恋的那个世界。

2020年3月



前言　为什么关注近现代天皇？前言　为什么关注近现代天皇？

宋朝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率领徒弟五六人渡海求法，受到宋太宗赵光义的接
见，这也是唐末动乱、遣唐使废止后中日官方记载的初次交流。会见中，奝然不厌其烦地把从神代到当

时的64位“大王”名称一个个介绍给宋太宗。听罢，宋太宗感叹日本虽是“岛夷”，却“世祚遐久”，反而是
有“古之道”。

应该说，对于日本皇室“万世一系”（至少在名义上）的感叹，如今的中国人与千年前的宋太宗别无二
致。毕竟不仅中国历经改朝换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是习惯于文明更迭，可为什么偏偏在日本，一代

代世俗强权却无人想要推翻天皇，取而代之，终结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万世一系”呢？

围绕这个问题，大多数答案都显得似是而非。有人说，日本信仰天皇为神，不敢杀神。然而近代以前的

日本人更加笃信佛教，“天皇乃现人神”的观点直到明治中后期才普及。有人说幕府将军的权力来自天
皇，如果杀掉天皇，自己就没了大义名分。但问题在于，各国弑君者的崛起哪个不是靠着君主的默许甚

至提拔？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觉得日本贵族有一种保全对手的贵族精神，以防自家未来落魄，惨遭灭

门，这种说法虽有道理，却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千年间，日本就不会出现一个枭雄或暴徒，不管不

顾，硬是要给天皇家搞一个灭门惨案？

若站在日本语境中、使用日语，那么一句“できない”（不能）就足以解释。但如果放在中国语境中、使
用中文，“不能这么干”五个字就显得很牵强。毕竟大家会觉得——“有什么不能干的？”

语境与语言的不同，让一个相同的答案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服力。这只能说明，答案本身已经有了，只是

我们没办法理解日本语境。而语境不同，又往往是因为历史传承的不同。

我们经常想为每一个历史现象寻找背后的本质，却常常忽略很多历史现象的背后并没有本质，只有另一

个更加古老的现象。追溯日式“虚君—权臣”的二元结构源头，自然可以想到13世纪武家政权建立以来对
于京都朝廷的打压，一步步蚕食掉原本属于公家的权力；还可以想到10世纪藤原摄关家 [1] 如何横空出
世，架空天皇与皇族的统治权；更可以想到7世纪在日本奈良盆地的正中心，苏我氏将本部族女人送入
王室，将其后代甚至其本人推举为“大王” [2] 。

换言之，日本君主自古就无法乾纲独断，而是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针对某个具体的事情与具体

的地区，君主只能尊重甚至听从臣属的意见。后世，即便偶尔有一些性格强硬的天皇试图集权，但历史

终究还是会忽略掉短暂的变化，固执地走回到固有路径中去。

与其说日式“虚君”“权臣”体系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原因，不如说这就是一种单纯的路径依赖，时间越长就
越难以改变。虚君需要权臣处理烦琐而具体的政务，而社会分工越是发展，处理政务所需要的知识就越

多，虚君就越不可能“实”；同时，权臣也需要虚君承担治国成败之最高责任，因为时代发展越是迅猛，
国家就越容易遇到危险，权臣若有朝一日权势不保，又必须凭借虚君以神佛名义审判，才能保全身家。

如此，所谓“不能”推翻天皇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天皇家系从一开始就高高捧起，尊奉于中央，却
欠缺实权；身边的臣子才是桩桩件件国政实务的管理者，无论这些人是苏我氏、藤原摄关家、幕府将

军，还是维新志士，一旦染指王（皇）位，就等于自动放弃实权，走向虚君之路，而这与人类与生俱来

的权力欲是相矛盾的。

正由于有如此历史的传承，观察近现代天皇才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如果说日本人仍处于蒙昧落后的时

代，那么，保留“虚君”“权臣”体系或许还有实际意义。但进入近现代，科技爆炸让天皇显得越来越普
通，国民素质的提升让大家对神话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国际交流的频繁更是让日本人认识到多种国家

制度并存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把近代以前天皇赖以为生的基础尽数击碎。如果想让天皇继续镶嵌在近现

代日本的国家体系中，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与由头，否则天皇很可能会面临着如同西欧君主国在

19世纪至20世纪相似的存续危机。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part0077.html#bz1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pub%E5%90%88%E9%9B%86/%E7%94%B5%E5%AD%90%E4%B9%A62024.12.25/part0077.html#313-486bf113e5364b54ba737015f0c0c94f


虽然未来难料，但起码到21世纪的前20年，日本天皇制度依旧存续，而且还在2019年完成时隔200年的
又一次天皇退位仪式。这起码说明，近200年以来，伴随着日本1868年与1945年两个时间节点的根本性
变化，天皇地位虽然从“虚君”到“大元帅陛下”，再到“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整整绕了一个
圈，但仍旧经受住时代的考验，获得日本政治的肯定，把日本延续千年的天皇传统传承下来。

那么，在这200年的剧烈变动中，日本天皇到底经历了什么？由于近现代文献保存完好，关于天皇本人
的发言与行动有着十分详尽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到历代天皇身为天皇的一面，更能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

的一面。其实，所谓“天皇”，本质上也只是担任天皇的普通人，然而被摆在这个位置上，普通人身上无
论善良、执着、隐忍等光辉面，还是懦弱、狡黠、残暴等黑暗面，都会随着日本国家的发展而更为凸

显，而无论是哪位天皇的哪一面，都能够或多或少影响到日本的发展，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命运。

正因如此，本书特别选取18世纪末至今的200余年历史，将目光集中于光格天皇兼仁、孝明天皇统仁、
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以及刚刚退休的上皇明仁六位天皇展开论述，从他们的人

生经历与性格特征入手，寻访每一位担任天皇的人与天皇这个职位之间的矛盾，串联起200年来的天皇
发展史。

让人备感有趣的是，这六位天皇无论面对何种国际局势与国内制度，有着何种理想抱负与能力（魅

力），身边有着何种类型的公卿、武士或政治家、军人，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千年

以来奈良盆地时期的“大王”形象：一个永远都能把大家聚集起来，在一个桌子上谈事情的人物。



绪论　创造传统：天皇如何成为日本的精神领绪论　创造传统：天皇如何成为日本的精神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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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举起写有“令和”字样的题字板，宣布了如今日本正在使用的年号。

根据日本官方解释，“令和”年号出自《万叶集·梅花歌三十二首》前言部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
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与过去年号全部出自中国古代典籍不同，本次日本年号出自日本本土最
早的诗歌集《万叶集》。针对这一出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后加以解释：“《万叶集》不仅收录了天
皇、皇族、贵族的诗歌，也收录了防人（边防军）、农民的诗歌，是象征了我国国民文化与悠久传统的

古书。”

对于官方的解释，很多日本汉学学者是持有异议的：收录于中国诗文集《文选》中的张衡《归田赋》早

就有过“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说法，《文选》又是古代东亚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怎么能说“令和”来
源于日语典籍呢？

日本最早没有文字，它的语言体系是借助汉字形成的，保存了大量汉语元素。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

说“令和”来自汉语典籍，也可以说来自日语典籍。那为什么日本政府在解释天皇年号的时候要特地以
《万叶集》作为出处呢？

这就需要了解一段历史：《万叶集》不仅是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也是日本文字之中“假名”（注音符号）
的来源，更是日本“国学”的肇始。正是日本“国学”的诞生，推动了天皇的地位在近代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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