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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天皇与万世一系

○ 王永东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天皇拥有神性天皇、权威天皇、权力天皇等多重身份ꎬ既有政治属性也有

宗教属性ꎮ 其中神性是天皇本质属性ꎬ也是其权威和政治属性的来源和保障ꎮ 日本将

天皇制和神道教相结合ꎬ推进天皇神性构建ꎮ 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为天皇介入政治提

供了合理、合法的平台ꎮ 日本自古以来“统”、“治”分离的政治传统ꎬ使得天皇避免了成

为众矢之的ꎬ为其在政治危机来临时构建了合理、合法的退出机制ꎮ 多年的宣传和日本

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特点ꎬ使得民众习惯了天皇的存在并使之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ꎮ 这

些环环相扣的因素ꎬ保障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并使得天皇继续存在下去ꎮ 因此ꎬ我们

必须警惕天皇的巨大权威被右翼分子利用ꎬ为军国主义招魂ꎮ
〔关键词〕身份ꎻ多重性ꎻ万世一系ꎻ集体无意识ꎻ政治传统

日本 １８８９ 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

一系之天皇统治”ꎮ〔１〕日本皇室最大的特色就是万世一系ꎬ时至今日依然拥有巨

大的号召力ꎬ这种现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ꎮ 而纵观历史ꎬ天皇的地位和作用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截然不同ꎮ 天皇披有神性天皇、权力天皇、权威天皇等多重外

衣ꎬ其多重身份与万世一系具有重要关联ꎮ 中国皇帝同样具有多重身份ꎬ却更迭

频繁ꎮ 本文以天皇身份多重性为切入点ꎬ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多个

角度ꎬ解析天皇身份多重性与万世一系之间的内在关联ꎮ

一、天皇身份的多重性

日本天皇身份属性有多种见解ꎬ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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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神性天皇

神性天皇是指其宗教色彩ꎬ任何君主都强调“君权神授”ꎬ日本也不例外ꎬ而
且格外注重ꎮ 为了使得天皇权威合法化、合理化ꎬ自政权确立之日起ꎬ便开始努

力为王统披上灵光ꎮ〔２〕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ꎬ由于时代的局限ꎬ人们靠天吃饭的

意识比较浓厚ꎬ认为生产、生存依赖于神灵的恩赐和庇护ꎬ因而在日本产生了大

量的人格神ꎬ并且被列入宫廷神谱之中ꎮ 而太阳神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神ꎬ被当时

所有氏族所供奉ꎬ于是就被奉为皇祖神ꎮ 从神到人ꎬ必须有一个过渡ꎬ于是日本

就编造了天照大神派子孙下凡指导神武天皇东征和建国的神话ꎮ〔３〕 恩格斯曾指

出:“中世纪的欧洲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任何形式———政治、历史、哲学都纳入神

学范畴ꎮ 因此ꎬ当时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活动都披上神学的外衣ꎮ” 〔４〕 一语道

破古代皇权的本质ꎮ 古代天皇作为最高的祭祀主持ꎬ通过“与祖先天照大神共

进餐食ꎬ与最高神灵直接进行神灵交流ꎬ以此获得天照大神神灵附体ꎬ获得天皇

权威ꎬ天皇被称为现御神”ꎮ〔５〕 二战后ꎬ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ꎬ从神格降为人格ꎬ
但其在国民心目中源于其神圣的神性并没有打折扣ꎬ相反ꎬ在某些特定时期还得

以增强ꎮ〔６〕可以说神性是天皇最耀眼的外衣ꎮ
２. 权威天皇

权威天皇主要指其在国家的地位和对国民的影响力而言ꎮ 现行日本宪法第

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ꎬ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ꎮ”对于日本人来说ꎬ
所谓天皇就是自己之所以能活在人世的依靠ꎬ又是一旦需要时不惜粉身碎骨的

动力源泉ꎮ〔７〕事实上对于天皇的研究在二战以前是禁止的ꎬ天皇的权威不容许

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质疑和否定ꎮ 二战以后ꎬ天皇的研究不再是禁区ꎬ即便如

此ꎬ天皇拥有的威望依然毋庸置疑ꎮ 天皇的权威主要通过主持祭祀和颁布诏勅

来实现ꎮ〔８〕天皇总是站在威严的顶端ꎬ其能量深不可测ꎮ 二战时ꎬ美军统帅麦克

阿瑟将军本计划对天皇体制进行彻底的民主化改造ꎬ废除天皇ꎬ但是在看到本准

备血战到底的日本军人在听到天皇朗读投降诏勅后ꎬ自动放下武器ꎬ他意识到ꎬ
天皇作为日本人的精神偶像ꎬ胜过 ２０ 个机械化师团的作用ꎬ于是改变了将天皇

作为战犯押上审判台的态度ꎬ天皇的权威由此可见一斑ꎮ
３. 权力天皇

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ꎬ天皇制是统治人民的政治制度ꎬ在历史上ꎬ天皇作为

权力拥有者ꎬ处于剥削日本人民的历史地位ꎬ天皇的万世一系是建立在人民万世

一系的苦难基础之上的ꎮ〔９〕 日本 １８８９ 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ꎮ 明确规定了天皇的政治统治地位ꎮ
加藤周一指出ꎬ现时的天皇制也与政治有关联:第一ꎬ君主的世袭制与政治民主

是相矛盾的ꎻ第二ꎬ现时的象征天皇和过去一样ꎬ首先是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ꎻ第
三ꎬ这种天皇制不仅作用于政治ꎬ而且作用于日本社会所有方面ꎬ构成日本集体

的无责任心制度ꎮ〔１０〕虽然日本天皇像中国皇帝一样亲掌朝政、大权独揽的时间

较短ꎬ但是天皇本身并没有退出权力舞台ꎬ或多或少地参与或分享了最高权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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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天皇从古至今ꎬ同时兼有以上三种身份ꎬ即兼有宗教性和政治性ꎮ
而兼有宗教性和政治性是所有王权的特征ꎬ为何只有日本能够在一千多年的历

史长河中ꎬ保持万世一系呢? 无论是在民智未开的过去ꎬ还是在当代ꎬ天皇自始

至终保持着高支持率ꎮ 战败后ꎬ关于是否支持保留天皇对日本民众进行舆论调

查ꎬ结果显示当时 ９０％以上的日本人支持保留天皇ꎮ〔１１〕１９８９ 年读卖新闻社的舆

论调查显示ꎬ８２％的日本国民支持天皇制ꎮ〔１２〕奚欣华总结认为ꎬ目前为止共存在

４ 种解说ꎬ分别是神说、弃权说、利用说、综合说ꎮ〔１３〕 笔者认为其中神说基于神性

天皇的身份ꎬ利用说和弃权说基于权威天皇的身份ꎬ综合说基于上述三者身份的

综合ꎮ 历史告诉我们ꎬ共主的产生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ꎬ中国皇权争夺也是血

腥残忍ꎬ最终强权者得天下ꎬ对前任皇帝必处之而后快ꎮ 而日本也不缺乏强权

者ꎬ尤其是幕府时代ꎬ天皇被架空而不被废除ꎬ强权幕府可以更迭ꎬ但弱权天皇却

作为天下共主一脉相承ꎮ 可见ꎬ天皇的多重身份对于其存废有着重要的意义ꎬ但
天皇的多重身份只是“表”ꎬ其背后还有“里”ꎬ必然有与其相呼应的潜规则的存

在ꎬ才能支撑起神奇的万世一系ꎮ 必须深入分析表象背后的独特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特点ꎬ才能解开天皇身份与万世一系之间的内在关联ꎬ做到“表里”一致ꎮ

二、万世一系与天皇绝对神性的构建

１. 万世一系的解读

“万世一系”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九年十月(１８７６ 年)制成的«日本国宪按»
的“第一篇第一章皇帝”中的第一条:「日本帝国ハ萬世一系ノ皇統ヲ以テ
之ヲ治ム」ꎮ〔１４〕天皇万世一系是日本皇室的最大特色也是日本人的骄傲之一ꎬ媒
体宣传当中也强调其一脉相承的传统ꎮ 然而纵观日本历史ꎬ号称万世一系的天

皇的皇位传承ꎬ并非一帆风顺ꎬ期间也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危机ꎮ
首先ꎬ就皇统而言ꎬ也发生过各种皇位争夺战ꎬ不过只是在皇室内部进行交

替ꎮ 比如苏我马子对崇峻天皇的当众斩杀、大友皇子和大海人皇子发生的壬申

之乱、道镜试图篡位事件、南北朝对立等ꎮ
其次ꎬ曾面临继承危机ꎮ 第 ２５ 代天皇武烈天皇ꎬ膝下无子ꎬ在面临后继无人

的历史关头ꎬ是改朝换代还是通过寻求天皇家族的远亲来维持皇统ꎬ日本选择了

后者ꎬ在国内四处寻找天皇家族的后人ꎬ从遥远的越前迎来了应仁天皇的第五代

皇孙男大迹王ꎬ完成了皇位的继承ꎬ被奉为 ２６ 代继体天皇ꎮ
第三ꎬ天皇的废立ꎬ有的是禅让ꎬ有的是强权拥立ꎬ有的是自然继承ꎬ此外日

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众多女皇以及院政时代ꎮ
可见ꎬ所谓万世一系ꎬ一方面是出于对皇统正统性维护的需要ꎬ一方面是对

天皇神性的夸大和渲染ꎮ
２. 天皇神性权威的构建

(１)宣扬万世一系的统治是神的意志ꎮ 日本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当今

１２５ 代明仁天皇ꎬ延续了一千多年ꎮ 不仅如此ꎬ其血统还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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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大神ꎬ进而追溯到天地形成时期的天之御中主神ꎮ 天皇神性的重要基础就是

假借神谕ꎬ具体地说是通过 ３ 种神器和 ３ 大神勅ꎮ ３ 种神器指的是草薙剑、八咫

镜和八坂琼曲玉(简称“剑、镜、玺”)ꎬ３ 大神勅指的是天照大神的 ３ 条神谕ꎮ 古

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ꎬ〔１５〕 天照大神派他的子孙来到人间ꎬ并赐诏勅ꎬ定 ３ 条规

则ꎬ是为 ３ 大神勅(神勅是指神颁布旨意的文书)ꎬ分别是:天壌無窮神勅、宝鏡

奉斎神勅、斎庭稲穂神勅ꎮ
其中第一条神谕便强调了天皇的万世一系ꎬ第二条赋予了 ３ 种神器之一的

八咫镜以神的意志ꎬ第三条指神赐予国民生存的食物ꎮ 神意的权威超过了所有

的民意ꎬ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ꎬ奠定了日本民族的神格意志ꎮ 而且ꎬ假借神道

来树立权威的荒诞之语却成为后世天皇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国家意志ꎬ并成为

永恒不变的法律规范ꎮ 比如:庆云 ４ 年(７０７ 年)元明天皇发布登基诏勅ꎬ明确将

三大神谕确立为永恒不变的行为规范ꎬ并将之确定为国家法律ꎮ〔１６〕

强调天皇和天照大神不仅血脉相连ꎬ灵魂亦相通ꎮ 正如神勅中所写ꎬ日本将

天皇之位称为“天日嗣”ꎬ其中“日”的意思即灵魂ꎬ因此“天日嗣”的意思是“继
承皇祖神之灵魂”ꎮ 三件神器之一的八咫镜ꎬ也被视为皇祖神附体ꎬ拜八咫镜如

同拜皇祖神ꎬ至今仍供奉在伊势神宫ꎮ
日本皇室曾有“剣璽御動座”祭祀规则ꎬ指当天皇外出超过一天时ꎬ必须有

随从人员双手捧着三件神器之一的神剑追随左右ꎬ以象征天皇与神器(皇祖神)
同在ꎮ 此仪式曾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裕仁天皇巡幸千叶ꎬ之后便销声匿迹ꎮ
但是二战后的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７、８ 日ꎬ裕仁天皇参拜伊势神宫的时候该仪式再次

复活ꎮ
(２)利用神道教和传统民俗ꎮ 日本是神道教、佛教等多重宗教信仰并存的

国家ꎬ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特性ꎮ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民俗、祭祀

活动ꎬ一直持续至今ꎬ比如家庭的祖先信仰、村落的镇守、生产、氏神等小神社信

仰ꎮ 可以说民俗、祭祀活动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是日本民

族精神的一种存在ꎮ〔１７〕日本历代天皇都试图将天皇作为宗教式的崇拜对象加以

宣传ꎬ并通过各种民俗、祭祀活动相结合ꎬ将天皇崇拜作为一种民俗信仰ꎬ拜祭天

皇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的宗教活动ꎬ将天皇权威深深植根于民众心底ꎮ 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ꎬ日本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ꎮ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天皇的大规

模的地方巡幸ꎬ让百姓感受到神的恩泽ꎮ 明治天皇曾与 １８７２ 年到 １８８１ 年进行

全国性巡幸ꎬ天皇所到之处ꎬ “家家户户供神酒、米饼相迎ꎬ宛如村社之祭

典”ꎬ〔１８〕迎合了当时民众“祈求神灵保佑现世利益”的民俗宗教观ꎬ利用了日本

民众“现人神”信仰ꎮ
不仅利用民间习俗ꎬ还举办大规模的国家祭祀———“大嘗祭”ꎮ 根据古代礼

仪ꎬ“大嘗宫”由悠纪殿和主基殿组成ꎬ供奉稻米ꎬ这些稻米产自皇祖神指定的神

田悠纪田和主基田ꎮ〔１９〕 “大嘗祭”中ꎬ天皇亲自向皇祖神朗读祭文ꎬ紧接着举办

“真床追衾”仪式ꎬ将皇祖神的假人放在床上ꎬ呈侧卧状ꎬ天皇也在边上侧卧ꎬ以
—２２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４. ５学人论语



求与皇祖神同在ꎮ〔２０〕

祭主也是体现天皇权威的一个重要身份ꎮ 古代天皇作为最高的祭祀主持ꎬ
在大型祭祀活动当中ꎬ通过“与祖先天照大神共进餐食ꎬ与最高神灵直接进行神

灵交流ꎬ以此获得天照大神神灵附体ꎬ获得天皇权威ꎬ天皇被称为现御神”ꎮ 日

本是神道教为主的国家ꎬ自古以来宫中祭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ꎮ 明治 ４１ 年

(１９２８ 年)制定的“皇室祭祀令”ꎬ将祭祀分为“大祭”和“小祭”ꎬ并界定了“大
祭”的范围及日期ꎬ分类如下:

元始祭(１ 月 ３ 日)、紀元節祭(２ 月 １１ 日)、春季皇霊祭(春分の日)、神
武天皇祭(４ 月 ３ 日)、秋季皇霊祭(秋分の日)、神嘗祭(１０ 月 １７ 日)、新嘗

祭(１１ 月 ２３ 日 － ２４ 日)、先帝祭、先帝以前三代の式年祭ꎮ
在这些“大祭”当中ꎬ关于祭主ꎬ“皇室祭祀令”第 ８ 条规定ꎬ大祭由天皇率皇

族以及官僚举办ꎬ由天皇担任祭主ꎮ 而像日本天皇这样享有最高的召集权和祭

祀权ꎬ英国国王、罗马国王是不曾享有的ꎮ〔２１〕

武心波指出ꎬ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不

同的某种特殊的本质ꎬ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

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ꎬ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氏族政治之基础上

的ꎬ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ꎮ〔２２〕

综上所述ꎬ皇室祭祀的最高祭神是皇祖神ꎬ即太阳神ꎻ各种祭祀当中最权威、
规模最大的就是皇室主办的“大嘗祭”ꎬ在重要的祭祀中由天皇充当祭主ꎮ 天皇

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祭祀ꎬ仔细策划每一个祭祀细节ꎬ试图以假乱真ꎬ让人信以为

天皇真的在和皇祖神交流ꎬ将神道和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ꎬ宣扬君权神授ꎬ强调

皇室出身的高贵和神圣ꎮ 同时ꎬ天皇充分利用日本人信仰神道教的特点ꎬ将天皇

信仰和崇拜纳入宗教范畴ꎬ使天皇崇拜具有了大众性和宗教性的特点ꎬ这是天皇

制能够存在的民众心理基础ꎮ 而经过如此包装ꎬ天皇的神性形象在民众中深入

人心ꎬ神性天皇是其众多身份中最耀眼的ꎬ也是保证其权威和权力的基础ꎮ

三、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政治传统

１. 政教合一和神事优先的传统

在日本ꎬ政治的“政”读作「まつりごと(祭事)」ꎬ可见ꎬ天皇政治始于祭祀ꎬ
终于祭祀ꎬ这是日本建国以来的基本传统ꎬ即政教合一ꎮ 从大和朝廷到大化革新

后的律令制时代ꎬ再到将军掌权的幕府时代ꎬ乃至战后的君主立宪制ꎬ政教合一

的传统从未改变过ꎮ〔２３〕 镰仓幕府时代 (１１９２ － １３３３) 期间顺德天皇 (１２１０ －
１２２１)曾在«禁秘抄»当中写到:「凡そ禁中の作法は先ず神事ꎬ後に他事をな
す」ꎮ〔２４〕虽然幕府时代的天皇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权力ꎬ甚至于曾经一度连发

布诏勅的权力都被剥夺了ꎬ但即便如此ꎬ天皇依然拥有祭祀权、征夷大将军的任

命权等象征性权力ꎮ 由此可见ꎬ源于天照大神的神性获得了超脱于政治之外的

相对独立的存在ꎬ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ꎮ 政教合一和神事优先的传统ꎬ使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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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在了神事之中ꎬ即使出现政治问题ꎬ有天皇的神性外衣为其自身安全提供

保护伞ꎮ
２. “统”、“治”分离的传统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统”、“治”分离的传统ꎬ这里的“统”指的是权威ꎬ“治”
指的是权力ꎮ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ꎬ天皇的职责包括神事ꎬ也包括政事、军事ꎮ
日本的天皇制源于中国ꎬ期间也经历过称谓的诸多变化ꎬ最终形态却与中国的皇

帝制度差别很大ꎮ 日本律令制之前被称为“大王”ꎬ随着国家的统一ꎬ在与中国

等周边国家交往过程中启用“天子”、“陛下”、“皇帝”、“国造”、“国帝”等ꎬ直到

近代以来ꎬ“天皇”称谓才渐渐固定下来ꎮ “天皇制”一词也并非古来有之ꎬ“天皇

制”最早出现在昭和(１９２６ － １９８９)初期ꎬ当时是作为日本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

义时的用语ꎬ现在专门指日本独特的君主制ꎮ〔２５〕在反对幕府斗争中ꎬ拥皇派进行

了以天皇为绝对核心的近代天皇制的构建ꎬ但日本民众已经习惯于天皇远离权

力的状态ꎬ甚至还引发了起义和暴动ꎬ因为他们担心天皇掌握绝对权力ꎬ是对政

治传统的破坏ꎮ
(１)古代日本ꎮ “统”、“治”分离的传统古已有之ꎬ权威与统治权力的分离

在日本的历史故事中也能够追根溯源ꎮ 日本书纪记载ꎬ〔２６〕日本在进行全国统一

的战争中ꎬ大和国已经基本统一全国ꎬ只剩下最后一个部族———出云部族尚未归

顺ꎮ 当时统治出云的是兄弟俩ꎬ哥哥振根负责祭祀ꎬ拥有象征神权的“神宝”ꎬ弟
弟负责管理部族ꎬ行使实际权力ꎮ 有一天乘着哥哥外出之机ꎬ弟弟将“神宝”献
给了大和国ꎮ 哥哥回来后ꎬ发现神宝丢失ꎬ便发布“神意”ꎬ号召部落民众杀了弟

弟ꎮ 最后大和国派武力征服了出云ꎬ完成了全国统一ꎮ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ꎬ
哥哥不执行实际权力ꎬ但是拥有神器ꎬ可发布神意ꎬ拥有最高权威ꎻ而弟弟拥有权

力ꎬ却没有权威ꎮ
大和政权时代ꎬ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ꎬ氏族实力强大ꎬ当时的政权形式是由

强大氏族的首领组成的联合政权ꎬ天皇更像是今天议会的议长ꎬ负责召集会议、
主持祭祀ꎬ拥有形式上对氏族长的任命权ꎮ 天皇不能直接向子民发布命令ꎬ而是

首先向氏族长发布命令ꎬ然后再由氏族长向氏族成员下命令ꎮ〔２７〕 日本氏族政治

的特点对日本影响深远ꎬ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实施时间不长便处于

无法实施状态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氏族利益远比中国更为强大ꎮ〔２８〕

大化革新(６４５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政权ꎬ是天皇权力的鼎盛期ꎬ虽握

有大权ꎬ但从形式上看天皇也是统而不治ꎮ 比如推古天皇政权ꎬ当时推进的改革

主要是由圣德太子推动的ꎮ 初期掌握实权的是皇太子和大臣ꎬ天武天皇在位 １４
年ꎬ一个大臣也没有任命ꎬ但是重要的职务都委任皇子和诸王担任ꎮ〔２９〕

之后进入摄关政治(７９４ － １０８５)时代ꎬ皇权旁落ꎬ摄政与关白垄断了所有的

政治资源和职位ꎬ甚至天皇的任命ꎮ 摄关政治的实质是外戚专权ꎬ其中最有名的

藤原家族ꎬ利用与天皇联姻ꎬ强化和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ꎬ仅藤原一家便当政

１００ 多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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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摄关政治ꎬ夺回权力ꎬ有些有志天皇也进行了种种抗争ꎬ并开启了

日本历史上特殊的院政时代(１０８６ － １１９２)ꎮ 所谓院政时代ꎬ是指天皇成年后为

了摆脱摄政与关白的控制ꎬ退位当上皇ꎬ将皇位传给他人ꎬ成立院厅ꎬ发布院宣ꎬ
其权威超过天皇ꎮ〔３０〕所以ꎬ院政时代其实存在两个权力机构ꎬ即院政和摄关ꎬ斗
争一直在延续ꎮ 院政政治的实质是天皇不甘心大权旁落ꎬ试图抢夺权力的政治

形式ꎮ
随着班田制的瓦解ꎬ庄园制经济发达起来ꎬ武士作为独立阶层登上了历史舞

台ꎮ 镰仓幕府的成立ꎬ开创了延续六百七十多年的幕府时代ꎬ也开始了日本历史

上“公武时代”ꎬ即名义上最高权威的天皇政权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幕府政权并存

的时代ꎮ
(２)近代日本ꎮ 明治维新之后ꎬ天皇被维新派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ꎬ宣

扬王政复古ꎬ被推上了政治权力前台ꎮ 但是日本当时实行“大臣助言制”ꎬ即天

皇不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ꎬ所有的政策应该由内阁集体制定ꎬ然后报天皇批准ꎮ
当时日本还规定了“君主无答制”ꎬ即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ꎬ规定大臣

承担一切责任ꎮ 既然政策由大臣制定ꎬ责任也就必须由大臣来承担ꎬ“君主无答

制”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大臣助言制”中的天皇地位ꎮ 换言之ꎬ也正是天皇这

种超然的地位使得天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全身而退ꎮ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将天皇对全国的统治称为“知会”ꎬ即通过传递神的旨

意实现执政意图ꎮ 日本当时受到中国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ꎬ国君对于国民

来说ꎬ仅仅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存在ꎬ国民也没有被统治的意识ꎮ〔３１〕中国古代尧的

事迹在日本流传甚广ꎬ备受推崇ꎬ被认为是理想的治理范式ꎮ〔３２〕 因此ꎬ有的学者

认为ꎬ日本没有封建专制独裁的历史基础ꎮ 换言之ꎬ因为大多数时期的天皇没有

实权ꎬ使得天皇没有成为众矢之的ꎬ也就为天皇万世一系增加了安全系数ꎮ
３. 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特性

二战后日本国民对待天皇的态度如何呢? 对现行的“象征天皇制”一直稳

定地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ꎬ战后 ４０ 年来日本社会对于现行天皇制持支持态度的

大体上维持在 ８０％的水平上ꎮ 与此相对ꎬ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则在 １０％上下ꎮ〔３３〕

战败后ꎬ关于是否支持保留天皇对日本民众进行舆论调查ꎬ结果显示当时 ９０％
以上的日本人支持保留天皇ꎮ １９８９ 年读卖新闻社的舆论调查显示ꎬ８２％的日本

国民支持天皇制ꎮ 因此ꎬ朝日新闻评论说:战后 ４０ 年ꎬ“象征天皇制”已扎根于

国民意识之中ꎮ
２００８ 年日本放送协会(ＮＨＫ)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ꎬ７０％的国民表示对

天皇关心ꎬ２５％的国民对天皇不怎么关心ꎬ５％ 的国民表示对天皇完全不关心ꎮ
但同时调查显示ꎬ９２％的民众表示支持天皇制ꎬ８％的国民表示希望废除天皇制ꎬ
６％的国民表示希望赋予天皇政治权力ꎮ〔３４〕从数据中发现一组奇特的现象ꎬ即对

天皇本人表示关心的人只占到 ７０％ ꎬ但是对天皇制表示支持的人却占到了

９２％ ꎮ 栗原彬〔３５〕认为ꎬ大多数人支持天皇制ꎬ并不是基于历史知识ꎬ而是归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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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的民众心理ꎬ基于无意识的心理习惯ꎮ 日本的民俗学家赤阪宪雄曾提

出过“土俗天皇”概念ꎬ即大众的天皇ꎬ表示天皇存在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ꎮ
荷兰学者渥夫伦(Ｋａｒｅｌ ｖａｎ Ｗｏｌｆｅｒｅｎ) 〔３６〕曾就日本社会的本质做过专题研究ꎬ他
将日本社会当做一个系统ꎬ结果却发现这个系统让你无处下手ꎬ因为日本社会存

在一个让你无法用语言表述而却无处不在的集体无意识ꎮ 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在

一些特殊时期ꎬ比如地震、经济危机、战争等时期会被唤醒ꎬ迸发出惊人的民族

能量ꎮ
日本学者菅孝行在论述天皇的最高形态时写道:

天皇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ꎬ也是将天皇权威持续下去、并唤醒贯穿

民众神经无意识的天皇意识更是将一种人工的制度ꎬ打造成一种自然

天成的形态ꎬ让其存在于民众意识当中ꎮ 将本来并非人体自然意识的行为ꎬ
塑造成人体自然的、无意识的行为ꎬ使之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ꎮ 而在这条意

识神经当中ꎬ天皇就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中枢神经ꎮ〔３７〕

可见ꎬ天皇制或者天皇的存在ꎬ正如朝日新闻社评论所言ꎬ已扎根于国民意

识之中ꎮ 这种国民意识ꎬ是集体无意识ꎬ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中潜在的或显性的

一部分ꎬ成为一种习惯ꎬ而这种习惯和惯性对于天皇万世一系的延续有着重要的

意义ꎮ

四、结　 语

天皇拥有神性天皇、权威天皇、权力天皇等多重身份ꎬ既有政治属性也有宗

教属性ꎮ 在众多身份当中ꎬ神性是天皇最本质的属性ꎬ也是其权威和政治属性的

来源和保障ꎮ 日本将天皇制和神道教相结合ꎬ通过祭祀活动、发布神谕ꎬ推进和

加强天皇神性构建ꎬ使得天皇的神性成为一种民族意识ꎮ 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

为天皇介入政治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平台ꎮ 而日本自古以来“统”、“治”分离的

政治传统ꎬ使得天皇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ꎬ为其在政治危机来临时构建了合理、
合法的退出机制ꎮ 同时ꎬ多年的宣传和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特性的结合ꎬ让民

众习惯了天皇的存在ꎬ天皇存在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ꎬ日本民众不会也不愿意改

变他们的生活方式ꎮ 这些环环相扣的因素ꎬ保障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并使得

天皇继续存在下去ꎮ
正是由于天皇具有以上多重身份和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ꎬ使得天皇能够身

处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却游刃有余ꎬ历经沧桑ꎬ随遇而安ꎬ顽强地延续至

今ꎮ 天皇对权力并非无欲无求ꎬ甚至欲望强烈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短暂的权力膨

胀时期ꎮ 但在民众心中ꎬ天皇主要作为象征性的、神性的存在ꎬ融入而又超脱于

政治ꎮ 一方面ꎬ天皇作为人格化的神和神格化的人ꎬ具有无上权威ꎬ无人能够取

代也无人敢于取代ꎮ 即便是战后的民主社会ꎬ天皇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团结象征ꎬ
是国民意识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ꎬ将长期延续下去ꎮ 另一方面ꎬ天皇极高的神性

权威以及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使得天皇极易成为右翼分子的棋子ꎬ我们必须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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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天皇的巨大权威被右翼分子利用ꎬ为军国主义招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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