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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原因剖析

孙 立 祥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由来已久。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对台湾５０年
的殖民统治，既在台湾岛内豢养出一批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也在战后日本国内

形成一股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台湾帮”；二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事关日本自身“生

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

发展的主要手段；三是台湾当局设立多个秘密“专案基金”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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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由来已久。近年来
更呈现出民间右翼与政界右翼互相配合、右翼势力

与政府官厅遥相呼应之特点。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原因

日本对台湾５０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据时期
推行“皇民化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在台湾岛内豢养

出一批满脑子“皇民意识”和具有浓厚“日本情结”

的“台独”分子，另一方面，日本从台湾获得巨大的

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客观事

实，也在战后日本国内纠集成一股具有浓重“台湾

情结”的“台湾帮”，并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

这是诱发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

统一的历史原因。

（一）“台独”势力“日本情结”的产生及其影响

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进行殖

民统治。日本治台当局在长期推行“隔离政策”、

“怀柔政策”的基础上，从１９４０年起又在全岛掀起
所谓“皇民化运动”。尽管当年日本在台湾推行的

“皇民化运动”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并没有征服台湾

绝大多数人的灵魂，但也不可否认，它确实造就出一

批满脑子“皇民意识”和具有深厚“日本情结”的“台

独”分子，他们当中既有在日本治台当局卵翼下成

长起来的大工商业主和大地主，也有不少卖身投靠

日本新主子的知识“精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

些受日本殖民教育毒害的少数人不仅在日本战败离

台后仍以“皇民”自居，以曾做过“皇民”为荣，而且

事实上成为今天“台独”势力的鼻祖和核心，并在

“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时至１９９４年，部分“台独”分子居然在台湾桃
园机场打出一面“台湾共和国”旗，上印一朵菊花图

案。日本以菊花为皇家标识，日本的皇家菊花是九

瓣，而这面“国旗”上的菊花只有八瓣，暗含臣服于

日本之意。１９９５年，一批“台独”分子利用《马关条
约》签订一百周年之际，上演了一场亲者痛仇者快

的闹剧。民进党立委吕秀莲竟率百余“台独”分子

前往当年《马关条约》的缔结地———日本下关春帆

楼，公然宣称：《马关条约》使台湾“终能脱离中国”，

这是“不幸中之大幸”。［１］他们还一同前往双手沾满

台湾人民鲜血的日本前驻台总督的故居凭吊。４月
１６日，“台独”组织“台湾教授协会”，还发起“马关
条约一百年，告别中国大游行”［２］。在１０月２５日
即“台湾交割”仪式一百周年纪念日，民进党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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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的“纪念庆典”上竟学日本人称“终战５０周年纪
念大会”。“台独”分子何既明居然毫不掩饰地说：

“如果要接受中国统治的话，还不如当日本奴隶快

活些。”［３］５５一副十足的汉奸嘴脸。不过，在“台独”

分子特别是“老台湾人”中，“日本情结”最浓厚和

“皇民意识”最根深蒂固者，要数“台独教父”李

登辉。

李登辉与其兄李登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据

时期度过的。早在“皇民化运动”开始之前，兄弟二

人就已经分别取了日本人姓名“岩里武则”和“岩里

政男”。两人从小就在台湾的日本学校接受教育。

后来，李登钦于１９４２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台籍日本
“志愿兵”，并战死于马尼拉，其“灵位”迄今被供奉

于日本的靖国神社。李登辉则于１９４４年以学徒兵
身份被编入高雄高射炮部队，也成了一名台籍日本

兵，后又到很少台湾人能够进入的京都帝国大学学

习。长期接受日本教育和日式生活潜移默化的影

响，使他从思维方式到内心情感都是日本式的，以致

李登辉在１９４６年准备离日返台时，“顿时觉得丧失
了人生的方向”。［４］已深植于李登辉内心深处的“日

本情结”，不但没有随着战后半个世纪时间的流逝

而淡化，反而越到晚年愈益浓厚。他不仅以“会说

日本话，偏爱日本的总统”［５］自居，而且其“日本情

结”甚至发展到不惜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地步。

２００２年９月下旬，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冲绳时报》记
者采访时，竟抛出了“钓鱼台（即钓鱼岛）是日本领

土”的媚日言论，宣称：“中国大陆再怎么主张对钓

鱼台的主权，事实上没有证据可资证明，在国际法上

没有任何依据。”［６］

（二）日本右翼势力“台湾情结”的产生及其

影响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５０年的历史，对日本人“台
湾情结”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日

本对台湾５０年殖民统治造成了台湾很多人有亲属
在日本，日本很多人也有亲属在台湾，这就使日台之

间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缘”联系；另一方面，

日本割占台湾后，不仅解决了日本因农业人口城市

化而产生的粮食短缺问题，而且使台湾一直成为日

本的食品、轻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地和日本工业产品

的主要销售地之一。这样，日本从台湾获得的巨大

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客观事实

以及与“台独”分子“亲日情结”的互动影响，就极易

在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的内心深处滋生浓厚的“台湾

情结”。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周恩来就曾经针
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的问题指出：“日本

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

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

义的思想，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

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

日本的手里。”［７］正是在这一“殖民主义感情”———

“台湾情结”的驱动下，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中日复

交前还是复交后，都明显流露出对以往殖民统治下

的台湾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恋。特别是近年来，不

仅支持“台独”的类似司马辽太郎、小林善纪、中岛

岭雄的民间右翼分子在日本大有人在，而且在日本

政界属于“台湾帮”的国会议员也已多达三四百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中具有

“亲台”倾向的人正在不断增多。例如，前自民党政

调会代理会长船田元就宣称：“我从心底里是亲台

湾的。……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岛

上有中华民国（台湾），这是事实。……日本的政治

家和外务省存在过分顾虑中国反应的倾向。我认为

没有必要这样担心中国，应该以一种凛然的态度对

待中国。”［８］

总之，日本对台５０年的殖民统治，直接导致了
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和具有浓重“台

湾情结”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大量孽生。如果说前者

在岛内的存在为后者支持“台独”和图谋重新染指

台湾准备了内应，那么后者无疑由于有了前者的内

部呼应而成为顽固支持“台独”、百般阻挠中国两岸

统一的一股危险的国际恶势力。日本殖民统治台湾

造成的这一历史后遗症，给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二、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现实原因

（一）日本右翼势力视台湾为事关日本“生存”

和“发展”的战略要地

由于台湾处于地缘政治学上具有战略价值的

“陆权”与“海权”交汇的“边缘地带”，因此，日本右

翼势力非常清楚台湾这一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对中

日这两个相互毗邻的东亚大国意味着什么。从日本

方面来看：

第一，台湾扼日本海上航线之要冲，台湾海峡是

其南下东南亚、伸入波斯湾、再进至欧洲的必经航

道。日本每年通过台湾海峡运输的货物多达 ５亿
吨，其中包括 １００％的核燃料、９９９％的石油、
９９４％的铁矿石、９１３％的煤、９０６％的小麦等等。
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如果中国两岸实现了统一，台

湾海峡势必变成中国的内海，这就等于在日本的脖

子上套上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日本国内将

因这条“生命线”受阻而不攻自乱。

８６



第二，台湾处于日美两国为遏制中国而精心编

织起来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新月形战略带”①

的中间位置上。如果台湾“独立”或两岸长期维持

“不独不统”的分裂状态，那么这个围堵中国的包围

圈就会十分牢固；反之，如果两岸走向统一，那么这

个围堵中国的链条势必被拦腰斩断。１９９４年，美国
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就曾指出：“台湾是未

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

洲大陆整个海岸。”［９］

从中国方面来说，台湾无论在地缘上、军事上还

是在经济上，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台湾向西隔台

湾海峡与中国大陆距离最近，向东直面广阔的太平

洋，向南与海南岛和南沙群岛遥相呼应，向北与舟山

群岛和黄海遥遥相望，且南北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

两个国际战略经济区域。它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

航空母舰”，雄踞西太平洋上狭长的第一岛链即中

国漫长海疆的正中位置上，在中国整个海防体系中

的战略支撑作用不言而喻。此外，台湾海峡不仅是

西太平洋地区一条极为重要的国际黄金水道，更是

中国的海上交通咽喉。中国四大外贸航线中的三条

经过这里走向世界；中国１６个主要港口中的１０个
在北方，每年需通过台湾海峡将北方的煤炭、石油等

大宗货物海运至能源匮乏的南方省区，这是陆上运

输和航空运输均无法替代的。加之澎湖盆地蕴藏着

相当可观的油气资源，台湾省又是工业发达的亚洲

“四小龙”之一，其经济价值尤显重要。如果两岸长

期处于分裂状态或台湾不幸沦入外人之手，那么台

湾作为捍卫中国漫长海疆“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的战略防御作用和战略进攻作用将全部丧失；台湾

就将犹如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中国大陆走向海洋

的东南门户，致使中国因海军力量被封堵于内海而

失去制海权，不仅不能真正走向太平洋，真正走向世

界，甚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抑或整个中国大陆都将

暴露于相关大国的军事威慑之下，台湾海峡这条黄

金水道亦将失去平衡中国国民经济和拓展海外贸易

的重要功能和战略意义。

正因为台湾和台湾海峡对中日两国如此事关重

大，所以无论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日本右翼势力

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图谋肢解中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日本思想库”野村综合研究所国际
问题专家佐伯喜一曾向中国访日的何新先生明确指

出：“中国太大，无论如何也管理不好。不如让各地

分散开，任其独立发展”，最后采用“联邦制”。［１０］

１９９４年访台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在与李登辉对
谈时，明显流露出了对台湾未来的“关心”，即“倘若

我们从很有爱国心的日本人的角度，看台湾的统独

问题……最好的状况是台湾独立，最糟的是海峡两

岸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从而扼住海路

依存度极高的日本的生命线。”［３］２５５２０００年４月，东
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更直言不讳地面对媒体叫嚣：

“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

国，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一过程。”［１１］实际上，在日本

国内就连一些非右翼的“中道政治家”，甚至一向被

视为对华友好的政治家，也从骨子里不愿承认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愿看到中国两岸走向统一。例

如，大平正芳在担任外相时就曾公开坦言：“咬掉舌

头，我也不会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１２］这样，日本

右翼势力顽固支持“台独”、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两岸

统一，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二）日本右翼势力视支持“台独”为谋求日本

“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

日本自明治维新伊始，就把充当“亚洲领头羊”

乃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确定为国家长期奋斗目标。

日本的这一政治大国梦虽然一度因二战失败而破

灭，但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重新崛起，其内心深处再

度燃起了称雄世界的野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
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

号和建立“国际国家”的政治任务，并将争当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直

接奋斗目标。然而，一方面，中国近３０年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功和在世界上尤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迅

速扩大，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亚洲第一次遇到

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谋作“亚洲领头羊”的努力和

再度称雄世界的野心，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并

有可能最终化为泡影；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战前有过

一段极不光彩的侵略战争历史，战后又因否认和美

化侵略历史而国际形象欠佳，很难获得亚洲邻国的

信任和支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其实现政治大国目

标的难度。正当日本感到“威胁”和深感头痛之际，

正在积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台湾当局，很自然

地成了日本右翼谋作政治大国的“盟友”。为此，日

本右翼势力便企图通过打“台湾牌”———支持“台

独”，达到既迫使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

国支持日本“入常”，同时又达到削弱中国国际竞争

力之险恶目的。

（三）日本右翼势力把支持“台独”作为遏制中

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

始终抱着战前“原料中国，工业日本”的帝国主义思

想与中国打交道。他们最希望中国永远贫弱，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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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最不希望看

到在自己的身旁出现一个“腾飞的巨龙”。然而中

国经过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综合国力
已大为增强，这就打破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政治

图谋。于是，他们多次挑起钓鱼岛争端分散中国的

注意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将所谓“来自中

国的威胁”与对华“经援”挂钩；不仅将台湾纳入新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的“周边”范围，而且试图

将台湾拉入日美两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计

划。但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手

段是打“台湾牌”。在他们看来，只要长期保持海峡

两岸“不独不统”的分裂状态，日本就能够利用台湾

这张牌经常给中国找麻烦，使中国长期为台湾问题

所困扰，分散中国的注意力，进而达到既迟滞中国走

向现代化的步伐，又使海峡两岸都一时难以对中国

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和南沙群岛采取强硬手段之不

可告人的险恶目的；若能进一步策动台湾“独立”，

就会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进而彻底解

除来自他们想象中的“大中华圈”的“威胁”；而无论

维持分裂现状还是策动“台独”，最便捷的手段就是

壮大“台独”势力和推动“台独”进程。１９９４年，反
映日本军方观点的日本战略中心就明确提出：“中

国统一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因为统一将使中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应以半永久性地

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大国合作，支持或请求

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域内各国筑起防波堤。”［１３］

三、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经济动因

２００２年三四月间曝光的台湾“国安局”几个机
密文件显示，从１９９４年起，李登辉、陈水扁当局不惜
血本设立了多个秘密“专案基金”，大搞“金钱外

交”。在“７０１专案基金”、“３３１专案基金”等诸多
“专案基金”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利用“奉天专案

基金”３５亿元新台币的庞大利息设立的“明德专案
基金”。该“专案基金”主要用于在日本和美国政界

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培植“亲台”势力，以建立台日

美三方秘密合作机制。该小组由台日美三方人员组

成，每年定期举行两到三次会议。具体负责与日本

联络的“特使”，是与日本商界有广泛联系的台湾运

输机械公司董事长彭荣次（化名“彭诚”）。在彭荣

次和台湾驻日人员的大肆活动下，很多日本政要受

贿于“明德专案基金”，有的甚至在卸任后干脆加入

“明德小组”。日方人员以自民党右派人物为主，其

中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森喜朗、前防卫厅事务

次官秋山昌广、前日本“北部方面”指挥官志方俊

之、前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大森义夫等政坛官界要

人。他们在接受贿赂后，均为台湾当局做出了“重

要贡献”。在此仅以桥本龙太郎和秋山昌广为例，

管窥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效力。

１９９６年所谓“台海危机”期间，彭荣次遵李登辉
之命，请求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敦促美国政府派

军舰“保卫台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后透露，桥

本首相曾派密使游说克林顿总统，危言耸听地宣称

台湾“岌岌可危”，催促他赶快派兵“保台”。为了让

美方感到事态“严重紧迫”，刺激美方马上采取行

动，桥本竟要挟克林顿说：“如果美国不保台，日本

不是向中国投降，就是立即核武化。”［１４］不愿看到日

本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行动的克林顿总统，这才命令

“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艘航母开赴台海附近。

美方将这一消息告知桥本，桥本又指示参加“明德

小组”的日方人员志方俊之转告台湾当局。所谓

“台海危机”“化解”后，桥本又积极推动并迅速地与

克林顿签署了《日美安保宣言》（１９９６年）、新《日美
防卫合作指针》（１９９７年）等，将中国的台湾纳入日
美安保体制确定的“周边”范围。桥本龙太郎在

１９９８年７月卸去首相职务后，台湾当局基于他“是
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在日本政坛仍有不可忽

视之影响力，若能参加本机制，可大幅度提升本机制

之政治作用”［１８］的考虑，在美国前驻日大使阿马科

斯（代号“Ａ”）和日本参议员椎名素夫（代号“Ｓ”）的
帮助下，将桥本龙太郎正式拉入了“明德小组”。作

为回报，桥本于１９９９年岁末收到了彭荣次等人专程
送来的１万美元礼券和其他“年终厚礼”。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香港《星岛日报》将所获台

湾“国安局”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 １５日拟制的一份“极机
密”文件公诸于世。该文件显示，秋山昌广在担任

桥本内阁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厅事务次官期间，曾

积极推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署和通过，

可谓新日美安保方针获得顺利通过的关键人物。

１９９７年底，秋山因防卫厅内部发生贪渎案件而引咎
辞职。李登辉为了向这位对美日安保和台日关系作

出“卓越贡献”的真正友人表达念旧情谊，特别指示

“明德小组”出资１０万美元供其赴美国哈佛大学进
修两年。这既是对其“前功”表示感谢，也是为备日

后再度合作时派上用场。此外，台湾当局还通过大

型经建项目的优先“竞标”（如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铁

路建设项目）、商贸往来中巨大贸易利润的人为让

与（每年２００多亿美元的对日贸易逆差）、巨额政治
捐款的投入和色情服务的提供等多种手段，将一笔

笔巨额资金投注在有影响的日本右翼政客身上。台

湾当局向日本各界渗透之深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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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右派实力人物支持“台

独”之热情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台湾当局的金钱诱

惑和作用，恐怕就不言自明了。

其实，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

“亲华派”和“亲台派”两股政治势力。可以断言，日

本的“亲台派”完全是别有用心。他们力主反华是

真，但“亲台”亦是假。他们是试图通过加强台湾当

局的“实力”来实实在在地推进“台独”步伐，重新把

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抑或至少迟滞中国统

一进程，以便利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

状态从中渔利。就主张对华友好的这派政治势力而

言，也须具体加以分析。其中多数人是基于和平愿

望和“赎罪”心理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真诚帮助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少数人是怀揣

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披着“中日友好”的外衣与中国

进行往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早在

１９８０年来华讲学时，曾对此披露说：“对古代中国的
尊敬和对现实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

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最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国家，这一特点已经大

大地淡薄了。但是，稍微剥开中日友好的外衣，还可

发现这样的中国观仍然浓厚地存在着。”［１５］无论从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情形来看，还是从少数

并非真心主张中日友好人士的“台湾情结”观之，这

部分人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支持“台独”势力的主要

外援和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设置重重障碍的主要外

部势力。对此，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应清醒地洞察

到这一点。

总之，在上述历史、现实、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不仅日本对台湾的野心一直大于美国，而

且日本因素势必将随着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

演变和向军事大国急进而逐渐成为阻碍中国两岸统

一的主要外在因素。因此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我们

必须做好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关

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在中日复交前就曾意味深长地

指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这不仅短期内

做不到，长期也困难。日本自民党虽然分许多派，但

在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词，大多有野心。

吉田茂、岸信介等人就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在台湾

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

是长期的。”［１６］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迄今读来仍感

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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