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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中国读者，你们好！
我是加藤纮一。
如果要我向中国朋友做自我介绍的话，我就会说：“我是这样一个日本人：现在能读4000个中文汉字
，而且正朝着能读5000个汉字的方向努力。
”因为我是政治家，所以周围经常有人请求我给他们题词。
每当此时，我都喜欢写“疾风知劲草”。
这句话来自中国的《后汉书》。
它是当我经历人生中重大挫折时，激励我的一句话。
对我来说，中国语言文化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屈指算来，和中国打交道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我一贯表明“我的终身事业就是搞日中关系”。
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外务省工作，一直在做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工作。
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我参加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去年，即2008年，我接替前会长、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做了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因为我一贯标榜自己是“搞日中关系的能手”，所以当有人请求我出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一职时，深
感荣幸。
我发誓要为做好这个工作而尽自己的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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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2006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恐怖活动的元凶》一书的基础上，作者修订后完成的一部作品
。
    作者因反对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同中国友好相处，从而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敌视和
反对。
2006年8月的一天。
一个右翼分子在他的老宅纵火后。
企图剖腹自杀⋯⋯加藤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探索这一纵火事件的原委，而且是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日本频发暴力事件的社会背景。
    此外，本书还阐述了作者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等问题的看法，并对大平正芳、田
中角荣、小泉纯一郎等在内的日本政要作了精彩的评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书中还谈到对我国“文化大革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的认识，并涉及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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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藤纮一，生于1939年，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人。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
早年在日本外务省担任外交官，1972年在大选中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后连续多次当选。
历任官房长官、防卫厅长官、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在日本政坛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现任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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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原版序 众人瞩目的事件译者的话第一章  那一天  “沉重的石头”    家宅焚烧殆尽  “死神从我的腋
下溜走”    凶犯是我的同代人  对《产经新闻》社论的谢意  “元凶是前首相”说第二章 我一贯持有的
言论  与上坂冬子的对谈  与古贺诚的对谈  日美中的等边三角形关系  日中隔阂为何难以消除  不断求索
：日本与日本人将走向何方第三章 战争的记忆  内务省官僚之子    父亲应征入伍  石原莞尔的胞弟    复
原老兵们的战争体验  歧视朝鲜人  父亲讲述的战争  “靖国之妻”  东大成为“安保斗争”的据点  选择
反体制，还是选择现实社会  “反岸”思想  本质上的“不平等条约”  第四章 我与中国  安保风暴和橘
农  “你就专搞中国问题吧”    畏友之死  邂逅中国  吉田茂的训词    赴任台湾  本省人和外省人  台湾时
代  哈佛留学  “文革”到底是什么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赴任香港领事馆  传单和日本遗孤  
尼克松冲击与外务省  被基辛格忽悠了  参加竞选  “文革”后的中国第五章 因语言而生，因语言而废
的政治家们的语录  从“加藤之乱”到“小泉剧场”    田中角荣——“儿子从老子手里接管了财权，做
法也就变了”  小泽一郎——“谁想当首相，谁就去当吧”    宫泽喜一——“竹下，你究竟干了什么”
   大平正芳——“治大国若烹小鲜”    加藤精三——“当了国会议员后再去学习吧”    滩尾弘吉——“
总要有个人去做台湾的沟通渠道吧”  凑彻郎——“跟你在一起，喝上几杯也无妨”    渡边美智雄——
“政治家说话可以黄一点儿”    从“实际利益优先”到“言之有物”  第六章 “时代的空气”  用漫画
表达政治主张  旗帜鲜明的漫画家  日本会议与“傲慢宣言”    何谓东京审判  “结论”业已做出  战争
罪人  如何反省那场战争  强行参拜引起的轩然大波  雨湿靖国参道  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批判  泪流特功和
平会馆  首相参拜之是与非  被隐瞒的“甲级战犯合祭”问题  “中曾根参拜”引起的风波  何为小泉外
交  “挑衅”外交  “靖国史观”的真相  “我们不会忘记”  被尊崇为神明的英灵们  人体鱼雷“回天” 
“官军”与“贼军”    忍无可忍之时  年轻人的“靖国史观”第七章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  奥运会和世
界杯中的爱国主义  不要利用民族主义  “自由电子化”国民  安倍首相与撒切尔主义  重新挖掘日本价
值尾声 真正的元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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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那一天“沉重的石头”2006年8月15日。
一周以来，我接到多家媒体的邀请，多次就小泉首相（当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了评论。
那天，我也是从清晨起，就忙着在各家电视台“赶场”，中午还接受了报社和国外通讯社的采访，傍
晚又赶到位于赤坂的TBS电视台参加了“傍晚五时”的直播节目。
随即，大约傍晚6点，就发生了“那个事件”。
后来我想，可能是自己那时的发言，直接扣动了事件的扳机，于是我再次回想了一下自己当时都说了
些什么。
在“傍晚五时”的节目中，我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比作一块“沉重的石头”。
 “对小泉政权来说，无论如何处理，靖国神社都是一块沉重的石头。
即使1978年合祭甲级战犯以后，（同中韩之间）也没有争执到如此地步，后来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彼
此都将自己对战争的记忆重重地压在了这个问题上，所以石头越来越重。
（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其结果，日中关系变得极为反常。
”关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会见记者一事，我是这样评论的：“听了（首相）今天的解释，我一
而再，再而三地表示难以苟同，我认为，（日本和中韩）对战争的认识不同，比重各异，给后任（首
相）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我就只讲了这些。
我并没有用直截了当的措辞，批判小泉首相的参拜。
后来我才知道，犯人在几天前就到我家周围侦察地形，似乎早就有预谋，要把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一
天作为他采取“断然行动”的日子。
电视节目直播后，我感到疲倦不堪，回到议员会馆时已是下午5点50分左右。
一天的安排总算是顺利结束了，我心里一边想着“好了，可以叫秘书们一起去吃晚饭了”，一边同在
场的记者闲谈。
随后，我接到新闻工作者田原总一郎打来的电话，我还记得他说：“加藤，我看了不少节目，这段日
子，除了你以外，政治家们似乎都不怎么愿意上电视节目啊！
”就在这时，平时以冷静沉着著称的政策秘书神情慌张地走进屋来，默不作声地递给我一张字条，上
面写着“老家失火，母亲平安”。
在东京，我一直住在议员宿舍里。
“老家”指的是我在山形县鹤冈市的家，那儿有两栋房屋，其中一栋里住着我97岁（当时）的老母亲
，她独自一个人生活。
我立刻拨通了鹤冈的秘书的电话，他汇报说：“现在，火焰已经开始往屋外冒了。
”如果火焰窜到屋外，房屋也就全烧毁了。
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不认为这是一起和政治相关的事件。
听说，火灾是在母亲每天例行外出散步的时间里发生的。
母亲97岁了，虽然身体硬朗，但毕竟年事已高，是否是因她疏忽大意，忘记关好煤气就出门而导致的
呢？
但15分钟过后，又有进一步的报告说，从屋内抬出了一个剖腹自杀未遂的男子。
这时，我才恍有所悟“好像这并非只是一场火灾”。
坦率地说，我还记得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厌恶感。
我决定立即返回山形县，连忙开始做返程的准备，订妥了当晚20点15分从羽田机场起飞，飞往庄内机
场的末班机票。
离开东京之前，我向工作人员交代：“也许这不一定是一场和政治有瓜葛的事件。
即使是的话，究竟是个人犯罪，还是有组织的犯罪，其背景尚一无所知。
注意不要断言，这是与‘靖国’相关而发生的事件⋯⋯”当疲倦的身体终于沉入飞机上的软椅时，我
陷入了思考。
在这种时刻，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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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断定这就是一场由右翼发起的冲击，并就此歇斯底里地大声疾呼的话，反倒会招来对方加倍的
反击。
如果以怒治怒对抗下去，只会发展成为一场无休止的谩骂——而这正是我要极力避免的。
家宅焚烧殆尽当我抵达庄内机场时，几十名记者和若干电视台采访组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不由得一愣
。
出乎预料的是，这件事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从机场驱车到我家大约需要20分钟，到家后才发现那里正如电视节目现场直播的那样，很多记者围聚
在那里，电视台摄像机的灯光照得人头晕目眩。
明晃晃的灯光下，我和妻子脚踩着烧焦的痕迹。
“真是惨不忍睹⋯⋯”正房以及与之相连的事务所，已被大火焚烧得面目全非。
而且，还有人企图在这里剖腹自杀⋯⋯房屋被烧得一干二净，听说大火只烧了20分钟左右，就把一切
吞噬而尽。
二层楼的老房子原是我父亲在80年前建成的，总面积约40坪（约合132平方米）。
在日本乡下，这是一座不大不小、随处可见的普通民宅。
这栋老房子里刻有从父亲那代起我们生活的所有记忆。
对我来说，这里是我自幼留恋的老宅。
而事务所——冠以父亲之名，称为“精三会馆”——则是我在老家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就是这样的一所房子和事务所，已经焚烧殆尽。
我的心头充满了难言的懊恼和无奈。
说实话，这时，我满脑子都是个人的思绪。
家里人的心情也和我一样，最伤心的当然是我的母亲。
她在散步的归途中，听邻居说“家里着火了”，隔着一条道路，她站在离家约30米的地方看着大火燃
烧，刚开始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大火吞噬了自己的家。
后来听说，当天母亲看完我做嘉宾的“傍晚五时”节目后，才外出散步，出门的时间比往常稍晚了一
些。
据山形县警察了解到的情况，5点40分左右，犯人来到我家门口，问了声“有人吗？
”就走了进去。
如果母亲这时没有外出散步，那么母亲很可能会遭遇什么危险，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浑身战栗。
母亲的物品中，保留下来的，就只有外出散步时随手拿着的一条手帕。
“连和服都烧光了。
不过到了我这把年纪，即使打扮了也没地方可去啦！
”——母亲很坚强，她笑着说道。
而她珍藏的怀念父亲的物品、个人信件、照片以及钟爱的小人偶等，即她97年人生中所积攒起来的一
切，在那个瞬间全都化成了灰烬。
如果我不当政治家，也不至于让她老人家失去这一切。
“啊，我真对不住母亲！
”种种思绪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是对于聚集在老宅门前的记者们，我必须得说点什么。
我强压个人感情，站到了摄像机前面。
——您认为事件的背景何在？
“不知道⋯⋯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不抱先人之见，而是关注警方的搜查。
”这种情形下，仅靠推测来发表意见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我又渐渐地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听附近的人说，从几天前起，一个可疑的男子就在这一带徘徊，并且一直打听：“加藤先生的家在什
么地方？
”鹤冈市当地人通常不用“加藤先生”，而是用“加藤代议士”来称呼我，一声不常听见的“加藤先
生”让他们感到陌生。
那时候，只知道纵火犯似乎是属于右翼团体的人，其他背景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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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从我的腋下溜走”迄今为止，日本发生过几起右翼制造的恐怖事件。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1993年，右翼分子野村秋介来到东京筑地的朝日新闻社，与社长等人会见时，用
手枪自杀身亡的事件。
再往前推，是1960年发生的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1961年也发生过袭击中央公论社社
长*中鹏二住宅的事件，以及1987年发生的袭击《朝日新闻》阪神支局的事件等。
我本人也曾与危险擦肩而过。
1978年，我在大平正芳首相手下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时，一个手持短刀的暴徒袭击了大平首相，险些
酿成惨剧。
翌日，大平首相对我讲的话，至今仍难以忘怀。
“加藤，昨天死神从我的腋下溜走了。
”大平首相接着说道：“其实，人死了才是正常的状态。
所谓活着，就是上帝以特殊形式用上你几十年，然后再让你回到夕匕亡中去，这是很自然的事”——
他的话，让我再次感到，首相心中的伤痛是多么深刻。
后来，我出任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时，在调整天皇陛下访华的国内意见中，又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事
件。
在首相官邸的外侧，也就是靠近官房长官室的地方，截获了一辆装备危险的卡车。
我认为近几年来，右翼团体的行为更加阴险。
我成为右翼抗议行动的靶子，也并不是第一次。
2003年，我在自己的网页上就北朝鲜问题发表意见时，老家鹤冈事务所、酒田事务所等四处，都收到
过夹有子弹的信函。
当时正逢（第43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之前，与这次事件相同，事件发生后，警方部署了24小时的警备
。
那个自称“建国义勇军”的右翼团体，向朝鲜总联等有关团体的事务所发射了子弹，并在外务省时任
审议官的田中均家中的车库里放置了可燃物，同时发表了犯罪声明，批评田中均审议官的行动“偏向
北朝鲜”。
、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谈及这个事件时说：“我认为田中均这家伙挨炸弹，理所当然。
”无论怎么说，这种发言都太过分了，尽管有不同观点，作为主管东京治安的都知事，做出容忍恐怖
活动的发言，是很不恰当的。
石原的这一发言，受到了媒体相当严厉的批评。
如果这事搁在从前，仅这一次不妥当的重大发言就足以让当事人引咎辞职，此事不能忘记。
2005年1月，富士施乐公司的小林阳太郎会长家中，被人放置了燃烧瓶。
我推测，其原因在于小林批判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我个人希望他停止参拜”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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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你们有何感想呢？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理解日本的话，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因为这本书原本写于2006年，所以书中并未提及那之后我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请允许我就2006年之后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留下深刻印象之事，稍加追述。
2007年，中国外交部主持的外交学会于北京召开会议。
这是活跃在中国国内外外交领域第一线专家们的集会。
我也应外交学会之邀，答应出席这次为期数日的会议。
可是，不巧的是，这次会议日程，与我作为国会议员必须参加的会议发生了冲突。
因为在日本，国会召开期间，国会议员是不能到国外停留的。
这让我十分为难。
我不知道是在连续几天的会议中，自己尽情发言后立即回国为好呢，还是莫如根本不去参加好？
哪一种会更符合中国人的礼节呢？
如此种种让我感到烦恼。
最后，我还是决定去北京。
出访北京的前夜，我还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农业方面的会议。
深夜，我则准备在北京的发言稿，翌晨天还未亮时，我已经飞离成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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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丽泽大学的松本健一教授认为，“要是在国外树敌，国内就能团结一致”。
前首相小泉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韩国的竹岛（韩方称“独岛”）问题等，都能
用这一观点进行解释。
　　——不要利用民族主义“加藤，昨天死神从我的腋下溜走了。
”大平首相接着说道：“其实，人死了才是正常的状态。
所谓活着，就是上帝以特殊的形式用上你几十年，然后再让你回到死亡中去，这是很自然的事。
”　　——死神从我的腋下溜走了尤其是北京，不断增盖新的高楼大厦，不断失去自由空间，渐渐变
成不那么有趣、不利于享受生活的北京。
我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过头的表现⋯⋯　　——不断求索：日本与日本人将走向何方
“我是这个研修所的创始人，期望诸君勤奋苦读。
不过，别以为当了外交官，就要学习外交礼仪，这个没什么必要！
我想让你们学的是政策！
而在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了！
”　　——吉田茂的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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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代的空气:一位日本政治家的思考》再现了中国问题专家的作者对日中关系的深入思考。
2006年夏，因反对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众议院员加藤纮一的老宅被右翼分子纵火焚烧
。
然而这一切却未能让这位坚强的政治家改变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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