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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在大学任教，1977年到1979年之间兼任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至今已逾25载。
虽说这之前也不时与政府机关打着交道，但能够亲身进入机关组织，亲眼见到决议制定与信息传达的
运作流程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在我任职所长的这两年间，曾先后效命于三任企划厅长官(国务大臣)，宫泽喜一便是其中的第二任。
经济研究所里有个国民所得调查室，负责每季度国民所得的统计发表。
按规定，在得出推算统计结果后必须首先向大臣汇报，再由大臣向内阁会议报告后予以公开发表。
当时正值使用联合国新定标准进行国民经济计算(SNA)的推算方法刚刚确定之际，为了用新推算方法
代替旧方法进行各项指标的演算，其中涉及事务繁多，我也因此不得不一次次地进出大臣办公室。
这种时候，负责人必须将所提交资料向大臣进行说明，而大臣则逐字逐行地指点着资料，一边认真阅
读一边仔细聆听。
指尖平滑地移动意味着平安无事，可只要在一点上稍作停留，尖锐的提问便立刻随之而来。
有时，一把手的负责人也会被问得语塞，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坐在一旁的我出马相助了。
别的大臣不至于一味追问，可宫泽大臣却总让我们在跨人大门之际紧张不已。
但是说心里话，在向新SNA推算方法转换的那段日子里，真是承蒙大臣对我们照顾有加。
1978年那会儿，经济增长率俨然成了报纸经济版的重要话题，我们也因此开始担心社会上会传出这样
的流言：新统计方法得出的增长率如果比旧方法有所上扬，那不正是一种操作增长率的作假手段吗？
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的是，新SNA方法得出的前年度(1977年度)增长率与旧SNA方法所得结果几乎持平。
大臣听取了该汇报后也不禁喜形于色，并立即下达命令，为避免蜚短流长，本来预定发布在季度速报
上的新SNA推算方法将提前一个月公诸于世，以求达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这之后我们便忙于将日程提前，致力于新SNA的公布发表，终于顺利完成了新旧交替的工作程序。
看似小事一桩，但对我们经济研究所来说却是重大问题，当一切顺利结束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卸
下千斤重担后的轻松心情。
这之后的近30年里，我总是在一年一度的企划厅旧友会上见到宫泽大臣，会上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几
句而已，直到后来我答应协助伊藤隆先生和御厨贵先生对大臣进行人物访谈，这才又一次陪同御厨先
生一起拜访了宫泽事务所。
幸而大臣欣然应允，我们也因此得以进行了10次访谈记录。
当这些访谈内容最后被整理成册时，我们的成就感实在是无以言表。
唯一遗憾的是，青山学院大学的新保生二先生于去年之秋与世长辞。
新保先生当年在经济研究所时代担任总负责的主任研究官，对所内一切事宜可以说事无巨细，事必躬
亲。
如今故人已逝，谨献上回忆录一册，略表敬意以及思念之情。
2005年1月中村隆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宫泽喜一回忆录>>

内容概要

宫泽喜一（1919年10月8日－2007年6月28日）先后写下过三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
第一本是1991年6月出版的《战后政治的证言》（读卖新闻社），第二本是1995年4月出版的《新·护
宪宣言》（朝日新闻社），最后一本就是这本2005年3月出版的《宫泽喜一回忆录》。
毫无疑问，作为回忆录来说，三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最后一本。
其理由很简单，宫泽喜一本人在第一本出版之时，尚未担任日本政府首相，还没有走到他政治生涯的
最辉煌点。
第二本书虽然出版在宫泽喜一担任过日本首相之后，但是时间仍然是在他临危受命，以曾经担任过首
相之身出任大藏大臣，达到他晚年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辉煌点之前。
而最后一本，也就是本书，则成书于宫泽喜一从议员位置上完全引退以后，也是他集人生之大成的最
后一部著作。
    本回忆录讲述了宫泽喜一的人生历程。
宫泽历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外务大臣、官房长官等政府要职，并几度亲历战后日本的重要政局转变，
是日本政界的保守派中流砥柱。
回忆录历数了宫泽从长大成人到出席旧金山和谈，继而参与筹划并活跃于池田内阁政治舞台的种种幕
后秘闻，以及最终担任首相要职，为解决各项重大政治课题而终日忙于运筹帷幄的宏伟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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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御厨贵，1951年生于东京。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
曾任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现任东京大学先进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教授。

    著作包括《政策的总合与权力》、《马场恒吾的面目》《日本近代3 明治国家的完成》、《口述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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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学生时代赴美·当时的日美关系  开战前的回忆  战时担任大藏省事务官视察占领地  沼津税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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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路线  夏普来日  池田藏相赴美之目的  藏相的随行者第五章  媾和会议随行  “占领”的含义和安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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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的往事  吉田·池田·佐藤之间的关系  关于前尾繁三郎先生第七章  池田内阁时代  池田首相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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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贵 宫泽喜一相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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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京帝国大学时代御厨：您大学是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学科吧，入学那年应该是昭和十四年四
月。
当时选择帝大的法学部政治学科时没有过犹豫不决吗？
宫泽：我的高中是那种旧制高等学校，毕业生对口上帝大仿佛是种约定俗成。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独辟蹊径的，不过总的来说，文科班进法学科和经济学科，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
样。
当然也不是所有毕业生都能人学，可是也没见多少复读的。
也有上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不过人数极为有限。
像我们这种在东京上高中的，毕业生一般都去东京大学。
御厨：请问您进入法学部之后，对大学里的授课印象如何？
宫泽：我至今仍在拜读当年东大的师长冈（义武）先生的大作。
现有先生的一整套《著作集》（《冈义武著作集》，共八卷，岩波书店出版，1992一1993年）问世。
那时候先生倒是很少谈论日本政治话题，反而经常纵论西欧形势，偶尔话题触及当前政局，总是一针
见血，人木三分。
当年先生的课，我们总是听得全神贯注，如痴如醉。
另外矢部（贞治）先生也教过我们政治学，他的教学风格颇为激进，但听了却始终没觉得感同身受，
只是因为课是必修课，才不得不听。
恐怕那时候，矢部先生对近卫（文磨）的研究相当热衷。
现在看来，近卫文磨这位前首相，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定位果然与冈先生的论著所述如出一辙，可见先
生的眼光十分精准。
教授英国法律课程的高柳（贤三）先生正是带领我们赴美的指导教官，我因此得以常常拜访逗子小姐
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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