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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惕惕！！正正在在兴兴起起的的日日本本““轻轻右右翼翼””
“拼刺刀”进学校背后是正被流行文化改写的战争史观

本报记者 王昱

对战前日本的“乡愁”

“文部省将枪剑道列为九
种武道之一，公开在中学里教
授，这种行为不过是对战前精
神论的一种错误乡愁。”3月30
日，在日本文部省公布“学习指
导要领”的前一天，日本新泻县
知事米山隆一在自己的推特账
号上如是写道。这条推特迅速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评论量破
千。于是，有关枪剑道的论战，
在新版“要领”公布之前就在日
本打响了。

虽然米山隆一的发言被不
少日本网友评为“太夸张了”，
但其对枪剑道是“对战前日本
的乡愁”的认定却是一针见血。

据日本《朝日新闻》介绍，
按照文部省现行的“学习指导
要领”，被列为可在日本中学、
高校（相当于初中、高中）内教
授的“武道”原本有四种，分别
为柔道、剑道、相扑、薙刀道。本
次新加入的“武道”则为空手
道、弓道、气合道、少林寺拳法
和枪剑道。

在这些“武道”中，枪剑道
显得十分扎眼，这首先是因为
所谓“枪剑道”在日本是一种十
分小众的运动项目。据日媒统
计，目前，日本从习剑道的人口
约为184万，而从习枪剑道的人
口只有3 . 1万人，且其中八成
左右为日本自卫队军官。也许
正是因为其小众，文部省在今
年2月公示的新版“学习指导要
领”草案中，一开始并未列入

“枪剑道”，后来是在国会议员、
“全日本枪剑道联盟”等势力的
“劝建”下才将其加入。这个做
法被很多反对者视为多此一
举。正如米山隆一所提到的：

“如果要训练人耍枪弄棒，有剑
道和薙刀道不就够了？为何要
多此一举？”

“枪剑道”的前世今生

这种多此一举的做法，令
人 产 生 了 另 一 种 不 好 的 联
想———“枪剑道”在日本，并不
是一种流传悠久的运动文化，
而是有着鲜明的日本战前特色
的项目。

“枪剑道”最早诞生于日本
明治维新初期。明治七年（1874
年），日本陆军从法国引进教官，
学习法式刺刀拼刺术。但在经历
了短暂的学习后，日本人很快发
现，为欧洲人体格量身打造的西
式刺刀拼刺术并不适合日本人。
因此，明治二十年（1887年），法
国教官被解雇回国，西洋式的刺
刀拼刺术取消，日本开始研究传
统枪术剑术，所谓的“枪剑道”源
流正式开启。

大正四年（1915年），在宝
蔵院流和佐分利流等日本传统
长枪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日
本陆军正式出版了新版《陆军
剑术教范》，“枪剑道”正式定
型。“枪剑道”配合步枪射击在
日本军队中的推广力度非常
大，导致了日本单兵白刃格斗
能力极高。早在“枪剑道”尚未
成型的日俄战争时代，日军的
白刃战就曾是同样信奉“子弹
是笨蛋，刺刀是好汉”的沙俄军
队的噩梦。到了二战中，“枪剑
道”的战力更加恐怖，在中国的
抗日战场上，一个日本兵在白
刃战中通常能对付三名中国军
人。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
白刃战技术也给美军造成了极
高的战损比，美军不得不允许
普通士兵配备通常只有军官才
能配备的手枪来防身。

在枪剑道恐怖战力的背
后，是当时的日本举国习武的
风潮。据当时的“大日本武德
会”统计，到1945年，日本从习

“枪剑道”的人口多达500万人，
其中多为青壮年男子。他们不
仅从中学习了刺杀的技巧，也
磨练了残忍的内心，这些人与
普遍兵役制相结合，形成了日
本在二战中几乎取之不尽的优
秀兵源。“万岁冲锋”“神风特
攻”“竹枪杀敌”甚至“一亿玉
碎”这些疯狂的战术，正因此而

成为可能。
由于对该模式深感戒惧，

美军占领日本后，于1945年11
月发布了《武道禁止令》，全面
禁止了包括“枪剑道”在内的日
本武道教育。到上世纪70年代，
剑道、柔道等“武道”虽然打着
文化的名义相继复苏，但战前
日本色彩最为浓重的“枪剑道”
却始终被舆论压得死死的，只
是在自卫队等机构的庇护下才
勉强一息尚存。

如果从这一角度观察，此
次“枪剑道”借文部省的一纸公
文而复活，其意义似乎不仅是

“对战前日本的乡愁”那么简
单。朝日新闻网的一篇专栏文
章就将“枪剑术”比作“蚁穴”，

“这座蚁穴的背后连着的是征
兵制，而征兵制背后则是战
争……这样下去，日本战后赖
以发展的和平宪法的大坝终将
崩溃。”

被“萌化”了的战争史

其实真要说起来，如今日
本“和平大坝”上的“蚁穴”早已
不止这一处。在给“和平大坝”
松土的工作上，本届安倍政府
是很勤快的。不久前爆出的“地
价门”丑闻中，大阪府的森友学
园因其在幼儿园和小学试图复
活军国主义教育，一度得到安
倍夫妇的大力赞美。更有甚者，
同在3月底，安倍内阁通过一份
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在学校教
材中采用日本战前的《教育勅
语》。

而与出自日本政府的这次
“松土”相比，对日本年轻人影
响更大的，恐怕是近年来日本
流行文化中兴起的一种苗头。
在本次对于“枪剑道”的争论
中，有不少“枪剑道”支持者的
留言都表达了相似的意思：“这
不就是现实版的‘战车道’吗？
很刺激啊，想试试看。”

被日本网友频繁提起的
“战车道”，是这几年在日本大
热的一部动漫《少女与战车》中
虚拟的“运动项目”，该运动的

比赛过程完全是二战中坦克战
的翻版，如果抛开剧情而论，该
片借“战车道”比赛的开展，非
常严谨地介绍了各型坦克的性
能，车辆驾驶、火炮操作等诸多
细节也非常考究，连配乐都严
格选用二战中各国的军乐，俨
然一部优秀的二战坦克科普
片。

但与真正的战争不同，剧
中“战车道”的比赛不会出现伤
亡，坦克手也从士兵变成了可
爱的高中少女，而参加比赛的
各个高中，则是二战各参战国
苏、美、英、德、意等国的缩影。
该剧对主角所在高中的设计十
分耐人寻味——— 主角们所在的

“大洗女子高校”原本是“战车
道”强校，但该传统一度失传，
后来由于少子化危机，学校面
临被废除的危险，主角们为了
让学校存续，不得不重新武装，
坐上坦克，复兴“战车道”……

这样一个剧本设计，让人
感觉分明是在暗示什么，却又
不点明。而该动漫在日本播出
后，立刻受到追捧，去年的剧场
版斩获了24亿日元的票房成
绩，这似乎表示了当下的日本
年轻人很受用该思路。

防不胜防的“轻右翼”

事实上，类似的文化产
品，近年来在日本呈现泛滥
的趋势。

2013年，日本人气漫画家
谏山创因在网上发表“支持日
本当年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
治”的言论而招致了韩国民众
的口诛笔伐。吵到后来有人发
现，原来谏山创将自己的政治
观点早就画到了他在中日韩三
国都广受欢迎的作品《进击的
巨人》中了。在该作品中，人类
为了躲避吃人的巨人的进攻，
而被围困在名为“希娜”“罗斯”
和“玛瑞安”的三重围墙之内。
这三重围墙被认为是在影射

“包围”日本的中国、俄罗斯和
美国这三个“巨人国家”。而在
片中，习惯了和平生活的墙内

平民被蔑称为“被巨人饲养的
家畜”，那些勇于去墙外与巨人
战斗的人则被称为“自由之
翼”。片中还有多个人物被认为
是在向日本近代史上的“英雄”
致敬。

综观整部《进击的巨人》，
虽然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历史，
但其政治观点已经呼之欲出
了。在被韩国网友揭发了片中
俯拾即是的右翼暗示后，该片
在中国等地迅速遭到了封杀。

其实严格说来，《少女与战
车》和《进击的巨人》等作品算
不上真正的“右翼作品”，套用
米山隆一对枪剑道的评价，它
们表达的只是一种对战前日本
的“错置的乡愁”。与热衷于美
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否认
大屠杀的老右翼、极右翼相比，
这种淡淡的“轻右翼”虽然不极
端，却更有趣、更容易影响日本
的普罗大众，再加上日本强大
的文化产业包装能力，日本年
轻人几乎无力抵抗“轻右翼”的
冲击，被成批圈粉。

前不久，日本新型直升机
航母“加贺号”正式下水。在日
本，这种纯军事仪式通常不受
公众尤其是年轻人欢迎。但在

“加贺号”的下水仪式上，却出
现了大量年轻人的身影。注意
到该现象的日媒在对这些年轻
人的采访后得知，这些人中有
很多竟是日本著名网络游戏

《战舰收集》的玩家。他们来观
摩典礼的原因是二战中的同名
航母“加贺号”在该游戏中化
身为美少女登场，是该作品
中的人气角色。听闻崇拜的

“加贺号”复活，令这些游戏
迷们十分兴奋，因而特地来观
礼。而在接受采访时，一位年轻
人语出惊人：“希望自卫队能

‘复活’更多军舰”，他笑着说，
“当然，不能让它们再上战场
哦。”他不忘补上一句。

只复活战前日本的骄傲，
却不利用它们征战，这也许是
当下日本“轻右翼”最具代表性
的宣言。但引人忧心的是，这真
能做到吗？

3月23日，日本第四艘直升机航母“加贺号”下水服役，由于该舰在二战中的同名舰在日本游戏“战舰收集”中颇有人气，当当天的服役仪式吸引了大量游

戏迷到场观礼。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3月3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
公布日本中小学新版“学习指
导要领”，在体育课程中，新加
入了“枪剑道”。所谓“枪剑”，就
是枪械的刺刀，而“枪剑道”也
就是俗称的“拼刺刀”。此决定
一出，立刻在日本舆论界掀起
了一场巨浪，日本公众对于文
部省复活这项曾在战前大行其
道、战后却销声匿迹的运动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

事实上，复活“枪剑道”仅
仅是眼下日本诸多怪相中的冰
山一角。从日本政府近期力推
的枪剑道、教育敕令，再到民间
借用诸多日本战前元素的动
漫、游戏，眼下的日本似乎正在
掀起一场“轻右翼”的潮流。它
们也许不像公然否定“南京大
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的传统右
翼那般“重”，却在利用更多花
样翻新的方式，对战前的那个
日本表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

“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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