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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两两受受致致命命打打击击，，她她终终于于爬爬出出黑黑暗暗

本报记者 王昱

“我们受到了选民非常严
厉的评判。必须沉重接受对我
党的严厉责备，我本人也将做
深刻反省。”7月3日，当日本东
京都议会选举以安倍领导的自
民党“空前的惨败”（日本NHK
电视台语）收场时，安倍不得不
铁青着脸对媒体如是说。接下
来几天的消息，似乎只会给这
位首相的脸上更添阴霾——— 党
内反对派蜂起，党外批评之声
林立，政府内阁支持率暴跌。日
本《每日新闻》评论说，自本次
上台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的安倍
政权，终于遭遇了他的最大危
机。

一切来得似乎如此突然，
仅仅在今年年初，安倍政权看
起来还稳如泰山，其党内、党外
支持率双高的局面，甚至让媒
体创造了一个新词———“安倍
独大”。那么，从“安倍独大”到

“安倍危局”，短短几个月里，这
位首相的运势是怎样完成逆转
的呢?他是否会在这场危局中
就此折戟沉沙，黯然下台？

筑城三年，落城一日

“筑城三年，落城一日。”据
安倍的亲信透露，在最近几天
安倍与其幕僚频繁进行的私人
会面中，安倍不停地引用这句
日本谚语，用以警告幕僚眼下
形势的危急。

仅仅翻看一下最近几天日
本政坛的新闻，你就会明白安
倍的这种警告绝非夸张：

7月1日，为了备战日本政
坛今年最大的“关键决战”东京
都议会选举，安倍亲赴东京秋叶
原为本党议员拉票，不料在这块
旧日的“竞选福地”却遭民众呛
声，反对者大呼“安倍下台”。

7月3日，日本东京都议会
选举结果揭晓，由现任知事小
池百合子率领的“都民第一会”
一举获得55个议席，加上公明

党等支持势力的议席，小池势
力所获席位已超过半数，替代
自民党成为东京都议会第一大
党。自民党所获议席则从57席
大幅降至23席，远远低于2009
年的历史最低水平（38席）。当
时就有日本媒体分析说：东京
都议会的“失守”，或将成为一
条导火索，导致自民党内外反
安倍力量的集中爆发，冲击安
倍长期执政基础。

果然，7月3日，在自民党败
走东京都选举的敏感时刻，自
民党内的麻生派、山东派和佐
藤派合并为新的派阀“志公
会”，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
生太郎担任会长。新麻生派成
为仅次于拥护安倍的细田派的
第二大自民党内派阀。虽然麻
生太郎在面对记者时明言将继
续支持安倍政权，但同时又表
示，“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
应该考虑在党内形成两大政策
集团以维护政治安定。”言语
中，隐隐已经有要在安倍政权
中分一杯羹的意思。

有暂时臣服的，自然也有
公开跳反的。7月6日，自民党内
安倍公开的挑战者、水月会领
袖石破茂对媒体发表评论，将
此次选举惨败的罪责直接归咎
于安倍内阁长期执政所养成的

“傲慢”。他毫不客气地指责说：
“借着反省（这次惨败）的机会，
有些该说的话我要说了……为
了重振党势，应当在党内对各
项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有分
析认为，石破茂这里所指的各
项问题，显然包括自民党下一
任党首的人选。这就已经有点
逼宫的节奏了。

日本朝日新闻社于7月1、2
两日以电话形式实施的全国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
支持率为 3 8%，不支持率为
42%。这是自2015年12月时隔
约一年半以来，安倍内阁再次
出现支持率低于不支持率的情
况。与上次不同的是，安倍在支
持率急跌的同时，还需要面对

党内明显的分裂。

都是“太顺”惹的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
倍在都议会选举惨败后突然遭
遇的逆风局，表面上看突如其
来，但其祸根却已经酝酿很久
了。

安倍晋三自2012年底再次
担任首相以来，执政时间已近5
年，不久前刚刚超越小泉纯一
郎成为日本战后执政时间第三
长的首相。安倍之所以能够长
期执政，公认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在安倍上台前，日本首相
刚刚经历了一波走马灯似的轮
换，从2006年到2012年，几乎每
年更换一次首相，安倍的长期
执政满足了日本国民希望出现
一个稳定政权的期望。其二，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民众具有
一定的吸引力，日本国民希望
安倍能将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解
救出来。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
一点，是安倍上台时，日本左翼
党派刚好处于一个一盘散沙、
实力孱弱的低谷期。因此，安倍
上台后的内政外交只需要讨好
右翼，尤其是自民党内的右翼
就可以，而安倍本次上台以来
奉行的新保守主义，刚好解决
了这个问题。

然而，目前看来，安倍长期
执政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

首先，日本民众对现行政
治和安倍政府愈发失望。最新
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创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最
低。在不支持的理由中，“对安
倍不抱期待”占比最大。在本次
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都民第一
会”主打“改革”牌，其当选议员
大多是首次当选，而且年龄普遍
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选民求“新”、求“变”的心态。

其次，日本民众对“安倍经
济学”愈发失去信心。虽然安倍
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短期内刺
激了日本经济增长，但是，正如

很多批评者指出的那般，以通
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会造成
贫富分化的加剧，这是大多数
日本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也是对安倍来说最
为致命的问题，是自民党内派
系斗争加剧。正如前文所说，日
本政坛左翼力量的孱弱导致了
自民党和安倍独大的态势，但
这种顺风态势也进一步加剧了
自民党喜好内斗的致命伤。

自民党名为一个党派，实
则是一个政党执政联盟。1955
年，美国为了对付崛起的日本
左翼政党，强行将保守的日本
自由党和民主党捏合在一起，
创立了自民党。由于这种“拉郎
配”，自民党从成立之初就默认
了党内派系的合法性。时至今
日，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各个派
系轮流坐庄已成常态（这也是
为何大多数日本首相都在位不
久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
安倍上台后，由于他的强势，自
民党将总裁任期由2届6年延长
至3届9年，为安倍连任至2021
年铺路。轮流坐庄的态势被打
破了，这当然引起了党内其他
派系的不满，他们一直在寻找
一个突破口对安倍进行反击。
2017年，安倍频发的丑闻和东
京都议会选举的惨败，无疑吹
响了这些反对者“起义”的号
角。

安倍若下台，
未必是好消息

眼下，安倍长期执政的前
景愈发不明朗。目前看来，安倍
想要长期执政必须经过两道
坎。首先，安倍必须稳住党内势
力，在明年的选举中成功连任
自民党总裁。其二，在连任总裁
的基础上，他还需要率领自民
党重振民意，赢得在明年年底
举行的下届众议院选举。

不过眼下看来，安倍政权
想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很困难，
原因是他手中可打的牌不多。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安倍可能采取调整
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的
方式渡过难关。目前，媒体普遍
预测安倍将在８月上旬进行人
事调整，甚至还有报道认为，安
倍可能在７月１２日出访结束后
不久就改组内阁。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
通过“人事调整”来平衡党内各
派势力，的确是安倍之前玩得
很顺的老招数，但在自民党内
斗加剧的目前状态下，调整人
事很可能会造成“按倒葫芦起
来瓢”的反效果。另外，必须认
识到的是，频繁地改组内阁也
会降低安倍政权的执政效率，
从而加剧选民的不满。

那么，如果安倍真的走不
出眼下的危局，对于并不十分
喜欢他的我们来说，这是不是
一个好消息呢？答案是未必。

的确，从短期来看，安倍所
面临的困境会给他推动日本

“国家正常化”的道路造成一些
阻碍。比如已经有传言说，安倍
内阁正在考虑暂缓提出原定于
今年下半年推动的修宪事宜。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造成
安倍眼下危局的最重要原因，
是日本自民党内斗的加剧，而
自民党之所以有心内斗，根本
原因则在于日本左翼政党的式
微。所以，眼下日本政坛的变
局，更像是一场右翼政客内部
的“窝里斗”，在自民党外对安
倍提出挑战的小池百合子，其
本人就以极右著称，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修宪积极分子，她将
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定义为

“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要
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自民
党内成立新派系的麻生太郎，
在其担任首相期间曾提出“中
国威胁论”。可以说，无论最终
由谁替代安倍主政日本，中日
关系想在短期内走出低谷都是
不太可能的。安倍今天面临的
危局，或许只会为我们今后的
对日外交增添更多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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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倍倍的的

危危局局
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空前惨败”，党内反对

派蜂起，党外批评之声林立，内阁支持率暴跌，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正在遭遇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从“安倍
独大”到“安倍危局”，短短几个月里，这位首相的运势
是怎样完成逆转的呢?他是否会在这场危局中黯然下
台？中国今后的对日外交又将增添怎样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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