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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制度”对日本亲台右翼政客的影响
———兼论日本右翼与 “台独”势力的结合

□ 邓 婧

摘 要: 随着日本政坛世代交替，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政治家逐渐掌控日本的政局。
这些政治家很多是日本右翼 “亲台”政界人士的后代，并且他们在政治风格上都明显表现出 “子

对父”政治理念上的继承。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对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的影

响将可能长期存在，因此有必要探究能支撑这种具有延续性政治理念的因素，其中 “家族制度”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日本右翼政客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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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掌控日本政坛权力中枢的右翼势力中

不乏一些是上世纪 “台湾帮”成员的后代。

日本政界的这些亲台势力都 “子承父业”，全

盘继承了长辈们的思想和行动。日本作家本泽

二郎在其《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一书中指

出过这一现象，“鸽”派的后代不一定会是鸽

派，“鹰”派政治家的第二代必定是比其父更

强硬的“鹰”派政治家。① “家族制度”不单

纯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具体家庭，家

庭不过是纵式延续，从祖先到子孙这样无穷无

尽繁衍下去 “家”的存在形式而已。在这个

意义上说，即使家族成员在肉体上不存在了，

也并不意味着 “家”的消失，它在观念上依

然存在。②可以看出 “家族制度”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存在，它所倡导的是即使肉体不在，但

是家族信念也依然永存。本文通过对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的日本 “家族制度”对日本右翼政

客及其组成的 “台湾帮”的影响进行探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右翼与 “台独”势力的

结合进行分析。
一、“家族制度”与日本右翼的 “家族国

家观”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 “家族制度”一直是

延续日本国家发展的血脉，“家族制度”不单

单是日本传统社会倡导的以父系为主的社会架

构，还有它对日本民族的思想意 识 的 控 制。
“家族制度”与儒家的 “忠”与 “孝”相结

合，即子女要对父母孝顺，在武家政治时期，

武士要对领主尽忠。明治时期天皇成为真正的

天皇制代表者，“家族制度”与 “天皇专制主

义”的结合，使得天皇被 “神权”化。个人、
家、国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 “孝悌的家族

成员”→“有用的自治公民”→ “忠良的国

家臣民”的国家道德的自觉升华。③在近代和

二战时期，日本右翼力图把日本作为 “本家”
而把亚洲各国作为 “分家”，推广以日本为主

的“国家观”，以“家族国家观”为幌子，以

“天皇制”为精神支撑，培养了顺从的日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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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来推动战争的进程; 家族制度对战后日本政

坛的世袭现象产生重要影响，也造成了日本右

翼政客对侵略历史的否定。
( 一) “家族制度”与日本右翼的 “皇国

史观”
“皇国史观”是日本社会的 “家族制度”

与“天皇专制主义”的结合，由 “家族国家

观”衍生而来。“家族制度”最初提倡的是一

种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但随着历史的推演，

结合了儒家的 “忠与孝”的家族制度演变为

意识形态而存在于日本社会，战时天皇成为了

日本人一生尽忠的对象，顺从的臣民为了尽忠

天皇而死应该是要受到国家尊敬的，即所谓的

“国家有罪，人无罪”。
“皇国史观”与演变为意识形态的 “家族

制度”有异曲同工的效用，在日本战时帮助

日本右翼使天皇成为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精神

支柱。进入昭和时代，皇国史观受到了日本政

界和军界的重视，在民众中培养对天皇的绝对

忠诚; 在战时状态下培养为天皇而誓死如归的

臣民。这种把 “家族制度”作为掩护进行修

饰的“皇国史观”被日本一些右翼保守势力

扭曲成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所

谓“史观”其实并不是提倡正确的历史事实，

而是麻痹战时日本民众的精神迷药，作为战时

动员日本民众的有效工具才是它的真面目。
“皇国史观”最核心的思想是推崇对 “万世一

系”的天皇统治的服从，使右翼势力主张对

外的侵略路线披上了一层 “顺应天命”的神

秘色 彩，以 此 蒙 蔽 日 本 民 众。他 们 所 谓 的

“八纮一宇”四个字是由日莲宗佛传道者田中

智学从日本最早的 “敕撰历史书”——— 《日

本书记》中记述神武天皇定都于大和 ( 古地

名，在今奈良县辖内) 时所颁发的诏书使用

过“兼六合以开都，挠八纮而为宇”概括而

来的，④本意指世界一家。其后，这一理念被

日本右翼势力利用，被赋予建立在日本主导

下，以日本为盟主、其它各国为附庸的亚洲共

同体、世界共同体的寓意，使一切在天皇的名

义下进行的战争，都是成为了实现 “八纮一

宇”的理想的“正义”的行为。
( 二) “家族制度”与战后日本政界

1、家族主义与集团主义的结合

日本战后即使进行了民主改造，但是传统

文化中 “家族制度”的影子对日本政界的影

响并没有消失，日本还是一个受 “家族主义”
控制的纵向社会，战后日本政界的派阀政治就

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在 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上

台后对自民党内进行过派阀政治的改革，但是

派阀政治在日本政界并没有因此消失，仍然以

更加细小化和流动化的形态存在于日本政界。
日本政界不能彻底根除政党内派系林立、

“党中有党”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日本

政界内部的纵向结构。日本政党内部的纵向集

团关系决定了政党内的 “亲子关系”结构，

特别是新保守主义主导的自民党内的世袭议员

政治。这样的结构有利于党内集团领导者树立

权威，在这样一个集团里，人们通过对同一权

威的崇拜，使彼此之间感受同属一个集团，获

得一种命运连带感，表现出对集团整体的精神

权威的绝对依赖。⑤但是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力

发生变化后，集团内部又会分化出不同的小集

团，这些集团甚至走向对立。同一政党内集团

纷繁，同一集团内又派系林立。现执政的自民

党有七大主要派系分别是: 町村派、古贺派、
额贺派、伊吹派、山崎派、麻生派和高村派。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隶属于町村派。町村派

是由岸派→ 福田派 → 安倍派→ 三冢派→ 森

派演变而来的，在自民党内一直都是保守主义

派系。二是党内的总裁选举制。要成为党内拥

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必须拉拢党内各派系的

支持。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认为，纵向集团

自身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其产生 “党中有党”
的可能性，因为纵向集团的生存主要是靠人际

关系来维持。⑥所以日本政党的纵式结构关系

就决定了当今日本政坛的派阀政治影响力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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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2、“家族国家观”与日本右翼政客的历

史认识

日本近代的 “家族国家观”，即运用日本

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原理，把统治与被统治者的

关系比拟为家族父子关系，依靠被神化了的天

皇权力，实现总家长 ( 天皇) 对臣民 ( 全体

国民) 进行家长制统治的国家伦理观。⑦现今

日本右翼势力利用 “家族国家观”来为日本

开脱战争罪行。他们把日本视为亚洲唯一的领

导者，他们利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 “家族制

度”中严格区分的家族人际关系，把日本视

为是亚洲的“本家”，其它亚洲国家视为日本

的“分家”。“分家要以本家为中心，本家与

分家相仿相辅，形成大东亚共荣圈”。⑧现今日

本右翼势力所掌控的日本政界不遗余力地图谋

修改教科书，特别是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
可以说是为日本侵略历史 “翻案”的急先锋。
1996 年自民党本部成立了 “思考日本前途和

历史教育国会年轻议员会”，其组成成员大部

分是“台 湾 帮”的 成 员，代 表 是 中 川 昭 一，

安倍晋三任事务局长。在安倍晋三等人的资助

下，1997 年出版了 《对历史教课书的疑问》
一书，他们还开了数十场研讨会，为的就是证

明“强 征 随 军 慰 安 妇”的 记 述 是 “错 误”
的。⑨而在台湾，日本右翼所培植的一批媚日

政客也在岛内积极配合日本右翼美化侵华历史

的活动，受过日式殖民教育的李登辉在担任台

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就大肆帮助日本美化其对

台湾的殖民统治。
二、“家族制度”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

日本的亲台势力俗称日本的 “台湾帮”。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深受日本 “家族制度”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家族制度”已经演变

成为一种具有很强延续性的意识形态，“家族

精神”的延续对维系日本右翼势力的生存起

着决定性作用。日本政界 “台湾帮”的据点

和老巢是自民党 1973 年成立的 “日华关系议

员恳谈会”，1997 年发展为跨党派的议员团体

——— “日华议员恳谈会”( 简称“日华恳”) 。⑩

安倍家族一直与 “日华恳”有脱不开的

关系，可以说安倍家族的 “亲台”香火一直

都没有断层过。安倍的家族背景十分复杂，出

身于政治世家的他，外祖父是日本首相岸信

介，外叔 祖 父 是 日 本 首 相 佐 藤 荣 作。作 为

“台湾帮”鼻祖的岸信介一直都把蒋介石奉为

恩人，安倍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对其祖父

岸信介的崇敬。安倍家族世世代代都主张要加

强日美同盟关系，更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极力

把台湾纳入 “日美安保”范围。可以说，安

倍家族一门三首相鲜明地突出了日本政坛的世

袭政治。
( 一) 岸信介时期的日台关系

岸信介时期是战后日台关系密切提升的阶

段。从本质上说，岸信介时期的对台政策具有

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特点，在当时东西方冷战

对峙格局的制约下，岸信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

敌视大陆的政策，主张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力

图修改《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
1960 年 日 美 双 方 在 华 盛 顿 白 宫 签 订 了

《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 ( 简称 “新

日美安保条约”) ，其中突出了 “远东条款”。
岸信介对条约内的 “远东范围”作了说明，

他说，远东“这一区域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

以及日本周边地区，也包括韩国和 ‘中华民

国’统治下的地区。”之后， “远东条款”在

遭到亚洲各国反对后，岸信介又改为 “日本

周边、菲律宾以北，不包括中国本地和台湾附

近诸岛”。瑏瑡 “新日美安保条约”的主旨就是要

突出台 湾 在 西 太 平 洋 海 岸 重 要 的 战 略 位 置

( 台湾的地理位置掌控着日本的 “海上生命

线”) 和“保卫”台湾的立场。岸信介时期修

改的“新日美安保条约”与之后佐藤荣作时

期的 “尼克松———佐藤声明”实质上是一脉

相承 的。在 岸 信 介 时 期 一 直 没 有 明 确 化 的

“远东条款”，在佐藤时期就被明确化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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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声明中对于台湾地区的形势问题明确指出

了: 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安

全也 是 极 为 重 要 的 因 素 ( 有 关 “台 湾 条

款”) 。瑏瑢

岸信介内阁时期日台政治经济的联系更加

紧密。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日本国

内的生产力已经基本恢复到战时水平，作为亚

洲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在这一时期日本给

台湾提供了资金及技术上的帮助，对于国民党

政权在台湾的稳固给予了物质上的保障。
( 二) 佐藤荣作时期的日台关系

岸信介内阁和佐藤内阁在日台关系上都是

以“亲台反华”为主旨，始终是以本国利益

为基准。岸信介内阁时期 “反华”是为了修

改《日美安保条约》。而佐藤内阁除了致力于

发展本国的经济外，还把收回冲绳作为重要的

外交目标，其 “反华亲台”的动机与收回冲

绳的外交目标有密切联系。
佐藤 内 阁 初 期 在 对 台 政 策 上 经 历 了 从

“疏台”到“亲台”的过程。佐藤内阁在成立

之初，为了获取支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积

极的政策。但在他真正当选首相之后，并没有

真正对华采取积极的政策，仍表示要积极发展

和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佐藤内阁之所以不能放

弃台湾，是因为日本政府需要配合美国的对台

政策，“对美一边倒”是这一时期日台关系的

基本框架。
1967 年 9 月 7 日，佐藤首相在访问东南

亚各国时访问了台湾，这是战后继岸信介之后

第二位日本现任首相访台。佐藤的此次访台与

岸信介访台有所不同，佐藤并未对蒋介石的

“反共”论调给予明确的支持，但进一步加强

了日台经济关系，主要是继续向台湾提供日元

借款。
战后，台湾对外借款几乎全部来自于美

国，但由于美国疲于应对越南战争，逐渐减少

对台经济上的援助。1965 年 6 月中止了对台

援助计划。当时，台湾的第四个 “经济发展

四年 计 划”即 将 开 始， 只 得 求 助 于 日 本。
1965 年 3 月，日本前副首相石井光次郎作为

内阁特使访台，4 月 26 日在台北签署了日元

借款协议，总额达到 540 亿日元 ( 折合 1. 5 亿

美元) 。1971 年 8 月日本政府又决定继续向台

湾提供 2245 万美元的借款，该借款主要是由

日本进出口银行向台湾提供 88. 82 亿日元的资

金，用于台湾对日进口。通过日元借款，日台

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瑏瑣

佐藤内阁时期日本对台政策是以国家利益

为轴心的，一直被 “美国因素”所捆绑。虽

然日美两国在 1971 年 6 月签订了 《冲绳归还

协定》，但在当时协定还需要得到两国国会批

准，才能真正生效。为了谋求在冲绳议题上的

利益，加上受到日本国内 “台湾帮”的束缚，

佐藤直到下台都未能冲破 1952 年 “日台合

约”以来形成的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
( 三) 安倍晋三的“新国家保守主义”
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政

治家的代表，他是在日本旧有的政治文化和政

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旧

体制保守主义的色彩。但是与上一代相比，安

倍有着新的保守主义趋向。
1、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具有强烈

的政治主张

安倍晋三从政以来一直都坚定自己的政治

信念，他在日本政坛的强烈鹰派色彩使他赢得

了不少支持。在 2003 年 《文艺春秋》刊登的

其与石原慎太郎的对谈采访中，安倍认为作为

政治家必须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必

须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瑏瑤

1997 年 11 月，日本政界杂志采访了担任

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代理会长时的安倍晋三，当

时他把“新日美安保条约”中的 “远东条款”
和盘托出，那就是 1960 年的 “安保条约”当

然是非常明确地把台湾列入 “安保条约”的

适用范围。他还强调说 “把台湾海峡从适用

范围中排除出去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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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承诺说不使用武力”。瑏瑥安倍与台湾一些政

界人士私交甚密，在 2010 年访问台湾时就特

地跟台外事部门要求要访问民进党，并拜会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08 年在前台湾 “驻日

代表”许世楷的卸任酒会上安倍晋三也毫不

避讳地出席。
2、保守激进的历史史观

“皇国史观”成为日本右翼历史史观的精

神支撑，日本右翼的历史史观的主轴就是美化

日本的侵略战争。安倍重新上台伊始就公开抛

出日本“侵略定义未定论”。他在担任自民党

青年局长期间，对日本中学生教科书中有关

“强征随军慰安妇”的描述持怀疑态度，他认

为，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军队是有组织地强

征慰安妇。他觉得，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对自己

的国家抱有自豪感，中学教科书不应记载这样

内容。瑏瑦可见，安倍是典型的日本中生代保守

主义政治家，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

说是日本战后军国主义消除不彻底的表现。
在日本社会流传着要当选议员必须要有

“三 ban”，地盤 ( 地盘) 、看板 ( 招牌) 、カ

バン ( 钱包) 。可见在日本从政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需要有一定的家族背景作为支撑，这也

导致了日本的世袭政治现象，特别是在派系众

多的自民党内，安倍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

上首相，这在推崇 “年功序列”的日本政坛

实属罕见。安倍的政治生涯能顺风顺水，离不

开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提拔和福田康夫的

帮助。日本人有传统的报恩意识，安倍晋三的

爸爸安倍晋太郎曾经也提拔过小泉，照顾过福

田康夫。在小泉的第一届内阁中，他任命福田

康夫为内阁官房长官，任命年轻的安倍晋三为

自民党干事长。互相栽培，互相照顾，成为自

民党世袭的政治生态，在安倍的周围就织成一

张张关系复杂的家族关系网。
综上所述，安倍家族 “联美，亲台”的

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很典型地贯彻了日本

“家族制度”作为意识形态所提倡的 “即使肉

体不在，但是家族信念永存”的指导意识。
三、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结合

在上世纪冷战前期的数十年间，日本的右

翼势力对亡命而来的 “台独”分子给予了热

情的接纳，日本成为了当时 “台独”分子的

避难所。上世纪 80 年代末，李登辉当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后逐渐露出他 “皇民化台独”本

质，凭借 自 己 掌 控 岛 内 的 政 治 权 力，帮 助

“台独”势力内外合流于台湾岛内。2000 年台

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后凭借李登辉在日本

打下的“台日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在日本积

极寻求支持，极力扩展“日台高层”的互动。
( 一) 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结合的原

因

日本右翼分子很多都是日本政界的 “台

湾帮”成员，日本政界的 “台湾情结”离不

开历史因素，自身的主观意识，当然还有来自

台湾方面的利诱。
1、传统思想意识“大亚洲主义”的影子

“皇国史观”宣传的“大亚洲主义”至今

仍然残留在日本右翼的思想里。右翼的保守主

义者认为台湾对于日本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他

们一 直 都 把 台 湾 当 作 是 “日 本 的 海 上 生 命

线”。日本右翼怕两岸若统一，就好像给日本

的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都可以勒紧的绳索。但

实际上，同样每年有大批货物要经过台湾海峡

的韩国为什么却没有如此担忧。日本右翼对台

湾眷恋还是其骨子里的 “大亚洲主义”在作

祟。
2、日本统治了台湾 50 年，感情倾向于台

湾与日本有分不开的联系

日本右翼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

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还心存怀念。在日本政界有

许多 “台湾帮”的国会议员，特别是新中生

代政治家许多都有亲台倾向，原自民党政调会

代理会长船田元就说过，我从心底是亲台湾

的。
3、日台双方的需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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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图 谋 政 治 大 国 地 位 的 日 本 与 欲 争 取

“国际生存空间”的台湾不谋而合，日本的外

务省和防卫厅热衷于宣传 “中国威胁论”，这

与“台独”势力主张相契合，双方都有遏制

中国大陆发展的共同目标。日方的 “中国威

胁论”说得越生动，东 亚 局 势 说 得 越 不 稳，

都更有利于推动日本的武器出口解禁和自卫队

行使集体自卫权。
4. 台湾方面对日本右翼的金钱利诱

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就设有 “明德专案”
基金在日政界、军界铺设人脉。因为日本有政

治献 金 的 法 令，所 以 台 湾 方 面 与 日 本 政 界

“台湾帮”人士的交往十分隐蔽，台湾方面总

是以购买日本政界人士的餐会券来变相提供政

治献金，而且不留下任何名目。日本自民党青

年局内的年轻议员每次赴台后回到日本都会对

台湾大加赞赏，然后变成新的一批 “台湾帮”
继任者。不过到目前为止，日本政界 “台湾

帮”的核心跨党派团体 “日华恳”成员的具

体名单还是不对外公开的。
( 二) 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间的联系

当今日本国会 “台湾帮”的成员俨然已

经成为日本政界中不可小觑的力量。李登辉和

陈水扁执政 ( 1988 － 2008 年) 22 年间，日本

与台湾的交往层级逐渐提升，特别是在陈水扁

执政 8 年 间 作 为 “驻 日 代 表”的 罗 福 全

( 2000 － 2004 年) 和许世楷 ( 2004 － 2008 年)

时期。深谙日本政界人情世故的两人，可以说

担任了“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之间联系的

中介人，为台日交往在这 8 年内突破了许多

“不可能”，使 “台日关系”有了更实质的提

升。
1、推动“台日高层”交往

一是结交旧一代 “反共”议员，同时开

拓新一代如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以日本国家利

益为重的右翼政客的关系。如罗福全所谓的

“老干新枝”战略。二是经营日本政治家的人

脉关 系。同 日 本 “亲 台”派 系 保 持 关 系 是

“台独”势力竭力争取的，如同对台湾一直很

友善的“森派”，还有保持与日本国会跨党派

亲台团体 “日华恳”的紧密联系。三是推动

“官邸外交”。日本政府对日台高层交往是有

基本原则的，但当内阁阁员出现在某议员官邸

时则代表私人身份。特别是 2005 年 8 月在日

本众、参议院通过了台湾人入境 90 天免签证，

这使得台日官员来往更加不受到拘束。四是推

动“台日高层”交流制度化。“台独”势力通

过制度的保障来与日本政界保持联系。五是通

过打破 “1972 年”体制，暗中推动日本版的

“与台湾关系法”。按照 “1972 年体制”，台

湾官员和日本官员是不能正式来往的，也不能

在官 厅 所 在 地 活 动。许 世 楷 任 内 为 了 突 破

“七二体制”，就经常秘密安排日本高官到台

湾的“驻日代表处”与台湾的官员进行会谈;

还积极游说日本国会推动日本版的 “与台湾

关系法”，希望以此来使台日关系获得制度的

保障。
2、推动台湾纳入“日美安保”范围

通过日本向美国强调台湾的重要性，提升

“台美日”实质上的同盟关系是罗福全和许世

楷作 为 “驻 日 代 表”任 内 的 最 主 要 任 务。
2005 年 2 月 19 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

“二加二会议”其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

开把台湾海峡划入日本 “周边有事”范围。
日本方面提出此提案的关键人物是 “亲台”
派的右翼自民党议员、时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

孝和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在 “台独”势力

和日本右翼政客的鼓动下，日本对中国大陆的

军事威胁评估不断扩大，日本 “周边有事”
的范围除纳入台海外，近几年来已扩展到第一

岛链区。
3、把“台湾学”引入日本高校

罗福全任内已经和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的台

湾研究所有学术交流的关系。早大的台湾研究

所是“台独”人士致力于培养研究台湾的日

本学生，研究所的建立得力于 “亲台”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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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士如森喜朗的帮忙。2011 年 4 月，原

任东京大学教授的若林正丈改任教于早稻田大

学，大大增强了早大的台湾研究阵容。
4、在日本为“台湾正名”
台湾 人 入 境 日 本，要 向 日 本 政 府 申 请

“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其国籍栏原本填的是

“中国”，且日本法务省对台湾的分类是归于

中国的。许世楷在任内通过 “日华恳”的帮

忙，众议院议员玉泽德一郎出面与日本法务省

交涉，2008 年法务省将有关国籍栏的法令改

为“由地方自治体首长自行决定”。该法修订

后，原本就赞成修改法令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

太郎立即宣布: 住在东京的台湾人在 “外国

人登录证明书”的国籍可改为 “台湾”。在

2012 年 7 月 9 日全面废止 《外国人登录法》
后，改依 《住民基本台帐法》可以按照住民

本人申告写上“台湾”。
可以说，陈水扁时期的 “台日外交”是

李登辉时期的延伸，“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

势力的结合在罗福全和许世楷担任 “驻日代

表”这八年内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提升，合作

方式也更加隐秘，更加灵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扭曲的 “家族制度”作为意

识形态的影响力至今在日本政坛仍未消失，

“亲台”右翼政客的后代逐渐把持了日本政

坛。安倍晋三有着浓厚的 “亲台”背景，保

守思想已经残留生根在他的意识里。特别是当

今“安 麻 体 制”主 导 下 的 日 本 政 坛，一 些

“台湾帮”还占据着日本国会的席位，“台独”
势力还在日本积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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