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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间变得喧闹起来。
1993年，一党专制的自民党政权崩溃了。
但取而代之的联合内阁由于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弥漫着“谁知明天会发生啥事呢？
”的空气。
加上官僚的堕落，国家三权中的“立法”（国会）和“行政”（政府=官僚）双双黯然失色。
在这政情动荡、人心慌慌的年代，三权之一的“司法”（最高法院）能否不辜负国民的期待，秉持正
义、毅然决然，益发显得重要。
实际上，1969年，最高法院也曾遭遇过史无前例的“司法危机”。
当时，因东京大学安田大礼堂事件大量遭逮捕、被关押在东京拘留所的学生们，包括半身裸露的女生
，大家以赤身裸体抗拒出庭被审。
法庭里只有法官和检察官，公审成为缺席审判。
司法危机发生在这已难说是审判的背景下。
最高法院同执政党的自民党就判决内容针锋相对；司法界头号大人物最高法院石田和外院长的内部肃
清铁面无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裁物语>>

内容概要

　　日本战败后半个世纪（1947—1997年）以来，所有震惊日本社会的人事件纪实、牵动全体日本国
民心弦的最高法院司法裁决、裁决幕后隐藏的令人惊愕的事实真相，都在本书中一一披露。
　　本书是以司法为题材的纪实报告，对日本司法制度实践、社会变革、历史事件、中日关系关心的
人士会对此书感兴趣，作者怀着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和严格的职业素养写就的本书，就是新闻记者
写作的典范。
　　本书旨在透过审判之窗综观日本人的战后历史。
光阴似箭，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成为日本导入陪审制的重要转折点。
　　最高裁，日本最高裁判所的简称，在本书中统称为日本最高法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裁物语>>

作者简介

山本祜司，1936年生于中国沈阳。
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成为日本每日新闻记者。
长年从事法院、检察院、律师等司法系统的采访报道，并曾任每日新闻横滨分社社长、每日新闻社总
部社会部部长。
1986年在担任社会部部长期间因脑溢血瘫痪，在进行回复治疗的同时，历时8年完成本书。
作者目前为作家。
        孙占坤，1962年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回郭镇。
1980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1983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熊本大学法学部、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法律。
1991——1993年任名古屋大学法学部助教。
1994年至今任教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讲授国际关系法。
期间曾任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8——2000）等。
与人合者有《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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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天下午2点半急件送到了明治天皇那里。
两小时后，代表天皇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急忙赶往京都看望尼古拉皇太子；接着，明治天皇也在翌
日早上6点半踏上赴京都的路程。
天皇赶到尼古拉下榻的旅馆边致歉边劝皇太子“留在日本国内治疗直至完全恢复健康”，但遭到拒绝
。
由于俄罗斯皇太后的强烈要求，皇太子被移至俄罗斯舰队亚索法号进行疗养。
这也可看出俄国的愤怒程度。
8天之后尼古拉乘亚索法号回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临行时明治天皇亲自登上军舰为其送行，足可见
事态的严重。
既然是世界最大陆军帝国皇太子被刺，对俄国动向就不能不做最大的留意。
《警视厅史》写道：明治天皇痛心疾首。
问题是津田为什么行刺？
担任审问的大津地方法院检察局种野弘道检察官留下了如下的记录。
检察官：为什么计划谋杀？
津田：俄国皇太子太没礼节。
来我国旅游，从长崎上陆后，先游鹿儿岛。
然后偷偷摸摸来神户、京都，再跑到大津来。
既然来我国，就应先拜访我天皇陛下。
到我国内地鹿儿岛、大津等游览，却不打招呼，显然有支配我日本国之野心。
检察官：有何证据？
津田：对我日本存有支配之意的俄国，很难相信其皇太子是来游玩。
皇太子实为勘察日本的地理地形，为改日夺取日本提供便利。
如果这样放皇太子回去，将来，肯定成为统治我日本国之主。
为了我国，万不得已，不得不绝其性命。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惟一后悔没有好好听从警察所长训示，把日本刀的上乘口味献给皇太子。
尼古拉在日本活动期间作为国宾有栖川宫威仁亲王负责陪同，并由幕僚川上操六中将等高官负责安全
。
对于并非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漫游者日本政府还不得不当国宾来对待，体现出当时国家之间实力的
差距和日本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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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一年有余的辛苦耕耘后，终于可以将这部译著奉献给中国读者了。
对此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本书沿用了原书正书名《最高裁物语》，直译就是“最高法院的故事”。
作者山本祜司先生原为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在长年从事日本司法系统的新闻采访工作后辞职成为作
家。
作者除了这部描述日本最高法院的著作外，还有多部关于日本特别搜查官活动的著作。
原著1994年由日本评论社出版，3年后经过修改，又由日本讲谈社以文库本形式出版。
本译著即译自1997年的文库版。
该书在日本一经出版，作者立即获得了1995年度日本新闻界最高荣誉——日本记者俱乐部奖。
到目前为止，该书在日本共销售近5万册。
如此高的销售量在以司法这种硬性题目为题材的著作中可谓罕见。
在本书中，作者力图说明，1970年代初期形成了日本最高法院及日本整个法院历史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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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95年本书摘取日本新闻界最高桂冠：日本记者俱乐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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