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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  黄星原    2000年年初到2005年年底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担任新闻参赞兼发言人
期间，我发言当中涉及最多的内容就是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当时我一直在想，靖国神社问题难道只是中国人的痛？
为什么会成为中日关系最大的一个困扰和障碍？
这种困扰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矛盾到底是神魂错位还是是非颠倒？
中日之间如何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共同面向未来？
    在种种“喧嚣与骚动”当中，我认识了龙影公司的社长和制片人张云晖，得知了她和李缨导演正在
从事纪录靖国神社的工作。
我深为震动的是，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拍摄这样一部如此复杂敏感问题的
影片，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敬于他们的胆量与执著，也由于自己的职业与责任，我只能不断支持和鼓励这两位热爱电影的创作者
，期待着他们漫长的摄制和创作过程能早日变为成果。
    值得庆贺的是，《靖国神社》这部电影最终得以完成，并在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日本、
韩国和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热议和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深层思考。
    中日关系一段时期以来的“政冷经热”以及“民冷官热”现象，无论其深层原因如何，靖国神社均
脱不开干系。
即便是现在，靖国神社问题虽然已暂时不再那么烫手，但靖国神社后遗症仍令人遗憾地存在着。
一个强调原则的中国和一个神魂颠倒的日本如何进一步加强理解与互信仍是中日交往的长期课题。
    相信这本书与《靖国神社》纪录电影将相得益彰，成为中日民间情感交流的又一扇心灵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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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靖国神社是中日韩面向未来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敏感地带。

作者观察、思考日本22年，通过靖国神社以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刀、樱花、神道与天皇这几个关
键词，来洞察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日本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日本人认为自己才是二战的最大受害者
 ★三岛由纪夫：武士道的最后一个殉道者
★日本让妇女鼓励男人参战，通过阴柔来激发阳刚
★看“赤裸裸的反日电影”《靖国神社》要过安检
★南京“百人斩”事件真相，日本刀有那么锋利吗？
 ★废刀令后日本刀不再是武器，日本民族主义整体走向衰落
★天皇的三大祭祀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基本架构 ★樱花的死亡美学使它成为武士的象征 ★战死者成为
神是天皇的恩赐，所有人要报国恩
★日本的文化是女性美学，因此宽恕战犯与裕仁天皇
★日本人注重礼仪、爱清洁都是因为神道信仰
2007~2008年，李缨导演的电影《靖国神社》引发BBC、《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路透社、法
新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CCTV、《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等主流
媒体高度关注。
本书是他对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关系未来的最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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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其首部电影作品《2H》荣获1999年柏林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
200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大奖。

2001年，故事片《飞呀飞》柏林国际电影节世界首映。
NHK纪录片《明星梦——北京电影学院故事》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纪录片奖、日本制作者联盟优秀纪
录片大奖。

2007年，故事片《蒙娜丽莎》获日内瓦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促进奖。

李缨耗时10年拍摄《靖国神社》，该影片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靖国神社”作为主题的电影。

《靖国神社》创造日本纪录片电影票房最高纪录，获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特别奖，香港国际电影节
“最佳纪录片人道主义奖”，并在柏林电影节引发轰动。
2009年，美国公映，韩国公映，2010年德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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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靖国》骚动”——最精彩的当代日本政治文化大戏
第一节《靖国神社》震动日本
看“赤裸裸的反日电影”《靖国神社》要过安检
“《靖国》骚动”前奏：《靖国神社》是日本电影吗？
凭什么获得资助
“《靖国》骚动”序幕：史无前例——右翼国会议员动用国政调查权审查电影
《靖国神社》到底符不符合资助条件
我一直是日本电影界的“怪物”
“《靖国》骚动”第一幕：各大影院迫—— 看不见的政治压力取消放映
“《靖国》骚动”第二幕：政治文化艺术的混战
 另一位国会议员登上舞台，连环出击
日本要文化立国就要保障艺术的创作自由
“《靖国》骚动”第三幕：回东京反击
我对媒体说这是国会议员对老刀匠的政治威胁
“《靖国》骚动”第四幕：靖国神社终于直接出动
《靖国神社》成为日本观众最多的纪录电影
我成为被告，有三十多位日本律师义务帮我打官司
这部电影是给日本人的情书，我不反日
第二节拍摄缘起：条件反射
去日本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靖国神社问题
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很好：一个诗意的、美丽的国度
我在日本学到了很多好东西，比如日元上印知识分子
看完《南京1937》，一下就觉得不想跟日本人说话了
我们第一次让南京大屠杀出现在日本高中课堂里
日本人看到攻占南京的电影镜头竟然全场掌声雷动
我最初去靖国神社是去看相扑、赏樱花，那是个娱乐的好地方
一部电影讲东条英机维护了日本尊严，中国受到的伤害被无视
父亲在靖国神社听到攻打徐州的战歌，犯了心脏病
第三节灵魂体验，绝处逢生
坚持十年拍电影是因为我在西藏的死亡体验
我拍《靖国神社》孤立无援，日本没人敢投资
靖国神社的保安和右翼分子抢我的摄像机
风萧萧兮日本寒，北京瑞雪降
附录一　右翼团体150人观摩试映 各种意见莫衷一是
附录二　有村治子议员的质问和稻田朋美议员的公开信
第二章?日本刀——连日本人都不了解的靖国神社
第一节靖国神社的神体是一把日本刀
靖国神社无力回答我的反问
246万日军战死者的灵魂附在一把日本刀上
第二节世上最强日本刀
1933年日本要对抗世界，为此锻造8100把靖国刀
为什么中国刀拼不过日本刀
日本刀可怕的生死美学
南京“百人斩”事件真相，日本刀有那么锋利吗
第三节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用日本刀串起一部日本国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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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上三次“废刀”
日本刀与日本民族意识的千年进化
中国的失败是日本的成功之母
日本的“马赛曲”：《拔刀队》
明治维新的精髓：和魂洋才
新时代武士精神的象征
“靖国刀”的特殊寓意：从“脱亚入欧”到向欧美宣战的标志
“声东击西”日本刀：代表东方与西方较量对决
废刀令后日本刀不再是武器，日本民族主义整体走向衰落
三岛由纪夫：武士道的最后一个殉道者
史上最壮烈、最富于诗意的切腹
附录一　靖国神社——检验日本首相的试金石
附录二　答人民大学学生提问——日本年轻人眼中的靖国神社
附录三　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是天皇的尊严问题
第三章?日本的神性与母性，象征与暧昧
第一节不研究日本的”诗意”就无法真正了解日本
三种神器，日本民族世界观的原型
日本人讲礼貌、爱清洁都是因为神道
天皇的车没有车牌号，菊花就是他的标志
古代的天皇其实就是一个大祭师
神圣的米与神圣的天皇
天皇是人神，是活在现世的一个神
神道、花道、茶道、剑道、武士道：道教对日本有巨大影响
天皇的三大祭祀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基本架构
千年巨变：从靖国神社开始，人要为神牺牲
第二节改造樱花与改造日本
樱花是神跟人的媒介，是女性美和爱情的象征
樱花的死亡美学使它成为武士的象征
儒家教义也可以成为日本动员国民参战的”凶器”
日本让妇女鼓励男人参战，通过阴柔来激发阳刚
阴阳互转大法：樱花成为士兵为国捐躯之后的化身
日本人的洗脑术出神入化
终极激励：战死的日本人可以成为日本的神
战死者成为神是天皇的恩赐，所有人要报国恩
第三节国家是慈母，天皇无罪责
日本的文化是女性美学，因此宽恕战犯
甲级战犯遗属也一起享受“恩给”，日本国内没有“战争罪人”
天皇的慈父形象塑造了国家的慈母形象
第四章?从“大东亚共荣圈”到“东亚共同体”
第一节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难点在哪里
孙中山曾经提出大东亚共存共荣
“靖国共同体”的遗留问题
日本一边道歉，一边参拜，怎能让人信赖
中日韩”新三国志”：“求同存异”还是“求不同”
第二节东亚共同体如何创建
靖国参拜问题可能解决吗
天皇是“穴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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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是日本的“固有文化”，天皇的态度是关键
日本参拜神社、讨论爱国都不是希望发生战争
东亚的前景在于创造共同的礼仪
全书附录一? 与靖国神社相关的日本史和世界史
全书附录二 ?《靖国神社》刺激各国神经，引发各方思考
全书附录三 ?影片《靖国神社》侵害肖像权诉讼资料
全书附录四 ?李缨、崔洋一导演关于《靖国神社》的对谈
?
后 记 谨以此书向日本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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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是个美丽的、诗意、优秀的国度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很好：一个诗意的、美丽的国度。
很多人到日本旅游，对它的第一印象都是很有好感，漂亮、干净。
 那时候上语言学校，业余时间打工，看到公交车站边有很多的竹子，竹子上有很多竹叶，成了很好的
装饰物，特别有诗意，还挂了很多人祷告的纸条，很漂亮的扎在上面，一问什么节日，说是七夕，七
夕不就是牛郎织女吗？
七夕，你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在中国，七夕已经不是一个国民性的节日了，你都完全不了
解这个风俗。
除了某些偏远的地区有之外，忘了七夕是整个国家的一个节日。
 当时我正在打工，我在日本先做了半年的搬运工，有一天一个漂亮的女孩很高兴地过来给我送巧克力
，我很高兴，以为人家对我有意思，后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情人节的时候，女孩子都给你送一个
巧克力，很有礼貌，这些东西，一点点小的诗意感动和支持着我，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支持着我，因
此觉得辛苦打工也是值得的。
 确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缺陷，其实都可以从日本找到一面很好的镜子，中国很多地方应该吸收日本的东
西。
我当时怎么把日本的东西拿过来？
我拿过来的各种各样，首先要挣钱，拿过来一点日元支撑下来。
我研究日元的特点，发现日元头像的选择跟我们不一样，日元头像都是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知识分
子在他们的货币上面作为头像，这背后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很值得研究。
大部分日本人对靖国神社是怎样一种感情 我曾经在香港大学跟学生交流，其中有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那个学生说我平常了解的日本人这么有礼貌，怎么看《靖国神社》这个电影，他们都是这么军国主
义的？
我说你不觉得他们参拜同样是很重要的一种礼貌吗？
这个民族一直很重视仪式感、礼仪，靖国神社就是他们的重要礼仪象征。
一般的日本人并不是从一种宗教感情出发去参拜，无数的日本人在下班途中或新年等节日会去神社双
手合十、拍掌，参拜一下，祷告一下，许一个愿，这是进入日本人血液的习惯。
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其实都是这么想的，就是觉得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在这里面没有很多的对与错
。
 当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衰落： 日本刀几百年来都是作为一种武器，不管它是一种实际的武器还是
精神的武器，这个用途在国民生活里已经丧失了，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日本刀最根本的美学特质就是精神的武器，不管它是战场的武器还是修身养性的武器，没有武器
的感觉，就没有震慑人心、连接着生死的美，最激动人心的一刹那就失去了美感，就不一样了。
其实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日本刀所象征的民族主义其实在整个日本社会里面已经衰落了。
日本刀已经是一种美术品或体育用具，它武器的特点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说这个民族有多大的杀伤力
呢，这个大家可以思考。
 日本要征服亚洲，代表东方与西方对决！
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它的历史进入新阶段，跟明治以来尽力与西方融合又有了区别。
不是入欧了，而是要跟欧美列强对决了，因为他们同时灌输了另外一种理念，东西方始终要有个对决
。
日本首先是征服中国和东南亚，整合亚洲力量来抗衡欧美。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又客观地解放了亚洲的殖民地。
东京审判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说日本人老是不认错，靖国神社怎么还能坚持他们在为亚洲民族自立做
斗争？
但印度检察官在东京审判的时候，就主张日本没有罪。
 按照日本的思维，在印度，在东南亚，日本人将殖民者赶跑，将英国法国赶跑，客观上促成了这些民
族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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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这是日本的骄傲，是日本军人的骄傲，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光荣的一面，就像这个世界有光有
影，有光明面，有黑暗面，你强调日本军的残酷不代表我们的本质，南京大屠杀不代表我们的本质。
日本人为什么缺少负罪感 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战死
的军人有多少？
成为靖国神社的“英灵”的，“日清战争”的时候是1万3千多人，死掉了1万3千多人就把中国给搞掉
了。
然后到了抗日战争，就是日本所说的日中战争时期，在中国大陆战场，日本军人死了19万1250人。
而跟美国等开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里面死了213万3915人。
可见日本军人中因侵略中国战死的比重有多轻。
在日本人的战争意识当中，占绝大比重的就是太平洋战争。
而在日本看来，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国际法范围内的国与国的宣战，美国也是大老远多管闲事跑来的
，不存在谁侵略谁的问题。
这也造成了日本人觉得靖国神社里的英灵都是为了正义而牺牲的重要心理倾向。
日本人认为自己才是二战的最大受害者 如果中国说战争当中有无辜受害者，那么到处都有受害者，我
们日本还有受害者，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世界上哪个国家经受过原子弹的
灾难呢？
所以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历史教育，是关于原子弹的危害。
他们讨厌战争，热爱和平，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不愿意再经受这样的伤害了。
战争带来的牺牲太痛苦了，太悲惨了，你看看我们的广岛、长崎，谁愿意再经历战争？
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呼吁和平，热爱和平。
谁也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们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这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
九死一生《靖国神社》很多人说我“反日”，我的态度是日本社会如果有病症我就该说有病，有病不
说就是虚伪。
不能是我看到这个病症不说，光是说你很漂亮，这样谈恋爱是虚伪的，我真诚跟你交往的话，我就要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一直说，《靖国》这部电影是我给日本的一封情书。
 靖国神社》上映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白热化的骚动状态。
放映前有右翼扬言要放炸弹，结果是电影院坚持放映，只不过所有观众进入电影院之前，要进行安检
，《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电影史上惟一需要通过安检的电影。
日本电影协会的理事长是韩国人崔洋一，他以电影协会的名义支持我，很多日本人一看，说又是中国
人跟韩国人搞在一起来搞我们，马上打电话过去，对崔洋一进行死亡威胁。
支持你的人，他们都觉得要把他干掉，不要说我们这些人。
 所有人当时都很紧张。
不仅仅仅从安全方面来说，日本和中国使馆方面都很紧张，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很大的外交问题
。
5月10号，胡锦涛主席要访日，那时候多紧张啊，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他们说你们怎么安排这个时
候放呢？
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胡主席要访日的。
很凑巧我的电影是5.3放映，是日本和平宪法建立日，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放映时间。
三岛由纪夫：武士道的最后一个殉道者三岛由纪夫是最后一个武士道的殉道者，他用剖腹自杀的方式
，宣布了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社会的终结。
日本的二战时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时代，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年代。
那时候所有的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人际关系非常好，三岛由纪夫觉得少年时代的记忆非常的美
好。
 史上最壮烈、最富于诗意的切腹三岛由纪夫切腹的时候是非常令人震撼，在日本众多的武士切腹记载
中，大家觉得那是最壮烈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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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腹下去往往不会马上死，这个痛苦会很长久，旁边有一个砍头的人来缩短他的痛苦。
三岛由纪夫一刀下去，横着一个一字型，但是他切腹后没有倒下，还是跪坐着。
旁边帮他砍头的人，可能太过震撼，或者是手发抖了，或者是功夫不到位，一刀砍下去，脑袋没掉下
来，再砍一刀，脑袋还是没掉下来，这个时候三岛由纪夫还在跪坐着。
切腹之后砍了两刀，整个人没有倒下去，三岛由纪夫真是个精神力量极其强大的人。
    很多切腹的人做不到这一点，早已经倒下去了。
最后旁边另一个人急了，拿了另外一把刀，第三刀下去把三岛由纪夫的脑袋砍了下来。
脑袋没了，三岛由纪夫才整个倒下去。
三岛由纪夫的死法，被日本人认为是富有诗意的死法。
从这里面可以理解什么叫做靖国神社的诗意，靖国神社的美学。
对三岛由纪夫的纪念，都是在靖国神社里举行。
三岛由纪夫虽然不是靖国神社的英灵，但是他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还是同属一个体系里的，也是象征
性的存在。
日本让妇女鼓励男人参战，通过阴柔来激发阳刚怎样让为天皇而死的观念植根于所有的军人或国民的
思想里呢？
日本政府通过调动母亲的情感，调动女性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点。
日本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首先会广泛动员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在日本战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组
织，它会对妇女进行思想灌输，让妇人接受战争的必要性，让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儿子说你要去为国
战斗，为国牺牲。
这就达到了忠孝一致，是一种很重要的战争动员途径。
在日本的教科书里，有一篇文字很有意思：在战场上有一个军人拿着母亲的一封信在哭，其他人问他
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妈妈出了什么事？
他说没有，因为他在战场上没有立功，他母亲就写了一封信说，你赶紧为天皇去捐躯吧，你为天皇捐
躯才是最大的孝，才是我的好儿子。
日本就这样用母亲的情感来打动人心，来实现他们的战争美学，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种体系。
通过阴柔（女性）来激发阳刚（男性），日本在这方面处理地非常巧妙，也非常完善。
 日本女人为什么鼓励男人为天皇战死？
 战死者被塑造为护国的神灵，而且天皇直接去亲拜，很多地方老百姓是很感动的。
在战争当中政府出钱，让全国各地的人都去参拜，很多母亲一看，这么漂亮、这么巨大的一个建筑，
自己的儿子居然在这儿成为了神，非常感动。
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成为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靖国神社之前不存在普通老百姓可以成为神，这是没有的概念。
能成为神的是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日本为什么宽恕战犯与天皇从日本把太阳神（女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象征，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是
女性美学，从今天日本人家庭的构造也看以看出这一点。
日语把太太叫卡米桑，就是尊称自己家太太为神，这是日语很重要的一个词。
日本今天所有上班族的工资都是交给夫人的，都是女人掌管家庭里的经济和教育。
一个男人、一个儿童的人格成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女性的教育，就是母亲的教育。
而在母性体系里面，我们想想母性的特点是什么？
慈爱、慈母。
母亲永远是宽恕的，不管儿子在战场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它最终是宽恕的。
 为了塑造天皇的慈父形象，让民众觉得他就是国家的象征，从明治以来，天皇有一个习惯，就是全国
巡幸，遍布每一个地区，跟贫苦人、跟农民、跟所有阶层的人密切接触，去劳动、慰问、交谈。
这打动所有人的心，觉得天皇就是一个慈父的形象，这种慈爱唤起来的情感就是对慈母的感情，通过
天皇慈父的形象塑造了国家的慈母形象。
所以天皇能在战争当中作为战争的象征，在战后转变为和平的象征。
战后天皇马上又去巡游，跟各地的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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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个很慈悲的老人，在他们唤起的感情里面，他们不觉得天皇有战争责任。
即使在战争当中，天皇是陆海军的大元帅，所有人为天皇战死，他们也不觉得天皇有责任。
 解决中日历史纠纷的关键在天皇 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事例。
明治维新为了强调文明开化，天皇要做表率。
第一，天皇把自己的长头发给剪了，向西方看齐。
第二，天皇开始吃牛肉，在日本的传统里基本是不吃肉的。
除了鱼肉，他们认为吃羊肉、牛肉、猪肉都是不洁的，从事屠宰业的人都叫贱民。
但天皇开始带头吃肉，因为他们研究支撑西方强大背后的洋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肉。
日本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就是吃牛肉。
天皇吃肉之后，当时一批反对的人还侵入皇宫表示反抗，觉得这是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极大侵害，这件
事引起极大的争议。
但是因为天皇带头坚持下去，所以吃肉的习惯马上普及开去。
在军队里面，也开始吃面包、吃肉来增强身体素质，吃鱼、吃稻米，吃蔬菜的军队打不赢吃肉的军队
。
现在日本人都在吃肉，不管是80后、90后，都在吃肉。
这是日本的一个文化特色，日本的文化就是混血儿。
日本发展到今天，既不是传统的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它是一个混血的文化。
所以很多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强调日本固有的传统，那是很难成立的。
日本文化混血的传统怎样在新的东亚共同体里体现，这是一个课题。
还有就是天皇应该带头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战争责任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恐怕天皇不开口，很
多东西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天皇的态度往往决定日本的一个政治与文化走向。
我觉得天皇的态度跟东亚共同体是否成立，也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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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谨以此书向日本致礼    在《靖国神社》面世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筹备拍摄新的故事电影，为了换
脑，我特别想在中国拍一部与日本毫无关系的黑色喜剧电影《大笑时代》，但没想到命运还是安排我
走进了中国与日本最有关系的城市——南京。
中日友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理事长耿忠是南京人，她忽然邀请我跟她一起为南京拍摄一部以现在的南
京为舞台的故事电影，中日合拍。
我说过，拍《靖国神社》的初衷是想拍一部关于南京的电影，没想到转来转去，南京就这样以全新的
方式又出现了。
在《大笑时代》还在以蜗牛战术推进的同时，为了前赴后继的缘分，我与日本一位著名的老编剧长田
纪生先生一起去了南京采风。
    在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后，长田先生说，日本输了。
之后我们又一道去南京柔道馆参观，他进去的时候，脱帽，行礼，离去的时候，鞠躬，行礼。
他说，柔道的精髓，不在于输赢，而在于较量而不失礼，在于以礼开始，以礼结束。
    2011年3月11日，日本9级地震，海啸，核辐射，天灾人祸，国难当头。
    与中国的核恐慌引发的盐荒相比，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的“克己复礼”，举世瞩目。
    日本民族一直都在对大自然行礼，在它泛神论的神话中，不乏暴虐之神的存在，无论善神恶神，日
本人都一律礼拜，这就是神道。
    对待地震之神，对待海啸之神，对待死神，一律以礼相待。
    这次较量之后，很快，日本人就会用柔道精神，重建家园，重建神社，在新的神社礼拜之后，一切
从新开始。
    日本最有象征性的家园是伊势神宫。
那是祭祀天皇祖先的空间，是日本最大的圣地。
令我一直不可思议的是，神宫的木造圣殿为什么要二十年拆毁重建一次？
    这次震灾，世人都在讨论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理性和从容。
一位日本友人说，日本人传统的家都是木造的，日本人的心里深处对木造的房屋有一种天然的生理需
求，木屋的精神架构，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拆毁可以组合重建。
地震来了，房子塌了，海啸来了，房子被卷走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重建就是。
    的确，频繁的地震周期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丽岛国的生理周期，大家都习惯了。
    伊势神宫的圣殿二十年重建一次，岂不正是日本民族“危机意识文化”的一种象征？
    最起码，二十年一代工匠，神圣的木造技术就可以代代相传，日本最神圣的祖屋就不至于在各种灾
难中毁于一旦，无法复原。
    在日语中，“地震”与“自信”竟然恰好是同一个发音。
或许正是一个最“地震”的国家，才能酿造一个最“自信”的民族。
    维系着这种自信的，就是日本人无所不在的礼仪，而也正是这些礼仪，形成了日本社会这个大家庭
最重视的“绊”——纽带。
    在东京一个震灾避难所，天皇夫妇跪坐着与国民对谈的情景，“绊”住了所有日本人的心！
    日本人喜欢以输赢的模糊来看待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立场与位置。
    这次比海啸和核辐射的能量和影响力更强大的，是日本人的礼节。
日本并没有输给灾难。
    而长田先生所说的“日本输了”，自然是指关于那场战争的道义。
    我想，按照他所说的柔道精髓，日本的“输了”，是否还指那场并非“以礼开始”的战争，尚未“
以礼结束”？
    日本，以靖国神社之礼，结束了那场战争，但那是对日本国内的“礼”。
对外呢？
    这本书的记录整理和出版过程，断断续续，横跨了我作为被告登上东京法庭的前后一年多的过程。
    去年10月，我与原告第一次法庭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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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还是从“反日电影”的角度展开控诉我如何侵害了他的名誉与肖像权，原告律师则从各种角度来
询问我长达八年的拍摄如何地无视靖国神社的拍摄管理和如何看待被拍摄者的人权。
我和我的律师团则针锋相对地通过各种问答，指出原告的起诉动机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个人肖像权，还
不如说是为了维护靖国神社的面子与名誉。
结束辩论时，我在法庭当着法官将我的《靖国》一书送给了原告，他有些意外，但还是礼貌地接收了
。
    接着，法官分别对原告被告进行了调解。
    很显然，法官不想判决任何一方的输赢。
    随后的两个月里，又经过两个回合，原告终于放弃了原来的诉求，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我送给他
的那本书《靖国》是否起到了一些什么作用，总之，双方在圣诞节到来之日，以和解的方式了结了这
场官司。
法官意外地成了“圣诞老人”。
    为我辩护的律师团38位律师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我无法将之一一记住，但对以下这几位核心成员，
我无法忘记：日隅一雄，梓泽和幸，内田雅敏，饭田正刚，宫腰直子，出口裕规。
律师团的工作见证了日本核心社会中最令人尊敬的品德和风尚，这是我在这场靖国官司当中最大的收
获，是我整体的日本观中最坚实有力的一个库存。
    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将我在日本二十二年来对日本文化的感受和日本历史的认识梳理了一遍，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老师认真校阅，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多年来的合作制片
人张云晖战友，北京电影学院张会军院长，中坤集团董事长兼诗人登山家黄怒波先生，给我一如既往
的支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先生，对《靖国神社》的前前后后一直鼎力关怀；The Film
Library的孙雅丽女士，作为《靖国神社》这部电影的国际发行人，倾注了炽热的心血；良友基金的王
立兴博士，对影片在国内高校的巡回放映鼎力相助；出自南京的耿忠，让我在中日两国间颠沛流离的
状态找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平衡，在此对各位一并拜谢。
    其他还有许多为《靖国神社》电影的完成和在中国的推广不断出力尽力的朋友，以及为这本书的出
版费心费神的策划者和编辑者，谨此也一并致谢。
    今天是2011年清明节，我特别为我父亲李士非的在天之灵点了一支香。
父亲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因为拒绝学习日语，曾被日本人老师强制吞食粉笔，但他却没有反对我1989年
东渡日本学习日语，而且一直无条件支持我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和我母亲一样对我极少回家探亲的
“不孝”予以无限的宽容。
现在，他虽然还不能看到他无限期待的《靖国神社》在中国的公映，但看到这本书最终能够出版，作
为一个热血出版人和诗人，父亲应该会格外欣喜。
    书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归纳和总结。
我人生当中的“《靖国》骚动”时期，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
新的电影和新的人生，在新的神魂颠倒的音乐里，已经缓缓拉开了帷幕。
    以礼开始，以礼结束。
谨以此书向日本致礼。
    2011年清明节于北京德胜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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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缨导演是我的战友。
他在日本，我在中国，同在异国他乡奋斗着。
他的存在给我带来的是归属感。
我看过他经曲折完成的《靖国神社》。
此时此刻，我很有把握、很负责任地说，它不是体现反日的，也不是强调爱国主义的，也不是判断对
错的，而是一部使得我们了解靖国神社究竟是什么场所，思考靖国神社问题为何如此复杂的纪录片电
影。
我对李导表示敬意，他为“中国人了解日本”这一重大议题上做了一件大事。
他曾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令人深思：“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为对方着想。
”——加藤嘉一  日本是和中国关系最复杂、最微妙的邻国，也和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的缠绕
和恩怨，李缨导演旅日多年，深刻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
这部书中有他深入的思考和独特的洞见，对于日本社会提供了他的见证。
这是值得中国人认真阅读的著作，了解你的这个邻国，其实也是认识自我和世界。
——张颐武只有更多地了解靖国神社的真面目，才能更准确地知道我们愤怒的缘由；只有走进靖国神
社的历史观，才能提醒这个世界要警惕什么。
对此，李缨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导游。
——白岩松看这本书之前我看过李缨的纪录影片《靖国神社》。
我深深感叹：一个热血青年导演的镜头语言竟可以如此冷静扎实；同时我深深地好奇：到底是怎样一
个“谜”，牵引他付诸十年的时光去探寻，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代价！
这本书揭晓了谜底，当然又引出更多“谜”一样的问题。
正所谓：观影读书，神魂颠倒。
——许戈辉日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甲午海战，《南京！
南京！
》？
还是松下电器，《聪明的一休》？
直到现在，日本对我们来说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李缨导演旅日多年，他用深入日常生活的日本经验，以靖国神社为观察对象，用电影与文字两种媒介
，精准地点到了历史的穴位上。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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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白岩松，许戈辉，张颐武，加藤嘉一鼎力推荐！
只有更多的了解靖国神社的真面目，才能更准确的知道我们愤怒的缘由。
对此，李缨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导游。
——白岩松我深深地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谜”，牵引他付诸十年的时光去探寻，甚至不惜以生命
作代价！
——许戈辉李缨导演是我的战友。
我对李导表示敬意，他为“中国人了解日本”这一重大议题上做了一件大事。
——加藤嘉一2、电影《靖国神社》引发日本举国轰动，导演李缨为你揭晓日本灵魂美学！
李缨旅居日本长达22年，拍摄《靖国神社》长达10年。
《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票房最高的纪录电影，引发日本《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BBC 中国《参考消息》等全球顶级媒体的关注。
他对日本的思考浓缩在本书之中，与《菊与刀》相比，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作序推荐！
3、靖国神社是东亚人民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是中日韩民族情绪的敏感地带。
本书以靖国神社为切入点，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魂颠倒日本国>>

名人推荐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2000年年初到2005年年底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担任新闻参赞兼发言人期
间，我发言当中涉及最多的内容就是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当时我一直在想，靖国神社问题难道只是中国人的痛？
为什么会成为中日关系最大的一个困扰和障碍？
这种困扰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矛盾到底是神魂错位还是是非颠倒？
中日之间如何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共同面向未来？
 在种种“喧嚣与骚动”当中，我认识了龙影公司的社长和制片人张云晖，得知了她和李缨导演正在从
事纪录靖国神社的工作。
我深为震动的是，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拍摄这样一部如此复杂敏感问题的
影片，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敬于他们的胆量与执著，也由于自己的职业与责任，我只能不断支持和鼓励这两位热爱电影的创作者
，期待着他们漫长的摄制和创作过程能早日变为成果。
 值得庆贺的是，《靖国神社》这部电影最终得以完成，并在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日本、韩
国和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热议和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深层思考。
 中日关系一段时期以来的“政冷经热”以及“民冷官热”现象，无论其深层原因如何，靖国神社均脱
不开干系。
即便是现在，靖国神社问题虽然已暂时不再那么烫手，但靖国神社后遗症仍令人遗憾地存在着。
一个强调原则的中国和一个神魂颠倒的日本如何进一步加强理解与互信仍是中日交往的长期课题。
相信这本书与《靖国神社》纪录电影将相得益彰，成为中日民间情感交流的又一扇心灵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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