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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内容概要

作者选取了中日战争开始的1931年至日本战败的1945年这段时间来考察日本的精神史，其用意何在？
日本思想形成的历史总是离不开对海外书籍的引进。尤其是明治以后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不仅极大地
影响了之后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还与保留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一起，规定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模
式。但作者认为，其中唯一例外的就是战争时期。“那是个一说起思想，就说成是‘欧美种’的时代
，几乎所有国产以外的思想都被人们远离，日本人就生活在这种近乎锁国的状态下，我就想从这种日
子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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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作者简介

鹤见俊辅（Turumi Shunsuke，1922～） 哲学家。1942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乘坐“二战”期间的日美
滞留人员交换船回国。日本战败之后，与渡边慧、都留重人、丸山真男、武谷三男、武田清子、鹤见
和子一起创办刊物《思想的科学》，呼吁将哲学交还给市民。主要从实用主义 立场将美国哲学介绍到
日本，并从事大众文化史研究等团体活动，出版书籍多种。1949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1954年任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1960年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辞去该校教授职务。之后执教于同
志社大学。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组织了市民团体“无声之声会”，并在1965年日本市民反越战
运动的“实现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70年，反对警察进入大学干预学生运动，
辞去同志社大学教授职务。1994年获朝日奖。著述丰富，有《鹤见俊辅集》（全12卷，筑摩书房）、
《鹤见俊辅座谈》（全10卷，晶文社）、《鹤见俊辅书评集成》（全3卷、MISUZU书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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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台湾读者序（鹤见俊辅）
导读（李尚霖）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趋近
关于转向
锁国
关于国体
大亚细亚
非转向的形式
日本之中的朝鲜
以“非斯大林化”为目标
玉碎的思想
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原子弹的牺牲者
战争的终结
回顾
后记
解说（加藤典详）
编后记
附一：《东亚人文100丛书》总目
附二：《东亚人文100丛书》100种图书的选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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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编辑推荐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作者鹤见俊辅选取了中日战争开始的1931年至日本战败的1945年
这段时间来考察日本的精神史，其用意何在？日本思想形成的历史总是离不开对海外书籍的引进。尤
其是明治以后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还与保留下来的传
统生活方式一起，规定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但作者认为，其中唯一例外的就是战争时期。“那
是个一说起思想，就说成是‘欧美种’的时代，几乎所有国产以外的思想都被人们远离，日本人就生
活在这种近乎锁国的状态下，我就想从这种日子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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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精彩短评

1、空洞，左逼
2、日本人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从军国主义转身拥抱民主主义，自然能够淡然处之。“一切的权力
都会腐化，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约翰阿克顿。
3、丸山真男、吉本隆明都要出版了。真好
4、鹤见俊辅意外地有趣啊！男人至死是少年什么的！不愧是竹内好的好基友！
5、日本政府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来欺骗百姓，谎话说了太久，自己也当真了；而知识分子呢，转向，
我们是在帮助亚洲国家发展并抵制西方霸权。从日本极左作家鹤见俊辅的眼中看战时的日本
6、刚从日本回来看完这本，想想大日本的锁国形态，想想明治维新以来的意识形态洗脑到整个社会
阶层的逐渐的被转向和被俘虏，细思极恐，还是不要羡慕日本人咯
7、客观、中肯、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和社会史梳理。一来把时间限定于二战这个日本国家形态的拐点
之地，二来则更为明确的以锁国（岛国心态之源）、国体（天皇核心的确立）、进而发展到大亚细亚
主义、玉碎思想等方面阐述，尤其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斯大林化（日本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
日本国民生活和心态转变、原子弹（幕后为美苏利益对日本的牺牲）等方面很有看点。期间鹤见俊辅
一直强调文化转向的思路，以至于日本最终发展为超国家主义，尽管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涉及日本政
界、军界、法学界、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苏联和朝鲜人等多方视角，内容详实、材料丰富。
8、2016-044～假话（显像）说多了便成真的了，特别是对于听着假话成长起来的一代～
9、林语堂水平，毫无穿透力。
10、了解当时的日本精神历史，更加了解当时的一切
11、炒鸡好看，涨姿势
12、学术性太强，不适合作兴趣读物，但是对那个阶段日本人的精神状态的认识会有很大改观，一个
国家不会莫名其妙地发起战争，这场不义之战对有部分日本民众而言，也是痛苦迷茫，但是在人群中
那种想法的存在其实和在水下憋气一样，没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周围全是对战争的狂热和打着爱国
旗号的庆祝,就有种精神窒息的感觉，后来看gis第二季，个别的十一人，杀人犯把法庭当政治舞台，三
十多万人血书，十一个青年断指，反而比这种冷冰冰的论文既视感的书给人触动大得多
13、还可以
14、一开始看不下去，后来反而很顺利。关于“转向”的内容，联想到文革⋯⋯
15、书很棒，对日本近代的精神和制度有了了解，但翻译还是有点不给力。
16、“转向”、“国体”、“玉碎”⋯⋯
17、就是国体与转向。
18、从一开始，显教是用来给民众洗脑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日本特色国家；而隐教
主体无比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编织出来的美梦与幻影。而自欺欺人的最后就是，自己也变得
无比相信这个“谎言”，甚至走火入魔地以为侵略其他国家来帮助改善他们就是自己在行使拯救世界
的使命。今时今日反省起来，太平洋战争、神风特攻队等行为都好像着了魔一样疯狂。一叶障目，却
终究带给了太多人深深浅浅的伤痕。
19、有些错字简直不忍直视= =⋯⋯  下回恐怕还是找个比较靠谱的出版社比较好
20、关于转向的视角让人很有启发，但是整体上感觉逻辑有点混乱，语言又晦涩，读起来很不舒服。
标记，命舍月明时，大和战舰的末日，死尸的街道，黑雨，审判，满目疮痍的人，美国的英雄，来自
谷底，无法安眠的时代。
21、有帮助。作者的“转向”观点比较有意思。所谓“转向”可以套用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一些人
身上。翻译不太通畅，不太符合现代汉语阅读习惯，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难度。
22、听道长讲的。从上到下的东西最可怕，战争的可怕不只在于毁灭，还在于极端高效地建立一些东
西。
23、还可以的

24、天皇制度的国体下，二战时期的集体狂热
25、抛开地域文化的差异，也抛去人的智识方面的高低，但仅从人来讲，主动与被动的选择真如浮尘
中的埃粒，无不被命运驱使，茫然四顾。哪怕坚守的真理也无不被真理背叛，在那特定的年岁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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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类在黑暗中摇手以盼的星辰，反而会被星辰拖入地狱。只愿那年月只去不复。
26、思想的转变。虽然薄薄一本，但是有些话的背后很有厚度。
27、鹤见俊辅在美国友人家的课堂讲义，跟木心的世界文学史一个模式。
28、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29、梁文道的节目述说  对这位作者和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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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精彩书评

1、原文见公众号：七寸丁首先来了解下作者及其思想倾向，鹤见俊辅（1922~2015）日本思想家、大
众文化研究学者，出生于东京一显赫家族，其外祖父后藤新平是日本的殖民地经营家，南满铁路的开
创者，曾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东京市长。但鹤见俊辅的思想则偏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其对日
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到二战前后的国民精神认识还是很客观、中肯的。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讨论
了武士精神对日本的影响，期间渗透出作者本身浸淫于武士道的自矜甚至是沙文主义，本尼迪·斯克
特的《菊与刀》也不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左右，且其作者本人并没有到过日本。而鹤见俊辅的《战
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一来把时间限定于二战这个日本国家形态的拐点之地，二来则更为明确的以锁国
（岛国心态之源）、国体（天皇核心的确立）、进而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玉碎思想等方面阐述，尤
其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斯大林化（日本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日本国民生活和心态转变、原子
弹（幕后为美苏利益对日本的牺牲）等方面很有看点。锁国：当自卑心态遭遇崛起心态概括鹤见俊辅
的归纳，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日本列岛相对闭塞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面对文明梯度下来自中国的
影响，在文化上长期积累形成一种自卑心态；2、对外政治环境的安逸，如在一千年间日本几乎只受
到蒙古的两次侵略，这也使日本内部的团结性较高。针对这种内部的团结，鹤见俊辅以《忠臣藏》（
四十七义士）为例，在历史事件改编的传统戏剧中，浪人集体为藩主复仇并被传颂为义士的经典题材
与明治维新后日本举国戮力发展的团结性是相契合的，这也是二战狂热的苗头之一。关于《忠臣藏》
题材市川昆、深作欣二（《赤稻城断绝》）都曾翻拍过，最近一次是美国的奇幻版《四十七浪人》，
剧照为菊地凛子、柴崎幸。也正是因为锁国的封闭性，当“黑船开国”事件使岛国封锁被美国打开时
，日本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当日本文化中固有的积弱自卑心态遭遇冲击时，产生了畸形的文
化心态，日本抓住这次时机毫不犹豫的走向了攀登文明阶梯的崛起之路，也是后期军国主义的祸根之
一。当然明治维新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兴起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也使得倒幕派终结了幕府统治。脱离
这本书，来看下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心态剧变，明治三杰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迅速发表了征韩
论，曾经的革命进步人士一转为对外扩张份子，转变未免太快，这也是崛起心态的一种膨胀，革命过
快往往会形成暴政和侵略。只是由于二人政见不同，西乡隆盛发起“西南战争”，最终萨摩藩士败于
大久保利通的铁血镇压。国体：天皇精神统政的完胜所谓日本的国体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自远古诸
神以来千古未绝，以此形成了对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进而延伸到对政治上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
日本形成了两面政治：一方面树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学习西方制度、科技。后者体现在日本
现代化前期曾大量派遣先进人士留洋，其中就包括伊藤博文，最终他缔造了亚洲首例宪法：大日本帝
国宪法，同时不忘将天皇写入第一章第一条。从宪法内容来看虽有三权分立，并给予了人民相应的自
由与权益，但天皇的权力相应更加扩大化，拥有“天皇大权”的广泛权力，独揽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
的大权，负责立法的帝国议会实际只是天皇的附属。形容矮小的裕仁天皇与趾高气昂的麦克阿瑟。战
后日本流行一句骂人话，说天皇是麦克阿瑟的鸡巴。现人神的神话在《御音放送》和《人间宣言》后
崩溃，失去信仰的偶像立马成为被奚落的小丑。经历了明治养士、大正养国后，昭和时代日本政客认
为时机成熟，则出现日本战时精神的一个重要“转向”：此时天皇清楚的知道自身的精神统治和西方
的科学是要并驾齐驱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必须将精神信念夸大，为维护天皇国体的权威，必须转
而打压西方文化。也就是鹤见俊辅所述的显教和密教，即天皇、政客懂得西方政治、科技的重要性，
但必须用迷惑手段让民众认为天皇是至高的。当然在转向之路上也是有反对声音的，如日本左派代表
美浓部达吉曾提出“天神机关说”否定天皇权威，但由于天皇精神无处不在的权力渗透和打压下，在
日本实行共产主义是万万不能的了。日本政府最高的一步棋就是拿下知识分子阶层，当东京帝国的学
的同僚们一个个倒向国家主义，一些进步人士逐渐失去了朋友圈，话语权遭到鼓励，甚至生活也遭受
危机，知识分子对天皇的集体效忠引领了整个社会的转向。大亚细亚主义的不归路至此日本显露出土
包子翻身的暴富心态，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也应运而生，整个国家陷入疯狂。这体现在两
点：1、日本必须肩负起引流亚洲崛起的重任，并发展成对中国、朝鲜半岛的侵略。2、同时必须向美
国所代表的的西方国家宣战，这也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源头。转向继续发生，在国家的强力胁迫
下，历经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所积累成长的民主、自由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为国家主义信徒，整个社会
的高层话语权沦为天皇的傀儡发声筒。如鲁迅文学研究家、左派人士竹内好对太平洋战争动机的妥协
。当然大东亚共荣圈仅仅是一个自矜的谎言，书中以数字说话，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菲律宾战线中，
日美共杀戮100万菲律宾人。据大冈升平在纪实文学《莱特岛战记》中记录，日本兵在1939、1945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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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曾杀掠菲律宾水牛25万头，这种卑鄙的侵略手段对于以农畜为生的佃农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大东亚战
争的不归路上，日本明知无法战胜美国，但狂热的精神已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关于两国的军力对比
，来看下高晓松在《晓说》中的数据就高下立判了：美日太平洋战争的三年零十个月：美生产航母100
多艘、飞机29万七千架、坦克10万辆。大蓝毯战役美国在航母起飞的飞机就能覆盖日本全境，所有日
军飞机在滑跑阶段即会被击落。延伸讨论：从日本推理小说透视二战下面我将列举三本日本推理小说
：《首无·作祟之物》、《奇想天动》、《人间的证明》，结合《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书中所述透
视二战期间及战后日本人的种种转变。鹤见俊辅也在书中写到日本反西化对“肉体主义作家”坂口安
吾的影响，写到永井荷风对战后经济的记录，可见文学对历史事件的载体作用，所以即使是作为类型
文学的推理小说也有其社会功能。作为一部以风俗怪谈为噱头的推理小说，三津田信三在《首无·作
祟之物》中描写了神秘的祭祀、祓禊，这种日本泛灵论信仰和以天皇为首的神道教之渊源是密不可分
的，书中所说的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至二世界期间日本政府“神道国教化政策”催生的产物，“现人
神”的论调正是出自鹤见俊辅提及的民粹主义者蓑田胸喜。同时《首无·作祟之物》提及了许多战时
特有的社会名词现象，把握日本战时精神要时刻留意之前反复提及的“转向”，如在非国民一词中（
指不服从战时体制、不协助战争、反对战争的人）可看到日本在战时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对反
对声音的排斥划分。再如学徒出阵这种强制征兵高校学生、木炭巴士以缓解石油能源的窘迫举措等情
况，都反映了战争后期日本狂热下的强弩之末。岛田庄司在《奇想天动》中写韩国劳工的复仇谋杀故
事是一种对战争的侧面反思。对于韩国与日本的关系，鹤见俊辅特别以一章的篇幅论述：有资料记载
，日本在战争期间曾强行奴役超过100万的朝鲜人作为劳工，截至日本二战投降时，日本本土已有200
万朝鲜人。森村诚一小说《人间的证明》被搬上荧幕而被80年代的中国人所熟知，故事以独特的视角
抽丝剥茧，当真相大白时，相比于亲母弑杀混血儿子，其背后的根源正是日本与美国在战后种种纠葛
的悲剧。除了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妇女的丧乱，据约翰·W·道尔 在《拥抱战败》中记录：日本竟还荒
谬的组建过政府慰安机构，带领妓女集体宣言：为维护日本的安定，带着纯洁救国之心卖身。二战失
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后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经历了战争对后方国家的摧残（实物配给制度
引发的物价飞涨）和原子弹的灭绝攻击，日本民众再次发生了惊人的“转向”，可见此时显教的国家
谎言依然不攻自破。天皇精神在战时无法无天的膨胀，转而使日本国民深受伤害，在巨大的虚无感下
美国成了救世主、恶魔、父亲、大哥，引领日本重新走向民主，期间功过无法一言蔽之。战后日本政
府曾一度用孱弱谎言牺牲群众，但也因此求全崛起，这是历史的奇诡之处。结语鹤见俊辅一直强调文
化转向的思路，以至于日本最终发展为超国家主义，尽管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涉及日本政界、军界、
法学界、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苏联和朝鲜人等多方视角，内容详实、材料丰富，所以还是很有看点的
。历史的延续演变并不是善恶二元论那么简单，一个时代主导的精神在内因与外势中不断转向、变化
，各种时代呼声也是此起彼伏。包括鹤见俊辅在内的许多社会文化人士都曾以各自的角度反思二战的
日本，故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需要一个理性、客观的历史观，这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1、鹤
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2、梁文道脱口秀节目《一千零一夜》第三十五夜~三十七夜《拥抱战
败》3、高晓松《晓说》
2、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书名时就充满了好奇，我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我们的邻国知之甚少，我们
愿意从影视作品、社会时事中了解欧美国家，但却很少了解日本。我对日本文化的好奇由来已久，这
个兼并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国家常常让我们感到由衷的陌生，就像我每次看到日本的文学作品与影
视作品时总对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感到诧异，更奇怪的是，这个民族中不乏有很多人能够正视历史，
但当局的做法往往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对日本有着太多误读与偏见，这里我不想跟爱国愤青们辩解
，当身边充斥着对这个民族愤慨的言论时，我也总是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历史的对错早已昭然若揭
，我们身为受害者，当然有理由愤愤不平，但这不能够成为胡乱谩骂的借口。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
个话题，原本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事，但身为受到战争波及的民族：中国、韩国乃至朝鲜，我们有必要
通过一些研究作品去了解日本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孔子有云：“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
斯知仁矣。”历史总是因了解而明晰、而能辨善恶。很有幸，我在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节目中听
到了关于这本书的概述，我也会在文章下方附上两期节目的视频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本书
的作者鹤见俊辅是日本有名的社会学家，关于他的生平节目里已详尽描述，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本
书是他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书中译为马奇尔大学）讲课时的内容，书中讲述的是日本1931年-1945年
的精神史，而1945年之后的战后研究则在他的另一本书《战后日本の大众文化史》中有所描述，由于
后者没有中文译本，现在我们只能从这本书中粗略地得知一些作者研究的片段。本人的历史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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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事情知之甚少（高中时就没好好学习），因此读这本书时总有吃力之处，对作者援引的一些
内容和人物会感到陌生，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下去，我会尽我所能简单描述一
下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首先作者研究的时间段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抗日战争的八年，而是从1931
年到1945年的15年，日本学界总是将这15年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使人们相信，这其中片段零星的
种种战争都是毫无关联的，而作者认为，应该将这15年看作一个整体去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背景就
是1931年-1945年。熟悉了这个背景后，作者用一个词语去概括了这段时间以来日本人的精神轨迹，就
是“转向”，所谓转向，就是“由于国家强制力行驶的结果，造成个人或个人所属集团发生思想上的
变化”。通俗点说，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会从热爱和平本本分分的普通人变成战争的狂热分子
，这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思想的转向。而思想转向的来源，作者提到了一点，就是日本长期以来的
“锁国政策”，江户时代日本实施的锁国政策在日后的文化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明治维新时
期（1868年开始）日本的国体中出现了“显教”与“密教”之分，显教代表了日本传统的天皇至上理
论，而密教则代表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制度的那一群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的教育体系也施
行了两套制度，中小学的教育往往以显教为主，而高等学府，比如大学中的教育则是崇尚西方先进思
想的密教。这样渐渐发展到日俄战争的1904年时，被“密教”所教育的学者们已经垂垂老矣，而崇尚
天皇之上的显教教育下的人们渐渐长大，逐渐当权。最终，在战争爆发时期，日本的显教已经压过了
密教，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崇尚天皇至上，将天皇奉为“现人神”，反对西方文化，甚至
反对烫发，认为那是西化的产物。不仅如此，这一群人还认为日本的强大与生俱来，甚至不顾事实地
认为，日本有能力通过战争将欧美打出亚洲，也有能力通过战争去扶持亚洲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和朝
鲜、韩国，将自己的理论灌输给他们，从而帮助他们共同进步，这就是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在
这种情况下，“转向”的必要性就在这个国家中体现出来了，他们需要将国民思想转变为符合国家政
治利益的思想，从而为转向做出各种努力，其中不乏有监禁拷打，但更多的却是“和平”的转向方式
。比如塑造转向手册，教给思想警察们如何诱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转变。在这样的国家背景之下，
大多数人都完成了所谓思想的“转向”，于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们对战争产生了如
此极端的狂热现象。但其中也不乏有非转向的例子，作者提到日本底层民众、妇女、宗教人士以及朝
鲜劳工相对于大多数人群却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转向的例子。写到这里，基本上本书一些主要理论已
经概述完毕，在书的最后，作者还提到了原子弹的问题。言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时，日本当局向民众
隐瞒了原子弹的真实威力，这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现象，如食用了受污染的鱼后发生的反原子弹与氢弹
的主妇运动，以及日本社会对原子弹受难者的歧视现象等。最终，日本投降后，众多极端民族主义者
相继自杀身亡，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至此，这场夺走300万日本人以及一千多万中国人性命的战争宣
告结束。很难武断地对这一现象做出极端的评价，因国家强制作用而造成的狂热现象不仅在日本，其
他国家兼而有之。而了解这段历史仅是一个开端，毕竟本书叙述的事实仅止于1945年，现今的中日问
题还需要从更多的文化书籍中得到解答。本书的作者鹤见俊辅讲学期间曾题下《荀子》中的一句：“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其可信，疑其当疑，不再盲目认同，不失为对待历史之道。这本书
目前已经绝版，网上可以用高价买到二手书，也可以用低价买到复印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
搜看。本人不才，仅以这篇文章粗略概括书中观点，如有错误，欢迎指出。微博：@木本缺一战争时
期日本精神史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yMDMwNDg2OA==.html?from=y1.6-85.3.1.7c87f1ae8e6311e5b522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yMDg1MzU5Ng==.html?from=y1.6-85.3.1.7c87f1ae8e6311e5b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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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的笔记-第145页

        他的本名叫大和内光孝，是子爵家的次子。按当时华族子弟的习惯，他进入学习院就读。读小学
期间，他发现有个低年级生看似非常孤单，由于他很喜欢这个学弟，于是把自己带到学校的糖果——
只是些廉价糖果和点心——送给那个学弟。事情传出后，却引起一阵骚动。当时，学习院的院长是乃
木希典上将，想找大和内父母商谈，但大河内的父母惶恐之余，让自己的儿子退学了。⋯⋯大和内先
生送糖果的那名低年级学生，就是当时皇太子的儿子，亦即现在的天皇（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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