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研究 1 9 9 5年第 6期

日本人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

李 建 军

日本是世界上 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

本文分析 了 日本人 自杀行为独特的历史

文化因素
:

日本对 自杀特有 的道德评价
;“ 义务

” 、 “
义理 ”

与传统价值观
;源远流长 的死

亡之道
“

武士道
”
及切腹的思想

;
审美意识 中的自杀与 自古的崇尚和渲染

;
宗教的思想

与生死观
;

对 自杀的法律评价
;

集团意识
、

依赖心理与 自杀 的
“

传染性
” 、

集体性 ;情感

模式中的拘谨 自制与
“

内疚感
”

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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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上 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

除了战争时期外旧 本死于 自己之手的人数远远超

过了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
。

80 年代以来
,

日本平均每 20 分钟自杀身亡一人
,

日本已连续十余

年突破每年自杀死亡 2 0 0 0 0 人大关
。

① 从古至今
,

自杀行为伴随着日本民族进步的历历屐痕
。

而更为突出的是
,

日本的自杀风气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
。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
: “

自杀的

主题
,

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 。

②在日本文化和历史核心中
,

本身就存在一种追寻自

我毁灭的传统
。

当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埃米尔
·

杜尔凯姆认为
: “

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

性
,

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些共性的既成社会思潮和道

德标准
。 ” ③ 现代自杀行为的研究者

,

也着力探讨社会发展与自杀行为的内在联系
。

现代的 日本人
,

虽经历了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

仍消除不了其内在的文化遗传基因
,

他们

自幼耳濡目染
,

通过家庭
、

社会和学校等各种渠道
,

在社会化过程中
,

从前辈那里接受了思维习

惯
、

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
,

经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积淀于潜意识的底层
,

因而时时可以泛起
,

在狂暴的欧风美雨中仍支配着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

一
、 “
义务

” 、 “
义理

”

与传统价值观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分析了日本人 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维方

式
,

认为日本文化不 同于欧美的
“
罪恶感文化

” ,

而是
“

耻辱感文化
” ,

并用
“

菊花与刀
”

来喻 日本

民族性格
。

④ 历史上的每个 日本人必须履行
“

义务
”

与
“
义理

” 。 “

义务
”

包括
“

忠
”

和
“

孝
”

以及
“

任

务
” ;而

“
义理

”

则是日本独特的范畴
,

这个词的确切定义
,

日本辞书上也表述得不很具体
。

本尼

迪克特引用了一部辞书的解释
: “
义理

,

正当的道理
;
人应该遵循的道路

;
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

愿地做某种事情
。 ”

履行
“
义务

”

和
“
义理

”

是天经地义不可违逆的
,

但在履行过程中各项责任间

〔日〕警察厅 《自杀白皮书》 ,

具体数字参见 《平凡社百科年鉴 》 ,

平凡社 1 980 一 1 9 9 4 年版 《自杀白皮书》
。

转引自《川端康成评传 》第 2 3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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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会有不协调和相互冲突
,

比如
“

忠与孝
”
不能两全 ; “

义理
”
与人情不能兼顾

; “ 义理
”
与

“

义

务
”
有所抵触

;
为

“
义理

”
不能躬行正义

; 迫于
“
义理

”
而牺牲家庭

; 对社会和名誉不能两全其美
;

竭尽全力履行某责任而同时却忽视 了另一种义务等等
,

如果经过努力协调之后还是不可兼得
、

兼顾
,

不能面面俱到
,

那么往往 只有选择死
,

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

日本妇孺皆知的民族史诗《忠臣藏
-

一赤穗四十七浪士 》至今仍有 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

每

年一到 12 月 14 日义士复仇之 日前后
,

总有电台播放忠臣藏和赤穗浪士的故事
,

电视台也竞相

播放此类电视剧
。

这是一个发生在 1 701 年的故事
,

主要描写
“
义理

”

与
“
忠

” 、 “
义理

”

与
“
正义

”
之

间的冲突
,

结果理所当然地
“
义理

”
取胜

。

主人公播州赤穗藩 以大 石良雄为首的四十七位流浪的

武 士把名誉
、

父老
、

妻室
、

姐妹
、

甚至正义等一 切都献给了
“

义理
” ,

最终为协调和补偿尚欠的
“
义

务
” 一一

“

忠
”

与
“

孝
” .

只有拿自己的生命来还债 了
.

四十七人全部集体切腹 自杀
,

偿还了对
“
义

务
”
和

“

义理
”

的最后欠债
。 “

义务
”
和

“

义理
’ ,

所引出的轰轰烈烈
、

惊天动地的自杀事件在 日本历

史上可谓是车载斗量 四十七浪人的墓地 世代皆是令人向往的朝圣之地
。

时至今日旧本小学
五年级国语课本中仍把这种自栽当作正统道德楷模加以讴歌

: “
他们报 了主君之仇

,

他们坚韧

不拔地履行
`

义理
’ ,

应被视作永不息灭的榜祥… … 他们死得忠烈悲美
,

永远是代表 日本民族道

德精神的杰出楷模
。 ”

日本人崇尚自杀
.

根据他们的信条
,

自杀若以适 当的方式进行
,

就能够洗清自己的污名
,

恢

复名誉
。

他们认为 目杀是一种有着明确 目的的高尚行为
,

在某些场合
,

为了履行对名誉的
“
义

理
” ,

自杀是理应采取的最高尚行为
,

在捐献生命之际
,

能体验到一种道德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

足
。

如大战时期 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称
: “
人类即使作 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

,

有不少场合
,

为了名

誉
,

在生死之间选择 了死
,

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
一

其依靠生
,

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
。

我们

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 。 ` 又如

.

元旦那天无力还债的人
,

因某种原因引咎自杀的

官吏
,

双双殉情的情人
,

和抗议政府某项政策的忧国之士
,

都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
、

不愿做俘虏

的士兵一样
,

把最后的暴力引向自己
.

对 自己采取极端行为
-

-

一 自杀
。

二
、

源远流长的死亡之道
-

一声武士道
”

“

武士道即通 向死亡之道
。 ”
这是 日本著名的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 》中的名句

。

武士的哲学

也就是死亡哲学
。

自杀
.

被当作武士的义务
。

日本 1 2 世纪前虽有武士存在
,

但还没有形成武士阶级
,

武士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法则 尚未

形成
。

到了镰仓时代 ( 1 1 84 一 1 33 3 )
,

有关武士道的内容和形式逐渐演进完成
。

武士
,

以忠诚
、

名

誉
、

尚武为道德规范
。

日本人自古尚武
,

对武士有着强烈的向往
,

与
“

武
”
和

“

武士道
”
相关的道德

观念受到高度评价
。

武士文化具有特殊的形态
,

同样也有很高的地位
。

武士以被俘或死于他人

刀下为耻辱
,

而
“
切腹

”
是武士尽

“
忠

”
的最高体现

.

成为武士的传统
。 “
玉碎

”
(集体自杀 )

,

被誉为
“

武士道的精粹
” 。

日本人一直把战败自杀看做是
“

知耻
”

的崇高行为
,

当做武士道的精华来赞

颂
。

詹姆斯
·

克拉贝尔的《将军 》一书轰动了 70 年代 的美国文坛
,

成为最畅销书
,

其中有这样一

段话
: “
日本人与我们的质料不同… …武士们什么也不怕

,

特别是不惧生死
。

上级说
`

杀 ! ’

他们

即刻就杀
,

上级说
`

死 ! ’ 他们就俯身向剑或切腹而死
。

杀和死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小便一样简

单
· ·

…旧 本女人也是武士
,

为了保卫主人 (丈夫 )
,

女人也杀人
。

让她们死
,

她们就平心静气地自

杀
,

割喉而死
” 。

②

① 仁日」重光葵
:
《重光葵著作集 l

-
一昭和内动乱 》 ,

原 仔房昭和 5 3 年版
。

灯雾 转引 自仁日3松 本
一

男
: 《中国人与日本 气》

,

周维宏译
.

渤海湾出版公 司 1 9 8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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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士道
”
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推崇

,

明治初期以后
,

切腹被认为是
“

大和魂
”

的中心
。

1 8 8 2 年

颁布的《军人救喻 》中第一项就规定军人在必要时必须自杀
。 “

武士道
”
在军国主义时代更是被

大肆渲染
,

1 94 1 年 1 月 8 日以东条名义颁行的《战阵训 》本训二
“

惜名
”

中说
: “

知耻者强
,

务必

牢记乡党家门之尊严
,

奋斗不懈
,

以不负所期
,

生不受虏囚之苦
,

死不留罪过之污名
” , “
义比高

山更高
,

死比鸿毛还轻
” 。

① 这就是所谓的
“

鸿毛之训
” 。

士兵被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

利
。

大战中
,

整个 日本军队中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
,

也没有完备的医疗系统
,

在某些危急

情况下
,

伤员可以被屠杀或授命自杀
。

在大战后期
,

在军国主义和
“

武士道
”

的驱动下
,

出现 了大

规模自杀性的军事行动
,

如 日军
“

神风
”
特攻队的肉弹

、

太平洋诸岛上 日本军民的集体
“
玉碎

” 、

“
一亿玉碎

”
的鼓噪等等

。

一代代 日本人对自己先人悲壮结局的记忆变成了 自身迷乱和不可抗拒的冲动源泉
。

三
、

绝无仅有的
“

国粹
”

— 切腹的思想

以
“

切腹
”

— 剖腹为手段的自杀
,

是存在于 日本的独特现象
,

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

近些

年来
,

日本人以切腹为形式的自杀案已不多见了
,

但许多自杀案仍有与切腹自杀相关的思想因

素
。

公元 1 156 年的
“

保元之乱
”

首开 日本武士切腹自杀的记录
。

这种
“

光荣
”

的自杀方式逐渐演

成了血腥的固定格式
: “

一字型
”

切腹和高级的
“

十字型
”
切腹

,

而且一般要由
“

介错人
’ , “

帮忙
”

从

旁边用武士刀砍下 自杀者的头颅以最终实现死亡
。

日本历史上切腹而死的人不胜枚举
,

近代以

来
,

十字型切腹最著名的有日俄战争后被誉为
“

军神
”

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
,

1 9 1 2 年明治天皇

驾崩时
,

在明治遗像前双双切腹殉死
; 二次大战日本投降的前一天

,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十字型

切腹 ; 1 9 7 0 年 n 月 25 日
,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

著名的小说家
、

剧作家三岛由纪夫和他的同

志森田必胜
,

在东京市谷的日本陆上 自卫队东部方面军司令部内
,

身着
“

循之会
”

的军服
、

头上

扎着写有
“

七生报国
”

的白色布条
,

在面对 1 0 0 。 多名官兵演讲
、

三呼
“
天皇万岁

”
之后当众切腹

,

并由其助手斩下了头颅
,

体现了他的
“

武士之魂
”
和美学观点

;
几个月后

,

东京一大学生在金泽

博物馆展橱内偷出了一把被视为国宝的日本刀
,

在那里当场切腹
。

切腹
,

在 日本历史上与武士道有着密切关系
,

一直是武士和近代军人最崇尚的自杀方式
。

而腹部并非自杀的理想部位
,

切腹并不能很快致死
,

相反是异常痛苦的
。

因此切腹并非是单纯

以实现死亡为目的的自杀
,

而是一种仪式行为
。

有的学者认为
,

切腹除了显示 自杀者的忠勇和

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 ( 因在战斗中或平时若以自划或其他方式自杀
,

事后旁人难于判断是否是

他杀 )
,

更主要的原因是源于 日本人对于
“

腹
”

的信仰
。

② 切腹的遗风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
,

某

女神为表达对负心丈夫的怨愤
,

切腹后投水而死
。

女性的腹部在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时期是性崇

拜的一个重要对象
,

女性腹部为男性所不具有
,

尤如丰饶的大地
,

有着繁衍生灵和使男性愉悦

的神奇力量
。 “

腹
”
在 日语中除有

“

腹部
”

的意思外
,

还有丰富的含义
,

构成的词组达数十个之多
,

有表示
“

心
” 、 “
思想

” 、 “

情感
” 、 “

勇气
” 、 “
意志

”

等等
。

在古代日本
,

男性以大腹便便为美
,

时至今

日的大相仆
,

其体态除具有角力的实用性之外
,

也反映了 日本一种传统的审美倾向
。 “

腹
”
既是

繁衍和体现美感的重要部位
,

又代表着心
、

思想
、

情感
、

勇气
、

意志等精神
,

因此
,

在死之前剖开

这个
“

腹
” ,

一方面表明忠诚与勇敢
,

昭示生者
、

震慑敌人
,

另一方面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以求永

生
。

日〕笠原 良三
: 《军阀的野心 》 ,

胡立品译
,

解放军出版社 19 88 年版
,

第 2 1 2 页
。

见王 秀文
: 《谈剖腹的文化根源》 , 《 日本问题研究》 1 9 8 9 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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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血腥的渲染 与崇尚一

一审美意识

以审美的眼光来透视死 亡
,

便可以纯粹的主观精神来超越个体时空的有限性
,

打破生死的

绝对界限
。

从古至今
,

日本人标榜
、

渲染 自杀
,

作为榜样的自杀史不绝书
,

日本的艺术作品也执

着地渲染
、

美化自杀
。

日本著名画家古贺春江说
: “

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
,

死就是生
, ’ ,

① 他

最终也以自杀来实践了他的艺术观
。

本尼迪克特认为
,

日本人渲染 自杀就象美国人渲染犯罪一样
,

而且是带着与美国人欣赏犯

罪相同的情感来欣赏自杀的
。

比起栽害他人的事件
,

他们对栽害自己更津津乐道
,

满足了某种

需要
。

② 江户时代的大文豪近松门左卫门 ( 1此 3一 1 7 2 4) 在二十年间撰写了十五部有关 自杀的

书
,

在当时倍受欢迎
。

现代日本是一个大众传媒发达的国家
,

而传媒非常执着地对自杀案感兴

趣
.

如 1 9 3 3 年初
,

在伊豆半岛的观光胜地三原山死火山喷火口 一个少女从喷火口跳下自杀身
亡

,

日本国内新闻媒介竞相报导
.

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这 个少女凄壮的故事
,

争先恐后地转载

该少女的照片
、

遗书
、

生平轶事等
,

结果
,

50 0 多人步其后尘
,

相继从这个火山 口跳下自杀身亡
,

三原山成为世界闻名的 自杀胜地
。

贫 1 9 3 2 年 5 月
.

庆应大学学生静冈与富家少女在神奈川县的

坂 田山中双双 自杀
,

日本新闻媒介 大哗
,

喋喋不休地大肆宣传
,

有关的文章
、

诗歌
、

小说充斥于

各报刊
,

还迅速拍成电影《天国之恋
-

一坂田山心中 》
,

日本国内自杀风又起
。

日本医大救命紧

急中心的黑泽尚教授指出
: “
舆论过份渲染会产生一种

`

学 习效果
’ ,

如报纸报道有老人在
`

老人

日
’

自杀
,

过儿天老人自杀事件便增 加
。

又报道 日本 自杀名胜高岛台组屋区有人 自杀
,

接下来几

天该地区的自杀案便增加
。 ’

旧 本人对自杀的渲染
,

很容易使人从审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

来看待自杀
。

日本的文学艺术家 更是对 自杀情有独衷
.

认为忠勇的 自杀永远具有审美价值
。 “
当我们意

识到
,

美是如何地远离于我们而存在
,

而其存在方式
,

又如何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及
。

我们会永远

地离开这个物质世界
.

而美
,

却会水存于其中—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

向美发起冲击的唯

一办法就是死亡… …
” (三岛由纪夫语 )④ 自杀身亡的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作品

,

透

过其阴郁瑰丽的古典美
.

可感觉到那种贴近死亡的阴森之气
,

他的作品
,

都流溢着一种凄绝之

美
。 “

人若能将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
,

即使可能不幸
,

但却肯定是平和的
,

我什么时候能够

自杀呢 ? ” ③ 描写情死
-

一殉情自杀悲剧的大师近松门左卫门
,

将情死高度美化和理想化
,

以致

确立了
“
情死美学

”

的文学思潮
,

在近松所处的时代
.

日本叮人殉情 自杀的情 侣不可胜数
,

这无

疑与近松的那些家喻户晓的情死剧有着直接关系
。

近代以来
.

日本杰出的文学家川端康成
、

三岛由纪夫
、

芥川龙之介
、

太宰治
、

有岛武郎
、

北村

透谷
、

田中光英
、

原民喜
、

加藤道夫
、

服部达
、

久保荣
、

火野苇平
、

小林美代子等人都以 自杀结束

生命 几乎形成了 一种一脉相承的传统
,

震撼着世界文坛
。

“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
”
这句格言也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

。

樱花的美— 一夜之间迅

速凋零散尽的壮烈
、

犹如战死或 自杀的武士
,

这也是 日本 人传统的审美模式
。

如太平洋战争后

期 日本海空军 自杀攻击队
“

神风队
”

的队歌《空中荣誉突击队之歌 》 : “

樱花 肖人
,

非草非木 /美丽

蝴蝶
,

便是妻子 /樱花盛开
,

落英缤纷 /随风而去
,

永做芳魂 /今晨飘飘
,

明 日冉冉 /樱花樱花
,

我

将效汝
。 ’

旧 军飞行员唱着这支歌
.

驾着满载炸弹
、

鱼雷的飞机
,

撞向敌人军舰
,

同归于尽
。

三岛

碱袖呱哪
转引自《 川端康成小说选 》第 6 66

、

66 2 页
。

江美」本尼迪克特
:
《菊花与刀 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方

,

民译
,

浙江 人民出版社 1 9 88 年版
。

S t u a r t D
.

B
.

P i e k e n (又 千 习 巾 卜匕 刃 自杀沙
,

廿 了? 庄 出版会 1 9 7 9 年初刷
。

三岛由纪夫
: 长金阁寺

.

中译本
,

l几人之
叮令。 万 》 ,

社会

分 二 )
:
《 日

版社 19 8 8

〔日二田悦子
:
《 美匕死亡全 思想主t 1 98 7

①②耳
ù
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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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纪夫的切腹
,

被誉为
“
日本最纯粹的审美主义行为的显示

” 。

①

五
、

通向天国的捷径— 宗教思想与生死观

宗教起源于现实
,

在现实中一个最大的现实— 死亡是宗教的源泉
, “

死亡是人生一切事

件最有破坏性和组织性的一桩— 恐怕就是宗教信仰的源泉
” 。

②

日本是宗教大国
。

据 1 9 8 6 年的日本《宗教年鉴 》统计
,

日本神道教徒有 L l 亿人
,

佛教信徒

有 9 2 0 0 万人
,

基督徒有 1 68 万人
,

其他教徒 1 4 0 0 万人
。

日本总计宗教徒达 2
.

2 亿
,

大大超过了

人 口总数
,

而 日本人口总数是 1
.

2 亿
。

其原因即日本兼信一种或一种以上宗教的人不少
。

日本

的宗教设施达 18 万个
,

平均每 2平方公里一个
。

③ 在佛教传入日本的 1 4。。 多年间
,

神道教与

佛教有不少地方相互融合
,

日本人形成了
“

结婚仪式在神前
,

丧葬仪式在佛前
”
的传统

。

④

神道教是在 日本民族 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宗教
,

已有 2 0 0 0 年的历史
。

现在信徒达 1 亿人以上
,

每年到神宫神社
“
初旨

”

者达总人 口的一半以上
,

加上时令性祭祀
、

家

庭祭祀者等达人口 90 写
。

复古神道的经典中
,

如本居的《古事记传 》和平田的《古道大义 》认为

人死后不分贵贱
,

都要到
“

黄泉国
”

去受苦
。

平田认为人死后要到主宰神的
“

幽世
”

去受审
, “
显

世
”
(现世 )是寓世

, “
幽世

”

才是本世
,

即是灵魂的世界
,

人死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生活
,

所以人死

以后就可以安心了
。

⑥ 死并非空无所有
,

而隐世的生活才是应该刻意追求的
。

佛教自公元 6 世纪起
,

从中国经朝鲜传入 日本
。

平安时代 ( 7 9 4一 1 1 9 2) 传入天台宗和真言

宗
。

日本夭台宗被誉为
“
日本文化之母

” ,

发源了后世的净土宗
、

日莲宗
、

时宗
。

一千多年来
,

佛

教在 日本方兴未艾
。

佛教认为人生活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绝对安静的
、

无痛苦的涅梁
,

这种境界既摆脱了外在的客观世界
,

也摆脱了人的一切主观感受和理智活动
。

因此
,

现实世界

如幻如梦
,

人们在现实世界所受的苦难是不真实的
。

佛教徒把世界看成受苦受难的地方
,

他们

相信通过化为乌有
,

或通过理解到他们并不存在
,

或是理解到他们表面上的存在和世界表面上

的存在都只是一种幻觉
,

就能摆脱这种受苦受难的境地
。

因此
,

一些极端的教徒就认为
,

一个人

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

方法就是变成虚无乌有— 即停止存在
。

不少佛教徒抛弃了死后因果报

应的思想
。

日本人认为
,

任何人
,

死后都成佛
,

不论是微不足道的山野小人
、

农夫
,

还是罪大恶极

的罪犯
,

死后皆成佛
。

千家万户中神完内的祖宗牌位就叫
“

佛
” 。

死了
,

也就 一了百了
,

没有阴曹

地府的罪可受
。

生活越艰难
,

人们越将幻想和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
,

于是有的人在当今一切

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便断送生命以求来世幸福
。

因此
,

日本佛教对于死亡的顺从和忍耐态度
,

也

就鼓励了 日本人对生命不加特别珍惜
,

对死处之泰然
。

日本人存在着
“

过于执着于生是可耻

的
”

这种传统观念
。

而且
,

日本佛教直接鼓励自杀
,

从古代到近代
,

许多切腹仪式竟然是在寺院

的佛堂内举行
,

由僧人主持
。

武士在战前要参禅和进行茶道仪式
,

寺院充分肯定武士的价值
。

日

本佛教认为自杀者同样进入极乐净土
。

1 9 8 6年 n 月 l 日
,

七名
“

真理之友教
”
的女教徒因其教

主宫本清治病死而集体自焚
“

殉教
” 。

此后 日本开始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继 明治维新
、

战后初

期的
“

第三次宗教热
” 。

⑥ 1 9 9 5年 3 月
,

日本东京发生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地

铁毒气杀人事件
,

宗教分子的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

而在奈良的
“

暴死寺
” ,

每天前来上香祈祷上

苍几希望能暴死身亡的日本老人却不下四
、

五百人
。

〔日」st ua rt D
.

B
.

iP ck en (久千 口 今一 卜匕 , 份二 )
: 《 日本人内 自杀 》 ,

寸 了甲斗出版会 1 9 7 9 年初刷
。

〔英〕马林诺夫斯基
: 《文化论 》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76 页
。

杨曾文
: 《日本文化和宗教》 、 《日本间题》 19 8 8 年第 2 期

。

【日〕佐桥文寿
: 《日本人 七私教—

不石教内寸为风景》 ,

实业之 日本社 昭和 53 年版
,

第 37 页
。

王守华
: 《神道哲学告议 》 , 《 日本问题 》 1 988 年第 6 期

。

冯朝阳
: 《从

`

七女自焚
’

看日本第三次宗教热》 , 《世界宗教资料》 1 9 8 9 年第 1 期
。

①②③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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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户 `

六
、

日本自古自杀无罪

日本对 自杀的传统道德评价
,

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对 自杀的法律评价
。

在 日本历史上
,

从

不曾有过
“

自杀罪
” ,

也没有对自杀未遂者的制裁
,

相反
,

社会对 自杀未遂者寄于同情和宽容
。

而

且
,

法律对 已自杀的罪犯不再追究
。

这些
,

与西方法律大相径庭
。

欧洲中世纪
,

法律严禁自杀
。

相反
,

日本
“

允许自杀
”

一
一 “
赐死

”
还成为日本封建时代的一种

“

宽刑
” 。 “

赐死
”
沿于中国唐律

,

即罪者可以不在刑场上处死
,

而在 自己家中自杀
,

死者的名誉和尊严可以 由此得到维护
。 “
赐

死
”

是一种恩典
,

为日本武士所追求
。

进入江户时代
,

被封建幕府作为对高级武士处于死刑的一

种方式固定下来
。

当时武士死刑分为斩首
、

腹刑
,

高级武士可剖腹 自杀服刑
,

免受斩首之辱
,

保

全名誉
。

明治时期 18 7 0 年的《新律纲要 》规定对士族的死刑可实行自裁的剖腹刑
。

①

“

允许自杀
”

成为 日本法律中的一种恩赐一一
“

宽刑
” 。

七
、

集团意识
、

依赖心理—
“

传染性
”
与集体自杀

日本国民意识中有很强的集团指向性
,

富于团结精神
,

社会也处处注意培养人们的集体意

识
。

从明治维新到 1 9 4 5 年日本战败
, “

教育救语
”

为官定的道德规范
。 “

亿兆一心
,

世世济其美
,

此乃吾国体之精华… …
。 ” ②在旧 日本

,

常提
“

举国一致
” 。

日本人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和对集

体
、

集团的忠诚心
,

而社会也充分体现了集团的活力
。

日本人就个体来说是谨小慎微的
,

一但形

成集团就能胆大妄为
。

日本人在心理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依赖心理
。

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势必

造成自杀方式上的集体一致行为
,

使 日本人的 自杀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

传染性
”
和集体

自杀旧语称
“
心中

” )
。

依赖心理使得人们更容易屈从于榜样的威力
。

在集体自杀中
,

尽管有的

个体不情愿
,

但在集团意识的要求下也得 自杀
,

极端化就表现为强制性集体自杀—
“

无理心

中
” 。

从这种行为方式的沉积看
,

武士和军国主义时代大规模的集体
“
玉碎

”

就可以理解了
。

近代以来
,

自杀现象有时就象原因不明的瘟疫一样在 日本国民中蔓延
。

如前述 1 9 3 3 年伊

豆半岛少女 自杀引起的超过了 5 00 人的自杀
。

③ 又如 1 9 8 6 年
,

日本国铁平均每周有一名员工

自杀
,

迫使中曾根首相下令内阁调查此事
。

再如 1 9 8 6 年 4 月 9 日
,

女歌星冈田有希子跳楼自杀

案发生过后仅几小时
,

众多的青少年就在有希子自杀处摆满了鲜花
,

还有人五体投地
,

伏在地
_

L亲吻地面
。

有希子的 自杀马上在 日本又引起了自杀风潮
,

两周之内就发生了 31 起青少年自

杀事件
,

其中 19 起是跳楼
,

甚至有人就是从有希子所跳的那幢楼跳下身亡的
。

在当月
,

日本 19

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就达 83 起之多
,

当年
,

日本 19 岁以 下青少年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增

加了 4 4%
。

日本社会学家称之为
“

有希子综合症
” 。

日本警方认为
,

1 9 8 6年 日本青少年自杀激

增的主要诱发因素之一
,

就是 4 月份女歌星 冈田有希子自杀案
,

在 日本青少年特别是女性青少

年中引起了自杀风
。

④ 杜尔凯姆认为
,

榜样的感染力足以引起 自杀
。

集体自杀在 日本颇为突出
。

日语
“
心中

”
一词原意是

“

相爱的男女 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
” ,

表证心迹的证据有切指 甲
、

纹身
、

断发
、

断指
、

情死等等
。

但不知从何时起
, “

情死
”
成为真正的

“
心中

”

了
,

进而
“
心中

”

变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共死
-

一一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
。

⑤ 日本集体

自杀发生率惊人地高
,

日本警视厅对东京二十三区的统计
.

从战后到 70 年代有两个高峰
,

第一

是 1 9 4 9 年
,

总自杀率为人口 的十万分之二十
.

其中
“

心中
”

自杀率为人 口的十万分之十三
, “

心

① 参见王秀文
: 《谈剖膜的文化根源 》

,

《 日本间题研究 》 1 98 9 年第 7 期
。

② 仁日〕松本一 男
: 《中国人与日本人 》 ,

周维宏译
.

渤海湾 出版公司 1 9 8 8 年版
。

③ 仁日」st au rt D
.

B
.

iP
o ke n( 又手 口 巾一 卜匕 , 份 二 )

: 《 日本人刃 自杀 》 ,

寸了? 庵出版会 1 9 7 9 年初刷
。

④ 新华社电
:
《 日本青少年自杀激增 》 ,

《人民 日报 》 1 9 8 7 年 2 月 13 日第七版
。

⑤ 〔日〕松本 一 男
: 《中国人与日本人 》 ,

周维宏译
,

渤海湾 出版公司 1 9 8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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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占了自杀总数的 5 6写
;

第二个高峰是 1 95 7年
,

总自杀率为人 口的十万分之三十
, “

心中
”

自

杀率为人 口 的十万分之 十一
,

占了自杀总数的 37 %
。

① 1 9 88 年
,

日本有据可查的
“
一家心

中
”

— 家庭集体自杀案件达 4 00 多起
,

夺去了 1 0 0 0 多名父母和儿女的生命
。

战争中的日本军

人和平民的集体自
,

杀—
“
玉碎

”

则更是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

八
、 “

内疚感
”

与拘谨自制的情感方式

由
“

义务
”

和
“
义理

”

衍生出的
“

内疚感
”

也是日本人 自杀行为的一种潜在动因
。

美国的 日本 `

间题专家罗伯特
·

C
·

克里斯托弗认为
,

内疚感是日本人与人关系中唯一最强有力的杠杆
,

由

此派生出一些特殊后果
,

如自杀
。

他认为
,

日本人在待人接物方面
,

若欲置他人于犯罪境地
,

以

及让他人 自责和受到道德的严厉谴责
,

采取自杀便是最极端的手段
。

他举例说
,

三岛由纪夫之

所以在众 目睽睽之下当众切腹 自杀
,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使那些嘲笑讥讽他的民族主义说

教的日本自卫队士兵感到终生内疚
。

② 在战争年代
,

有一张长长的自杀的学校校长名单
,

这些

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学校遭美军空袭起火
,

毁掉了各自校舍内的天皇画像而引咎自杀的
。

对于失

火
,

他们是毫无责任的
,

也不会受到官方的责难
,

是内疚感驱使他们自杀
。

日本武士的切腹
,

除

显示忠勇之外
,

一定程度上也是要让敌人或主人愧疚
、

。

在日本
,

施恩惠于他人诚然是件好事
,

但

你必须预见并注意到受你恩惠的人大概会感到欠下了恩
,

因此而内疚
。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

日本人拘谨 自制的情感方式的缺陷日益明显
。

拘谨自

制超负荷
,

容易使人在情感上走上极端
。

在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念里
,

从小就被灌输一种
“

贫国

心态
”

和危机意识
,

这成了日本民族克己发奋图强的动力
,

但旷 日持久
,

这种忧患意识也会有负

作用
,

沉郁过度
,

容易产生
“

非理智性社会行为
” ,

容易造成心理障碍以至绝望
。

现代日本人自称

是
“

富而不乐的人
” 。

据 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 1 9 8 4 年抽样调查
,

日本 18 一 24 岁的青年
中

,

认为人生中的
“

痛苦和烦恼大于希望和幸福
”

的占 14
.

7% ;
认为

。
人生是绝望的

、

毫无意义 一
的

,

有自杀想法
”

的占 1
.

1%
。

③ 又据调查
,

日本中小学生有 28 %的人说
,

他们曾经想过 自杀
。

另

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有 25 %的青年曾经酝酿过或正在酝酿 自杀之念
。

④

由于 日本是个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岛国
,

历史上又屡遭火山地震的毁灭性打击
,

日本民族

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悲观宿命和无常的观念
,

一切美好的东西
,

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
,

顷刻之间都将化为乌有
。

日本人崇拜樱花
,

将樱花引喻一个人的一生
,

认为人就应该像樱花那

样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刻发光发热
,

也应该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寻求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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