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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相安倍遇刺扯下“统一教”的“宗教面纱” 
 

日政府启动解散“统一教”司法程序 
 

本报记者  丛云峰 
 

    10 月 13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下令解散“世界和平统一

家庭联合会”（前“统一教会”）。经由司法途径对未发生刑事案件的宗教法人进行解散审理在日

本尚属首例。 

    由于该教会领导层对日本政府此举展现出全面对抗姿态，根据日本的司法程序，预计日本政

府启动的此次“解散”审判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是日本政府认可的宗教法人，被日本文化厅归类为基督教派的

新兴宗教，原名“统一教会”。2015年向日本文化厅申请更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1958年 5月，该教传教士崔翔翊（一说“崔奉春”，日本名“西川胜”）受韩国统一教主文鲜

明委派，偷渡入境日本开始传教。1959年成立日本“统一教会”，并于 1964年 7月 15日获得日

本政府的宗教法人资格。 

    “统一教”在日本开展“宗教活动”过程中，时有诸如信徒被洗脑、要求大量捐款甚至因修

炼教义造成的人身伤害等事件发生。但在所谓信教自由的日本，这些事件并未能从根本上唤起日

本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该组织的警惕。其中也有“统一教会”与日本政界勾连互动的原因。据报道，

自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担任日本首相时起，“统一教”就与日本政界有着深刻的关系。

自民党的最大派系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中的多数政客与“统一教”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之前，“统一教”与日本政界的关系问题并未表面化。从 2016年开

始，安倍晋三不仅在首相官邸接待“统一教”干部，还通过视频方式参加该组织的教团活动，甚

至以视频讲话方式向“统一教”总裁韩鹤子表达“敬意”。 

    去年 7 月 8 日，“统一教”信徒家庭出身的山上彻因其母长期向教会巨额捐款问题迁怒于安

倍，在安倍晋三的助选拉票活动中对其实施刺杀活动，致使安倍死亡。此事件彻底扯下“统一教”

的“宗教面纱”。 

    安倍遇刺后不久，日本“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便向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法务大臣

和检察总长提出请求，要求法院剥夺“统一教会”的宗教法人资格予以解散。 

    安倍遇刺牵扯出自民党政客与“统一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日本政府不便轻易对“统

一教”下手。在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之后，文部科学省在今年 9月才以“统一教”未能切实回应该

机构的调查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对“统一教”进行行政处罚的通知，这一举措当时就被日

本舆论认为是日本政府为下一步申请针对“统一教”的解散命令所作的准备。 

    10月 13日，日本政府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解散“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日本政府在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称，早就被视为不正当的巨额捐款属于该宗教团体有组织的违法

行为，并向法院提交了约 5000 件证明材料。对此教会表现出全面抗争的姿态，预计司法判决将

需要很长时间。 

    12 日，文部科学大臣咨询机构的宗教法人审议会一致同意“应该要求解散”。日本政府也明

确表示，即便是民事违法行为，只要满足“有组织、性质恶劣、持续性”3 个条件，就要从严处

理。日本政府经过长达 11个月的调查后发现，“统一教”以宗教法人的活动形式索求的巨额捐款

给约全日本 1550人带来了共计 204亿日元的损失，这些捐款活动从 1980年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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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奥姆真理教等两个“宗教团体”因为涉嫌刑事案件被下令解散。此次“统一教”在没

有发生刑事案件的情况下，由日本政府向司法机构申请解散令，这种情况尚属首次。对于日本政

府的决定，“统一教”方面坚称自身清白，并声称要与日本政府展开“司法斗争”。有意见认为，

启动司法程序解散“统一教”预计需要漫长的过程。“统一教”在日本的活动时间长久、信徒众

多，即便法院判定解散，该组织可能会在日本社会转入“地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