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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酒量好
岸田的座右铭是“春风待

人”。选战期间，他说，希望实
行“暖心政治”，凸显“宽容和郑
重”，率领自民党赢得预计11
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和定于
明年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

岸田喜欢打棒球，高中加
入棒球社团。在他看来，政治
就像打棒球，无论场上选手，还
是场下替补队员，都要团结一
致。在日本媒体看来，岸田性
格温厚。石破茂曾评价道：

“没见过讨厌岸田的人。”不
过，也有舆论认为，岸田缺乏

“冲击力”，难以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酒量好是“宏池会”传
统，岸田也不例外。担任外
务大臣期间，他曾与俄罗斯
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畅饮日本清酒和俄罗斯伏特
加，酒量不相上下。

岸田的推特账号“粉丝”
远不及河野太郎、高市早苗，
但积极借助视频分享网站优
兔做竞选宣传。他在网络上
开设“意见箱”，拉上妻子和
儿子一起直播，介绍自己的
日常生活。

除了在网络直播中谈政
策主张，岸田乐于回答一些
涉及私人生活的提问。曾有
网友问，是否会看漫画，岸田
说，看，已经看完《鬼灭之刃》
这样的热门漫画。

岸田和妻子育有三个儿
子。长子翔太郎现在担任父
亲的国会议员秘书，正在延
续子承父业的家族传统。
（胡若愚 新华社专特稿）

岸田文雄：
数年煎熬
一朝登顶

9月29日，在日本东京，菅义伟（左二）和野田圣子（左一）、高市早苗（左四）、河野太郎（左五）一同登台祝贺
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左三）。新华社发（Pool图片/卡尔·考特摄）

两轮投票胜出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9日在东京举

行。当天的选举共经历了两轮投票。第
一轮是国会议员投票和党员党友投票，
各382票，共764票。在本轮选举中，岸
田文雄获256票，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
太郎获255票，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获
188票，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获
63票。由于4名候选人无一超过半数，
因此得票前两位的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
进入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中，投票由
382张国会议员和47张都道府县党员党
友票组成，最终岸田文雄以257票战胜获
得170票的河野太郎，夺得了自民党总
裁的宝座。此外，两轮投票中，各出现一
张弃权票和一张空白票。

选举结束后，岸田文雄表示，“将向
国民展示焕然一新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已结束，希望所有党员团结起来，共
同应对不久将举行的国会众参两院选
举。（据新华社电）

9月29日，岸田文雄在日本东京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发表致辞。新华社发（Pool图片/卡尔·考特摄）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29日投票选出新总裁，64岁的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第二轮投票中战胜行政改革担

当大臣河野太郎当选。按照相关程序，岸田预计将在

10月4日召开的临时国会上被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

岸田通往自民党总裁之路颇为坎坷。其行事作风

谨慎、稳重，但也因此曾在竞选自民党总裁一事上多次

被前首相安倍晋三“放鸽子”。此次胜出，基本也是安

倍等党内大佬在他和河野之间权衡的结果。

出身政商世家
岸田文雄 1957 年 7 月出生于东京，祖籍是广岛

县。岸田家是政商世家，祖父岸田正记是实业家，并多

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父亲岸田文武曾在原通商产业省

担任过局级官员，后来也成为众议院议员。岸田家还

与前首相宫泽喜一的家族有姻亲关系。

岸田6岁时因父亲工作原因前往美国纽约生活了

3年。有报道说，他在美国上学时经常遭白人儿童歧

视。有一次去动物园，他旁边的白人女孩拒绝按老师

要求与他牵手。岸田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类似经历成

为他立志从政的“原点”。

岸田在东京名校开成高中上学时加入棒球部，有评

论认为他此后在政治生涯中重视团队精神与此有关。

1978年，岸田进入早稻田大学法学部，1982年毕业后在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任职。岸田后来说，在银行工作期

间，他看到了社会经济的残酷现实。1987年，他辞去工

作，担任已成为众议院议员的父亲岸田文武的秘书。

长期担任外相
1993年，岸田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他随后加入

自民党中的名门派阀宏池会。2000年，当时的宏池会

领袖加藤纮一准备配合在野党在国会通过针对森喜朗

政府的不信任案，岸田也加入其中，但这场“叛乱”以失

败告终。岸田回忆说，“加藤之乱”的后果塑造了他此

后从政的谨慎作风。

2007年，岸田首次进入内阁，出任负责冲绳及北方

对策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2009年自民党下

野后，他出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这一要职。2012

年 10 月，他被推举为宏池会会长。宏池会也被称为

“岸田派”，成为他在自民党内的基本盘。

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上台，岸田被时任首相安

倍晋三任命为外务大臣。他在这一职位上一干就是4

年多，在党内外知名度有所提升。但由于安倍本人在

外交领域特别活跃，作风低调的岸田基本上还是扮演

“绿叶”的角色。

备受安倍“煎熬”
2017年8月，岸田转任自民党要职政务调查会长。

当时，他被认为是安倍接班人的头号人选。但他延续了

一贯的谨慎立场，没有参加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而是想等安倍再当一任总裁后“禅让”。2020年8月，

安倍因健康原因辞职后，包括安倍在内的党内大佬却没

有支持岸田接任，导致岸田在总裁选举中输给菅义伟。

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程确定后，岸田第一个

公开宣布参选。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

计划”；在外交安保方面，他为迎合安倍等党内保守势

力，一改以往的稳健路线，提出增强军备的政策主张。

但安倍仍未支持他，而是选择支持右翼政客高市早苗。

岸田为人处世多被形容为“谨慎”“稳重”，也正因

为如此，他在日本民众中人气不高，在多个民调中大幅

落后于河野太郎。此次总裁选举投票结果也显示，岸

田得到的基层党员票数大幅低于河野，主要靠国会议

员票在第二轮确定胜局。

自民党总裁选举过后，日本基本确定将于11月举

行国会众议院选举，人气不高恐将影响岸田作为自民

党选举招牌的作用。一旦自民党不能在众议院选举中

取得满意的成绩，他可能会在党内遭遇“逆风”。

受疫情影响的日本经济也需要尽快恢复，如何在

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做好平衡，也将考验岸田的

政治智慧。（新华社记者刘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