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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战后初期,日本 战后处理内阁 为了维护天皇制的 国体 ,

相继抛出了 一亿总忏悔 和 天皇退位论 ,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 1 亿国民

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

本文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 太平

洋战争史观 予以剖析。

关键词  战争责任  一亿总忏悔  天皇退位论  太平洋战争史

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挽救彻底灭亡的

命运, 曾发出 一亿总玉碎 的绝望叫嚣,却终究未能挽回残局, 只

好乖乖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 战时内阁宣布总

辞职,皇族东久迩宫稔彦出台组阁。面对战后处理的重大责任和

使命, 东久迩内阁理应认真总结教训、反省和追究战争责任、率领

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然而, 对日本的战争责

任毫无忏悔之念的东久迩内阁却反其道而行之, 上任伊始就抛出

了一个 一亿总忏悔 论, 在遭到各界民众的强烈抨击后,又抛出一

个 天皇退位论 。

一

1945年 8月 15日, 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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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播出后,日本列岛立即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由于连年战争, 日

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彻底崩溃, 东京等大城市处处瓦砾, 国民缺衣少

食,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远比东京大地震时还要震惊、危惧、无奈

和困惑的阴云。

当天,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提出辞呈, 宣

布战争时期的军人执政内阁崩溃。昭和天皇打破历来日本内阁产

生的传统方式, 指令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出面组阁, 并指

示其 尊重帝国宪法, 以诏书为基本, 致力军队的统制和治安的维

持,努力收拾时局 。∀ 接着,昭和天皇又向第 88次临时议会颁发

敕语,内中要求议员们 举国一心,自强不息, 培养国体, 保护和救

助军人遗族及伤病者,救济脱离军籍者和蒙受战灾者, 以期万全 ,

卿等须体会朕意,遵守道义立国之皇谟,同政府协力, 朕期待亿兆

一致,竭诚奉公 。# 8月 17日,东久迩举荐曾在战争时期两次出

任内阁总理和天皇身边重臣的近卫文 担当国务大臣(相当副总

理) , 获得昭和天皇首肯, 于是,战后的第一任政府东久迩内阁正式

登上历史舞台。由于这届内阁把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战后处理

上,而且,从这时起, 败战 一词几乎都用 终战 取代, 所以, 时人

又称这届内阁为 终战处理内阁 。

面对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急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东久迩内

阁没有把精力放到恢复社会秩序和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上, 而是把

主要目标放在所谓的 国体护持 之上, 即采取各种手段、各项措

施,千方百计地维持天皇统治的政体,诸如以维持治安为名收拢旧

军人填充警察队伍; 对伤残军人、遗属予以抚恤; 为 恢复战灾 捐

献皇室木材等, 借以宣扬天皇的 御仁慈 ,目的当然是为了收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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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对于刚刚结束的战争,东久迩内阁惟恐将战争责任算到天皇

的头上,于是抛出一个 一亿总忏悔 的谬论。8月 28日, 东久迩

在会见记者时声称, 事已至此,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 另外, 国

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 此时此刻我认为,军、官、民等国民全

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

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 。∀

9月 5日,东久迩又在第 88 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 强调

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皇的 御仁慈 和 大御心 , 强调昭和天皇是

和平主义者 , 还详细的列举了日美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 发表了

战争损失的具体数据,并再次把战争责任推卸给全体日本国民, 称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不是责备谁,追究谁的问题,无论前线后方,

无论军、官、民, 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冷静地反省,今天, 我们只有进

行总忏悔, 在神的面前洗净一切邪心, 才能把过去当作将来之

鉴 。#

在东久迩散布 一亿总忏悔 论的当天,即 8 月 28 日, 美国占

领军先遣队到达厚木机场, 两天后,麦克阿瑟进入横滨, 在这里建

立起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 GHQ)。9 月 27日, 东

久迩拜会麦克阿瑟, 报告了该内阁继续坚持治安维持法、扩充警察

队伍、依靠特高警察监视社会运动以及继续关押政治犯等政治主

张,同时, 就战犯处理问题提出 自主审判 的要求。这些倒行逆施

的举动理所当然地遭到 GHQ 的否定。然而, 东久迩内阁顽固不

化,继续坚持战时的一切反动政策。10月 3日, 东久迩内阁的内

大臣山崎(原海军司令官、警视总监)竟然发表讲话称: 现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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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思想取缔还要继续进行,对进行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

毫不容赦的逮捕,另外, 对企图颠覆政府者也要继续逮捕, 对共产

党员的拘禁要继续进行, 主张政府形态变革和废除天皇制的所有

的共产主义者要以治安维持法予以逮捕。 ∀

针对山崎的讲话, 10月 4 日, GHQ 颁布了 关于撤消限制政

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 (又称 人权指令 ) ,指令在 10月 10

日前必须释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当时在押的思想犯、政治犯计

3000余人) ,废除 治安维持法 、思想犯保护法 等 16 项反动法

令。 人权指令 颁布 5天后, 东久迩内阁 知趣 地宣布总辞职。

二

10月 9日, 日本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台组阁。与此同

时, GHQ 相继颁发了五大改革指令, 并对战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

容审查。9月 11日, 东条英机等 39人以 对和平有罪 的嫌疑被

逮捕, 12月 2日, 皇族梨本宫守正等 59人被收容, 接着,又对天皇

身边的重臣近卫文 、木户孝一等人发出逮捕指令。GHQ 宣称,

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摧毁 。#

由日本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所组成的币原内阁同东久迩内

阁在 国体护持 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 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体系,

币原内阁于 10月 30日通过阁议, 成立一个 大东亚战争调查会 ,

目的是 调查败战的原因和实相 。11月 5日, 阁议做出 关于战

争责任的决议 ,内中指出, 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

而不得已发生的 , 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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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 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

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界一贯坚持的 和平天皇论 的最早雏型,

也是币原内阁为昭和天皇圈定的 结论 。因为这一 结论 迎合了

GHQ利用天皇、推行美国占领政策的初衷, 也与冷战初期西方营

垒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决策合拍, 所以,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

判,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间占据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 GHQ对币原内阁的 大东亚战争 的称谓是不满意的,

12月 15日, GHQ 颁发 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 , 指出 大东亚战

争 一词同 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紧密结合 ,带有 美

化圣战 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书中一律禁止使用 大东亚战争 的

称谓。这样,币原内阁的 大东亚战争调查会 才把 大东亚 3 个

字删去,改称 战争调查会 , 却继续进行带有主观意义的各项调

查,直到 1946年 9月才宣布撤消。

为了 矫正 日本政界的战争认识, 澄清民众对战争的 模糊观

念 , GHQ从 1945年末开始,加强了 太平洋战争史观 的宣传力

度,利用 NHK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导, 同时

通过各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 & & & 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
溃%,把美国人的 太平洋战争史观 灌输给日本社会的各界民众。

美国人 太平洋战争史观 的主要观点圈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

第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 最大贡献 。

第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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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财界、舆论界等属于 稳健派 ,

是军国主义的 对立势力 。

第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 隐瞒了事实 , 欺瞒了民众 , 日

本国民也是 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

以上,美国人的 太平洋战争史观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 抨击了罪大恶极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

子,否定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借口和谬论。但是,不能

不指出的是,这个史观是站在美国利益和西方殖民主义利益的基

础上,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来评价这场战争, 它带来的影

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极力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 最大贡献 , 无视中

国和亚洲抗日战场的存在,抹杀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反法西

斯的历史贡献。

第二,忽略了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问题。所以在后来

的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

第三, 着意保护天皇和政界官僚、财阀等免受战争责任追究,

更无意去清理酿就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

第四,忽略了追究战时体制下舆论机构、社会团体对侵略战争

的责任,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战争等问题。

太平洋战争史观 的结果是使本来就不认帐的战争责任者

(除天皇外,还包括战争时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国军

人、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

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冲淡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 并促成崇拜美

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曾任美国某新闻机关

东京特派员的马库!盖因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真相是这样

的%的连续播放, 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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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描写成军国主义的果敢的敌人, (广播)

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军人, 却把天皇、财阀首脑显然的排除在战

争犯罪人之外 。∀

三

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不久,东久迩宫稔彦拜会昭和天皇,以本

人在战时曾出任军司令官, 对战争有责任为由,要求脱离皇族, 并

提案请昭和天皇退位。为什么上台伊始为保护天皇和天皇制而效

尽犬马的东久迩一反常态, 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 个中的内情颇

为复杂。有学者分析,在东久迩内阁期间, GHQ 开始逮捕战犯嫌

疑者,裕仁对东久迩内阁把当年的股肱之士交给美国人心怀悻悻,

对内大臣木户孝一说, 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真是苦痛难

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 。# 9 月 12日,东久迩向裕仁报

告东条英机等 39名战犯嫌疑人被 GHQ拘捕以及阁议决议时, 裕

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称, 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

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

以处理,故应再加考虑 。∋ 另据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记录, 昭和

天皇对东久迩的提案十分不满,称, 关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当

然轻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这样的苦境, 可是秩父宫患病, 高松宫

是开战论者,曾居军的中枢部, 不适宜摄政, 三笠宫又年轻缺乏经

验,东久迩此次的轻举特别令人遗憾,东久迩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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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 。∀ 可见,裕仁与东久迩内阁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芥蒂。

对于东久迩脱离皇族和昭和退位的两个提案,昭和天皇予以

否决。当时的∃读卖报知%报道称, 有许多皇族赞成天皇退位, 东

久迩是其中之一,总辞职后不久就拜会陛下, 请求脱离皇族和提案

(天皇)退位,当时,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没有采纳两提案 。#

其实,战后初期, 提出天皇退位论的重臣不只东久迩一人。

1945年末,鉴于GHQ 和社会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作

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宪法规定的三军大元帅, 对战争负

有重大责任是不可推诿的。于是,天皇的重臣近卫文 就建议天皇

隐退 或 出家 ;内大臣木户孝一以及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也提出

过天皇退位论。贵族院成员南原繁(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佐佐木偬

一(京都大学教授) , 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 枢密院议长平沼骐太郎

等人都提出过天皇退位说。他们的理由一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负

有败战的责任;二是容许军阀横行,负有怠慢之责;三是作为皇军的

统率者要求国民服从, 陛下对献身而战的忠良将士负有背信之责

等等。他们的理由中隐匿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则是希冀摆脱裕仁的

战争责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这样才能保证天皇统治的

万世一系 ,使日本的 国体 得以维持下去。据当时日本舆论调查

研究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汇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

为了纯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来史家难以书写

历史。

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续, 所以洗却太平洋战争的污垢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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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 摄政 之说,当指如果裕仁退位, 按着皇室典范由太子即位后应由皇族摄

政。但因东久迩提出退位说,其他皇族又都不适宜担当摄政,所以裕仁很是恼火。



要的,退位以后让位于太子,可使人心一新。

天皇退位,皇太子在新宪法下成为天皇, 可正确的保持天皇

制,从历史的变换和道义的战争责任上,是最好的良策。

采取此策是想存续天皇制的贤明之举 ∀ 等等。

再看∃读卖新闻%1948年 8月 15 日发表的数据, 赞成天皇制

的人数为 90. 3%。对天皇退位说, 有 68. 5%的人不赞同天皇退

位, 18. 4%的人主张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只有 4%的人主张

废除天皇制。#

以上的言论和数据可以说明天皇重臣们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

位论来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们, 美国人更深刻地体味到维持天皇制对于

顺利贯彻美国的占领政策,构筑东方反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 实

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所以, 重臣们苦心积虑

的天皇退位论的苦肉计根本用不着实施,在美国人的庇护下,不仅

昭和天皇免去了战争责任的追究,连(象征)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

今。它带来的结果是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和争论, 直到今天

仍没有停息。又因为天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的实际后果,

甚至连作为出庭证人都没有成行, 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日

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妥善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等都

埋设了一块绊脚的顽石。

四

一亿总忏悔 论出笼后,就遭到社会各界和舆论机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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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抨击。9月 8日,爱知县知事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为了打赢战

争,忍受了所有的无奈,今天才明白知晓国力真相的领导者们的欺

瞒政策 , 为什么不信任忠良的国民, 公布事实的真相, 甚是遗

憾 , 直到最后,指导者还欺瞒国民,实在该死 , 历来的指导当局

在国民总忏悔前, 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 。∀ 在佐贺县, 也有舆论

反映, 如果说败战的责任, 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 今天, 对民

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 。

一亿总忏悔 论虽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美国人的主导作用和包庇天皇及政界

稳健派 的意图, 使批判 一亿总忏悔 的社会舆论并未真正 到

位 ,甚至出现扭曲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

用,使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矛头几乎一致对准军部集团,缺乏

冷静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识。这样, 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不可

避免的存在着某些偏颇, 其结果是转移了舆论界或知识界的视线,

淡化了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 这对扭曲战后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

的战争认识,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模糊了 战争责任 和 败战责任 的界限。东久迩内阁

抛出 1 亿总忏悔 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脱天皇的战争责任, 所

以故意只在 败战责任 上做文章, 而不去追究 战争责任 , 甚至把

败战责任 转嫁到 1亿国民的身上。他们认为, 国民道义的颓废

也是原因之一 ,再就是 日本同美国在战争实力上差距过大 , 所

以,日本战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导者

及天皇的责任, 东久迩内阁却是讳莫若深,这便带来了战争责任意

识的极度混乱。

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经过一番 包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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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台上时,曾承认过日

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 侵略战争 , 但是,他又说过, 明治以来日本

人的努力, 大东亚战争和我们过去的历史都被淹没在詈骂和诽谤

之中( (大东亚战争是错误的战争, 受到了那么大的被害,死去

310多万人,其中约 80万人死于空袭, 230多万人战死, 一半的领

土被占领, 迎来了这样的悲剧, 从现实看,大东亚战争是误算的战

争,是错误的战争,国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历史判决 。∀ 这里, 中

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 被害 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国

家利益和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 他认为战争使 明治以来日

本人的努力 都付诸东流, 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 一半的领土被

占领 ,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 误算的战争 。至于

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

范围之内。无独有偶,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的头面人物藤冈信

胜也认为,日本参与 大东亚战争 是 战略选择错误 。他说: 日

俄战争后, 随着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 日本犯了战略选择错

误,对朝鲜半岛的对策是否有其他选择有待充分探讨, 在摸索走过

曲折道路的同时,日本出现种种政策性错误, 其结果突入毁灭的大

东亚战争。 # 藤冈的这席话并非是指责日本的 战争责任 , 只是

认为日本 政策选择错误 ,才 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 ,而导致日

本选择错误政策的责任者,是 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 。所以,

他认为,日本虽然 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 , 但是, 由于美国

对日舆论决定性的恶化 ,为了 打破 ABCD包围圈 ,为了保卫自

己的 南方生命线 , 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 , 所以 大东亚战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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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卫战争 。∀ 可见, 藤冈的 政策选择错误 同中曾根的 误

算 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 败战责任 上做文

章,不是去指责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责怪他们的 误算

或 选择错误 , 从而给日本带来的 悲剧 或 毁灭 。

第二,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 的形成。1945年 9月 22日,美国政

府颁发了 对日方针 ,明确提出要追究 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

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 的责任。# 而对昭和天皇

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 稳健派 则予以庇护,

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 , 并且成为东京审判的指

导方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责 & & & 尽管是出于美

国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 ;同时

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削弱了

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在东京审判的 25名 A级

战犯中(原 28人,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期间死亡,大川周明因突发神

经免于起诉) ,有陆军派人物 15人,海军派军人 2人, 其他才是(对

美) 开战内阁 的首相、国务相、外交官之类人物。7名被判绞刑的

战犯中,除 1人是文官外,其他6人都是陆军派人物。可以说明,美

国人认定的 指导者 主要是指日本的陆军部。

东久迩内阁的 一亿总忏悔 出台后,既有悖于美国人的初衷,

也遭致国民的极度反感, 所以很自然的遭到抵制, 指责和抨击指导

者的舆论在战后初期盛极一时。原自民党大将、现自由党代表小

泽一郎曾对战争这样评价,他认为, 日本在战前, 断绝了开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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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 1946年 2月 3日发表的调查数字,支持天皇制的比率为

91. 3% ,载中村政则:∃占领 战后改革% ,吉川弘文馆 1994年版,第 137页。

[日]吉田裕:∃现代历史学 战争责任%,青木书店 1997年版,第 159页。

[日]藤冈信胜: ∃世界史 #  日露战争∀ 道案内% ,载∃近现代史 授业改革%

第 2号(∃社会科教育%别册) ,明治图书编辑部编。



同英美的协调关系, 自行其道, 向海外派军队, 想以武力让对方理

解自己的想法, 结果失败了。个人随意地去颠倒正义, 以武力去说

服对手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 败战带来了 300万同胞死去的结

果,由于错误的政治使国民流血, 失去了明治以来的财产 。∀ 这

里,小泽一郎也是从日本自身利益的得失来认识这场战争, 最后归

结为 错误的政治 所致, 而导演 错误政治 的自然是动辄炫耀武

力的日本军部和军阀。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 又成为庇护昭和天皇的保护伞。战后的

东久迩、币原两任内阁都炮制了 和平天皇论 的神话, 把战争责任

推给军部, 推给民众。这一谬说至今还有市场。新右翼团体一水

会的头面人物铃木邦男就认为, 那场战争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谢

罪 , 但是, 当时 90%的国民都讲要战争(支持战争) , 把天皇陛下

卷了进去, 天皇陛下没有关系(责任) , 所以, 九成的国民都有责

任,要道歉应该由我们道歉,当然, 九成的赞成者是出于大义,出于

当时不得已的状况( (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天皇陛下一人 。#

第三,模糊了参与战争、协力战争的普通国民及社会各界的战

争责任意识。战后初期, 东久迩内阁抛出 一亿总忏悔 论, 意在转

移国际和社会各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视线,其反动性不容置疑。

为此,美国人在各家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 & & & 不真实的军国日

本的崩溃%时, 明确指出日本国民也是 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

者 ,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国民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 在这些最非

人道的行为中, 最严重的结果是隐瞒真实 , 今天,日本国民必须

绝对的了解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日本国民必须了解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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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什么因军国主义而遭受到悲惨的命运 等等。∀ 应该说, 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GHQ 采取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

从而把最广大民众解脱出来的方针无可非议。问题在于, 由于日

本国民对 一亿总忏悔 的抵制和反感, 再加之美国占领军对国民

战争责任的 免责说 以及 被蒙骗说 , 大多数的日本国民把目光

瞄向军部和政府指导者, 放弃了自觉反省意识,日本国民以及社会

各界在战争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地解决, 又随着

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消极、模糊和淡化。

众所周知, 法西斯国家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 没有国民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国民在战争中不负有直接

的责任,但是,认真反省战争、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制止战争、保卫

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 进入 80 年代以后, 随着日本战

争责任问题的尖锐化,一些有良知的知识、教育界人士开始考虑日

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诸如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岩波

书店 1985年版)、若 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原书房 1995 年

版)、追究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民众法庭准备会编写的∃战争责

任 & & & 从过去到未来%(绿风出版 1998年版)等,都提出了在战争

时期舆论、教育、司法、宗教、文化艺术各界以及普通国民的战争责

任问题。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也针对 被蒙骗说 发表己见, 他

说: 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 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

个人说自己骗过人( (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

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

有自己没有骗人吗? # 伊丹导演的这番话既耐人寻味,又很有代

表意义。当然,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战争责任问题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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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迩内阁的 一亿总忏悔 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痛定思痛, 制

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国民良心发现,是部分知识教育界人士政治成

熟的表现;后者却是为了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让一亿民众共同

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

然而,直到今天, 一些曾经参与战争的人们还以 政府命令 、

保卫国家 、服从军令 等为遁词, 只谈 被害 经历, 不去反省 加

害 责任;还有人以 被蒙骗 、不知情 为由,把自身在战争中的犯

罪行为一古脑推给 指导者 ,或者为当年日军的战争犯罪 保守秘

密 ,不肯认帐和揭露;甚至还有一些人攻击敢于暴露日本战争罪行

的人和事,东史郎诉讼案就是一个例证。在战后出生的一代里, 也

有一些人否认 责任观 的存在, 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 没有必要

再去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等等。这一切,称作 一亿总忏悔 的负面社

会影响并不过分。更有甚者, 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往往以批判 一亿

总忏悔 为借口, 拒绝战争反省, 甚至袭击坚持真理的新闻媒体。

1983年 8月 13日,∃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先后遭受极
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袭击,理由就是该报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

事实。事件后,一个称 统一战线义勇军 的新右翼团体拍手称快,

还特意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未见面的日本民族独立义勇军

的同志们,我们从心里赏识诸君对朝日新闻的攻击( (8月 15日来

临之时, (朝日新闻社)抛却大东亚战争是亚细亚解放战争的大义,

把它称作侵略战争而奔忙运作, 制造一亿总忏悔的反战舆论,超越

了报道的限界,是犯罪行为((∃朝日新闻%是煽动反日、排日、侮日
思想的首魁,决不允许任何媒体跳梁。必须强制报道姿态,让大东

亚圣战的意义在日本人中间家喻户晓 。∀ 在这里,右翼们从反向思

维的逆反心理出发,也煞有介事的批起 一亿总忏悔 论来,甚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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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视作 反战舆论 , 归根结底是为了否定战争责任, 为 大东亚圣

战 歌功颂德。也足以证明 一亿总忏悔 论的流毒非浅。

最后, 还应该强调的是, 为了抵制 一亿总忏悔 论, 美国人的

太平洋战争史观 把普通的日本国民认定为 军国主义指导者的

牺牲者 , 不仅对侵略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而且, 同亚洲被侵略国

家的人民一样, 也是受害者。这样,作为 牺牲者 的日本国民当然

无须去反省战争,无须去检讨自身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是经历

过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以及冲绳决战的民众, 被

害 意识更是强烈, 日本的普通国民也往往把 世界唯一被爆国

(原子弹)作为 被害 的最大 根据 ,强调日本国民的 战争被害 ,

却把作为侵略国家国民对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应负的 加害 责任

弃之一边。这种 加害 与 被害 意识倒错的思想根源,依然是 脱

亚入欧 的信仰观念在作怪,即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固执地坚持

日美战争说 ,只承认日本输给美国, 蔑视和轻视亚洲人民的存

在。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能否认的是,从根基上维持

15年战争的日本国民的心理要因,在于根深蒂固的蔑视亚洲人 ,

由于轻视亚洲的)太平洋战争史观∗ ,我们思想中的脱亚入欧的思
想,从战前延续到战后 ∀ ,成为取谅亚洲人民, 推动友好交流的最

大思想障碍。这该是 一亿总忏悔 论与 太平洋战争史观 带来的

最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王希亮, 1946 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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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一亿总忏悔 与 天皇退位论

∀ [日]大沼保昭: ∃东京审判  ! 战后责任 思想∀% ,东信堂 1997年版,第 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