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忘记的历史
——评孙金科著《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罗焕章

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编中

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 是近年来研究

日本人民反战斗争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该书作者孙金

科,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至 1945年

败降期间,在日本国内、中国解放区、中国国统区等地,日本人民反

战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全部过程;客观地评价了反战斗争各

方面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特别是用较大篇幅反映了日本人民反

战运动的重心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瓦解敌军、

优待和教育日军俘虏,促进反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一系列

正确的政策, 从而形成的蓬勃发展的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综观全

书,可以发现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史料较为丰富,叙史较为准确。该书对各阶段反战斗争历

史的记述,比较完整、细致具体, 使人在阅读中有亲临其境的感觉。

这反映了作者掌握完整史料,进行深入研究而达到的功夫。作者从

50年代起即立志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俘虏政策和日本人民反战运

动的研究,开始广泛搜集和挖掘各方面的资料。他特别注重当事人

的文刊、回忆等资料,搜集了包括日本反战运动领导人野坂参三、

吉积清(森健)、鹿地亘等人,以及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

部长李初梨、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等人的资料。经多年的辛

勤耕耘,作者积累了数百万字的各方面重要资料。　　在资料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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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该书对反战运动的重要人物,大都有简要的身世介绍,

这就使读者能够清楚了解人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原因,加深

了对人物的感性认识。另外,该书还对一些人物现在的活动作了追

踪性的介绍。如在反战斗争中曾立过功的松木春一回日本后, 一直

思念着第二故乡——中国, 思念着解放联盟渤海支部、日本工农学

校山东分校, 他参加访华团两次访华时,总是先去拜访当年的老首

长,感谢他们的教育关怀之恩。原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回日本后任

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科技文化中心干部的香川孝志,曾于 1980

年给中国教师寄来当年在校听课的记录稿,并在信中说, 这个讲稿

至今仍作为日本人民中有觉悟的青年的学习材料。该书把昨天的

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日本有识之士对历史的认

识和对现实的思考的真实情况。

　　该书还依据史料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辨。如野坂参三是否去过

华北敌占区或敌后抗日根据地? 有的著述说他于 1937年潜入华

北,从事反对日军的地下活动,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后,才到延安;

有的说他于 1942年秘密潜入敌占区,进行了考察,并赴有关敌后

抗日根据地, 检查各反战团体的工作, 于1943年回到延安。该书作

者对此进行了反复考证,并向原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和延安日本工

农学校领导人,以及八路军敌军工作部领导人请教, 得知野坂参三

在中国期间, 从未离开过延安。该书记述:野坂参三1931年 2月受

日共派遣,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 1940 年 3月和周

恩来等人一起离莫斯科,于当月 25日到达延安, 受毛泽东邀请留

延安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先后担

任八路军敌军工作部的顾问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对外讲校

长是王学文) ; 1945年 9月 8日, 乘飞机离开延安到东北; 1946年

1月在朝鲜釜山乘船返回日本。该书还澄清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

成立于 1942年秋季或 1943年 12月的不确切说法, 举出当事人香

河正男的回忆和其他当事人的文章, 认定苏中支部成立于 1942年

3月 15日。另外,该书还订正了有的书刊误将为反战同盟西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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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三个盟员在前线牺牲事迹所编演的话剧, 当成是《三兄弟》的说

法,指出该剧是鹿地亘编写的《三烈士殉难》。《三兄弟》则是他编写

的反映日本一家三兄弟,受日本军阀和法西斯政府驱使奴役, 经历

悲惨遭遇的故事。

　　二、以生动的史实,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教育、改造

日军俘虏,促进反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胸怀和政策。书中没

有采用更多的描写, 而是用纯朴的事实,让读者自己品味和思考。

如该书引用了有个叫渡道俊夫的俘虏自己述说的故事:

1940 年 8 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全部被歼。剩下我们受

伤的当了俘虏⋯⋯在医院里, 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 120 师的一位战

士。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 他扶我上厕所, 帮

我倒便器, 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

　　不久, 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

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

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城东 15 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里

的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有次, 我睡了, 觉得有人给我掖

被子, 睁开眼,看见柳岸国 (住院的八路军伤员) 正在深情地看着我。原

来, 他即将出院,得知我动了手术, 特意来看我,还带来了苹果、梨等。他

这样关怀我, 使不会讲中国话的我,只能由衷地说: “谢谢! 谢谢! ”⋯⋯

病? 后, 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去了。

　　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给学员生活、行动( 包括外出) 各方面的

充分自由, 在校内, 让学员进行自治, 衣食住方面, 给予尽可能的优待

⋯⋯在学习方面, 用日本话讲授各门课, 用启发的方法引导学员得出正

确的看法和结论。

　　开展大生产运动后, 延安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每人每月

也只供应小米 1 斗( 合 30 斤) 、麦子 2 升,油 15两 ,肉 2 斤。日本工农学

校的学员却以白面、大米为主, 每人每月供应小麦 2 斗, 优待面粉 10

斤, 小米 1 斤,肉 6 斤 1 两,油 15 两;节假日有会餐补助; 有时还供应大

米。

　　学员的津贴费, 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学校成立初期,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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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 3 元钱。当时, 八路军的津贴费,分成 5 个等级: 士兵: 1 元;排长 : 2

元; 连长: 3 元;营团长: 4元; 师长: 5 元。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津贴

费也是 5 元。学员的津贴费 3元钱, 在当时的延安可以买 6 斤猪肉,或 6

只中等的鸡, 一般是用不完的。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有余⋯⋯不

少学员说: “在日本, 我欠了很多债;到延安, 倒变成有钱人了。”

　　该书正是通过这样的生动事例使读者了解, 中国人民对待日

军战俘的高尚情怀,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采取

的教育改造日军俘虏的政策,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而是建立统一

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战略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 1938年 2

月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

的统一战线, 世界的统一战线, 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

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统

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战争。” 因此,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进行

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推行史无前例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中国共产党仍坚定不移地实行优待日军俘虏、争取广大日

本人民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正确政策。而这些

正确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该书介绍说:

　　从 1942 年 8月至 1943 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 华北敌后日人反战运

动迅猛发展,成员大大增多。1943 年, 就向日军编发了 200 多万份宣传

品, 使日军战斗力不断下降。据日本政府防卫厅资料: 1943 年期间,由于

战争长期化, 以及八路军方面的反战活动,发生了日军投诚事件 18 件。

　　该书还热情讴歌了日本反战斗士的英勇事迹,如下例:
在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毕业后任反战同盟鲁中支部长的金 野

博, 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 不管日军对他怎样拷打、用刑, 他总 是庄严

宣告: “只要我不死, 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日军宪兵司令部 无奈,最后

将他秘密杀害。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把浸透法西斯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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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侵略军俘虏,教育改造成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坚强战士,这

证明了伟大政策的感召力, 也说明正义的力量是必胜的, 而蒙蔽欺

骗和奴役人民是难以持久的。这不正是日本侵略者最害怕的事情

吗?

　　三、以史为鉴,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在结束语中着重指出,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为战后的日本准备了强大的进步力量。日本

反战志士回国后, 成为建设和平、民主新日本的先进分子。他们勇

于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加强

中日人民友好合作而不懈努力。结束语还写道,回顾那段历史,使

我们进一步深信: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有少数

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蒙蔽群众,制造战争阴云, 也终究是暂时现象,

不会长久得逞的。那些矢口否认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甚至重做向外

侵略美梦的一小撮狂人,必将被历史巨轮碾得粉碎!

　　作者的总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0年

前的日本人民反战斗争已成为历史了,但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日本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还是走“军事大国”、侵略扩张的老路, 仍严肃

地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当前,日本政要和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

主义的所作所为, 实在令亚洲和世界人民震惊。日本人民是伟大的

人民。如果说50年前他们曾经作出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光辉

业绩,那么,今天他们也不会容忍军国主义势力把自己的国家引向

末路。实际上,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有良知的学者志士、反战运动

的老战士,以及众多主张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人民, 都在起来为日

本的光明前途而斗争。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最珍惜和平的人民。中国近代以来

的历史,就是一部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 14年

的侵华战争, 使中国军民死伤 3500余万人,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

6000余亿美元,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中国人

民不记前仇, 以德报怨, 愿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相处,这是古今中

外绝无仅有的大德大义。然而,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一些曾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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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口袋装满中国人民钱财的日本战争罪犯和

继承他们衣钵的人, 不但不忏悔过去的罪恶, 用实际行动补过,以

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之恩, 相反,仍祭奠着“大东亚战争”武运长久

的旗子,伺机卷土重来。但是,中华民族不是任人欺负的民族。百

余年不屈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

来的中国人民,已永远告别了任人宰割的苦难历史。有哪些蠢人还

想走侵略的老路,重新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他只能是自走绝路,

自取灭亡!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史上难以

忘怀的一段峥嵘历程。它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克服战后的种种障碍,

终于实现了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和

军国主义虽又抬头,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发

展的总趋向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永远阻止人民前进的历史步伐。

　　四、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可以商榷之处。从全书的章节安排

看,对日本国内人民反战活动, 均列为各编的首章,给予了相当的

重视, 但内容和史料均感有些单薄,这可能是国外资料不足所致。

该书对中国沦陷区日人反战活动未单独列节,而将其内容分别列

入相应的部分,这也是可以的, 但使人感觉这方面的内容单薄,展

开不够。

　　日本侵华战争是否仅是日本军部发动的? 野坂参三当时论述

这个问题时曾说:在现在情况下,我们集中攻击的敌人, 是日本法

西斯军部,这样有可能组织起最广泛的人民战线。因此, 日本反战

组织的文件中提出:“我们反对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打倒

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部”。这是为有利于反战斗争开展而采取的

正确的战略策略。而一般地叙述日本侵华战争时,仅仅说它是日本

军部发动的, 可能就不够了。因为发动侵华战争的重大决策, 几乎

都是经过日本政府内阁会议讨论决定,并经日本裕仁天皇批准的。

当然,日本军部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执行部门和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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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战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胡绳在七七事变 50周年纪念大

会的讲话中说:“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应该说,是由 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的。”可以认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战,此

时已从亚洲开始。因此,说日本为配合欧洲战场,积极准备进一步

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该书第 315页) ,词意显得费解和不

够周密。另外,书中讲到印缅战场1943—1944年形势时, 称英军攻

占缅甸北部地区, 这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驻印军及

配合它的美军一部,是攻占缅北地区的主力。
(作者单位: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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