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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评日本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何　理

　　近代中国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中日两国进

行了一个多世纪各种方式的斗争与争论, 其中包括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战争, 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以及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

进行的长期的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而且, 从一定意

义上也可以说, 这种性质的斗争和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这是因

为, 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中日两国的情

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 日本一部分右翼反动政治势力仍

然顽固坚持军国主义政治立场和军国主义历史观, 公然美化侵略

战争, 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妄图推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

民主、进步、正义力量对反动、灾难、邪恶势力的胜利这一重大历史

公案。1993 年, 在自民党内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 经过较长时

间的组织策划, 由 19 名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观点的历史研究

者, 进行了 20 多次讲演, 并于 1995 年 8 月 15 日出版了《大东亚战

争的总结》一书。该书集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言

论之大成, 公开否认东京审判的正确性, 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

侵略战争是“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战争”, 否认日本的战争罪

行和“南京大屠杀”等等罪案的存在。另外, 围绕“教科书”问题, 东

京大学教育部教授藤冈信胜等人组成“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要

求删除“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等内容, 纠正“自虐的历史认

识”, 培养“健全的日本人”, 树立年轻人对日本历史的“自豪感”。通

过这些活动, 把关于如何对待近百年以来, 特别是如何对待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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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中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历史问题, 日本国内一些人与中

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所进行的争论推到了极致。可以说, 这种争论的

性质, 仍然是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斗争, 以

某种政治的或者理论的形式的继续。1996 年 9 月 3 日, 江泽民主

席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是稳定的, 当然

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 主要是日本政界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

史问题。众所周知, 半个世纪前,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

争, 给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是不容辩驳

的事实⋯⋯但是, 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 美化侵

略的事情, 特别是最近以来, 一些内阁成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

国神社, 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 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

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的奇谈怪论, 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

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还是别的什么道路, 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日本必须妥善处理

好历史问题, 肃清反动的历史观, 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

象, 有利于日本同邻国建立信任关系。”(《人民日报》1996 年 9 月 7

日) 1997 年是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25 周年, 回顾中日关系发

展的曲折进程,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批判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恶劣影

响, 无疑仍然是中日关系及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之一。

一

　　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军国主

义反动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它是一种以军事霸权为特征的战争

史观和专制统治观念, 反映了从军国主义基本立场出发, 对世界历

史和国家关系的总体认识。

　　军国主义是一种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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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度, 其由来已久。近代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或不发达

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结合。18 世纪以来的普鲁

士、沙皇俄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是比较典型的近代军国主义国

家。为争夺殖民地, 建立殖民帝国,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加强

军备, 推进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军事化, 对外扩张, 发动侵略战

争, 对内强化对本国人民的武力镇压和专制统治。特别是随着垄断

资本的发展, 各帝国主义国家, 为争夺世界霸权, 重新瓜分势力范

围, 都出现了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 进一步加快了军国主义化的进

程。列宁说:“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66 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

中叶, 是军国主义形成和崛起的时代, 这个过程是同帝国主义的形

成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 19 世纪末期以来, 连续不断的大

国间的国际战争, 特别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充分证明了军国

主义的罪恶和它给人类生存发展所造成的灾难。事实表明, 帝国主

义是与世界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而军国主义则是侵略战争的

原动力。

　　近代日本是一个依靠侵略战争起家的国家。军国主义历史观

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

政治、军事、经济制度。

　　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近代化基础是由官营军事工

业发展起来的; 日本财阀势力及垄断资本也是在国民经济军事化

和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逐步强大并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的。明治

政府大力利用和引进西方技术设备, 扩充改造原幕府及各藩所有

的武器制造、开矿、冶金企业, 并投资兴建一些纺织、水泥、火柴、酿

酒等民用工业。如改造和兴建东京炮兵工厂、长崎制铁厂、石川岛

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等, 开设东京到横滨的第一

条日本铁路和电线, 开通电话和邮政, 这些官办军事企业以及与军

事相关的企业, 在日本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近代化中起了主导作

用和骨干作用。19 世纪 80 年代, 日本政府将大部国有企业廉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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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一些有政治背景的财阀, 这些财阀长期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保护, 构成日本垄断资本的主干和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近

一个世纪以来, 日本垄断财阀主要是依靠对外侵略战争来牟取暴

利。如三菱公司创始人岩崎弥太郎, 凭借着与政府重臣的特殊关

系, 获得大量特权。1874 年日本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三菱公司

受命承担军事运输, 共赚得利润 275 万日元, 相当日军侵台经费的

1ö3。西南战争中日本政府军费开支 4100 万日元, 其中三菱公司赚

去 1500 万日元。可以说, 没有侵略战争, 就没有日本的垄断财阀,

也就没有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日

本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观念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土壤。由于当时

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 且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开国”,

具体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决定了日本明治维新不论从其历史内

容, 还是社会性质来说, 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格。日本作为后起的

资本主义国家, 在明治维新后虽然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但

是, 日本社会严重的封建主义因素不仅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自

由发展, 而且构成推动日本国家迅速军国主义化的社会条件。明治

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 富国强兵乃其

中心。富国强兵的核心是采用西方的工业技术, 发展社会经济, 争

取日本对西方列强的独立及向亚洲邻国的扩张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

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 同中国

等邻邦有相同的境遇。开国后的日本依然存在被西方列强奴役的

危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同

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 并以其为理

论武器。日本的启蒙主义思想也不同于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

一方面, 它接受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代表了日本发展

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 另一方面, 日本的启蒙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

带有封建军国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当时代表日本民主主义进步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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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自由民权运动, 其主要着眼也在于日本对外发展的民族主义

方面。日本启蒙主义代表也不同于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欧洲

启蒙主义者。他们一面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 另一面, 也是其主要方面, 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 为日本对外

扩张, 发展军国主义制造舆论。如当时曾喧嚣一时的“脱亚论”, 其

主旨即在于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亚洲其他民族, 主张日本仿效西方

国家, 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他们提出的“伸张民权”、“扩展国权”

主张, 其重点仍在“国权主义”。这就是对抗西方列强, 争取日本独

立, 对东方邻国, 实行强权政治, 进行侵略扩张。福泽谕吉在《外交

论》中说:“当今各国相对恃的社会其势如禽兽相食的世界, 食者是

文明国家, 被食者是非文明国家, 我日本应加入食者行列, 也应该

寻求良饵。”(转引自赵福超《略论福泽谕吉侵略中国、朝鲜的思

想》,《北京档案史料》1996 年第 4 期)良饵乃中国、朝鲜等邻国。日

本从它近代化一开始就把对中、朝等国的侵略作为自己民族发展

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政治基础是近代天皇的绝对专制

主义制度和“皇国史观”。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制造了一种荒谬的历

史观点, 即日本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国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

立斗争的历史, 日本的全部历史都是天皇与人民一致的历史。早在

14 世纪, 日本史书《神皇正统记》就将“天神肇国”传说进一步理论

化, 发挥了日本“神国”思想。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专制主义政体。

日本宪法规定, 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不仅是日本国家元

首, 而且是日本国家和人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及政治观念上的代表。

天皇制专制政治与“皇国史观”, 在日本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并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天皇绝对崇拜, 是日本军国主义历

史观的极端形态。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精神支柱是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

道。“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寡头政治继续存在, 但他承认国民参加

政治的概念。而且它还加强了家族、社团组织生活感情等构成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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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所支持的传统的社会支柱。”(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3 页)由于近代日本社会的落后性质及

社会思想分化的不充分, 低级原始的宗族势力和宗教观念制在社

会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天皇制的专制统治和“皇国史观”, 是

与比较原始的国家神教及所谓“大和魂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的。日本国教神道与一般的宗教不同, 它比中世纪其他宗教具有明

显的现实的政治功能。神道对所谓“神”的崇拜只是抽象的、理念

的, 对天皇的崇拜才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且, 在日本传统的宗教哲

学与国家神道中, 神也是比较世俗的, 而非完全超验的, 诸如灵魂

与肉体、来世与今世、天堂与地狱、善与恶以及天皇与国民等都是

同一的和浑然一体的。日本国家神道没有什么成形的经典, 对灵

魂、来世等问题也缺少系统的理论。“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的

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 天皇就是神, 就象他父母师长是小

神一样⋯⋯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 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

族血缘关系, 认为天皇是他们的父亲。”(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

衰亡》,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0 页)

　　日本“国家神道”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组

织, 上至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 下至各地方的大小神社, 全

国总共有各种神社 11 万座。德川幕府末期, 日本“国学”通过对《源

氏物语》、《古事记》等古籍的研究, 强调反对儒学影响, 发掘日本固

有的“大和心”, 复古神道, 恢复天照大神和天皇的统治之道。1868

年日本政府明令复古神道, 以神道为唯一国教。通过“祭政合一”运

动使神道完全政治化。正如一些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神道所

关注的是对国家象征的适当崇拜。在学校里, 国家神道变成一部神

代以降的日本历史, 以及对万世一系之统治者天皇的崇拜。”(R.

本尼迪克特:《菊与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3 页) 明

治维新后, 日本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向人民灌输天皇神教, 以天皇为

日本乃至世界至高无上的神。“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谕”是日本真

正的圣典。在日本全部政治意识和社会道德观念中, 以对天皇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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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绝对的最高德性, 把对天皇的“忠”, 作为日本人至高无上的

“德”。“武士道”也是强调“忠节”, 为天皇效力, 并用禅宗的修炼办

法, 训练士兵的忍耐、勇敢、绝对服从、剖腹尽忠、暴虐杀人等拼杀

精神和野蛮残忍的性格。事实证明, 这种比较原始的政治与宗教相

结合的思想道德意识, 其结果必然是只知有天皇, 只知有日本, 而

不知有其他, 在政治上一定造成蔑视日本民众, 蔑视世界其他民

族, 以及在国际关系中, 妄图君临其他国家、称霸世界的反动倾向。

二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是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邻国的态

度。明治维新后, 日本一面继续忍受西方列强的压迫, 一面积极向

其亚洲邻国中国、朝鲜等侵略扩张。反套一句中国成语, 日本是失

之桑榆, 而取之东隅。即在西方失去的利益, 要从东邻各国找回来。

1855 年, 美国与俄国签定友好条约后, 长州藩士吉田松阴说:“俄

美和亲条约一定, 我方便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

程, 加深信义, 趁此时机培养国力, 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中

国, 将同俄美交易中之损失, 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井上清《日

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9 页。)以福泽谕吉

为代表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提出所谓的“东洋盟主论”、“脱亚

论”, 大力鼓吹日本不能以“唇齿关系”、“车辅关系”对待中日关系

及日本与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日本要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道

路等方面脱离亚洲, 不与中国、朝鲜诸邻国为伍。日本要与西方列

强联合, 共同压迫各亚洲国家, 称雄亚洲, 作东亚的盟主。鉴于英、

俄等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福泽主张日本

也不能消极退缩, 必须积极进取。“为今日计, 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

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 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

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予以特别关照,

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处理之。”(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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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第三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58 页) 日本作为东洋

的盟主, 应该领导邻国脱离固陋之习, 以文为行, 以武继之, 日本要

效法英国统治印度的榜样, 独霸东洋权柄, 做在亚细亚的新大英帝

国。日本陆军创始人、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的《军事意见书》、《外

交政略论》等文件认为, 日本生存必须要保护“主权线”和“利益

线”。所谓“主权线”就是日本本土,“利益线”即中国东北、朝鲜等与

“主权线”安危紧密相连的地区。1874 年, 日本出兵侵占中国领土

台湾。1894 年, 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

约》, 从中国掠取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 并把朝鲜变成日本的

殖民地。1900 年, 日本充当了西方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急

先锋, 取得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驻兵权。1904- 1905 年, 日本在中国

领土上发动了对沙皇俄国的战争, 霸占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一个野心勃勃、侵略好战、暴虐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在亚洲崛起。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日本军国主义

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猛烈发展和急剧膨胀的关键。此后, 一些日本

政治家即大力鼓吹扩张军备, 加紧推行军国主义, 把日本的生存发

展建立在对中国及其他邻国的侵略和掠夺基础之上, 为军国主义

战争制造舆论。

　　一曰“生存发展论”。日本自身领土狭窄, 资源有限, 其独立发

展不可避免地要同邻国进行交流, 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但是这种关

系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日本以反动的民族主义立场

对待一个多世纪以来, 日本国家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教训, 把

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部弱肉强食、有力者称霸、无力者为奴的历

史, 什么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正义和平等等人类社会基本准则, 统

统是子虚乌有。在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支配下, 随着日本国力的

发展, 在日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观念, 即日本的生存发

展, 必须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 而且更重要的是, 走西方列强的老

路, 向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侵略扩张, 掠取殖民利益。明治维新以

后, 把中国、朝鲜等国作为日本发展的资源基地和扩张对象,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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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日本统治集团一种不言而喻的和天经地义的信条。这是明治

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的反映, 也是与那一时期

所谓“主权线”、“利益线”理论一脉相承的。1927 年, 日本东方会议

及其后内阁首相田中在向天皇奏议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惟欲征服

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这时, 日本为

进一步独霸中国, 明目张胆地提出“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满

洲”问题, 几乎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以及日本各派政治势力斗

争的焦点。

　　二曰东方“民族解放论”。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在与各帝国主义

国家争夺与对抗的历史环境中。驱除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势力, 是日

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倾向。日本企图用某种亚洲“门罗主义”, 抵

制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殖民统治。为达到以上目的, 日本企

图利用亚洲国家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进一步

扩大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并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其名曰对亚洲国

家的“解放”。本世纪 30 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提出: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 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

立。”(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 ,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

版, 第 6 页)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提出的“共存共荣”, 以及在太平洋

战争期间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 是以上思想在国策上的具

体表现。1942 年 1 月 21 日, 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帝国议会

的演说中就说,“建设大东亚之根本方针, 实渊于日本肇国之大精

神, 使大东亚各国及民族各得其所, 根据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谋求

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 商务印书

馆 1980 年版, 第 683 页)。1943 年前后, 由于战局的转变及中国和

亚洲各国人民抗日运动的胜利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已感到力不从

心, 于是通过建立傀儡政权的方式, 让一些被占领国家在名义上

“独立”。当年 11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有南京伪政权主席

汪精卫、“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傀儡政权代表参

加的“大东亚会议”, 旨在强化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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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说, 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在

于“解放殖民地, 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使亚洲国家“从欧洲的殖

民统治下获得独立”。鼓吹亚洲各国要在“独立”、“主权”的基础上,

“共存共容”, 合作发展。让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民族败类粉墨登场,

扮演所谓被解放了的亚洲国家代表, 这是对日本鼓吹的“民族解

放”和“大东亚共荣圈”最实际、最确切的注解。

　　三曰“自存自卫论”。日本军国主义以“大日本主义”对待中国、

朝鲜等国的主权和利益, 以“大亚细亚主义”对待与西方列强的关

系。其向邻国扩张的主要借口, 不外是因为别国维护主权的正当行

动, 妨碍了日本的利益。因此, 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出

于“自卫”。自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全面战败之前, 日本

同亚洲各国完全处于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进行了英勇的长期反抗和斗

争。这完全是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行动。从军国主义反动政治

立场出发, 日本统治当局反诬亚洲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对日本生

存的威胁, 这又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其他国家的借口。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制造各种借口和社会舆论, 诬蔑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及爱国

抗日运动威胁了日本“生命线”的安全, 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必须出

兵“保护”。依照这种强盗逻辑, 1931 年, 日军发动了武力侵占中国

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1937 年, 发动了历时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这

种以“自存自卫”为口实的军国主义战争观一直延续到战后。吉田

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仍然认为, 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在中

国和满洲, 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排日运动, 使居住在那里的日本

人受到了压迫”。日本武力占领东北, 也由于“对于象中国那样处于

混乱状态的国家, 很难采取完全按法律办事的态度”(同书第 36

页)。关于卢沟桥事变, 日本不是至今还有人在坚持这是中国军队

挑起的, 日军完全出于“对应自卫”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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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军国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在日本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的意

识形态, 它既是军国主义制度对日本社会长期统治和毒化教育的

结果, 又是战后“冷战”思维和反共政策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彻底失败, 但军国主义长

期统治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和思想意识形态仍然在社会上起着重要

的作用, 甚至制约日本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1945 年日本投降后,

美国单独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根据《波茨坦公告》等盟国的共同

协议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 美国占领军对日本执行了非军事化

政策和民主改革, 以图完全铲除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1946

年 11 月 3 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 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

主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

交战权”。新宪法剥夺天皇总揽一切的权利, 只规定“天皇是日本的

象征”。同时进行旨在使日本民主化的社会改革, 解散作为天皇制

基础的军部及枢密院、贵族院等特权机构, 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

解散财阀, 进行农地改革, 铲除天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应当肯

定, 以上重大政治经济改革, 对战后日本国家的民主化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在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 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共”

的需要, 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一定的包庇和

纵容政策。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美国

在亚洲经营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1947 年, 美国政府抛出“杜鲁

门主义”, 认为日本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国家,

因此, 应关心复兴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948 年 3 月 25 日, 美

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提出: 永

久性地占领冲绳; 重建一定限度的军备; 加强警察力量, 防止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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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化; 恢复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权利; 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

对已实施的不加压力; 修改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垄断的政策;

及早发现和处理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中的无罪分子; 日本文化亲美

化等 11 项建议, 从而确定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导向。在

美国的主导下, 由于对日本战争责任、战争罪行的清算, 对军国主

义社会政治影响的肃清, 都做得很不彻底, 以至使战后日本的国家

政治及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 与战前社会具有较

为明显的继承性。

　　首先是关于日本天皇的地位问题。战后, 日本共产党等日本国

内进步势力以及苏联、英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 要求废除日本天

皇, 清算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进步政党和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人

士不论在战前战后都坚持反天皇制立场, 认为天皇制是日本民主

化的障碍, 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和祸首, 主张追究天皇及天皇制的

战争责任。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坚持保留天皇, 免除对天皇的审

判。其后的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以及其后对天皇制批判的不彻底,

直接妨碍了在日本进一步消除军国主义的社会影响, 清算战争责

任, 树立起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其二是关于对日单独媾和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问题。根据

1948 年 10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 SC13ö2 文件》, 美国积极

策划对日单独媾和, 以便使日本在国际“冷战”和对中国的遏制战

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51 年 9 月, 美国不顾中国、苏联等主要参

战国的反对, 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 签订《旧金山和约》, 实现对

日单独媾和。《旧金山和约》继续承认美国在日本驻军, 但对日本的

军备未加限制, 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也未做明确的规定。在一定意义

上,《旧金山和约》也为右翼势力翻侵略战争的历史旧案, 妄图恢复

军国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进一步

把日本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其三是关于重新武装日本问题。1950 年, 美国指令日本政府

成立 715 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 并将海上保安厅人员增加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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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拨款 12 亿日元军费。日本海上保安队在美军的指挥下参加了

朝鲜战争。1951 年美国要求日本把警察预备队扩大到 3215 万人,

但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受战后宪法的制约, 害怕国内民众反对, 未敢

立即实施。1954 年, 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成立自卫队, 重建陆海空武

装, 兵员数量达 30 万人左右。

　　其四是关于战犯的处理问题。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和战争罪犯采取了包庇纵容政策。东京审判除东条英机等 7 名甲

级战犯被审判处决外, 免除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审判, 释放了被视

为有利用价值的岸信介、重光葵等甲级战犯。其中岸信介在后来组

成的自由民主党内担任干事长, 并在 1957 年出任首相; 重光葵再

度出任外相; 儿玉誉志夫成为政界的幕后操纵者和右翼势力的首

领。同时在美国的策动下, 由英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等负责关押的

日本战犯也被陆续释放。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获释后又积极

参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反华反共活动。以后的事实表明, 当时释放

的这些战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实际上掌握了战后日本的政

治, 给其后日本国内的政策走向造成重大影响。美国的上述做法,

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肃清, 而

且让一些右翼势力能够重新集聚发展。

　　日本《赤旗》报文章指出:“内阁成员屡屡发出美化侵略战争的

言论, 并不是偶然的,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其根源在于战后战犯政治

之中。”(《参考消息》1985 年 9 月 6 日) 事实也证明, 战后日本右翼

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复活军国主义的努力。如战后东久迩内阁公然

企图维护天皇制, 继续以法西斯主义的《治安警察法》和特高警察

镇压反天皇的“共产主义”者, 反对日本的民主化。1946 年, 币原内

阁提出的宪法草案仍然主张“天皇最高不可侵犯”,“天皇统帅日本

军队”。1950 年, 旧军人服部卓四郎等企图利用警察预备队建立之

机, 重建昔日皇军威仪, 计划建立陆军 20 个师 30 万人, 海军舰艇

15 万吨, 空军飞机 3500 架, 并由天皇统帅这支军队。1957 年, 岸信

介内阁的宪法调查委员会企图恢复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国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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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地位。当然, 由于多种原因,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民和国际和平进

步力量的反对, 日本右翼势力的以上企图未能实现, 也不可能完全

实现。但是, 不可忽视,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进一步活跃,

也确实在日本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据日本警视厅估计,

当前日本右翼组织有 1000 个以上, 成员由 10 年前的 12 万减少至

9 万人, 在社会上渐失支持, 但活动仍然十分猖獗。当前在日本国

内, 宣扬军国主义历史观, 十分卖力地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社会基础

仍然是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反对民主政治, 鼓吹对外扩张右翼势

力。正是这些反动右翼势力, 继承了天皇专制时代法西斯主义和极

端民族主义的衣钵, 成为日本进一步民主化及正确处理历史遗留

问题, 正确认识近代日本与亚洲其他各国的历史关系, 进一步改善

和发展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的巨大障碍。

四

　　军国主义历史观是军国主义政治观念的反映。战后日本右翼

势力鼓吹军国主义历史观, 为侵略战争翻案活动, 既是已经破产的

军国主义行为、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复活, 又是当前日本国内某些政

治动向的反映。

　　60 年代后,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日本国内一些人对历史

问题认识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如从 1963 年起, 每年“终战日”由政

府主持召开“全国战殁者追悼会”, 1964 年 4 月 29 日 (昭和天皇生

日)开始, 给战殁者授勋。从 1963 年到 1965 年日本重要杂志《中央

公论》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文章, 公开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

80 年代,“教科书”问题被提出后, 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在关于

历史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的差距, 不是在缩小, 而是在扩大。

　　 (一)关于战争的性质和罪行问题。日本军国主义从明治维新

后, 接连发动了对中国、朝鲜等邻国的侵略战争, 给亚洲各国人民

造成严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铁案如山, 不容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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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2 月, 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确认, 日

本发动的战争“违反国际法规, 犯下了残虐行为的刑事犯罪”。东京

审判对日本违反国际公约所犯战争罪行及反人道罪行作出明确判

决。但是长期以来, 日本一些政府首脑虽然在一定的外交场合向朝

鲜、中国及其他亚洲被侵略国家表示“道歉”, 但对于战争的侵略性

质及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却采取十分暧昧的态度, 而且在关

于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问题上, 日本一些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80 年代文部省的“教科书”问题, 把侵略改为“进出”, 在国内

外闹得沸沸扬扬, 受到亚洲国家的严正批评。文部相藤尾正行等人

对以上批评进行了狡辩, 反诬日本并吞朝鲜, 朝鲜“负有责任”, 南

京大屠杀是日军“为了排除抵抗”, 否认日本有战犯。1988 年, 国土

厅长官奥野诚亮说, 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

一个侵略国家”,“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1990 年运输相石原

慎太郎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等等。1989 年,

首相竹下登说,“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 应由今后的历

史学家去评论”。1993 年, 首相细川护熙表示, 日本发动的“那场战

争是侵略战争”, 这是日本政府迄今最明确的表态。但是这一正确

说法却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猛烈反对。《产经新闻》当即发表通栏

广告标题:“对细川的历史认识有疑问——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

吗?”遗族会发表了“抗议声明”。日本政府要员歪曲侵略战争性质

的言论迭出不穷。1994 年, 法务相永野茂门说,“把太平洋战争说

成侵略是错误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

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自民党

议员户田一郎说,“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

　　 (二)关于向被害者谢罪和赔偿问题。日本的侵略暴行给亚洲

各国人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难和痛苦, 战后日本理所当然应诚

恳认罪并向被害者进行赔偿。为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力量的经

济基础, 美国在战后不久曾设想让日本向受到其侵略的国家进行

战争赔偿。1946 年 5 月, 美国提出了对日中间赔偿计划, 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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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工厂指定为拆除赔偿工厂, 并将 17 个军工厂, 119 万台工作

母机分别迁往中国、菲律宾、英国等地。但是, 1949 年美国却改变

了态度, 不顾中国等国家的反对, 决定停止中间赔偿计划, 使大部

分指定要拆迁的工厂得以保留下来。随后, 苏联、中国、印度等国家

也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另一方面, 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

上完全表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变异态度。它一方面强调日本也是

受害国; 同时认为, 其承认的赔偿, 只是“战败国”的赔偿, 而不是对

战争罪行的赔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主要盟国德国相比, 德

国战后 40 年, 共支付 864 亿马克赔偿费 (合 560 亿美元) , 而日本

只支付了 2500 亿日元 (合 22 亿美元)。与此同时, 日本却不断增加

对战死者的抚恤。据不完全统计, 日本政府从 1950- 1994 年共向

战死者遗族提供抚恤金约 38 万亿日元, 是其向国外支付的各种赔

偿的 57 倍。但是日本对被残害各国人民的赔偿却基本没有进行。

最近几年提出的“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以及在各次大屠杀惨

案中众多被害者的赔偿问题, 日本有关方面的态度更是令人难以

容忍。1996 年 6 月, 奥野诚亮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大放厥词说, 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当局强迫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是

“商业行为”。正如一些公正舆论所指出的, 这是对广大被害妇女的

极大侮唇和精神上的继续加害。

　　 (三)关于所谓“不战决议”问题。199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世界各国人民都期望日本政府能在

此时通过一个决议, 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责任、罪行表示明确

的态度。但是, 这却在日本国内受到巨大阻力。自民党议员奥野诚

亮等组成“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 强烈抵制通过“不战决

议”, 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 叫嚣不能“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

律化”。永野茂门声称,“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远被贴上残忍民族的

标签”。1995 年 6 月 7 日, 以永野茂门为干事长的日本新进党“正

确讲述历史国会议员同盟”通过决议,“强烈反对任何有关对过去

战争的历史观和道德价值观作出判断的国会决议”(《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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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 9 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表示说:“日本在战争问

题上与德国不同。德国是希特勒通过国家意志和组织屠杀犹太人。

日本不是这样。日本历届首相在访问有关国家时, 总要在公开讲话

中表示道歉, 天皇陛下也表明了遗憾之意。如今与其在国会再讨

论, 不如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向国外道歉是一种空虚的表现。”

(《光明日报》1995 年 3 月 1 日) 6 月 9 日, 日本国会通过的以《重申

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支持和平的决心》为题的所谓“不战决议”, 语词

含混, 态度暧昧, 令各国和日本国内正义进步力量大失所望。在这

个区区数百字的决议中, 完全回避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及战争的

侵略掠夺性质, 却侈谈什么“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的种

种行动”。但是, 就是这样一个决议, 也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

对。日本遗族会副会长木广荣说:“我们认为, 在列强从事侵略的行

为的情况下, 日本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民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

卷入了战争。因此, 决议解释为日本自己犯下了侵略行为是矛盾

的。我们并不反对和平的决议。我们之所以反对, 乃是忍受不了对

曾经为了国家而牺牲生命的阵亡者的名誉进行伤害。这次决议使

人有阵亡者名誉扫地的感觉, 令人极为遗憾。”有资料表明, 1995

年前后, 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中已有 18 个议会通过了追悼

战死者, 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

　　 (四)关于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象

征。它始建于明治二 (1869) 年, 原称“东京招魂社”, 1879 年改称

“靖国神社”, 供奉着 246 万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牌位。1978 年

10 月, 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安放到靖国神社。靖国

神社陈列的内容和浮雕系统地表现了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等

国家的历史, 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神社”, 历来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

和支持。1969 年以后在日本国会多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 要求

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这个法案因为与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

则有冲突, 未能通过。但“靖国神社”却成为右翼势力宣扬侵略武

功, 美化战争历史, 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重要场所。1985 年, 中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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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弘正式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和强

烈抗议。嗣后, 每年所谓“终战日”都有首相或内阁成员以各种不同

名义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1996 年 7 月 29 日, 桥本龙太郎又以内

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 年 8 月 15 日, 日本举行了

“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 日本天皇和皇后及阵亡者遗属、各界代表

7000 多人参加。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会上致辞, 对在侵略战争中战

死的人表示追悼。同日, 又有 6 名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1997 年

8 月, 日本有 12 名内阁成员和 190 名国会议员及其代表参拜靖国

神社。

　　以上事实说明, 右翼势力在日本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从

明治维新开始, 军国主义在日本进行了近百年的统治。军国主义的

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根深蒂固, 几乎毒化了整个近代日本社会生

活。据近年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社会传播媒体的调查, 20

- 30 岁的“年轻一代, 对天皇制的关心越来越淡薄, 但天皇制意识

充斥日本社会是不争的事实”。30 年代右翼法西斯组织充当了军

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急先锋,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复活军国主义、

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吹鼓手, 其行动又何其相似乃尔!如 (一)鼓

吹对天皇的崇拜, 为天皇专制制度扬幡招魂; (二) 美化侵略战争,

为历史上的战犯歌功颂德; (三)要求修改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和

平宪法”; (四)勾结和利用黑社会势力, 制造恐怖事件。据不完全统

计, 仅 1989- 1993 年间, 右翼势力制造针对政府、政党、企业、法院

和报社的恐怖事件即达 66 起。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巧合, 它难道

不正是 30 年代军部法西斯势力袭击政府、暗杀重臣等行径的复活

吗?

五

　　军国主义历史观产生于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强权政治时代,

是同以军事争霸为主要特点的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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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旧的历史时代相适应的。战后的“冷战”思维和军备竞争也为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应当肯定, 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胜利, 是军国主义、世界霸权主义的一次大失败。战后虽然

也经过较长时期的“冷战”局面, 但世界总的发展潮流是趋势和缓,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经济、科技、文化的飞速

发展, 迅速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改变着旧的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以新科学为基础的全新技术、信

息、知识将取代其他因素, 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力量,

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及世界的发展方向。军国主义、强权政治必将

被新的时代所代替。而且, 军国主义历史观即使是在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的旧时代, 它也不是一种代表人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思想

观念, 而是为黑暗专制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的, 是一种颠倒历史,

完全荒谬的反动历史观。这种历史观, 在历史上, 是与人类的和平

正义不相容的; 在当今时代, 则是同世界前进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的。因此, 它在本质是反民主、反和平、反人类的意识形态。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观是近代日本社会畸形发展的反映, 也

是近百年来日本与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国家不平等关系的反映。最

近若干年以来, 日本国内一些人一方面把正确的历史认识称为“东

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反日史观”, 另一方面,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鼓吹要“超越”所谓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观, 还把这种军国主

义历史观美其名曰“自由主义历史观”, 自相矛盾到了极点。因为从

常识上说, 历史观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 同时它又被总的意识形态

即哲学世界观所决定, 可以说有多少意识形态, 就有多少历史观,

所谓“超越”, 只能是妄言, 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从总的方面划分,

确实始终存在着能够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反映人类社会前进运动

的客观规律, 推动思想发展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及历史观, 也存在颠

倒和歪曲历史, 宣扬有害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反对意识形态

及历史观。自由主义从科学上说虽也不完全是正确的社会历史观

念, 但是它与军国主义却不可同日而语。自由主义在日本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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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确曾是一些进步力量反对专制主义及其他反民主、反人民倾

向的政治口号。军国主义历史观是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念

完全不相容的。

　　军国主义历史观不断受到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的批判。早在

明治 20 年代, 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即已对神代史提出

否定批判, 认为神代史不是事实, 而是人为编造的传说, 从而对天

皇制进行了否定。在日本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国体”问题的争论,

即在不同时期, 日本进步政党和社会民主力量, 对以天皇制为核心

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及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军国主

义政治、思想、历史等观念进行批判。天皇也发表了“人格宣言”, 宣

布自已是人而不是上天下到人间的神, 对历代天皇所拥有的神权

做了自我否定。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

的下一代, 拟定和出版了大批有价值的、能够正确解说日本近百年

历史的史学著作, 对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对近

代军国主义进行了清算。前东京大学教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执笔

者家永三郎, 30 多年来坚持用日本人民“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的

正确思想, 编写历史, 教育国民, 反对文部省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

侵略战争罪行内容的无理审查删改, 并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胜诉。1997 年 8 月日本各和平团体和进步人士

开展多种纪念活动, 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准美化侵略, 争取与亚洲

共存”,“继续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反对

靖国神社交由国家经营”等口号, 要求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 确

实改善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 建立真正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

睦邻关系, 而不是凌驾于人, 走损人利己, 互相敌视的道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开辟了近代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

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巨大发展,

应当肯定, 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 另一方面, 越来越明显

的事实也表明, 由于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 使当

前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及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着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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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确曾是一些进步力量反对专制主义及其他反民主、反人民倾

向的政治口号。军国主义历史观是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念

完全不相容的。

　　军国主义历史观不断受到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的批判。早在

明治 20 年代, 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即已对神代史提出

否定批判, 认为神代史不是事实, 而是人为编造的传说, 从而对天

皇制进行了否定。在日本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国体”问题的争论,

即在不同时期, 日本进步政党和社会民主力量, 对以天皇制为核心

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及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军国主

义政治、思想、历史等观念进行批判。天皇也发表了“人格宣言”, 宣

布自已是人而不是上天下到人间的神, 对历代天皇所拥有的神权

做了自我否定。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

的下一代, 拟定和出版了大批有价值的、能够正确解说日本近百年

历史的史学著作, 对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对近

代军国主义进行了清算。前东京大学教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执笔

者家永三郎, 30 多年来坚持用日本人民“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的

正确思想, 编写历史, 教育国民, 反对文部省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

侵略战争罪行内容的无理审查删改, 并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胜诉。1997 年 8 月日本各和平团体和进步人士

开展多种纪念活动, 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准美化侵略, 争取与亚洲

共存”,“继续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反对

靖国神社交由国家经营”等口号, 要求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 确

实改善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 建立真正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

睦邻关系, 而不是凌驾于人, 走损人利己, 互相敌视的道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开辟了近代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

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巨大发展,

应当肯定, 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 另一方面, 越来越明显

的事实也表明, 由于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 使当

前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及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着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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