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综述

中　原

7 月 28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

辑部举行“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 日本评论家、《人权与教

育》杂志主编津田道夫率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小学教育研究者

平林浩、《人权与教育》杂志编辑柴崎律、作家浅见和子等学者与

会, 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姜国镇、上海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程兆奇也专程赶来参加座谈, 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 10 余位

学者就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展开讨论。

近年来,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行径, 原本

是维护残疾人教育权利的杂志《人权与教育》, 专门开辟“侵略战争

与罪责”等专栏, 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真相, 呼吁日本民众正视战争

历史事实, 反省侵略战争罪责, 在日本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津田

道夫以主编的身份, 不仅在《人权与教育》杂志上撰文驳斥右翼势

力的翻案谬论, 还撰写《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 阐

述日本大众战时的战争责任和战后的历史认识。该书 1995 年由日

本社会评论社出版, 2000 年 6 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

受到中、日、美等各国学者的关注。因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

争研究》杂志编辑部邀请津田道夫一行, 以“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

为议题, 同中、美学者进行座谈讨论。

在座谈会上, 津田道夫做了《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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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主题发言。与会中、日、美学者围绕以日本的战争责任为核心

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 分别发表了以下观点。

一　战时: 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津田道夫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谋是天皇、

军阀、官僚、财阀, 重点追究这些人的战争罪责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

同时, 卷入战争狂热的大多数国民也要承担同主谋有别的相应的

战争责任。例如在前线的众多士兵都屠杀过中国平民和俘虏, 即使

用‘执行命令’作为借口, 也开脱不了自己的罪责; 在战争后方的日

本国内的广大民众, 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举国战争体制和对外侵

略扩张的战争, 也必须分担战争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认为, 在日本右

翼势力大搞历史翻案活动的形势下, 讨论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问

题非常重要。他提出:“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 日本各界负有不

同层次的战争责任。日本统治阶层负有主要的决策责任; 站在侵略

战争对立面的反战人士是极少数, 而大多数民众自觉的、被动的、

直接的、间接的支持侵略战争, 狭隘的民族主义笼罩着他们, 使他

们陷入战争狂热之中。日本民众最后也受了战争之害, 但那是加害

别国造成的恶果, 与被侵略国家的受害者有本质的区别。”

二　战后: 日本大众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存在着误区

与会学者认为, 日本战败投降后, 日本大众没能认真反省战争

责任的原因, 固然有日本政府和美国占领当局的蓄意规避等客观

因素, 但是民众主流意识之中存在的误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津田道夫把日本大众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存在的误区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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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日本败战后, 许多城镇化为废墟, 食物严重不足, 劳动人民

的斗争不能不表现为谋求食物的形式, 露骨地表现为庶民利己主

义。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大众根本没有顾及因为日本侵略战争而蒙

受莫大伤害的邻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二、日本败战后, 占领日本的,

表面上是联合国, 实质是美国。美国的生活、文化等方式, 作为日本

大众追求的理想模式, 渗透到日本城乡的各个角落。日本大众一味

追求美国方式, 忘却了在中国的残暴行径, 或者将这些战争暴行深

藏在潜意识里。三、日本败战前, 许多城市遭到了美国无差别级轰

炸, 特别是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的毁灭, 使大多数日本民众产生

自己是战争受害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战后以和平运动的形式表

现出来, 仅限于‘受害者和平运动’、‘一国和平运动’, 此外正视自

己的加害罪行的反省运动根本没有。”

与会学者同意津田道夫的观点, 认为日本社会这种无视战争

责任的主流意识, 经过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大国

意识抬头, 以至 90 年代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民族优越感膨

胀, 时至今日不仅依然存在, 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而成为右翼

势力大搞翻案活动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章伯锋指出:“现在日本的当权者尽管都是战后世代, 但是拒绝承

担战争责任的意识超过其前辈。例如小渊内阁在日本右倾化方面

就有诸多突破, 包括制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 通过

了国歌国旗法, 将修改和平宪法提上国会议事日程等等。日本当权

者之所以敢这样做, 是基于拒绝反省和承担战争罪责, 甚至将中国

当成最大威胁的思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如果任凭

这种思潮继续泛滥, 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程兆奇认为:“80 年代, 日本尚能见到左翼知识分子公开追究

日本战争责任, 而 90 年代日本舆论的主流则充斥着藤冈信胜等人

的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论调, 许多报刊鼓吹右翼的言论, 一些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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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杂志也开始转向。‘时风右转’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众出现了右

倾思潮, 主流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严重影响着日本大众对

战争责任的认识。”

三　当今: 日本大众需要了解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庄建平指出:“日本发动

侵华战争是历史事实, 可是日本大众中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不多,

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少。右翼势力乘机鼓噪, 使这个‘不成为问题的

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尊重历史的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民

族。日本民众应该向中华民族认罪。中日友好的条件是, 日本必须

承认和反省侵略战争。”

姜国镇认为:“鉴于掩盖和歪曲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自由主义

史观的书籍泛滥, 右翼势力的报刊杂志越来越多, 推卸战争罪责的

言论和集会日益嚣张, 日本社会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好象患了

‘精神分裂症’。心系祖国命运的海外华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美

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将一如既往地敦促日本正

确对待战争历史问题。”平林浩说:“我从事了几十年小学教育, 深

深体会到, 端正历史认识必须从儿童开始, 可是日本中小学根本没

有设置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育内容。有良知的教师要想讲述侵

略战争历史, 会受到教育委员会的限制, 不唱‘君之代’国歌会遭到

白眼。在现行教育体制和社会右倾思潮的内外压力下, 要想向学生

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很难的。”

尽管如此, 来访的日本学者柴崎律等人都表示: 决不唱含有侵

略战争意味的‘君之代’国歌, 坚决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 敦促日本

大众端正侵略战争历史认识, 维护日中友好关系。山田正行介绍,

他和一些日本学者正在调查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云南进行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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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 并将其公布于日本社会, 以唤起民众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

真相; 他和一些日本学者还在争取哈尔滨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

队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使之同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 将侵华日

军的暴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津田道夫介绍, 他目前参加了

“南京悲剧不容重演之会”, 正在日本发起承担战争责任的运动。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朗指出:“中日两国相互影

响, 从历史到现代都非常巨大, 现在两国关系的基础就是必须正视

历史。我们欢迎日本成为大国, 但它必须是负责任的大国, 周边国

家对它做的事情才能放心。周边国家主要是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

略战争。学术界要清楚地描述战争历史, 让日本大众了解历史事

实, 使右翼势力无法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活动没有市场。

与会的学者一致认为: 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 不仅影响着

日本的政治走向, 而且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前途; 中日学者应该密切

关注事态的发展, 积极开展交流研讨活动。

(作者: 中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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