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Ξ

〔日〕今井勉著 　王希亮编译

　 　

　　内容提要 　作者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 ,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

写、扶桑社出版的“公民”、“历史”两册教科书的内容予以了严厉的批判 ,指出

这类教科书是战争时期《国史》亡灵的再现 ,并围绕着日本的殖民统治、战争

犯罪、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 ,批驳

了“编纂会”教科书中的谬误 ,同时 ,针对日本民众中关于战争认识的某些模

糊观念 ,予以了说理式的释明。

关键词 　日本 　战争观 　历史教科书

战前国史亡灵的再现

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

会”(以下简称“编纂会”) ,认为现今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存在 (自虐)

偏向 ,而由他们编纂、扶桑社出版的 2002 年度“历史”、“公民”教科

书却把太平洋战争记述成“大东亚战争”,经文部省审定 ,分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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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今井勉先生是日本大阪体育日刊新闻社的资深记者 ,长期从事社会重大问题的

采访、报道工作 ,1995 年退休以后 ,继续笔耕不止 ,在各新闻机关发表过许多有

分量的文章。“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抛出所谓“新”的历史教科书后 ,今井先生

连续在《WSN 专栏》上发表了 3 篇文章 ,该文是将 3 篇文章综合编译 ,并做了部

分删节 ,个别小标题略有变动。编译者注。



137 处和 99 处修改要求。

言论、出版是受宪法保护的 ,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共秩序

和道德 ,不进行污蔑和名誉攻击 ,笔者文责自负 ,披露自己的观点、

甚至唱反调是允许的。

但是 ,教科书却不同。

真实只有一个 ,历史学家们依据各自的观点努力去追索历史

的真实 ,将其成果以论文形式或在学会上发表 ,经大多数历史学家

的认可 ,而形成了当今的历史认识 ,教科书只能记述当今被认识的

一个事实 ,否则就会给学生们带来困惑不解。

没有文献资料的古代社会 ,也许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新发现 ,与

我们以前的认识有出入。但是 ,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 ,去年 ,在宫

城县上高森遗址出土的文物被捏造成“旧石器”,而且修改了教科

书的内容。如果有新的发现或者认识到错误 ,当然可以随时修改 ,

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提出质疑 ,用注释的记述方法也未尝不可。

可是 ,在中学会引起学生思想混乱。贤明的方法是 ,教师在授业时

把事实客观地讲清楚后 ,再提出“还有一种说法”等等。

天真无邪的学生们是把教科书当作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接受

的 ,这对他们将来成人会给予重要影响 ,这是很重大的事情。值得

注意的是 ,“编纂会”的教科书却是用自己的历史认识 ,轻率地改变

了历史教科书 ,确切地说 ,如同我们过去学过的战前的“国史教科

书”的亡灵一样 ,无论如何是不能坐视的。

反反复复的“失言”和道歉

细川内阁时期 ,表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村山内阁时期

的“战后 50 年决议”,作为政府的认识 ,对近邻诸国表示了道歉 ,并

表示今后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这是我国正式的历史认识。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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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后政府的一部分阁员屡屡“失言”,然后再道歉 ,于是 ,“道歉

道到何时 ,这是自虐”之类的声音冒了出来。

可是 ,接着还是有人“失言”、再道歉 ,反反复复。由于“失言”,

等于抵消了过去的道歉 ,结果正象中国的唐外长讲的那样 ,近邻诸

国对日本难以信任。

普通的日本国民都希望能同邻国的人民平等相处 ,既不卑下 ,

也不跋扈 ,不做错事 ,互相携手。可是 ,对于强制从军慰安妇、强掳

劳工等未清算问题应该充分商谈 ,早日清算是必要的。然后 ,象德

国和波兰那样 ,建立当年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共同的历史认识 ,如果

可能 ,编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 ,因为历史真实只有一个。

如此热心贩卖

“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即使审定合格①,如果不被各市町村

教育委员会采用 ,仍不能摆到学生的课桌上。所以 ,“编纂会”把批

判其他出版社教科书内容的西尾干二的书②,分别送给各地的教

育委员会 ,千方百计劝其选用自己的教科书 ,即展开了所谓的促销

活动。这种热心的贩卖 ,向各地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 ,给我们的印

象是 ,他们的促销活动与“垄断禁止法”相抵触。为此 ,反对“编纂

会”的团体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交了“编纂会”违背“垄断禁止法”,

应予以“强制排除”的申述。公委会答称 ,“垄断法”规定的对象是

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 ,“编纂会”属于第三者团体 ,不能对其制约。

据文部科学省规定的教科书采用方法 ,各市町村中小学校的

教科书采用权在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 ,并有家长和普通国民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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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指西尾干二编撰的《国民的历史》一书 ,印数达数十万册。

今井先生发表此 3 篇文章时 ,文部省的审定尚未结束。



所以 ,教科书采用审议会及地区采用协议会的委员中包括有家长

代表 ,着意反映他们的意见。“编纂会”认为 ,教育委员会虽然有教

科书采用权 ,但不过是依据惯例予以追认 ,只是一种形式。事实并

非如此 ,无论采用的方法 ,还是认定采用的教科书 ,都必须进行充

分的讨论 ,否则 ,教育委员会是不会“予以追认”的 ,“形式”之说也

是对当事者 (教育委员会)的一种怠慢。

至少 ,在今天 ,任何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意见 ,那就是以此为

契机 ,围绕着教科书采用问题 ,全国的教育委员会和家长们都必须

认真地进行议论。也可以说 ,对 2002 年度教科书采用的研究和议

论 ,从现在起将在全国展开。如同前述 ,中学教科书对于学生们确

实十分重要 ,也许要决定他们今后的人生观 ,使用它的教师、家长

以及各地域的人们都应负起责任 ,慎重地考虑选择。不然 ,将贻误

学生们的宝贵人生。

不景气的时代 ,有时盼望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 ,钻这个空子 ,

狭隘的民族主义会泛滥 ,独裁者也会出现 ,纳粹的希特勒就是如

此。在日本 ,虽然不象德国那样突出个人 ,却是在以大政翼赞会为

中心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了强大的军阀 (集团) ,以至步入无谋的战

争之路。进入 21 世纪 ,再度复活象战前那样的教科书 ,而且 ,当事

者 (指“编纂会”) 们强硬的姿态 (“编纂会”在全国建有 49 个支部

———原文注) ,以及悄悄支持他们的人数的增加 ,实在令人担忧 ,我

想 ,持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决不只是我一个人。

审查中的教科书为什么被公开

3 月 2 日 ,众院预算委员会第 4 分科会上 ,民主党的田中甲委

员就 (扶桑社)“出于营业目的 ,由出版社社员向中学教师散发教科

书”,并“附有说明文”一事予以追究 ,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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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正在调查中”。

为了教科书审定的公正 ,文部省曾指示各出版社不要将送审

中的教科书公开。可是 ,去年 4 月 ,扶桑社却将审查中的中学历

史、公民教科书散发出去。我是从朝日新闻社得知这个消息的 ,最

初以为是误传 ,但经过缜密地调查、采访 ,确信其消息和内容无误。

所以 ,我有责任把它提出来予以评论。

我的视点是从一般市民的角度出发 ,作为市民生活 ,这个消息

意味着什么。日本食品的 60 %依赖外国 , GDP 的 40 %依靠外贸 ,

从这一现状看 ,日本不把同外国的友好关系放到重要位置上就无

法生存。日本同隔太平洋的美国 以及欧洲诸国是伙伴 ,同亚洲也

是伙伴 ,不与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友好相处就无法生存 ,特别是同邻

国的韩国、中国这些邻居们更应该亲密相处。可是 ,遗憾的是 , (日

韩、日中之间)还有过去未解的疙瘩 ,至少 ,表面的关系并不顺畅 ,

而首当其冲制造这种隔阂的就是 (“编纂会”)提交审定的教科书。

一般说来 ,送审的教科书是不能公开的 ,可是 ,把它的内容大

白于天下 ,其意义何在呢 ? 最近 ,警察渎职和企业内幕事件连续被

内部告发 ,因而受到公开的审判。秘密被泄露到外部 ,对于团体、

组织而言不是好事 ,可是对于民众却极大欢迎 ,不然的话 ,同市民

生活休戚相关的事情恐怕都要在密室里决定吧。这次教科书的表

面化 ,有人认为 ,“被近邻诸国误解 ,岂不给市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

吗”,所以 ,新闻媒体不应该把这件事捅出去。作为媒体首先是要

调查事情的真伪 ,然后才能予以报道 ,我也认为这会给市民生活带

来影响 ,但是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不能回避的。

真实只有一个 ,但看法却有不同

我坚信真实只有一个 ,但是由于观点和角度不同 ,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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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出不同的见解。古人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考察、采访知情人等

各种方法 ,努力去挖掘事情的真实 ,当然难度是很大的。如芥川龙

之介的《薮之中》,黑泽明的《罗生门》描写的那样 ,3 个人目击同一

件事情 ,由于角度和先入观 ,3 个人得出 3 种看法。特别是古代

史、考古学等人文科学 ,发现真实是很难的。太平洋战争时期 ,还

有一些健在的证人。可是 ,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日韩合并时

代 ,只能依靠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所以 ,应该是把研究者们广泛共

识的事实教给学生们 ,所谓广泛 ,就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认识 ,在教

科书中 ,应该是客观的、无偏见的记述。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其他异

论。正处于身心发育期的学生 ,判断力也在发育之中 ,不对他们讲

授共识的东西 ,即使在教室的范围内 ,也会给学生升学考试带来麻

烦。不同的看法或解释用注释形式是可以的 ,教师以口头说明也

未尝不可 ,为的是学生们将来易于理解 ,这当然不是侵犯言论自

由。

当然 ,如果发现了新的事实 ,经过学术性的检证、判断无误的

话 ,可以把事实公开 ,予以订正。

教科书不是半趣味性的读物

根据教育基本法的规定 ,教科书应该是探索真理的向导读物 ,

而不是半趣味性的读物 ,它对于培养未来日本乃至世界人才起着

重要作用。所以 ,教科书的选定必须慎之又慎。

关于日韩合并 ,有读者认为 ,当时欧美列强在世界各地都拥有

殖民地 ,为什么只谴责日本呢 ?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推行富国

强兵、赶超欧美的政策 ,最初 ,日本军队在海外施展武力的场所就

是朝鲜半岛。1894 年 ,以日清战争为发端 ,在朝鲜南部发动了战

争。当时 ,朝鲜是清国的附属国 ,所以首先对准清国 ,为了追求在

·102·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朝鲜的权益 ,日本也出兵镇压 (朝鲜农民运动) ,结果两军冲突爆发

了日清战争。1895 年日本胜利 ,通过下关条约①,韩国脱离了清

国 ,成为独立国 ,同时 ,清国又把台湾及奉天省南部的辽东半岛割

给日本。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 ,提出割让辽东半岛“使韩国独立

有名无实 ,也威胁清国的首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日本不得

已应允。

这样 ,韩国就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 ,对韩国皇帝李王 (高宗)

及前皇帝李太王给予日本皇族待遇 ,强制进行内政改革 ,受到李王

妃闵妃的反对 ,日本警官队竟袭进皇宫 ,杀了闵妃。其后 ,日本又

在日俄战争中胜利 ,韩国就成了 (日本)真正的殖民地 ,第 2 次日韩

条约签订 ,日本取代了韩国的外交权 ,由东京的外务省同各国交

涉 ,又在韩国京城设立代表日本政府的总监。1907 年 ,不顺从日

本的韩国皇帝高宗派密使去荷兰海牙 ,向正在召开的第 2 次和平

会议申诉 ,结果由于日本的谋略未能成行。随即 ,第 3 次日韩条约

签字 ,高宗被逼退位 ,军队也被解散。1910 年又缔结了日韩合并

条约 ,在朝鲜京城设立总督府 ,韩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美交易及日本殖民地政策与欧美的异同

上述一系列暴力性条约的缔结 ,美国也起了很大作用。美国

出面斡旋日俄战争后 ,同日本签订了条约 ,以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

殖民统治为交换 ,美国承认日本对韩国外交上的宗主权。可是 ,韩

国国内的独立运动也高涨起来 ,总督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韩国人

安重根刺杀 ,安被逮捕判处死刑 ,在韩国被誉为义士。从此 ,日本

出动军队和警官队 ,利用武器和刺刀来镇压和统治反抗日本的韩

·202·

《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① 下关条约即指马关条约 ,日清战争即指中日甲午战争。



国人。在地方行政上也是以宪兵队为主导 ,通过警官队施展强权 ,

展开强制日语教育、掠夺土地、强掳劳工、强制劳动等无视人权的

统治。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是完全同化式的统治 ,建造神社、强迫

(殖民地人民)对天皇忠诚 ,进行日本语教育 ,甚至让韩国人创氏改

名 ,完全日本化。

欧美统治下的各殖民地 ,当然也不允许反抗 ,但现地的自治是

委托当地人 ,通过随意性掠夺生产品或贸易 ,进行商业性活动 ,即

所谓的“殖民地经营”。欧美殖民主义者开创教会进行宗教教育 ,

与日本强制神社崇拜不同。

围绕着殖民地的再瓜分 ,列强之间不断战争 ,败者就要支付赔

偿金。本国如被侵略 ,亲友同胞被杀 ,房屋建筑被毁 ,这些灾难的

发生 ,人们开始考虑应该制止战争 ,所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

了国际联盟 ,各国合意军缩 ,认同侵略是罪恶 ,只有被侵略时才可

以应战 (自卫)等等。日本建立“满洲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李顿国际调查团前来调查满洲事变 ,结果 ,“满洲国”被否定 ,日本

不服退出国联 ,走向孤立之路 ,并越来越走向侵略。强硬地推进不

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举动 ,当然是错误的。

侵略韩国也是用武力威胁 ,通过威胁把别人的东西吞为己有 ,

自古以来就是恶事。可是 ,在当时没有受到裁断 ,直到终战。日本

被国际社会孤立期间 ,国际意识也在变化之中 ,综合起来考虑 ,确

实给 (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麻烦 ,实在是坏事。

从政治上考虑 ,作为人类而言 ,给对方带来痛苦 ,讲句道歉的

话是理所当然的。认为 (道歉)是“自虐”的那些人 ,真值得怀疑 ,他

们是否具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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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殖民地的解放”

称那场大战使亚洲各国从列强的殖民地统治下获得解放 ,这

种论调实在可笑。如同前述 ,日本用暴力使韩国屈服 ,沦为日本的

殖民地 ,说这是为了“韩国的解放”,赤裸裸一个瞒天过海。1942

年前后 ,东南亚各国的欧美列强被驱除 ,但宗主国变成了日本 ,而

且 (日本)比以前更残暴 ,不仅不承认民族自决 ,还推行效忠天皇的

同化政策。这样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为了确保战争资源 ,让

他国从属于日本盟主的构想 ,当然是犯罪行为。

亚洲各国获得独立 ,正是日本败战失去影响力的战后 ,被日本

占领的各国又从属原来的宗主国 ,日本是决不会允许他们独立的。

欧美各国之所以在亚洲各国的独立战争中失败 ,是由于各国民族

自决精神的振兴 ,国际社会伦理的确立 ,不允许用武力压制。

关于谢罪问题

“编纂会”认为 ,“日本处于子子孙孙持续谢罪的命运 ,如同罪

人一样被对待”。有许多人赞同“编纂会”的意见 ,并把“谢罪命运”

的原因归结于教科书。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日本政府分别同他们发表了“共同声

明”,日本政府明确地对过去谢罪 ,对此 , 两国也是有所了解的。

可是 ,马上就有部分政府要员、自民党干部、政治家发表反对“共同

声明”的意见 ,使对方产生疑惑。除了一个接一个的“失言大臣”

外 ,最近又有野吕田的发言 ,其人是众议院的预算委员长。这种破

坏性的发言 ,近些年来持续不断 ,那么 ,“共同声明”还算不算数 ?

被 (中韩)抗议则事出有因 ,不正是所谓“谢罪命运”的真正原因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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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中韩两国恢复邦交后 ,对于唱反调的言论和行动难道不应

该抗议吗 ? 另外 ,从军慰安妇问题 ,强制劳动问题以及原“日本兵”

(指台湾、韩国被征入伍之人)要求赔偿的诉讼问题 ,因为被害者是

个人 ,现在还在争执之中。对此 , (政府) 不应采取“国家赔偿已经

结束”的态度、将其拒之门外 ,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以诚意来

处理这些问题。有读者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也就清楚了”,我

也有同感。美国对大战中强制收容的日本人 ,虽然过去了 50 多

年 ,克林顿政权还是支付了赔偿金。

日本人最重要的是“信义”

出版、言论自由必须保护 ,其他国家不能介入。可是 ,作为教

科书是国家之间经过会谈约定下来的誓言 ,不能“自由”地推翻它 ,

因为这是作为人来讲最重要的信义问题。

“编纂会”认为 ,战后的教科书忘却了日本应该继承的文化和

传统 ,失去了日本人的“自豪”。日本人把“信义”视为最重要的 ,这

也是日本应该自豪的传统之一 ,失去了它 ,就等于反对自己的主

张。如果 ,我们考虑“失去了自豪”,就更应该从遵守共同合意的角

度出发 ,才能取得对方信赖 ,才能恢复“自豪”。无论先人们铺下的

道路与我们的主义有什么不同 ,如果轻视它的言行继续下去 ,那

么 ,则是距离恢复“自豪”的道路越来越远 ,甚至崩溃。

日本有和平宪法 ,有不够完整的自卫队这一军队 ,依据联合国

宪章 ,自卫队只能在本国受到侵略时才能对侵略军迎战。可是 ,森

内阁制定了“有事立法”,向海外派遣 (自卫队成为可能) 。前年 ,由

自自公 ① 协作 ,所谓“不强制学生”的国歌、国旗法出台 ,日美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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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制定。接着 ,以支援美军后方为目的的周边事

态法等也由自自公保① 推出 ,这些法规的总成是“有事立法”。自

民党又把防卫厅升格为“省”,防卫政策又向前迈出一步 ,同时 ,开

始考虑美化战争的教育。1997 年“编纂会”成立 ,与其相呼应 ,自

民党也成立一个“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青年议员会”。去年 ,众参

两院又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考虑宪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他们以

“不强制”为盾牌推出“国歌、国旗法”后 ,去年 ,文部省 (现改为文部

科学省)竟督励各地教育委员会向教师下达业务命令 ,要求在毕业

式上张扬国旗 ,齐唱国歌。既然如此 ,为什么在制定国歌、国旗法

时 ,不提出以业务命令的形式强制执行呢 ?

去年的临时国会上 ,就自民党议员掀起国旗张扬、国歌齐唱运

动 ,某市学校提出了质问 ,政府才有所收敛 ,但不过是一种姑息。

上述一系列事例可以看出 ,政府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案的企图已

经明朗化。亚洲各国当然了解这些动向 ,其中 ,有今天的教科书问

题 ,但决不仅仅是“编纂会”的问题。他们认为近邻诸国反映过敏 ,

即便教科书审定合格 ,也是本国自己的事情。可见 ,问题的根子很

深 ,国民应该强化 (对政府)监督才是。

古代日本受中国和韩国的影响最大 ,后来 ,国力微弱的清国、

韩国受到列强的侵略 ,明治政府向欧美学习 ,实施脱亚入欧、殖产

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为了赶超欧美 ,必须国民一心 ,推行举国

一致的政策 ,所以 ,开展了对孩子们的皇民化教育 ,使用的道具是

天皇的照片 (称御真影)以及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语”、“君之代”等。

学校活动仪式时 ,先要摆放天皇照片 ,恭恭敬敬鞠躬后 ,由校长宣

读“教育敕语”,然后在严肃的雅乐般的“君之代”齐唱中结束。“日

本天皇万世一系”、“难得的国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等等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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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优越感及对他国的差别感膨胀。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 ,获

得了这样的文化去侵略邻国。战后 ,教育基本法取代了“教育敕

语”。可是有人主张 ,日本应成为“具有军队的普通国家”,计议改

变教育基本法 ,制定“有事法”。有一天 ,这样的法律出台后 ,同“国

歌、国旗法”一样 ,留下的将是无视国民意志和被强制的恐惧。

今天日本的不景气、国民不安、社会秩序荒废 , (当局) 意图制

定允许行使武力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 ,必须美化过去的战

争。“编纂会”则是急先锋的角色 , (对此国民)决不能置若罔闻。

本月 ,教科书审定就要结束①,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和近所 ,将

设置教科书中心 ,展示新教科书。中学历史教科书由出版社展出 ,

从中选择 (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 ,务必

迈开你的双脚参与进去吧。

(作者今井勉 ,原日本大阪体育日刊新闻社记者 ;

编译者王希亮 ,1946 年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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