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介 义文先生的新著
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步 ! 平

! !

! ! 今年 2月 27日,即在日本文部科学省 4月 3日对歪曲历史事

实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意见前一个月, 义文先生出版了他的

新书 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 这部专著对日本的教科书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特别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改恶∃的原因, 对

右派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的活动及日

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中的责任等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是日本

进步学者对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冷静深刻

的思考,也是声讨右翼势力掩盖侵略战争责任的行为的檄文。

一 !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状况

由于 义文先生的书是面向日本读者的,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

的理解,在正式评介 义文先生的新著之前, 我想把有关日本历史

教科书的基本情况简要说明一下。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从 1948年开始逐渐从#国定∃向# 审

定∃转变,即原来政府把持的编写教科书的权力逐渐向民间转移,

学者可以自行编写教科书,但是,学者编写的教科书须提交文部省

审查,审查合格者可在出版社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愿望从审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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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教科书中选择需要的一种。文部省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和教科

书审定审议会, 对提交的教科书稿本进行审定,审定的原则是文部

省制定并数次修改的 学习指导要领 。∀

战前和战争中, 日本的教科书是进行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

#国体∃教育和#皇国史观∃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向日本国民进行军

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工具。战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一直逆历

史的潮流而动, 妄图恢复教科书的旧面貌, 对教科书在战后的# 改

善∃趋势耿耿于怀。50年代中期和 80年代中期,右翼和保守势力

分别两次对教科书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而日本的文部省也逐渐强

化了对教科书的审定。但是,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依据日本的新

宪法与 教育基本法 ,也为改变教科书的面貌进行了持续不懈的
努力。特别是以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 从

1965年起同日本政府与文部省持续进行了长达 32年的教科书诉

讼,促使了教科书的#改善∃。90年代初, 几乎所有的高中日本史

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数字问题上有差异) , 连小

学的教科书也有 6种教科书予以记载(共 7种) ;日本高中的 23种

日本史教科书都已经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世界史教科书

中也有 8种加以记载; 多数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 1种初中教科书

开始记载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暴行。可以说, 这是战后教科书在揭

露日本的战争罪行上出现的最好的局面。但是, 日本的右翼与保

守势力正是针对这一局面向教科书发起了第三次攻击。

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到

2000年,斗争的焦点集中于送交文部省审定的即将在 2002 年使

用的 8家出版社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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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 有 7家出版社送交的是现在正在使用的 1997年版

的教科书的修改本, 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在进步力量的斗争下# 改

善∃了的教科书的修改本。但是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这 7

家出版社修改的稿本在许多涉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的记述上比原来有明显的退步。如 1997年版教科书中,有 6种教

科书明确记载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当然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中,却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还

保留了这一记载。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载, 1997年版的 7 种

教科书全部记载了那一事实, 而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保留这一记

载的只剩下 3种了。另外,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关于侵略

行为的记述, 2002年送审本与 1997 年版教科书相比,也有了明显

的变化,这种变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教科书改恶现象∃。∀

第8种教科书的问题更为严重, 这是由日本扶桑社( 产经新

闻 的背景)新提交的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

书,是专门与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唱对台戏, 动机和性质都十分恶

劣。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 1997年成立的右派组织,是近年来

日本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教科书问题上实施具体行动的

组织。这一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编写一部在他们看来能够反映

#光明大日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的教科书。所以他们所编写的历

史教科书(也包括#公民∃教科书)不仅是#改恶∃的问题,根本上就

是彻底违背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战争时期日本的#皇国
史观∃的右翼思潮的代表作。

上述 8种教科书, 都在 2000 年 4 月移交日本文部科学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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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 凡是提交审查的教科书稿本均应印成

不注明著者和出版社#白皮书∃,而且不得外传。7月, 媒体披露了

7家出版社的新历史教科书修改稿本的内容,人们终于了解了教

科书的#改恶∃状况。而出版#编纂会∃教科书的扶桑社,为了进行

鼓动宣传,则主动将该教科书的内容透露出来。于是, 关于教科书

问题的争论与斗争更加激烈, 形成日本战后历史上对教科书的第

三次攻击的高潮。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本来应当在 2月末结束, 3

月 10- 20日左右公布结果。后来推迟到 4月 3日。 义文先生

的新著就是在斗争白热化的 2月 27日出版的。

二 ! 义文先生的新著 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义文先生认为上述 7种教科书的#改恶∃和#编纂会∃新编写

的教科书对于日本的青年一代的历史教育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一)在第一、第二两章中, 义文主要指出了上述教科书的主

要问题。

关于前 7种#改恶∃的教科书, 义文根据资料将每一种教科

书1997年版和 2002年版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发现其中关

于侵略战争责任的观点的叙述有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是删

除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大大后退∃,

#取消了关于(三光) 作战和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 #关于冲绳作
战的记载后退∃, # (侵略) 一词的使用减少∃, #关于侵略殖民地和对

亚洲加害的记述后退∃等。关于发生这样的#改恶∃的原因, 义文

指出: 7家出版社在有关问题的记述上发生同样的转变,不是偶然

的现象,而是日本政府和文部省向出版社施加压力的结果。

他认为,日本政府保守派要员多次就教科书问题发表意见,

1998年 6月 8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信孝在议会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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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月从首相官邸打给出版社的电话内容, 都是政府向出

版社施压的证明。他指出, 教科书的#改恶∃将会断送日本战后进

步国民运动的成果。

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送审本,

义文认为是更加严重的事态, 因为这种教科书公然违背日本宪法,

肯定侵略战争。 义文先生首先指出该教科书在理论上的根本错

误,即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问题。该教科书在前言中称#历史不
是科学∃, 而是#故事∃,说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学习过去的人是如

何思考的,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是

为在书中大量地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 狂热地宣扬#皇国史
观∃和#神之国∃的观念,为否定东京审判的结论制造理论基础。

义文先生归纳了该教科书在篡改历史事实方面的情况,即:

1 否认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队的阴谋和对中国侵略的

性质,把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说成是中国的挑衅。
2 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 # 大东亚

战争∃,完全站在战争时期的#皇国主义史观∃的立场上,称: #把日

本说成侵略是战后历史的误会。∃

3 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而掩盖甚至否认日本军队的
加害行为。关于强抓中国和朝鲜劳工的问题,根本没有记述,而关

于南京大屠杀, 只在讲战后的国际审判时从否定论的立场上提到。

4 蔑视亚洲各民族, 美化日本的殖民地统治, 称侵占中国东

北是在中国大陆建立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近代国家, 合并朝鲜是

为保卫东亚的安定。

5 宣扬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 鼓吹日本国家和日本文明的

优秀性,把有关日本起源的神话传说写入教科书。

(二)从上面对 8种教科书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对侵略战争历

史事件的描述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而#编纂会∃的教科书在篡改

%222%

抗日战争研究 2001年第 2期



历史方面特别严重,其立场简直与战争时代的军国主义者毫无二

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编纂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 又

是如何活动的? 义文先生在第三、四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第三、四章,作者介绍了战前和战中日本教科书的情况, 指

出当时的国定教科书以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指针,目标是在青年

一代中建立#神国∃观念和为天皇献身的思想。日本战败后, 教育

制度发生了变化, 在东京审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下,

#皇国史观∃失去了绝对的权威地位。但是,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

在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上,围绕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批判, 始

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义文先生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

期。

1 战后初期,从 1946年起到 1955年左右,日本的教科书多

数记载了有关日本侵略的事实,如南京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等。

2 1955年起, 日本政府制定的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和# 学习指

导要领∃发生根本的转变, 规定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对大陆

的进出∃, 为掩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定下了基调。而根据新的教

科书审查制度, 80%的教科书被认为#不合格∃。这被认为是对教
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结果是导致了持续 15年左右的教科书的

#冬天的时代∃。

3 1965年家永三郎抗议文部省的审查向法庭提出诉讼, 1970

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家永胜诉后,文部省的审查有所缓和,教科书关

于日本侵略事实的记载有所改善。从 1974年起, 部分中学和高中

的历史教科书中开始有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后记述日本

侵略罪行的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4 日本的保守势力对教科书的变化感到危机, 从 80 年代初

开始了对教科书的#第二次攻击∃。文部省再次强化对教科书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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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

队以及冲绳作战等关于日本#加害∃的记述。由于这一举动遭到中

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

发表谈话,表示今后的教科书审查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

家永三郎也同时提出第三次诉讼,明确要求判定文部省的该要求

违法。1997年, 日本高等法院对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做出判

决,判定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对妇
女的暴行∃等 4个问题上的记述是正确的, 而文部省是违法的(但

仍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合法)。经过这场斗争,教科书的内容又有

了明显改善。1984年版的全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和 1985年版的全

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问题, 以后又陆续记载

了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冲绳作战等问题。所以, 从

1970年起到 9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教科书的#改善∃时期。

5 从 1996年夏开始,伴随日本政治倾向的变化,对教科书的

#第三次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攻击的势力是在 1997年成立的#新

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会以近年在日本流行的#自由主义史观∃

为指导,广泛吸收日本保守的政治团体和个人、各种右派组织和极

右势力、自民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家等,以阻止教科书的#改善∃潮流
为目标,通过推动所谓的#国民运动∃掀起教科书#改恶∃的逆流。

#编纂会∃打着#爱国∃和为了#光明的日本∃的旗号,得到日本

政界、财界的支持,在各地也得到地方右派势力的响应。通过地方

议会表决、市民集会签名等活动, 攻击现行教科书的#自虐∃和# 反

日∃, 给出版现行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编纂会∃的骨干西尾

干二编写了彻底否定侵略战争责任的 国民的历史 ,凭借强大的

财力向各地教育委员赠送,施加影响和压力。以 国民的历史 为
蓝本, #编纂会∃编写了教科书(即扶桑社本) , 也送到文部省要求审

查。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所谈到的教科书审查的结果。这一阶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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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教科书的#改恶∃的过程。

6 #编纂会∃不仅编写了篡改历史事实、肯定侵略战争、鼓吹

#皇国史观∃的教科书,而且进一步要促使日本各学校使用他们编

写的教科书,即提出了教科书的#选择权∃问题。本来, 在多种教科

书中选择哪一种使用,日本的历史教师和各学校是有比较大的发

言权的。但因为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在日本历史教师中的影

响比较大,被#编纂会∃视为重要的障碍,所以他们在各地推动将教

科书的选择权上收到教育委员会而排斥教师选择权的运动。# 编

纂会∃自成立后就向各地教育委员会赠书、写信, 自认为在那里的

影响比较大。所以, 今后围绕教科书选择权的问题还会有激烈的

斗争。

(三) 了解了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曲折过程后, 许多人肯定

会思考日本的#编纂会∃为什么要对教科书发动#第三次攻击∃? 这

一问题的社会深层原因和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义文先生在其著

作的第五章中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这里, 义文先生引用了#教育危机∃的概念,这是日本近年

来使用比较多的名词,也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所谓

#教育危机∃,是指近年来日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 如学生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 不遵守学校纪律和社会公德, 逃学和暴力行为

等等。相当多的学校由于学生强调自我,导致老师不能也不敢管

理,秩序混乱,授课难以正常进行。这些现象被称为#教育危机∃和
#教育荒废∃。本来, 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

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现, 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

会∃将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教科书,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

史的教科书使日本的青年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

必须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这是日本的# 自

由主义史观∃及#编纂会∃发动对教科书#第三次攻击∃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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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教育危机∃固然是现实,但是对其社会原因的分析则不能就

事论事。

义文先生指出: #编纂会∃把#教育危机∃的出现归咎于教科
书的认识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所以近年来日本许多政治

现象与之有密切的联系。从 1995年自民党组织#历史编纂委员

会∃编写#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开始, 到 1999年日本国旗和国歌在

议会的通过和 2000年森喜朗关于#神之国∃的发言,其目标都针对

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对教科书攻击的准备,那一#总结∃其

实是表达了保守的政治家和自民党议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为编

写新教科书确定了基调。

本来, 用容易联想起侵略战争的#日之丸∃作为国旗和日本皇

室的宫廷乐曲#君之代∃作为国歌,在战后的日本一直有相当强的

反对力量。但是,在强调解决#教育危机∃的前提下, 在#让日本的
青年一代建立对国家的崇敬和培养献身祖国的精神∃的# 大义名

分∃下,数十年没有解决的国旗国歌问题终于获得通过。#编纂会∃

认为积极推动在各学校升国旗和唱国歌的运动是解决#教育危机∃

的巨大成功。

首相森喜朗在 2000年 5月发表了#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

的国家∃的讲话,虽然遭到国内外的反对,但是#编纂会∃全力支持,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信仰, 把已经分裂的日

本社会团结统一在天皇的旗帜之下。

义文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 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的核心还

是对战后日本的宪法的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是对日本发动的侵

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的问题。因为所谓的#神之国∃和与国家神道
密切结合的#天皇主权∃是在战前由 大日本帝国宪法 肯定的, 战

后的日本和平宪法已经明确将#天皇主权∃转变为# 国民主权∃,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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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放弃战争,实行和平主义的原则。所以,

义文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接触到了日本的当代政治发展的动

向问题,提醒人们警惕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义文先生认为:导致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最主要的是日本政府(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他分析说, 从 60

年代开始,伴随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应财界的要求在学校教

育中也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教材不断增加, 加重学生负

担。在社会激烈的竞争局面下,日本学生从小就必须拼命努力, 难

以体会学习的快乐, 承受的压力是世界罕见的。这是导致教育危

机的直接原因, 与教科书的# 改善∃趋势并无任何关系。那种幻想
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的事实, 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 掩盖当代政

治家的腐败渎职等龌龊事件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的认识

是根本错误的, 只能培养出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 重新犯历史

的错误。

(四) 对于#编纂会∃篡改历史的活动,森喜朗内阁以及各地方

政府的动向是什么? 周围各国是什么态度? #编纂会∃在教科书问

题上大做文章的目的究竟在哪里? 义文先生在第六、七章中专

门分析了这一问题。

首先,森喜朗改造内阁的成员中,有许多是 1995年#历史编纂

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信孝,更是其中的所

谓#鹰∃派政治家。这些人完全赞同#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对
日本#教育危机∃的认识。町村信孝在上任之际就将目标放在修改

道德教育和教育基本法和对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上, 提

出要对记载了日本侵略活动的教科书进行修正,对#编纂会∃提出

的上收教科书选择权的要求, 他也特别支持。所以, 义文先生认

为教科书#改恶∃活动实际是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义文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各国, 特别是韩国在教科书#改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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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强烈的反映。本来,日本政府曾经制定了在审查教科书

之际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原则,如果根据这一原则,遭到周围

各国抗议的#编纂会∃的教科书就很难合格。但是, #编纂会∃意识
到这一问题,所以围绕取消#近邻各国原则∃展开了活动。2000 年

11月 23 日, 千叶县的#教科书议员联盟∃向森喜朗首相和当时的

文部科学省大臣大岛提出将#近邻各国原则∃#从现在进行的教科

书审查原则中删除∃的要求书。12月,北海道议会的自民党议员

提出 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的意见书 , 指责当前使用的历史教科

书是#自虐的、反日的∃,要求政府取消审查教科书时考虑近邻国家

国民感情的原则。#编纂会∃以地方议会为舞台进行的教科书# 改
恶∃活动更是活跃,这在书中都有介绍。

义文先生在第七章中结合近年来日本政治发展的趋势, 日

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等情况,着重分析了#编纂会∃在教科书问

题上大做文章的目的。他认为,日本的统治层自海湾战争后一直

抱有深刻的危机感, 不满足始终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而且对

于日本的自卫队不能够派往国外耿耿于怀。但是,无论是挣脱美

国的军事保护扩大军事力量还是向海外派兵, 日本政府都遇到难

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战后制定的日本的和平宪法。而和平宪
法是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的国民意识之上的。若修改和平宪

法,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历史认识。由于战后出生的人口

已占日本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远不及经历过

战争的一代, 所以#编纂会∃认为通过教科书改变国民历史认识的

机会已经到来。而日本近年来的许多活动和议案,也对改变历史

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如右翼和保守势力鼓动的#修改宪法第九条∃

的运动,国会通过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等。在对
这些动向进行分析后, 义文先生尖锐地指出: #编纂会∃篡改历史

的教科书#改恶∃,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军事大国日本∃,就是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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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获得进行战争的主动权。所以, 他认为必须批判危险的教科书。

三 ! 日本进步力量对教科书# 改恶∃的抵制

通过对 义文先生的著作的介绍, 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 义

文先生对日本教科书#改恶∃问题的分析是相当深刻和准确的, 同

时也表明日本的进步势力一直在对教科书#改恶∃倾向进行着抵
制。需要指出的是, 义文先生在日本并不是孤立的, 他代表了相

当一批日本进步学者和促进中日友好人士的意见。在此, 我们有

必要对日本进步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活动与斗争的历史简要做

一介绍。

(一)家永三郎的诉讼与教科书的改善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

和斗争几乎成为观察其政治社会变动的晴雨表。不过, 对于日本

以外的诸多国家的人来说,可能比较注意其#改恶∃的问题。因为

当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国际舆论往往注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的

动向。但是, #恶∃是相对#善∃来说的。日本保守和右翼势力推动

的教科书的#改恶∃过程, 实际是对由日本进步力量推动的教科书

#改善∃过程的反动。

战后致力于日本教科书#改善∃的进步势力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组织包括有日本教育工会(日教组)、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而就

个人来说,当首推家永三郎先生。家永先生从 1965年起持续同日

本政府和文部省进行了 32年的诉讼,使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记

述日本的侵略罪行成为合法的行动, 为教科书的正常编写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为支持家永先生的诉讼, 进步组织联合成立了#支持
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 义文先生就是该委员会的常任委

员。1997年家永三郎先生的诉讼最后结束, 支持他诉讼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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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改名为#面向 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

全国网络∃继续进行斗争, 义文先生是该组织的秘书长, 进行实

际的工作。

关于家永三郎先生的诉讼情况, 笔者曾有数篇文章介绍∀ , 在

此不再赘述。但是要强调的是,尽管家永三郎先生的三次诉讼已

经结束,但是在教科书问题上针对右翼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目前,

由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原筑波大学附属高中教谕)高 伸欣向日本

政府提出的关于教科书的诉讼正在进行中。∗ 另外, 广岛的民间

进步团体针对该县教育委员会的网页上公然出现诽谤中国和否定

日本侵略罪行的问题,也正在进行斗争。这些都说明: 家永三郎先

生的诉讼对日本教科书的改善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深远的, 而保守

和右翼势力气急败坏地掀起对教科书的#第三次攻击∃,正是要抵

制家永诉讼取得的成果与影响。+

(二) 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再思考推动教科书的改善

总的看来, 围绕编写教科书的分歧,主要是如何认识日本的战

争责任问题,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在争论,或者说是战后遗留

的问题。日本的进步力量推动教科书的# 改善∃, 首先面对的就是

日本社会正确认识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

日本的战争责任,应当说在东京审判中就已经确认了。但是

有许多遗留问题,如天皇的战争责任,违背国际公约进行细菌战和

化学战的责任, 对亚洲各国的人道犯罪责任(包括从军慰安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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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教科书裁判国际委员会编: 世界报道的家永教科书裁判 ,  !研究所,

1998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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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教科书诉讼案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 ,发表于 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8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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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劳工等)都未予追究。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东京审判的资

料没有公开,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的追究。由于这一原因, 加

上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活动, 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战争责任意识并没

有建立起来。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在国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

多从#被害∃的立场出发, 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认

识淡薄。70年代后半叶,保存在美国的有关档案陆续公开, 而日

本的学者从 80年代开始得以前往美国查阅那些资料, 颇有收获。

粟屋宪太郎(立教大学) ∀、田中裕(一桥大学) ∗ 等从那些档案中

发现了美国包庇日本天皇和部分重要的战争罪犯的战争责任的证

据,开始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特别是昭和天皇 1989年去

世之际,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思考其战争责任的热潮,日本社会

也受到影响。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 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和化

学战的新资料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从军慰安妇的新资料都有

新的发现,特别是由进步学者组成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在搜集

侵略战争罪证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进步

团体还通过举行报告会、讲演会和展览等形式,启发人们思考日本

的侵略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战后和平运动强调#被害∃的问题进行

了反省,使日本的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在战后审判中未触及的罪行被陆续揭露,日本的和平运

动对强调#被害∃而忽视#加害∃责任的问题有所觉悟。特别是新披

露的那些罪行都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如许多本来对中国的战争受

害不以为然的日本人,当了解了七三一细菌部队使用活人进行实

验的残暴性质后感到震惊; 日本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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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后,许多日本人发现日本

政府长期以来对国民掩盖了重要的历史事实; 强征从军慰安妇和

劳工的罪行被提交到联合国人权问题的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议,

也使许多日本人惊醒。

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再思考和对#加害∃责任的觉悟对教科书的
编写有很大的影响。

如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 1982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说: #迄今

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

过早∃;关于#从军慰安妇∃,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是: #奸淫妇女的事

情,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战场上都有发生, 这不是日本军队所

独有的事情∃。∀ 而到 1997 年,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则认定

文部省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审定意见违法,写进教科书是合法的,

同时判定教科书记述#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也是正当合

法的。∗ 所以, 1997年版的 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上述日

本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

(三)对自由主义史观的警惕和批判抵制教科书的#改恶∃
日本右倾势力对教科书发动第三次攻击,是以所谓的#自由主

义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对于这一情况,日本的进步力量从一开

始就注意到并引起了警惕。

自由主义史观滥觞于 1994年,其代表人物首推东京大学教授

藤冈信胜。藤冈基本的主张就是: 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被#东京审

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以及#谢罪史观∃歪曲了,自由主义史观

则是本着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原则改造日本的近现代史教育。

由于自由主义史观产生于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海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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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形势下, 迎合了日本社会思想动荡和混乱的局面,经过几年

的经营,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在 1997年,建立了以自由主义史观为

宗旨的行动组织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是, 右倾势力对

战后教育的批评集中到教科书问题上。∀

日本的进步力量从一开始就对自由主义史观保持警惕, 并进

行了斗争。

这一时期, 进步学者针对自由主义史观对侵略历史事实的歪

曲集中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资料。如藤原彰( 南京的日本军 、日、

中、美学者关于南京事件的新研究 )、笠原十九司( 南京难民的百

日 、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 )及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
( 关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 13处谎言 )等对南京大屠杀问题进

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吉见义明和林博史( 共同研究: 日本军慰安

妇 )、荒井信一( 从军慰安妇和历史认识 )、日本的妇女组织( 战

犯审判与性犯罪 VAWW%NET)等都对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质进
行了揭露批判, 并披露了大量充分的资料;此外,关于三光作战, 细

菌战、化学战等问题也出版了许多著作。在各种杂志及出版物上

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1996 年 1 月, 日本大月书店出版了

近现代史的真实是什么 ,由著名的进步学者藤原彰主编, 收集了

日本社会有影响的进步学者的 24篇文章,系统批判了自由主义史

观对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歪曲。

在揭露侵略战争史实的同时, 进步学者也针对自由主义史观

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支持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委员会∃组织了对

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的系列丛书(家永三郎监修) , 对自由主义史

观的出笼、主张、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向自由主义史观#开

火∃。此后, 中村政则( 如何看近现代史? 、历史与真实 )、藤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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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从学校开始的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 )、天野慧一( 解读自

由主义史观 )、城丸章夫和松岛荣一( 自由主义史观的病理 )、佐

贯浩( 批判自由主义史观与和平教育的方法 )等都从理论的高度
剖析了自由主义史观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日本进步学者意识到,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反映

了日本社会战争责任认识的模糊状况, 因此结合 90年代后披露出

来的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新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进行了

新的追究和研究。在这方面, 粟屋宪太郎( 东京审判论 、未决的

战争责任 )首开先河, 接着,吉田裕( 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 )、

荒井信一( 战争责任论 )、渡边贤二( 为了和平的战争论 )、安彦
一慧( 战争责任与我们 )、高桥哲哉( 战后责任论 )等人的著作

都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和战后掩盖历史责任的角度进

行了分析。

1997年末,随着#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建立, 对自由主义

史观的批判也侧重于教科书问题。针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评, 今

泉龙介( 对#教科书不教历史∃的批判 )进行了反论, 石山久男

( 近现代史与教科书问题 )以及纷纷建立的针对#编纂会∃的组织

都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谴责#编纂会∃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动作。在
这方面, 义文先生是有代表性的。他在 1997年就着手编写了

慰安妇问题与教科书攻击 一书,揭露自由主义史观在慰安妇问

题上做文章的实质, 接着出版了 教科书攻击的深层 , 对右翼攻击
教科书的手段和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期间,他与其他学者

共同就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在文部科学省的审定

结果即将公布之前, 他的新著 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出版。

(四)追究历史事实的努力和战争受害的诉讼

90年代以来, 日本进步力量针对右翼和自由主义史观以及

#编纂会∃歪曲历史的活动,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研究组织和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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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究侵略战争的事实和进行战争受害的诉讼作为斗争方式。

同右翼进行斗争的组织很多,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一些:

1 #面向 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
1997年 8月 29日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结束后, 原来支持

诉讼的#支持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同时宣布结束历史使

命。但是, 针对#编纂会∃出现的新形势, 进步的学者随即在 1998

年 6月 13日成立了#面向 21世纪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该
组织继承了家永三郎的斗争精神,在教科书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

前线。

2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 ABC企画∃委员会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回国

的原日本#战犯∃的组织。其成员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针对自由主

义史观的言论, 他们创办了杂志 中归连 ,旗帜鲜明地提出批

判自由主义史观的口号。# ABC 企画∃委员会则搜集了大量的日
本在战争中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行资料, 制作成比较轻便的

展板,从 1992年以来,在日本各地举办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七三

一部队展∃和#毒气展∃,至今已在 70多个城市展出。

3 #支持中国被害者要求会∃
该组织以协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为目标, 有

比较多的律师参加, 在日本各地有许多支部。与该组织目的相近

的组织还有一些。目前在日本提出的战争被害诉讼 60余件,其中

涉及中国的战争被害的诉讼将近 20件,其他还有韩国、菲律宾、荷

兰等国以及日本的被害人提出的诉讼。根据日本的法律程序, 完

成这些诉讼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难度也相当大。但是这些诉

讼的存在,在日本社会具有#宣言∃的意义: 无论判决结果如何, 总

之是暴露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许多进步组织就是这样认识诉

讼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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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战争责任研究∃中心

该组织由进步的日本学者联合组成, 开始是针对日本政府否

认#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质而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而联合起来
的。以后将搜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日本侵略活动的各领域, 特别

在细菌战和化学战资料的搜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 战争责任

研究 季刊。

在日本,还有许多进步团体和组织在对教科书的#改恶) 和篡
改历史事实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学者需要关注他们的活动,

并逐渐建立与他们联系。

(作者步平, 1948 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

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 出版

! ! 由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4月出版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 

( 33 8万字, 39元)共 38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即:南京大

屠杀暴行研究、#安全区∃问题研究、日军性暴力和# 慰安

妇∃问题研究、东史郎日记案研究和日本右翼势力翻案活

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把 1999年 8月和 2000 年 8 月两

次学术交流会、研讨会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等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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