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走论 再评析

郎维成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起因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

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 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 独

走 ,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 独走论 是不

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一,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

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 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

指导下,日军扩张在华势力, 制造事端, 均能得到日本政府、天皇的认可。第

二,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 并多次

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第三, 独走论 的重要 依

据 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 是 虚君 和平主义者 。历史事实是昭和天皇

不是 虚君 而是 实君 。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 绝不是

和平主义者 。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

第四, 日本战败前夕, 昭和天皇与其近臣策划了为维护 国体 而将发动战争

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编造了军部、关东军 独走论 。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独走论  日本侵华

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问题的

严重性在于这场论争并没有因为中日复交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

有所缓解,相反地却是年复一年的愈演愈烈, 令人不解而堪忧。

战后的东京审判,已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恶历史做出

了结论,对其战争罪犯做出了判决,并取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当

然,由于美国从其利己主义立场出发,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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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尚在,阴魂不散。日本教科书

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产物。

从 50年代起, 日本教科书事件可说是三起三落了。最近这

起,日本文部省竟然通过了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从 2002年启用的

历史教科书。以前人们总认为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历史翻案风是日

本右翼势力煽动起来的, 但这次教科书问题的发生,不能不考虑日

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了。

九一八事变历史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

重要内容之一。 新 历史教科书, 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 独

走 , 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 独

走论 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今,日本历届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推卸对

九一八事变应当承担的责任。当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 以 诚 为

本的大和民族政府就声明: 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我

国军队。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声明: 满洲事变完全

是由于中国军宪的挑衅行为而引起的。 ∀ 这一事变的真相, 虽经

国联调查团的调查, 亦未能揭穿, 直至日本战败东京审判之时, 日

本战犯仍隐瞒真相, 说什么 满洲事变发端于排日之极已至发展到

爆破铁路的程度,关东军不得不自卫还击 。#

历史无情,谎言终究会被揭穿。50 年代, 当年关东军奉天特

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 吞吞吐吐地供出了 我们是如何计划发动

了九一八事变 的部分真相。他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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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策划发动的,从而揭穿了当年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是一派胡

言。可是日本政府至今尚未对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发表的错误声

明表示悔恨道歉,相反的却仍站在战时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上, 用

充满皇国史观的教科书, 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毒汁。

日本政府及军部编造的九一八事变谎言被揭穿后, 日本社会

上又冒出了一个关东军 独走论 ,并成了今天日本文部科学省批

准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记述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观点。妄图以此

论点推卸日本国家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侵华战争的罪责。

独走论 在日本社会影响广泛。对此,我先后发表了∃日本军

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局与币原外交%、∃宇垣一成与九

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与本庄繁%等文章,从各个角度批驳了 独

走论 。上述论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在此无需赘

述。现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 关东军司令官 同 朝鲜军司令官 、台湾军司令官 一

样,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 享有独自 紧

急 处置, 即先斩后奏之权。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

日军上上下下已形成了 独断迈往 风气, 只要能宣扬 国威 军

威 , 只要能扩张在华势力,都可伺机出动,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

发动九一八事变,才得到朝鲜军的支援, 日本内阁的批准, 天皇的

亲自接见嘉奖。

第二,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

东北的共识,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

施。早在清朝后期, 日本驻华公使就提出应将中国清朝分割为满

洲、北清、中清、南清的分而治之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事

进攻路线重点是通过朝鲜进攻中国东北。日俄战争就是这两个帝

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争夺战。此次战后, 伊藤博

文与山县有朋关于占领中国东北的形式之争, 就定下了日本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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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的基调。日俄四次关于 满蒙 密约, 是协调日本侵略中

国东北的步骤。大隈重信内阁提出的灭亡中国的 21条的第一号

内容,清楚地供出了独占东北已是日本政府的国策。此后原敬内

阁也好,若木规内阁也罢,都把中国东北视为应属日本之土地。于是

乎这期间 满洲是日本生命线 的叫嚷甚嚣尘上。在日本国民中已

形成中国东北是日本必得之地的共识。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

议,则决定不惜以武力实行日本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目标。田中

蒋介石会谈,田中意在三分中国。首先, 阻挡蒋介石北上, 为此日

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接着田中内阁又照会蒋介石, 不许北

伐军进入中国东北。在这个背景下,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炸

死张作霖, 妄图制造混乱, 乘机出兵占领东北。但是, 日本阴谋并

未得逞。田中内阁被天皇逼垮。日本军部在总结上述事件教训的

基础上,于 1931年 4月, 制定了以 解决满蒙问题 为中心的∃昭和

六年度情势判断%,接着又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关东
军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且得到军部认可, 阴谋策动了九一八事

变,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第三, 独走论 的重要 依据 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是 虚

君 , 是 和平主义者 ,并以此为根据说关东军的几个参谋违背天

皇意图,擅自决定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明治维新确立的天皇制,实际上是君主专制政体。明治宪法明确

规定, 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大权 ; 天皇统帅陆海军 , 神

圣不可侵犯 ;天皇有立法权, 议会只是 协赞 而已;内阁并不是最

高行政机构,只起 辅助 作用;天皇还拥有司法权,司法机构只限

在天皇名义下进行审判。不难看出, 日本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

虽是分立,但大权却集天皇一身。天皇不但在法律上是至高无上

的独裁者, 而且在现实国家、社会的生活中也是名副其实的独裁

者。这里不防列举三件实例。一件是田中内阁是被天皇逼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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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天皇有权决定内阁的存废。另一件是 1936 年的 二二六事

件 , 是天皇亲自迫使军部镇压下去的, 说明军部只有唯天皇是从,

否则自身难保。第三件是日本战败投降前夕, 内阁与军部在是否

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上,意见对立,议而不决, 最后是天皇决定在

保障天皇制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说明天皇握有战和

大权。每当日本处于关键时刻,都是天皇亲自决定,一锤定音。

历史是清楚的, 日本昭和天皇不是 虚君 ,而是 实君 , 日本

军部、关东军都不敢违反天皇意图而擅自行动。

第四, 上述足以证明昭和天皇是战争罪犯, 不是和平主义者。

这里不妨再看看以昭和天皇为首的皇族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

争达 15个年头。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动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

罪恶最重、手段最残暴的大战。在这一场举世罕见的野蛮侵略战

争中,昭和天皇及其皇族骨干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军部是被昭和天皇任命的军阀所控制。

陆军参谋总长是金谷范三, 海军军令部总长是谷口尚真。可是事

变后不久, 日本军权就落到皇族手中,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 军

令部总长是伏见宫博恭, 他们都是昭和天皇的长辈。

1937年 11月 18日,天皇公布了大本营令, 20日设置大本营。

大本营令的第一条是 在天皇大纛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 。

第二条是 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为其各自幕僚的首长,运筹军

机,策划作战, 根据最终目的, 谋求陆海两军部的协力, 互相策

应 。∀ 24日召开了首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闲院宫参谋总长、伏见

宫军令部总长等出席会议,并向昭和天皇奏陈了陆海军作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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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定第一部长(作战部长)在做具体说明时,明确指出 令该方面

军(华中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 。∀

中支那方面军在由上海向南京进犯过程中,昭和天皇在日军

攻占南京前夕的 12月 2 日解除了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兼职,特任昭和天皇的姑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该军司令官。一

本美国人写的书中, 对此事有如下一段记述:

昭和天皇的 姑父承担了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指挥任务,并住

在南京的一座饭店里,观赏他的部队屠杀了 10万多手无寸铁的战

俘和平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大屠杀。然而,当他(昭

和天皇)的姑父返回东京时,裕仁却逸出常规,授予他多枚勋章, 为

他叙勋 。#

当然,皇族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过程中,还有其他

皇族成员担当重要军职,如昭和天皇姑父东久迩宫,早在 1927 年

就曾尽力说服裕仁为侵略中国东北做好准备。∋ 昭和天皇的兄弟

也都在陆海军中担任要职,具体情况在这里就不列出了。

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直接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

一直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当日本决定同美国开战之时,

皇族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才退居幕后,将军部中央参谋总长的权

利让给军阀掌管,先后把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推到前台,

担任陆军参谋总长; 推出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及川古志郎、丰田

副武任海军军令部总长。

虽然以天皇为首的皇族退居幕后,但军部中央实权仍操在昭

和天皇手中。1944年 7 月中旬, 当塞班岛被美军攻占, 东条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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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及兼任的参谋总长职务时,昭和天皇向东条颁发诏书说:你作

为参谋总长,在困难的战局下, 参与了我对战争的指挥, 充分履行

了参谋总长职务。现在, 当你辞去职务时,想到你在任职时的功绩

和辛劳,我甚为高兴。∀ 从此也看出, 天皇始终掌握侵略战争大

权,这是不容怀疑的。当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在∃东

条英机和太平洋战争%一书中明确指出: 在中国事变中有关出兵、

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中央被交

战地区的部队拖着走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而且也没有根据中央幕

僚的判断下达过命令。 # 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

高统帅,绝不是 和平主义者 。

第五, 1943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败象已现, 翌年败局已

定。这时, 昭和天皇及其皇族考虑如何收拾残局了。昭和天皇在

发动太平洋战争前, 就做了战败不被追究的安排, 这就是上面所说

的,天皇在把日本推上同美国作战前夕,天皇及其皇族在形式上与

战争首脑部保持一定距离。经过不到两年的陆海大战, 日本大势

已去,战败结局已摆在面前。这种残酷的现实,在日本历史上是从

未发生过的。面对这种情况,天皇首先想到的是保存自己及其皇

族,即所谓的维护天皇制国体。为此,就要千方百计地推卸发动战

争的责任。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 15个年头的战争是天

皇制国家行为, 是天皇预谋已久、内阁多次策划、军部阴谋发动、天

皇又亲自统帅的日本举国一致、全力以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

战,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但是, 这时, 天皇为

维持 国体 ,要找替身。这替身不是别人,而是昭和天皇大元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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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亲自统帅、享有面奏特权的 皇军 军部。

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 皇军 在战场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却

经常受到天皇的嘉奖、接见、授勋、晋级鼓励。可是战败大局已定

之后, 皇军 虽然仍对天皇忠心耿耿, 为天皇 玉碎 ,却不时受到

皇族的斥责。老奸巨滑的近卫文 及时捕捉到这一反常现象, 拟

定一份奏折,于 1945年 2月 14日单独觐见天皇时呈上。天皇与

近臣共同谋划了把发动战争的责任让军部承担的活动。

近卫奏折首先指出: 战败虽属遗憾,但已无可避免。针对昭

和天皇最担心的天皇及其皇族生死攸关的 国体 问题, 近卫奏折

说: 迄今为止英美舆论尚未涉及改变国体问题, 因而仅就战败一

事而言,相信当无须为国体而忧虑。对维护国体方面最堪忧的, 与

其说是战败,勿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那

么在日本国内, 谁是威胁 国体 存续的势力呢? 令人惊异的是, 近

卫奏折却指向了唯天皇之命是从的军部,说军部中一部份人的 革

新运动 是 特别值得忧虑的 。人们知道, 30年代初期军部的 革

新运动 是维护天皇绝对权威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其本质是反对共

产主义的。接着奏折就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推到军部身

上,说 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之所以爆发而扩大,并终于导致太

平洋战争,就是由于军部内部的这种意识的计划行动的结果 。近

卫真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历史事实是天皇嘉奖了九一八事变的策

动者,卢沟桥事变是近卫任首相时发生的,其时近卫主张扩大战争

的决心比军部还坚决。近卫内阁不但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而且

又接连两次组阁,把日本推向了太平洋战争深渊。可是近卫面临

战败结局却把自己同军部共同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都推给军部了。

近卫在奏折中还一再强调从组织上 清洗这一派 , 并表示只有向

英美 靠扰 才能 维护国体 。

近卫奏折符合昭和天皇意愿, 昭和天皇当然采纳了近卫的主

!27!

独走论 再评析



张。昭和天皇 独白录 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 独白录 , 实际上是昭和天皇指示身边亲信记录他在一

段时间内关于战争责任的言论录。那么,是哪一段时间的昭和天

皇言论呢? 是 1946年 3月中旬到 4月上旬不到一个月期间的言

论。昭和天皇自己说,其身边亲信听记,然后整理成文字材料。那

么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期间专门谈战争责任问题呢? 在此之前的 1

月 19日, 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国际舆论大都认为昭和天皇是发动战争

的战犯,理应受到审判。对此天皇及其皇族都很紧张。所以昭和

天皇在 2月下旬就指示身边亲信,准备一份昭和天皇自己的言论

录。∃独白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制成的。
∃独白录%从田中内阁谈起,一直谈到当时的审判战犯问题, 尽

管洋洋几万字, 但中心内容是讲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 天皇是无实

权的 虚君 。天皇自己是 主张和平 的, 反对 扩大事态 。强调

军部 他们的意见与我的不一致 , 当时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处在

石原莞尔的控制之下 , 等等。显然, 天皇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

军部身上,甚至达到了指名道姓的程度。

∃独白录%, 在当时并没有发表。但整理记录的天皇身边亲信
却把昭和天皇的意愿传答给了美国占领军。昭和天皇的这些亲信

架起了一座昭和天皇通往美军司令部之间的桥梁,发挥了沟通的

作用,甚至参与了选定战犯的活动。

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美国当局为了利用昭和天皇投美

反苏的立场,帮助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统治, 并把日本变成美国称

霸亚洲的基地, 不顾国际舆论的要求, 决定不把昭和天皇定为战

犯。1946年 4月 29日,发表对东条英机等 28人的甲级战犯起诉

书。6月 18日美国首席检查官季南言明,不把昭和天皇作为战犯

交法庭审判。昭和天皇与美国占领军就是如此勾结,互相利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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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妥协的。

从∃独白录%中清楚地看出,昭和天皇推卸发动战争责任的最

基本的观点就是 独走论 。此后, 独走论 就成为日本社会上认

识这段扩张历史的主导观点, 一直到今天,久盛不衰。

独走论 的发明者是昭和天皇, 目的是推卸战争责任。昭和

天皇既然如此, 他指挥下的 皇军 当然也如法炮制。军部把昭和

天皇推到自己身上的罪过又推到关东军身上, 说关东军不执行军

部命令擅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更是振振有

词地说,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我根本不知

道。而板垣又是如何说的呢? 板垣在东京法庭受审时的供词可

资说明: (自己受参谋长之命, 负责参谋部内的联络和涉外事项) 。
言外之意他是奉命行事, 没有越轨行为。作为旁证材料,当时的满

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也说过: 本庄繁在(满洲事变的时候,

就对我说过:人们都说板垣这个人不听上司的话,独断专行, 其实

绝不是这样的, 凡事都是同我充分商量之后才干的。) ∀

昭和天皇放出的 独走论 在日本泛滥半个多世纪, 把水搅混

了,是非混淆,使众多的日本国民至今难以弄清谁是侵略战争的发

动者。首要战犯没有受到制裁,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灵位也以为国

捐躯之 神 移入靖国神社,供日本国民悼念。日本在半个世纪内

就将历史篡改到了如此程度, 且不想就此止步, 是人们始料不及

的。

(作者郎维成, 1935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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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邑:∃柳条湖事件与本庄繁% ,∃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 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