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 历史认知与东亚

和平论坛国际研讨会 综述

步  平

  

  继 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 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

国际研讨会后,今年 2月 27日- 3月 1 日, 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

二届论坛。这一次论坛的主题为 全球化与人权、教科书 。日本

方面为举办这次会议专门成立了实行委员会,有国内近 20个左派

团体的 30多人参与发起, 3 天内日本国内参加会议的达 900 余

人。专程赴日本参加论坛的中国方面有 10人,韩国方面有 34人。

在近年日本和平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无论是从规模

上还是影响上看都是相当成功的。日本各大报都发了消息,而!赤

旗报∀用几乎一版的篇幅发表了中、韩两国团长的发言,标题为 促

进历史认识的共有 。

自日本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的历史教科书出笼并通过了日

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后,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与有识之士都意识

到这一问题反映了日本今后政治发展的危险的倾向,也是对亚洲

及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定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歪曲历史

事实的教科书, 就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问题举行讨论。

进行会议基调讲演的是日本原茨城大学教授荒井信一。荒井先

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同井上清等日本左派学者共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是日本左派学者中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全球

化是世界所面临的共同的课题,所以为建立东亚和平区域的努力具有

全球化意义。现在对东亚和平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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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图影响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单独行动主义,一是强调本国历史与文

化的合理性而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后者在日本的表现

就是近年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史观和 新历史教科书 。他分析了日本

近年来民族主义倾向抬头的原因,指出在全球化发展的 90年代,对日

本来说却是 失去的十年 ,国力衰退,国际作用下降的现实导致日本

社会的焦虑情绪,因此有人主张用充斥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影响日

本的青年一代。他指出, 新历史教科书 的危险的倾向在于倒退到日

本战前的历史观。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东亚各国人民间的跨

越国界的合作与对话是非常必要的。

日本以往的和平会议,多以民间人士为主,而这次来自日本各

大学的教授比较多,除过去一直积极参与活动的都留大学教授笠

原十九司、早稻田大学的中原道子、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等人

外,还有如千叶大学的教授安田浩介绍了近年日本关于昭和天皇

的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动态, 东京大学的高桥哲哉就参拜靖国神

社问题进行了分析,东京大学的小森阳一就东亚和平的前景进行

了分析。日本的听众对大学教授热心参与和平会议很感兴趣。另

外,日本战争责任研究中心的上杉聪对日本近年来宗教右翼势力

的动态的介绍也很值得注意。

韩国方面的与会者基本是韩国 纠正教科书运动本部 发动起

来的, 以学校的教师为主。他们在深刻分析 新历史教科书 的问

题的同时, 也开始对韩国自己的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进行更深

层的思考, 讨论如何编写能够跟上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教科书的问

题。其中梁美康的发言列举了韩国教科书中描述女性的语言, 指

出那些语言依然表现了对女性的歧视和轻视。在此之前, 韩国人

一般来说给人们的印象是民族情绪非常高涨, 特别是对于日本的

教科书的批判态度相当激昂。而这次韩国方面的多数发言都渗透

了和解与反省的思想,特别是对自己的教科书的自省, 明显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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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和冷静。他们认为教科书单纯地强调培养爱国心和弘扬民族

意识还是不够的,应当重视普遍的人权与和平的价值。

中国方面的学者重点侧重于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战争责

任问题的分析, 也就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在这次会议上, 慰安妇 问题仍然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三国

的学者,特别是日本与韩国的女代表几乎都就这一问题发言。她

们在对历史上日本军队的 慰安妇 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尤其

关心在教科书中如何体现女性的平等与权利的问题。

通过这次会议看出, 日本的左派学者与和平团体尽管在日本

右倾化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仍然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韩国的学者

也在进行着积极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同他们共同努力和斗争, 还

应意识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不是仅仅批判日本的右翼势

力和右翼思潮, 更重要的是与日本民间层面的交流与交往。和平

主义思想与和平运动在战后日本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尽管相当多

的日本人有强烈的被害意识, 实践证明从普遍的人权与和平的角

度,可以启发他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所以, 我们应当理直气

壮地接过和平与人权的旗帜, 通过理性的冷静的分析, 影响更多的

日本民众。这一努力的成功就是日本右翼的孤立。因此, 把我们

努力的目标转到普通民众上来是必要的。与此相关联, 我们也应

对自己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进行深刻的思考。

在这次会议上, 还讨论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的问

题。三国学者共同认为, 为了抵制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的影响,

编写出能够面向三国年轻一代的, 有科学历史观的教科书, 是有重

要意义的。目前,共同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的提纲基本通过,细节

正在讨论。
(作者步平, 1948 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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