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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年 % 月 # 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新版

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日本“新历史

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教

科书获得通过。由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韩国和

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反对，所谓 “教科书问

题”再一次成为日本和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一个

问题。

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教科书问题已经

屡 次 成 为 影 响 中 日 关 系 的 一 个 “结 ”，不 但 多 次

引起两国外交上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日益损害

了两国国民、尤其是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成为

两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直接影响了

中日关系的改善与持续发展。

()’! 年，在中日关系中第一次出现教科书

问题，引起了双方的摩擦和争论，但实际上这一

问题在日本国内由来已久 ， 大 约 在 !" 世 纪 #"
年代就成为日本国内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到了

’" 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并成了长期

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战前，日本政府就规定中小学一律使用

由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其中充满了对青少

年进行军国主义侵略和日本民族优越感教育的

内容。()%# 年日本战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

化改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废除军国

主义教育。但是，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尤

其是日本恢复独立之后，过去被遭到整肃和监禁

的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政治势力重新进

入政界，这些人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于是他们开始试图否定历史，对历

史教科书提出了各种不满，要求修改教科书。

()## 年，当时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开始对战

后的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他们在一份题为“令

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的宣传材料中认为，日本

的中小学教科书已经被赤色思想所控制，成了

马 列 主 义 的 教 科 书 ，对 学 生 而 言 是 一 种 “偏 向 ”

教育，于是刮起了一股“反偏向”风。同时，文部

省也严格了对教科书的审定，以至使当年的大

部分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迫使一些历

史教科书不得不做出修改，对二战中日本的战

争罪行进行了各种淡化描写或删除，直接导致

了日本对青少年历史教育的不足。

以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为代表的一

些具有正义感和希望能够尊重历史的日本学者

们 进 行 了 抗 争 （著 名 的 “家 永 诉 讼 ”案 进 行 了 三

次，历经 &! 年之久，直到 ())* 年才落下帷幕），

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有所收敛，中小学历

史教科书中又恢复或增加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

的记述。

但是 ’" 年代后，日本社会部分右翼势力再

次掀起要求修改现行历史教科书高潮，并影响到

了自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些政治势力。()’" 年 ("
月，日本右翼组织“昭和史研究会”和日本财界组

织“经团联”的外围组织“经济宣传中心”先后发

表了题为《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和《充满疑问

的教科书》等调查报告，鼓动人们对教科书的不

满。自民党也成立了“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研

究修改教科书的有关法案，同时将所谓“彻底弹

劾左翼偏向教育”、“推进纠正偏向教育运动”等

内容列入了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运动方针。在

这一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再次加强了对历史教科

书的审定，以各种方式让作者和出版社“改善”或

删除有关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内容。

()’! 年 $ 月 !# 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对第

二年 % 月开始使用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

定结果，在这次编写和通过审定的历史教科书

中，对有关中日两国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进

行了修改或“美化”处理，如将过去教科书中记载

的日本在芦沟桥事变前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

改为“进入”华北，将过去记载的对中国的全面侵

略也改为“全面进攻”，将“九·一八”事变简单地

描写为“日本炸掉了南满铁路”，将南京大屠杀的

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损

失严重，于是情绪激昂的日本军队杀害了很多中

国军民”等。

()’# 年的 《新 编 日 本 史 》教 科 书 中 ，对 有 关

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又做了不同程度的美化，比

如将“九·一八”事变写成是在不断爆发的排日事

件的背景下部分关东军被迫独自行动导致的后

果，将全面侵华战争写成是日本为了保卫自己的

侨民和军人而被迫采取的行为，对南京大屠杀只

是在描述南京陷落一句中加了一个注脚，而且认

为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定论，将太平洋战争说成

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和为了建立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编日本史》经修改 % 次后于

()’$ 年 # 月被审定合格。

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政

!
梁
云
祥

日
本
历
史
教
科
书
问
题
的
由
来
及
其
原
因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教科书问题的缘起及其过程

!"



学习月刊 !""# 年第 $ 期（总第 !%& 期）

治日益保守和右倾化，日本右翼势力试

图修改教科书的活动有增无减。在《新日

本史》教科书中，充满了对日本历史与文

化 的 颂 扬 和 对 中 国 等 国 家 的 贬 低 与 攻

击。例如，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该书

认为中国东北的权益是日本根据条约所

得到的，但由于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

对东北的威胁才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

整个东北；满洲国是在中国大陆第一个

建 立 现 代 法 律 制 度 的 国 家 ；“南 京 大 屠

杀 ”存 在 很 多 疑 点 ，目 前 仍 在 争 论 中 ；太

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亚洲的占领鼓舞了

当地民族从西方殖民国家统治下独立出

来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说哪方

是正义的，只是国家利益之间冲突的一

种手段；战后的东京审判是不公正的，是

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等等。面对

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却辩称：

由于未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

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所以不能根据中

国等国家的要求对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

改。

这一问题越演越烈，几乎每隔 % 年

就再次出现。而且，对于中国等周边国家

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则表现得越来越

强硬和不肯认错。因此，日本的历史教科

书问题已经成为经常引起日本与周边国

家外交争端的问题之一，也是日本与中

国等亚洲国家不同历史认识的主要典型

事件之一。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历史教科书问

题呢？实际上，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日本政

治家们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一样，同属

于历史认识问题。也就是说，日本有相当

一部分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那一段历史，与中国等亚洲

国家以及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有着完全

不同的认识，或者说不愿意承认、甚至美

化 日 本 对 其 他 国 家 进 行 侵 略 战 争 的 历

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

下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日本天皇制政权的持续存在。日

本 的 天 皇 制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国 家 制 度 ，尽

管天皇本人在日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

里并不一定真正掌握政权，但其精神上

的 象 征 意 义 和 感 召 力 却 是 无 人 能 比 的 。

天皇与日本已经密不可分，天皇就是日

本，日本就是天皇。尤其在明治维新以

后，天皇的地位更是被抬高到了吓人的

地步，成了日本人心中不可仰视的神。日

本不同于另一个战败国德国，整个法西

斯政权都被摧毁，% 年后重建的东西两个

德国都与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没有丝毫

联系，日本却是在盟军进入日本本土之

前就宣布了投降，日本的天皇制国家政

权并没有被摧毁。战后虽然美国军队占

领了日本，也对天皇制实施了改造，但为

了减少日本国民的抵触情绪和按照美国

的利益顺利改造日本而对日本实行了间

接统治的方式，即利用天皇制和日本既

有的国家政权对日本实行统治。因此，天

皇制被保留了下来，日本政府除去像军

部这样一些明显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部门

外，几乎全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对于

日本这样一个战前和战后具有国家体制

继承关系的战败国来说，要正确、客观地

看待侵略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否定

过去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否定自我。时

至 今 天 ，日 本 的 国 旗 、国 歌 和 军 旗 ，仍 然

是战争期间使用的国旗、国歌和军旗，这

常常会让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们

想起过去军国主义的日本，但日本并没

有想要用其他的国旗、国歌和军旗来取

代它们，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东西是

日本整体的一个象征，日本不可能进行

自我否定。

"、美国对日本改造的不彻底和日本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战后初

期，美国对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造，其中

包括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整肃战

犯，但随着 ’(%) 年美苏冷战的出现，美

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削弱和改

造日本的政策转变为扶植和复兴日本的

政策，其目的是将日本变为能够阻挡共

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堡垒。于是，对军国主

义 分 子 和 战 犯 的 整 肃 活 动 很 快 停 止 ，过

去受到限制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又重新

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年中国革命的

胜 利 以 及 其 后 不 久 爆 发 的 朝 鲜 战 争 ，更

使 美 国 加 快 了 扶 植 和 复 兴 日 本 的 步 伐 。

在 美 国 的 积 极 推 动 下 ，’(#’ 年 召 开 旧 金

山 和 会 ，通 过 《旧 金 山 和 约 》使 日 本 获 得

了独立。此后，一些在战争期间支持战争

的 旧 军 人 和 军 国 主 义 分 子 更 加 有 恃 无

恐，甚至有些人还进入了政府，重新执

政。这些人当然对过去的历史会进行美

化或者掩盖和否认。!" 世纪 #" 年代初建

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日美同盟关系

则使美国在对日政策上更多地是重视日

本目前对美国的政策协调与协助，而对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采取了一种宽

容甚至纵容的态度，客观上也助长了日

本对历史的歪曲。美国的欧洲盟国则更

是由于在历史上并没有向亚洲国家那样

遭 受 日 本 的 侵 略 而 缺 乏 切 身 的 体 会 ，更

多地也是同美国一样考虑目前同日本的

关系，对日本歪曲历史的行为显得比较

宽容。美国和欧洲国家与日本密切的同

盟关系也使得日本在否认和美化历史时

更加肆无忌惮。

#、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及国际地位

的迅速提高。日本利用美国的保护和战

后 国 际 社 会 的 优 越 条 件 埋 头 发 展 经 济 ，

即不需要承担巨额军费，反而利用朝鲜

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生产刺激了自己

的经济，并充分享受了战后资本主义世

界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廉价的能源，从 !"
世纪 #" 年代起其经济就持续高速发展，

仅仅用了 !" 多年时间就迅速崛起，实现

了它近代以来的梦想，在经济上超过了

欧洲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经济大国。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

其经济大国地位的奠定，使日本恢复了

由 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失 败 而 失 去 的 自

信，并且使其踌躇满志，想要发挥大国作

用的梦想再次出现。尤其是冷战结束之

后，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

增强，在外交上也加快了其走向政治大

国的步伐，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日 （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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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对 亚 洲 国 家 的 侵 略 和 殖

民统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

周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使其丧失了作

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道义形象。对此，一

些日本人不是通过彻底反省历史来重新

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反而试图通过否

认历史来做到这一点。如日本右翼作家

林房雄在其《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

宣称：“一国的繁荣不能仅仅用经济繁荣

来衡量，重要的是确立精神支柱，即恢复

国民的自信。日本已经繁荣，但灵魂之旗

尚未飘扬起来。被强制性地割断历史和

战争犯罪意识，使多数日本人萎靡不振，

在一片升平的暗谷中彷徨。我写此书，目

的就是为了恢复在充满苦难的东亚百年

战 争 中 英 勇 善 战 的 日 本 人 的 自 豪 和 自

信。”一名攻击现有教科书的右翼学者更

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教科书问题的

焦点就是 “如何再一次塑造现在的日本

人 ”，“如 何 把 自 己 的 孩 子 造 就 成 比 平 成

时 代 （即 ’()( 年 以 后 ）的 日 本 人 具 有 更

坚强意志的日本人”。也就是说，这些人

自恃日本经济的成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而想要恢复过去日本民族的所谓武勇和

忠诚的性格，因此就需要歌颂而不是反

省过去日本的历史，当然更谈不上批判。

!、日本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日

本 作 为 一 个 岛 国 和 单 一 民 族 的 国 家 ，在

其 传 统 文 化 中 非 常 注 重 人 际 之 间 的 关

系，讲究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但是在面

对 外 部 世 界 时 却 常 常 缺 乏 应 对 的 能 力 ，

总是或者恐惧过度、不知所措，或者颐指

气使、强力相向。反映在其对外关系中，

或者表现得非常自卑，或者又表现得非

常自傲。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缺乏宏

观意义上对善恶标准的价值判断，没有

正义与否的观念，反而其崇拜祖先的习

惯 被 用 来 抹 杀 了 对 非 正 义 的 历 史 审 判 ，

如 他 们 对 死 去 的 先 祖 都 不 会 去 追 究 ，反

而 会 将 这 些 人 看 作 是 神 来 加 以 纪 念 ，而

不管这些人生前做了些什么。正像美国

社 会 人 类 学 家 本 尼 迪 克 特 在 其 著 名 的

《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

进行分析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西方文

化 是 一 种 所 谓 “罪 感 ”文 化 ，即 认 为 人 类

是有原罪的，因此常常需要去忏悔和反

省 ，但 日 本 文 化 却 是 一 种 所 谓 “耻 感 ”文

化，对自身没有罪恶与否的观念，而只有

羞耻与否的观念。因此，日本一些人从来

不认为过去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罪

行，总是将其归咎于历史上的殖民时代，

不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反而认为被战败

而感到羞耻，所以也就不会认为自己犯

下了罪行而需要忏悔和反省，反而一直

试图寻找机会洗刷掉战败的耻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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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规 就 业 占 总 就 业 人 数 比 重 可 能 达 到

%#*#+。从统计口径看，非正规就业包括 &
部分：一是城镇私营企业，由 ’(($ 年 $!"
万人增加到 !""" 年的 ’!$) 万人 ， 增 长

了 ’ 倍；二是个体经济由 ’(($ 年的 ’,"(
万人增加到 ’((( 年的 !%’" 万人 ， 而 后

下降到 !""" 年的 !’&$ 万人；第 三 项 其

他 人 员 是 指 城 镇 总 就 业 人 数 减 去 国 有 、

城镇、集体和其他单位以及私营和个体

人 员 ，是 由 进 城 农 民 工 、下 岗 职 工 、再 就

业职工、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组成。

四是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转移农

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根据陈锡文、

韩 俊 估 计 （!""!），全 国 外 出 农 民 工 约 占

农村劳动力的 ’&+左右，在中西部有的

地区达到 !"-&"+。上世纪 (" 年代跨地

区流动农民共增加了 %&"" 万人，超过乡

镇企业新增就业人数 &’(! 万人。“十五”

计划纲要，提出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

建 立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下 的 新 型 城 乡 关 系 ，

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

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仅城镇

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

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 年 ’’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提出

“以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年中央 ! 号文件规定对进城农民要 “公

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

务”。提出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

场。健全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力合同管

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看待就业问题视野要开阔。第一，应

召开全国就业工作会议，而不是国企下

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全面讨论中国

的创造就业目标，包括城乡就业目标，正

规与非正规、固定与灵活就业、暂时与临

时就业。各地区确定就业目标，不仅是本

地 ，包 括 外 地 ，不 仅 是 国 企 下 岗 职 工 ，还

包括农民工。提出全国就业战略、就业政

策与相关政策。第二，应定期公布调查失

业率和就业信息，及时发布全国与地方

各类劳动力市场信息。我国是 ’(($ 年开

始将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 发 展 计 划 的 主 要 宏 观 调 控 指 标 之 一 。

但 是 该 指 标 并 不 能 反 映 失 业 的 真 实 情

况。为什么登记失业率偏低呢？其一是只

限于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城镇失业人

员，没有包括未登记的在城镇中的非农

业人口中的失业人员；其二是指失业人

员 只 限 于 ’$ 岁 以 上 、#" 周 岁 （女 性 %#
岁）以下的人员。在统计失业口径方面应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不再出现下岗

职工的口径，不是失业者就是就业者。第

三 ，促 进 灵 活 性 、统 一 性 、公 平 性 劳 动 力

市 场 ，实 行 “平 等 国 民 待 遇 ”的 劳 动 力 市

场政策，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失业保

险政策。在国外领取失业保险金一般规

定是：非自愿性失业，交纳一定期限的失

业 保 险 费 或 在 受 保 职 业 工 作 一 定 年 限 ；

申 请 者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并 愿 意 寻 找 工 作 。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的 时 间 有 一 定 限 制 ，一

般为 ’&-&$ 周（&-) 个月）。实际上中国政

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已经采取了特殊

的作法，如发放基本生活费三年、失业保

险金三年的做法，相对城镇集体下岗职

工 和 进 城 务 工 的 农 民 是 超 国 民 待 遇 ，相

对国际上通行的失业保险期限也是时间

长、成本高、再就业比例低。’()) 年国际

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 《促进就业和失业

保护公约》和《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建议

书》提出失业保护制度尤其是失业补贴

要有利于促进充分的、生产性的合资和

有选择的就业。因此，无论是发放基本生

活费还是领取失业保险金都必须以促进

再就业和就业为目标，中国应当向全社

会全面介绍国际通行的作法，并逐步采

取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促进就业和失业

保护的办法。

（作者系中国国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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