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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今天日本人的历史观

作者：黄章晋 文章来源：青年参考 更新时间：2005-5-30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今天主流教科书传播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不管其对

错，这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强加"给日本人的，从心理上，他们有一种要颠覆摆脱的逆反心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尽

快摆脱日本长达60年的战争罪恶的心理包袱  

引起中韩两国巨大抗议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初中版)，虽然只在实际采用上占了非常小的比例，但以它顽强地一点点向

外蔓延的劲头，可以看出背后日本社会对自身历史再认识的一种内在张力，这既体现出日本社会中部分人对日本侵略战争

的定性情结，也折射出近些年来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变迁。  

对历次侵略战争的定性  

今天占日本教科书主流的，依然是建立在完全认同东京审判基础上的东京书籍等7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承认日本

发动的对外战争属侵略性质，承认战争中制造的诸种暴行。因为今天在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左翼和平主义思想依然占主

流。  

但是，教科书只是一面，最近笔者在日本期间在各地书店的观察发现，对日本侵略战争辩护或进行美化的书从种类到数量

都不少，因为谱系的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正确的左翼和反动的右翼：为当年的日本做辩护的，未必认同"皇国史观"，

未必反对日本要奉行和平主义。而从扶桑社美化吞并朝鲜和为侵略中国战争的表述看，它显然是标准的右翼史观。  

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极端史观虽属很少数一方，但依然可集中体现相当多的日本人对过去世界秩序的一种认识，即丛林

法则，弱肉强食，胜者不受谴责。日本不成为丛林中的强者，就会为西方列强所吞噬，日本不占领邻国，它们就会为西方

列强吞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规则和逻辑的。  

在这种世界认识逻辑下，不少人虽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是侵略者，但未必在其他战争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譬如：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属于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不是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让朝鲜摆脱了清政府对它的控制使

其获得"独立"。  

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为抵挡沙俄南下控制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所发动的战争，其结果是把东北从沙

俄手中夺回还给了中国，日本相应地获得其应有的在华权益。  

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数量相当多，因为当时这些被侵略者无一是

独立国家，皆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赶跑了西方白人，为战后这些国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持这一观点

的日本人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元首曾参拜过靖国神社。今天日本的历史观从对一切战争都予否定到

对一切战争都予辩护美化，中间各式各样的声音都有。  

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历次战争和二战中部分战场的性质有不同判断，自然他们也认为，东京审判的裁断，使日本受了许

多委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目前还不敢直接公开对东京审判进行否定，但其基本史观却是一种无声的彻底否定。而日本

右翼势力亦会经常以"学术讨论"为名质疑东京审判。  



关于东京审判，日本不少人内心认为，其法律严肃性完全不可与审判纳粹的纽伦堡相提并论，日本战犯的罪行也可不与纳

粹战犯相提并论。  

否定东京审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当时的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尔博士的观点和言论。因为帕尔就"何谓侵略"、"何谓战

犯"提出了质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战犯。帕尔有篇60万字的审判意见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次报

复性的制裁，只审判失败者而未对胜利者问责，缺乏法律上的严肃性。  

日本这种质疑东京审判的态度，集中体现的几点是：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中国外，都是非主权国家，全部为西方殖民地，

不像纳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权国家，无法以法理角度认定为侵略；日本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政策；对平民的杀伤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同样有巨大的专门针对平民的轰炸屠杀；战胜国同样有撕毁

条约发动突然攻击的，譬如苏联。  

坚信东京审判最终会被颠覆的日本人，会经常引用帕尔的一句话来进行安慰，即："当时间淡化狂热与偏见，理性揭开虚

伪的面纱，只有那个时候正义的女神才会在维持公正的基础上，要求改变过去的诸多赏罚。"  

尤需注意的是，在东京审判问题上，日本保守势力(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中的主流)中的部分人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基本观点有

相当大的一致性。但延伸出的基本政治理念却有巨大的本质区别。保守派不认为日本有必要颠覆改变今天日本与周边国家

的关系，日本的战争失败是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政治冒险，日本今后的外交战略依然是与美国结盟，而且要保持与亚洲

国家的友好关系。  

日本右翼则是要彻底颠覆东京审判，颠覆东京审判后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和彻底改变日本在其中的位置，首先是抛弃与美

国军事联盟，如石原慎太郎首先就是个反美分子，要对美国说"不"，对亚洲其他国家则奉行种族主义的态度。但在日本社

会，他们与右倾保守势力的政治务实相比，右翼势力本身给人的印象往往荒诞不经，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来自右翼组织的

人物也无一人能进入议会。  

尽管日本政府中的许多要员本身也对东京审判持质疑态度，但日本战后的秩序重建和和平宪法基础是建立在东京审判的基

础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还是美国的盟友，本土还有大量美国驻军，二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和今天的国际环境，都不

可能使日本政府有人敢公开否定东京审判，只有内心的质疑。  

急于摆脱历史罪恶心理  

二战结束后，为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美国占领军用一切传播手段对日本进行彻底"洗脑"，其依靠的日本本土资源，基

本上是日本左翼知识分子。  

但随着战后世界的变迁，尤其是苏东事变后对左翼思想的沉重打击，加以日本社会本身发生的深刻变化，左翼思想尽管在

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占主流，但社会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左翼的政治主张显得不合适宜，左翼政党完全被边缘化，在

学术思想上，左翼历史理论的说服力和地位也变得极为尴尬。  

不能不说的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今天主流教科书传播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

不管其对错，这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强加"给日本人的，从心理上，他们有一种要颠覆摆脱的逆反心理。  

而且战后接受日本战争罪恶论教育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因为没有经受上一代的战争苦难，更无侵略战争的亲身体验，相当

多人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惩罚，他们与战争并无关系，该结束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历史罪恶意

识。  

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过去，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个不具有国家交战权的"非正常国家"，而在二战争

中罪恶严重得多的德国早已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把军队派到了当年军靴践踏过的巴尔干半岛上。这种落差让那些希

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势力极不平衡，他们希望日本尽快摆脱日本长达60年的战争罪恶的心理包袱，重新找到与

其第二次经济实体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应当成为正常大国家，也就是"普通国家"。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坛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开始了一系列积极动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军队化、防

卫厅的国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对60年前的战争罪恶意识。扶桑社教科书的右翼史观虽然不能代表这种思潮，但却可反映出

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摆脱战争罪恶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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