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PDF全文下载] 

解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国际战略研究室  吴广义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推卸战争责

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

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于是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

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左翼进步

力量坚决抵制，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这些事态和影响，汇集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

题。这一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最终解决则取决

于日本民众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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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中日两国政府为此一再交涉，学者屡发评论，民众反响强烈，

国际舆论称之为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左翼学者与保守派学

者、中国学者内部，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关于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起因、演变、症结等基本要素更缺乏系统全面的论

述；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概念也尚无严谨的界定。 

 

    本文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产生背景、触发点、演变过程、主要表现、症结、发展态势和解决途径等，加以全面解

析。 

    一  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产生背景和触发点  

    关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就判定为侵略战争，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首要战犯分别以破坏

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罪和反人道罪分别判处绞刑和徒刑，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承诺“日本接受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因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是国际法庭判定并且日

本政府认罪的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然而，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蓄谋翻案，历届保守党内阁都执行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在国际，只承担最小限度

的战争责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受害国尽量少赔偿或不赔偿；在国内，则掩盖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真

相，坚持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立场。于是，在日本国内，是自卫战争还是侵略战争这种围绕战争性质问题的分歧，成了区

分“保守党”与“革新党”的分水岭。在这种朝野政治对峙下，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国民自身的加害责任这一最敏感的问

题，即使在革新阵营内部也没有被作为迫切要解决的课题，以至于日本社会对日本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没有深

刻的认识和认真的反省，更谈不上承担战争责任了。 



 

    基于这样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

会的祝酒词里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

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其将侵华战争造成的数千万中国军民的牺牲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我国

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当即遭到周恩来总理的驳斥。于是在随后的恢复邦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才有了“日

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表述。日本的这一表述，并没有

明确承认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日本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中，并且主动放弃国家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以极大的宽容态度来促进中日两国从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是，日本在这种含糊其辞的“反省”背后，却蕴涵着伺机推

卸战争责任、并且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用心。 

 

    日本这样的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政策，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暗流，一直在涌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战争

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问题恶化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其触发点就是日本中曾根康弘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

所包含的关于日本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组阁。在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背景下，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确定了日本要

成为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他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

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同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歪曲、篡改日本对外侵略历

史的历史教科书。作为战后的首相，中曾根首次在1985年8月15日所谓“终战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招致

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中国，把首相正式参拜合祀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批评以及日本左翼进步力量的抵制，中曾根做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首先是中曾根内

阁的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在1986年8月14日发表谈话称：“去年进行的正式参拜，在因为我国过去的行为而蒙受重大痛苦

和损害的近邻各国国民中间引发了批判，认为那是参拜对我国过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甲级战犯。”“必须重视国际关系，

并适当照顾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从而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了。接着中曾根首相在9月3日举行的共同通

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这

是日本政府首次表明侵略战争的认识，但是所说的“那场战争”是太平洋战争，还是对华战争，并没有明确。 

 

    中曾根内阁的这一政策调整，表明了其力图使战争历史认识从属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目的，即为了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

国而且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重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

化存有强烈戒心的现实；为了除去这一障碍，作为手段的所谓“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的考虑就产生了。日本保守派政治家

做出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姿态，是为了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创造环境”。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政府

有关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做出强烈反应，由许多右翼团体组合而成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于1986年推出拥戴天皇为国

家元首、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文部省置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又审定予以通

过，致使日本教科书“改恶”问题继续发展，不仅在日本社会，而且在国际社会也造成重大影响，致使中日关系中的历史

问题延续下来。 

    二  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演变过程和主要表现 

    ......

    三  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症结 

    ......

    四  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发展态势及解决途径  



    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发展态势取决于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的取向与战争责任政策的抉择。可以预见，日本政府在今

后一段时期内，将借美国单边主义全球战略之势，违背对有关国际条约的承诺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在历史认识问

题上推行单边主义，即将参拜靖国神社经常化、制度化，继续批准歪曲战争历史的教科书出版，拒绝日本法院做出的对中

国受害者赔偿的判决，尽快修改《和平宪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发展军力和向海外派兵。日本政府将越来越

轻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等外部抵制因素，而注重取得日本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于是借助右翼保守势力，在日本

社会发起掩盖侵略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的“国民运动”；加上国际和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左翼进步力量抵制力量减弱等

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呈恶化的态势。 

 

    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民众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改善。然而，当今日本民众对战争历史认识的状况不

容乐观。 

    日本大多数人对战争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原子弹和大轰炸的恐怖、战死通知、疏散的艰辛、战时和战后的饥荒等受害观

念；不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或者受“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思潮”影响的人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与己无关，于是对政府

的大国战略取向采取默许或认同的态度。少数人知道侵略战争真相，或者不认账，仍然坚持固有的军国主义战争理念；或

者不愿意认罪并承担责任，主要是怕赔偿，是“算计主义”在作祟。 

 

    日本和德国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现在都是美国的盟国，都在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争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但是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战争理念，这一点在应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了。德国反对攻伊，直到

现在仍然拒绝出钱出兵，不惜为此导致同美国关系的恶化；而日本则迫不及待地突破《和平宪法》，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

争，并且借机发展军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日本和德国态度迥异。美国自恃国力强大，开始崇尚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

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能挑头搞单边主义才是强者的表现，所以单方面终止1972年签订的《美苏限制反

弹道导弹条约》，退出《京都议定书》，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制约，直至撇开联

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对伊拉克动武。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恃强凌弱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彻底清除，轻视亚洲其

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仍在作祟，这一切同美国崇尚的弱肉强食的哲学、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拍即合。而德国信奉的是康

德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讲究公平和理性；虽然在二战中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能够接受惨痛

的教训，幡然醒悟。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德国民众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认识问题，树立了正确的战争理念，再也不做既害人又害己的事

情。德国人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间，所以德国总理施罗德竞选连任时就向公众保证德国不会出兵

帮助美国“倒萨”。而日本民众从来就没有认真反省侵华战争罪行，迄今仍然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标榜为“民族英

雄”，所以日本政府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岁月本来是可以医治战争创伤的，但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偏偏不断地旧账翻新。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不仅没有得到日本

政府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而且还不时受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改恶”等事件的再次伤害，

其失望和愤怒的心态，不亲身考察和感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的。迄今，中国受害者在日本、中国和美国法院起

诉，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赔偿的诉讼达到三十多起，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重庆

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筹备组）、潘家戴惨案受害者索赔会等也都组织起来，准备讨回公道。 

 

    1997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大型读者调查，10万份答卷的

结果显示：对“‘日本’二字最容易使你想到的”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南京大屠杀”，达83.9%；对“20世纪日本的

代表性人物”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东条英机”，占28.7%。〖ZW(〗《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大型读者调查，载《中

国青年报》，1997年2月15日。〖ZW)〗2002年“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对于日本形象问题，在14个可多项选择的答案



中，“侵华日军”列第一位，占53.5 %；“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至今没有很好反省”、“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

路”，成为被调查者对日“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主要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中国劳

工和‘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谢罪和赔偿”，是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强烈呼声；“显而易见，

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公民对日感情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见，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虽然已经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结束，但两国民众心中的战争状态，即中国受害民众的战

争心理伤害和日本民众的拒不反省认罪，却会长期存留而难以消除。同时应该看到，日本左翼进步力量也希望日本恢复政

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但是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路线，即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求得受害

国民众的宽宥，从而卸下历史认识问题的深重包袱，与邻国携手并进。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已经付诸行动，在寻求中日

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途径。 

 

    日本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多次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大西南的滇西，从加害者的犯罪心理与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两个方

面对当地日本侵华战争受害民众的心理进行历史考察。考察结果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和罪恶与中国受害民众的无辜

和悲惨，指出：“这些一个个悲惨的战争体验，集合成为战争历史认识，至今仍然深藏在当地民众的心中。” 

    日本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创办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挖掘并公布了大量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以此来

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并反省侵略罪行；立正大学讲师 义文创办了“日本21世纪儿童教育全国网络”，抵制日本右翼势力篡

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促使日本青少年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评论家津田道夫在其主办的《人权与教育》杂志上开辟专

栏，探讨当年日本民众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责任，促使日本民众正视并反省侵华战争的历史；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重视

“历史的科学性”，彻底收集资料，发现事实，并据此批驳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日本工薪阶层的小

野贤二找到了侵华日军山田支队第六十五联队的战友名单，经过长达８年的与名单中几乎全部人员的各种接触取证，获取

证言200件、阵地日记24册，证明大约20000名中国军俘虏全部被该部队屠杀；“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律师团”等律师团

体，在法律、财力和精神等方面提供援助，使中国战争受害者得以向日本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日本法律界组织了“准

备战后补偿立法律师之会”等团体，敦促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共同设置基金，敦促日本国会确立《战后补偿法案》，彻底

解决对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等等。 

    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教授野田正彰公布了对原侵华日军官兵战争心理的考察报告，介绍了杀害众多中国人而没有任何罪

恶感的9名原侵华日军官兵，当了解到受害的中国民众的无辜和悲惨之后，幡然悔悟，低头认罪，并且要在有生之年将自

己的罪恶经历讲给子孙后代，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自己是如何“由人变成鬼，又由鬼变成人”的。 

    加害者只有体会到受害者的心理伤害，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罪责，这可以称做“换位认识”。我们要通过日本左翼进

步力量做日本人民的工作，要通过经贸合作关系的加强来影响日本企业界人士，要通过文化、体育等全方位的交流来促进

中日民间的沟通和了解。在促进中日民间沟通的过程中，可以提倡“换位认识”，让日本人了解中国民众的受害，中国人

民也要了解日本民众的受害，同时要求他们反省加害者的责任。为此，中、日、韩三国学术团体建立了“历史认知与东亚

和平论坛”机制，并且正在共同编撰历史读本《东亚的历史》，以促进三国民众有关历史事实与“感情记忆”的相互沟通

和理解。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日本政府有关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改弦更张，对侵华战争反省并认罪，求得中国

人民的宽宥，中日关系的这个“死结”就可以化解。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解决途经是： 

 

    1.日本政府恪守对侵华战争认罪并认罚的有关国际判决、国际条约，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将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处理现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妥善处理战争受

害者赔偿、钓鱼岛争端等战争遗留问题。  



    2.日本民众认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史实及罪恶性质，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了解日本侵华历史，遏止参拜战争罪犯等为

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行径。 

 

    3.中日民众双方“换位认识”，互相了解对方想法并交流沟通，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

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大潮流，沟通与和解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协作与互利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追求。经过中日两

国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必定会作为中日和平友好乐章的一个杂音而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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