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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日本的教科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 

 

    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2006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有八本历史教科书获得通过，其中包
括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日本扶桑社出版发行的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版本。这再次激起
了日本国内舆论和周边国家的强烈谴责。 

教科书问题的由来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日本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设立了通过行政手段审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特
别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问题上，经常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导向进行露骨地介入。 

    1955年8月，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同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首次提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心”。1956年，日
本政府为加强教科书审定工作，建立起教科书调查官制度。1958年10月，日本文部省又修改了《学习指导纲要》，进一
步加强了对教科书编撰者的约束，为“教科书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年4月，东京教育大学家
永三郎教授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引起了“家永三郎教科书事件”。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激起亚
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第一次教科书问题的波澜。在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
面承诺对教科书予以再修改。同年11月，日本教科书审定基准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
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1986年，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炮制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合格，
再次引起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中国、朝鲜、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也纷纷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酿
成了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波澜。中曾根内阁迫于压力，决定由文部省根据1982年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精神敦促编者修改，
否则不得出版。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由于政局动荡、自民党一度下野，再加上为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需要，有
必要在历史问题上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特别是面临战后50年的关口，日本政界和社会上曾出现过“战后处理”的动
向。1993年8月，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见解”，承认事实并表示反省。同月，细川
护熙当选首相后，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性质明确表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8月15日，社会党出身的村山
富市首相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侵略的历史并表示了道歉。 

    与此同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内容也从80年代中期起不断改善。8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记述了“南
京大屠杀”事件，在1983年的审定中被文部省责令删除的“731部队”也出现在部分教科书上。在1994年开始使用的高中
日本历史教科书（初中从1997年使用）中，毫无例外地记述了“随军慰安妇”。另外，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和战
争犯罪的记述，也逐步得到改善。应该说，这是日本的国民运动和亚洲诸国为首的国际批判的重大成果。 

    但是，教科书内容的改善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愈演愈
烈，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文化界、学界的右翼势力相互配合呼应，形成一股影响颇大的势力，猖狂对历史进
行系统的翻案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改写中学历史教科书被他们当作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1997年1月30日，一些右翼文人以现行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以下简称“编撰会”），开始炮制以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历史教育。 

    2000年4月，由该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省审定。由于该书露骨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宣
扬“皇国史观”，否认和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行，文部省迫于国内外正义舆论的压力，要求对书稿中137处明显错误的记述
进行修改。之后，作者虽然不得不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在国内外的批判下于7月2日进行了所谓“自主订正”，于2001年4
月获得审定通过。 

    “编撰会”撰写的2006年度版本，在审查过程中共做出各类修改124处，但该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



基调并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一本肆意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的中学教科书，又一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
不能不引起世人的严重关切。 

 

日本政府的责任不容推卸 

    教科书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政府长期纵容、支持右翼势力翻案的必然结果。对于教科
书的审定，日本政府一再声明表示“不介入”，但右翼教科书在国内外舆论的抗议声中两次获得通过，日本政府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在右翼教科书出笼并于2000年首次送审之后，不仅遭到国内外正义舆论的批判，有教科书审议委员担心将
“侵略行为正当化”，会“刺激他国人民的感情”，试图阻止其通过审定。但是，日本右翼喉舌《产经新闻》却发表大
量报道和社论，对该教科书审议委员进行攻击。同时，自民党内的一些势力也闻风而动，要求文部省延期召开审议会和
处分该教科书审议委员。甚至在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的同意下，以自民党的名义要求文部省解除该委员的职务，并强制性
要求在解除职务以前不能召开审议会。结果，文部省于2000年10月30日将该委员调离社会科部会·历史小委员会，从而
为肯定侵略战争、美化殖民地统治、宣扬天皇中心历史观的右翼教科书的审定合格开了方便之门。 

    实际上，就是那次同时送审的其他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统治的记述方面也有很大后
退。例如，原来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都有“随军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本中记述的只有三家，而且只有一家使用
“慰安妇”，其他两家变成了“慰安设施”；原有四家出版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其中两家改为“南京事
件”，正文中原有三家使用了“屠杀”一词，新版本也都改成了“杀害”、“杀了”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
数，原来六家出版社写着“包括妇女儿童约20万人”等，但新版本保留具体数字的只剩两家，其他修改为“大量的”、
“许多的”。另外，有意识地将“侵略”改为“进出”等，是各出版社版本的共同倾向。 

    这些修改，从表面上看是出版社的自主行为，其实是日本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1998年6月8日，当时的文部大臣町
村信孝在国会答辩称：历史教科书“整体欠缺平衡”，“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否定要素”过多，表示要采取
措施纠正所谓“偏向”，矛头直指1997年版教科书中有关大量记述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他的发言实际上是向正在编写
2002年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不要将“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纳入教科书。 

    1999年1月，文部省干部又对教科书出版社提出非正式要求，希望教科书内容更有平衡感，以及重新估价作者的构
成。结果，三家出版社采取措施，于1999年8月删除了“从军慰安妇”中的“从军”和“强制”，也有的出版社变更了担
当“慰安妇”的著者。对一部分没有删除“慰安妇”、“三光政策”及更改“南京大屠杀”记述的出版社，1999年12
月，政府方面继续对出版社的社长施加压力，要求对“从军慰安妇”等的记述慎重对待。正是迫于这样的压力，各出版
社在送审本印刷之前，纷纷决定进行“自主限制”，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述等。从上面可以看出，上次右翼教科书
的初次送审“合格”和原来七个出版社的全面后退，与日本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次右翼教科书再次通过审定，也是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部分政治家纵容和支持的结果。文部科学省2003年8月发出通
知，就改善教科书制度问题指出“要根据法律和学习指导要领”，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选定资料。2004年1月29日，以
自民党重量级国会议员安倍晋三、中川昭一为首，再次组织了歪曲历史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目的
是全面推进右翼“编撰会”的教科书在全国获得采用。现任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也是歪曲历史的急先锋，2004年底他
公然宣称“日本的教科书是自虐性的”，“随军慰安妇等自虐性记述从教科书中消失太好了”等，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
关于教科书的错误立场。 

    教科书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归根结底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追求政治大国目
标，正在打破战后以来的一些禁区，改变战后和平发展路线。1999年以来，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律、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国旗国歌法等，修改教育基本法也提上了日本政治的议事日程，规
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正在动摇。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及教科书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实际就是日本国内政
治右倾化的如实反映。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能否正视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虽然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曾明确承诺
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1982年就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制定过“临国条款”，日本政府领导人也在多种正式场合表示过对
侵略历史的反省，但从右翼教科书通过审定来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自相矛盾、表里不一的。这种明显违背国际信义的
行为，难以取信亚洲和世界人民。 

    自从右翼教科书送审以来，中韩两国政府一再对右翼团体“新编会”主导编写的教科书歪曲历史的做法进行驳斥和
批判，并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正义力
量纷纷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亚洲和世界舆论也对该教科书的内容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日本政
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竟对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这不仅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
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 

    21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任凭右翼教科书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日本战后以来和平发展的道
路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因此，批判和抵制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已成为摆在亚洲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
务。抵制历史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与他国能否和睦相处，而且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和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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