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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
热烈的10年。 

  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乙、丙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
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
的战争责任。日本共产党认为自己早就受到日本政府的“弹压”而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能够真正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追究
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像一般的日本人那样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面临“两难”的选择。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
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
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
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
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 

  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
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
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
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
族主体性。这一时期的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
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
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
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
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
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1982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
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
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
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
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
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
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
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
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和市民主义在现阶段则
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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