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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日本不愿反省侵略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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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德国经过深刻反思，得到了欧洲各国谅解，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而日本却拒不悔罪，一意

孤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德国相比，日本在二战中的失效，是1868年以来唯一一次失败，故不甘心;加之关

国的支持，日本战后政府与前政权的承继性，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对天皇的盲从及右其势力的强大等。到21

世纪初，由于日本仍拒不反省，右其势力不断坐大，对亚洲各国的侵害变本加厉，同时也使日本日益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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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整肃。但至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后，冷战开始，日本

军国主义又重新抬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自己的侵略罪行，而是变本加厉地挑衅

亚洲各国。从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教育法、出版右翼教科书，修改宪法，强制国民接受国旗和国歌，

制造钓鱼岛主权之争、东海油气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冲之岛”礁石问题，日韩竹岛之争等，都体现了日本

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死不悔改，拒不认罪，继续军国主义政策的态度。 

    

      “冲向高山，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洋面”。在近现代世界军旅歌典中，从其他哪个国度

能找到日本“皇军”这样句句见尸，字字带血的军歌?军歌如此口号亦然，战时日本官兵的口头禅是“让我们

到靖国神社再会吧!”就是这样的军歌和口号，战后日本政府还要强制国民和军队接受;同样，标志着军国主义

的旧国旗、旧国歌，日本政府战后亦强制国民接受。日本政府现在还妄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使参战成为可能。

在学校教育和国民教育方面，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出版歪典历史的教科书，把侵略说成东进，而且在许多

方面掩盖其罪行;另一是出版全面美化战争的书籍和放映美化战争的纪实电影。1995年8月，日本出版了《大东

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此书对那场战争进行了全面美化，在厚达450页的篇幅中，重点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日

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自存自卫”之战;是从欧美殖民地手中解救亚洲各国的解放战争;远东国

际法庭对日本领导人的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此书宣扬的历史观与由历史教科书编篡会编写的，

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所体现的历史观，可谓同出一辙。在对国民教育和宣传上，就是放映美化战争的纪实电

影。“远东小国日本能够不畏强国，展开大东亚战争，这是1亿日本国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做出的悲壮

决定，是场绝地自卫战。”这不是战争时期军事统制下的广播稿，而是现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每天放映的

纪实电影，《我们无法忘记》的解说词。“游就馆”作为宣传靖国神社“靖国史观”的展馆，有20个展厅用来

展示日清、日俄、日中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的日本战争。而在任何展厅中，都看不到日本对侵略战

争和殖民地占领抱有丝毫的反省和愧疚。就是这样的一个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上台后每年都去参拜，自民

党的一些大小人物也积极参拜，并相继发表旨在参拜、赞美侵略战争的讲话。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希望

下届首相也应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认为“甲级战犯不是罪人”;前首相森喜朗说中国

和韩国对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是“吹毛求疵”。实际上，日本从来不认为1978年靖国神社合祭的那些人是“甲

级战犯”，正因为日本没有将这些人看作罪人，反而把他们看作爱国者、伟人、英雄或是其他什么正面人物，

所以才将他们与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们“合祭”在一起。而这恰恰意味着日本实际上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侵



略战争，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次国际犯罪，这大大伤害了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俄国)特别是亚洲人民

的感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带来了危害。那么，二战结束已60年，日本为何仍不承认失败，不愿反省其侵

略历史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1.日本不甘一次失败 

    

       德国之所以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反思自己战争罪行，并在1970年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双膝跪拜犹太人

纪念碑后赢得举世称赞，20世纪90年代后赢得欧洲邻国的原谅，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并实现了重新统一，

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德国人知道复仇只能意味着再次失败，俾斯麦时代不

可能再现。而日本则不同。1868年至1945年77年间，日本打了8次大仗，并在战争中取得了很多权益，只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二战的战败，使日本在70多年的侵略战争中取得的权益丧失殆尽。虽然继续侵占中

国藩属琉球，但北方四岛却落人苏联人手中。这对日本人来说，心里非常不平衡。虽然东条英机等战犯被绞

死，广岛、长崎被原子弹重创，但对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和具有“斗魂”和“明治情结”的日本文化组

成的日本国而言，犹不能起到警示作用。其实，在日军投降之时，就没有诚心，是口投心不投，甚至口也不

投。香港的《香岛日报》、《华侨日报》均以《天皇陛下颁发大诏》为标题，报道日本“受诺中英美苏宣言”

的头号新闻。天皇诏书称:“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

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时仍受日方控制的香港《香岛日报》发表社

评:“为图日本国家之臣民康宁及为万世共荣之乐，日本政府经过四年的光荣奋斗，终于15日正午广播，宣示

接纳美英苏中之四国宣言，而停止战争”。社评称:“为避免无辜的损害，日本秉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乃

有今日世界历史以来，全球各地共庆和平日子”。刽子手被迫放下沾满鲜血的屠刀，却说“与世安宁”，分明

是侵略屠杀，却说“维护世界和平的决策”。可见，日本从投降之日起，就投而不降。 

    2.杜鲁门主义之后的日本政府与战前换汤不换药 

    

       日本战后政府与战时政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

为美国的威胁和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

对日政策。但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释放战犯、重新武

装日本，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 

    

       美国占领当局除撤销了战时内阁中直接与军事有关的陆军省、海军省、大东亚省、内阁情报局等部门以及

大本营、参谋本部等纯军事机关外，其他中央省厅仍继续行使政府职能，并一直沿袭至今。战后日本的第一、

二、三届内阁首相，不是出身皇族就是出身旧官僚。1957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就是甲级战犯，其内阁中，曾

接受过“清洗”的人达半数。与旧政权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战后日本政府，必然会因其统治核心、多数官僚和

多数政府机关依旧而对战时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的反省受到极大限制。 

        除了有战犯经历的政要外，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虽没有参加过侵略战争，但少年时代举

国一致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和“爱国青年”决心为天皇“圣战”效死疆场的情景，不能不对他们的

幼小心灵产生强烈的恒久的震撼，并深刻影响其未来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更何况这些人战后根本没有受过

全面、政府的历史教育，他们的皇国史观不可能消失，他们也不会真正反省日本的侵略历史。 

        3.岛国一个，唯我独尊 

    

       岛国日本的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造成包括日本政要在内的日本人视野狭窄和以日本

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只看到原子弹爆炸给日本民族造成的伤害和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310万人，

却视而不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别国，特别是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换言之，日本政要只强调所谓“受害

者”一面而无视“加害者”的一面，特别是没有认清或者根本就不想认清“加害”与“受害”之间的因果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岛国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 

    



       周边不存在真正构成威胁的强国，客观上为日本政要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从盟国方

面来看，战后的日本由美国独占，而不像德国那样被多国分割占领。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对日本

政要歪曲历史的言行置若罔闻，甚至默许和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体制的建立，又使日

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而敢于在历史问题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战后，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冷

战政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特别是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

环境，使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的良机，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日本政要对本国侵略历史的自觉反省。 

         4.盲从天皇，死不认罪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受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愚忠盲从心理的影响，在近代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

义教育的灌输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这一利益的驱动下，日本民族对战争是

非的鉴别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束缚，致使日本政要对侵略历史的认识显得非常浅薄，缺乏应有的政治

远见。 

    

       日本民族主要信仰神道。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的基本要求和主张。对

神道信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战争期间，相当

数量的日本国民曾盲从、参与了侵略战争，并以能够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而深感荣幸。日本战败宣告投

降，很多军人为没能取胜而剖腹自杀，以此向天皇谢罪;部分日本国民虽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但却不肯批评祖先和天皇，甚至有很多人跪在道路的两旁向巡幸的裕仁天皇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

战争打败了!”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国家和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

偿，与此关系极大。 

      5.左冀正在衰微，右冀势力日盛，变本加厉破坏和平 

    

      日本拒不认罪，继续其军国主义政策的原因除前面所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国内的左翼正在衰

微，右翼势力日盛，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战后政治、经济制度和走向。 

    

    早在清末，李鸿章就认为日本是“永远的大患”。到了21世纪，这种“患”，仍然存在，并非常危险。根

源从内部来看，是日本国内的右翼。日本的右冀主要是战争遗族，现约有300万人，并成立了许多右翼组织。

其中主要组织有:单一团体如亚细亚义塾、亚细亚民政党、亚细亚民族同盟、皇国宪政党、菊花青年同盟、护

国团等20个;新右翼有一水会、大地社、大悲会、重远社、清流社、八千矛社、石门同志社等16个。日本右翼

在日本国内思想反动，左右政治、军事、经济和选举，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议员和政府官员，他们决定着日本的

大政方针，其势力在不断增大。而左翼主要是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及社民党。“经由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前进，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是日本共产党2003年6月以后的党纲。今天发

达国家中表现最“左”而且最强硬的政党，依然是日本共产党，它在1998年才承认天皇制和《日美安保条

约》，到2000年才承认日本自卫队的地位。也许，正是因为它的许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的日本显得那样“不合

时宜”，所以在日本国会大厦中仍然拥有自己办公室的日本共产党，在议会中只剩下18个席位，而社民党只余

11席，日本政坛的中左翼已经彻底式微。而日共一度是日本社会具有强烈政治号召力的政党，它和社会党曾经

构筑了强大的日本左翼力量，在日本知识界和普通国民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左翼的凋零使日本政坛的平衡被彻

底打破，导致了日本政治生态整体向右转。另一个严重的影响是日本和平宪法面临的危机。正是因为左翼力量

的日渐衰微，日本修宪已在日本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 

       随着日本国内左右两派势力的消涨，到21世纪初的今天，日本对世界各国的危害越来越大。以中国为例，

中日关系自战后的1972年一路蹒跚到现在，已经处于严重对抗的境地，这种状况，完全是日本造成的。兹将

这一过程简述于下。我们可将它分成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建交期。“中日人民友谊”成为国家官方媒体报道

的主旋律。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8月12日，双方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阶段:成熟期。中

日关系处于黄金阶段。1982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标志日中关系已进人成熟期。整个20世纪80年代，两

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交流。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承诺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加以解决。1989年4



 

 

月，明仁天皇第一次以“表示遗憾”向中国“道歉”;第三阶段:低潮期。双方停止高层往来。1989年夏，两国

暂时中断外交。当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中国的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第四阶段:复苏期。两国关系

很快复苏，并有过短暂蜜月期。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10月，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这是历史上日

本天皇首次访华，填补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项空白。1995年，村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

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并对此深刻反省和道歉。1997年11月，李鹏总理访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面向未

来，实现世代友好”等五项原则;第五阶段:交涉期。以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为转折，两国关系开始趋冷，2001

年，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同年4月，日本文部省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同

月，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冻结中日高层往来，军舰访日、安全对话

等。同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推迟两国的军事交流;第六阶段:

政治冷经济热时期。两国政治关系出现对抗迹象。日本在资源、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置中国多次抗议于不顾。

然而同时，两国经济交流增长很快。 

       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不肯悔罪，变本加厉挑衅的不光中国，还有如前所说的美国、俄国，特别是亚洲各

国，如韩国等。2005年6月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以侵人其经济海域为由，意图扣留韩国渔船，造成日韩军警在

海上对峙30多小时的冲突和“竹岛”事件。2006年日本又以朝鲜发射导弹为由，威胁对朝进行经济制裁和

“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2006年8月日本渔船不顾俄方警告，非法进入俄占北方四岛领海，引发俄日外交冲突

都是明证。 

    

       日本政府要摆脱孤立境况，就应放弃一意孤行政策。只有效仿德国认真反省，才是唯一出路，赢得世界人

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走真正和平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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