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日本学者声明�有感
   从当前日本教育论战的缘由说起

毛 ! 牛

! !

! ! 新世纪前夕, 朝尾直弘、安井三吉、古厩忠夫、笠原十九司等

50位日本知名教授、专家共同发表�声明�,批判右翼∀新历史教科

书#编撰运动,强调: ∀我们特此向国内外表明, 作为历史研究家和

教育家,基于自己的良心,对这样的教科书登场深感忧虑。#

�声明�自 2000年 12月 5日发表到今年 1月 31日,签名已增

达 820人左右, 目前日本各地的集会与签名活动仍在继续。�声
明�与目前的集会与签名活动,实质是将多年来的、以历史教育为

中心的正义与倒退之重大论战,推向了白热化阶段。

中国史学、教育工作者十分关注日本的教育问题, 坚决支持日

本专家和朋友们出自∀良心#的声明与签名活动, 坚决维护中日关

系正常、健康的发展。

�声明�在回顾 19世纪以来近百年的对外侵略历史的基础上,

揭示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由日本∀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等右翼组织发动,编出∀白皮纸本#教科书多种,传播甚广; 其要害

问题是: ∀第一, 是把�记�、�纪�的神话传说当作真实加以记述#, 要

求废除公历纪元、以神武天皇即位日为建国纪念日, 等; ∀ 第二, 是

将日本近代连续发动的战争正当化, 将太平洋战争描述为亚洲解

放战争#。

上述�记�、�纪�即成书于公元 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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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是奉当时皇室之命编撰的官方典籍,记录有关于天皇家族的

神话传说。但在近千年封建的幕藩时代,天皇权威旁落,只维系了

名义的存在。直到 1868年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形式重建天皇

制国家,才又恢复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神权地位。

天皇制在近代日本的发达史, 是一部军国主义发展史、近百年

对外侵略战争史。天皇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构件, 理应接

受审判和处置。但由于战后出现了中国内战、世界冷战等特殊局

势,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管制政策,并于 1951 年

主导、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于是,天皇制得以保留,

军国主义未受到足够清算。

虽然从总体上看,由于进步与正义力量的作用,战后日本的史

学、教科书的主流能够基于史实,客观记述对外侵略战争的创伤和

教训,并对军国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不彻底的战后管制及其相应

的社会变化,不能不在教育问题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按日本进步

学者 义文等人的研究归纳, 在教育问题上, 战后迄今共有三次大

的历史性倒退事件。

首先在 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逐步好转,右翼势力随之高涨。

文部省强化对于教科书的审定, 提出要∀把战争写得光明一些#。
由右倾化的政治力量主导, 教科书被大面积歪曲,出现了∀大东亚

战争肯定论#等多种翻案论述,形成为教育界歪曲历史长达 20 年

的∀冬天时代#。
这一黑暗倒退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批判,其间 1965年文部

省审定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以其记述∀南京

大屠杀#等日军罪行,判为不合格。家永三郎毅然走上法庭, 坚持

长达 32年的诉讼,并于 1997年取得了部分胜诉。由于家永三郎

诉讼案件及其他进步因素推动,到 70年代中期, 教科书的记述有

了改善,南京事件等概念又出现在大部分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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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期文部省再度强化教科书审定, 要求把∀侵略#改写

为∀进出#等其他词语,出现第二次大倒退。由于韩、中等国及日本

国内进步学者的抗议,日本文部省不得不表示教科书审定制度要

注意与∀近邻各国#协调, 相关侵略史实被重新记述。如 1984年初

中、1985高中课本对∀南京大屠杀# 有了记录, 1994 年高中、1997

年初中课本对于七三一细菌部队有记录,还有 1997年家永三郎诉

讼判决等。总之,到 80年代中、后期,教科书又有了合符史实的改

善。

但 90年代以来,有所澄清的历史教学方向,再度发生逆转, 并

逐渐形成为目前的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倒退。其直接原

因是 1993年 8月细川护熙首相发表谈话, 确认其战争性质为∀ 侵
略#。日本右翼政治家随即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 连续召开约

20次∀研讨会#, 集结研讨文章于 1995年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

结�, 全面否定战争历史的侵略性质。与此相配合,东京大学教授

藤冈信胜等人先后组织∀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新历史教科

书之会#等右翼团体,编纂出版反对∀自虐史观#,宣扬∀皇国史观#、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所谓新教科书, 企图于 2002年让全国正式

采用。

该类新版教科书中,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如 ∀南京

大屠杀#、∀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内容被大幅删除。日本古代的

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传说, 被当作史实向青少年灌输。据统

计由∀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之会#1999年 10月发行的试用版�国民

的历史�,已经卖出 72万余册; 有的由右翼财团资助免费散发, 或

印制普通市民喜爱的漫画形式,严重误导了青少年的思想认识。

该次教育逆潮的泛滥, 还得自政府机关的主导与推动。文部

省 1998年 12月新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确认要∀加深对我国历

史的热爱,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 为右翼新教科书开放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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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还决定, 以∀君之代#和∀日丸旗#为∀国歌#、∀国旗#, 要

求在中、小学每天唱∀国歌#、升∀国旗#。∀君之代# 和∀日丸旗#曾

作为军国主义时代法定的国歌和国旗, 是日军践踏东亚国家的重

要道具。它们随旧�帝国宪法�废除而被废除, 新的国歌和国旗必

须由人民根据民主原则重新议定。∀君之代#基本内容是宣传天皇

万世一系,是神的化身。再度确认∀君之代#和∀日丸旗#为国歌、国

旗并在学校使用,只会加固∀皇国∀观念,有利于右翼及新军国主义

势力。所以,日本的教育问题再起风浪, 日本政治界、官方负有主

要责任。

众所周知, 教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行动, 除了学校的知识

教育,它还具有引导、改变或统一社会道德、思想、舆论及行动等重

大功能。早在明治维新时期, 由天皇颁布�军人敕语�, 通过灌输对

天皇的绝对服从精神,将军人训导为绝对驯服的战争工具。又颁

�教育敕语�,以忠君爱国为教育最高宗旨, 并强令师生定时敬拜、

捧读�教育敕语�,以完成军国主义的教育目标。天皇的权威作用

直接为战争国策服务,人们不会忘记,通过 1940年的所谓天皇纪

元 2600年庆祝大典,直接推进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大政翼赞会及

太平洋战争体制的确立。

教育还被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31 年九一八事

变后,日军曾指责北平地区学校实行∀排日教育#, 向中国政府提出

∀修改学校教科书#的无理要求。1937年日军全面侵入中国, 一方

面以武力摧残中国的教育事业,如对天津南开大学的野蛮轰炸, 霸

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楼舍作为军用。当时中国约有高校 108所,

被迫内迁或停办 94所。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开办殖民学校, 尤重视

对少年儿童的奴化教育。在华北, 日军规划开办∀中心小学#,目标
是∀在二十年内造成 16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

筋里, 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在东北地区则由∀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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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颁行∀教育方针#,要求∀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

训育忠良之国民#。

正如�声明�所指出, 基于教育的培训接班人的重大功能, ∀ 新

历史教科书#如果通过文部省的审定, 取得 2002 年的合法教科书

使用资格,将进一步误导年轻一代,影响未来日本的政治走向。日

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 其核心目的是要否定战后

民主改革的基本原则,企图实现其现实的新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的教育领域始终交织着战争与和

平、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坚持客观、正义立场的日本教授、专

家和朋友们正在进行坚决的斗争。家永三郎坚持 32年的诉讼, 以

及现今 50位知名教授、专家的联合声明或广大正义人士的集会与

签名活动,都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倡导过和平合作的∀大亚洲主义#,被日军的枪炮

打破; 值此新世纪开端, 我们仍然怀抱希望。日本史学、教育界的

正义力量,终将主导教育的发展方向,保障东亚各国和平共处。一

个对于历史做过认真反省的日本,与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中国, 完全可以公正、友善地携手合作,再造太平洋时代的东方文

明。

(作者毛牛, 1949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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