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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 2000年 9 月

28日在京联合召开�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北

京、台湾、南京、天津、唐山和美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和战争亲历者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白介夫会长简短致辞。日本侵华研究学

会吴天威教授和朱永德教授介绍了日本朝野一系列歪曲抹煞侵略

战争历史罪行的新动向: 多家出版社借修订教科书之机,淡化甚至

抵赖侵略罪责; 日本出巨资在美国兴建了两处日本人战争受害纪

念馆,引起居美华人的极大反感。华人组织正在多方呼吁筹建日

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以向美国和世界表明, 中华民族没有�集体健

忘症�,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 中国和亚太地区人民是真正的受害

者。据悉, 日本政府还不惜耗费几百万美元, 筹备在 2001年庆祝

旧金山和约签订 50周年。这个和约使日本得以利用别人的软弱

和短视,轻易逃脱了对战争罪责的认真清算, 实际上是战败国对某

些战胜国的战胜,无怪乎日本要大庆特庆。

与会者着重从抗战史料与史实的维护、日本侵略暴行研究和

日本右翼的猖獗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老抗日游击队员白竟凡女士讲述了她的抗战经历, 对日本政

府始终不承认不清算种种侵华罪行深感愤怒。表示一定要尽微薄

之力,将十几年来搜集的冀中抗日史料和一部分养老金,捐给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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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筹建委员会。她动情地说: �我们还比较清贫,但要尽一份心, 争

一口气。�

与会人士认为, 战后中国因种种政治原因,坐失了调查清算日

本侵略罪行的时机,甚至错过了挽救维护战争史实的史料的最佳

时机, 深可痛惜,也应深自反省。若不急起补救,子孙万代不会原

谅我们。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了 5年

来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从万人坑遗址发掘及其法医学和

史学的鉴定, 到遗留至今的弹壳、炮身、日记、幸存者证言等等,

2000多件新发现的史料,多方面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

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在会上详细分析了日本皇族和南京大屠

杀之间的直接关系, 尖锐揭示了那场反人类暴行的罪责何在。当

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占领中国的首都, 就是灭亡了中国。皇族

认为这种巨大荣誉, 不能让平民司令官获得。在发布进攻南京命

令的第二天,天皇特命自己的叔父接任主攻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

令官。攻陷南京后皇族要骑高头大马从正门一路入城, 为保证皇

族安全,就必须彻底消灭已停止抵抗、放弃武装、甚至脱掉军装的

中国军人。1937年 12月 13日南京陷落,从此开始, 所有参战的

日本师团都把扫荡脱掉军装的中国军人当做绝对命令。这几天的

屠杀最为肆虐残暴,而皇族问题使日军其他长官不敢采取任何措

施制止这场屠杀。更不能忽视的是,在进攻中国时,天皇任命皇族

为进攻南京、驻扎南京和屠杀南京的主官,任命皇族担任日本陆军

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而在对美开战时, 就换成非皇族的总长

和司令官。这说明天皇充分意识到战争责任的严重性和对美战败

的可能性,也充分表明他对中华民族的歧视之深, 武力亡华的决心

之大。

丁教授的发言引起热烈反响。与会者讨论了日本天皇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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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统和国民性与南京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间的内在联系。

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研究员从日本历史的角度剖析, 日本

历来宣扬天皇是世界的主宰, 灌输皇室观和对天皇的绝对服从。

只要服从天皇的命令,无论对错,都不犯罪,且死后会升天, 自己及

后人会受朝拜, 子孙将成为神社会员,享有特权。正因如此, 他们

对死亡有着偏执的狂热和无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伯锋先生认为:日本军人集团如

此残酷,不能仅从战场报复心理解释。没有长期的思想熏陶,不可

能如此残暴。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主流意识已经军国化, 国民从

小就受军国主义熏陶,并且是军国主义的受益者。日本近代一直

对外侵略,谋取利益,尤其以中国为对象。每一场战争都使他们尝

到甜头,所以绝对支持天皇,狂热地支持战争, 并视其为圣战。现

在他们仍认为天皇是神之选择。把弱肉强食视为生存法则, 失去

了人与人相互亲善的最重要情感。作为一个民族,日本整体上没

有对侵略战争深刻反省。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先生在∀日本右翼和政要为什么要否定南

京大屠杀#的报告中指出: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世界空前的, 超过

了德国对犹太民族的暴行。日军在中国首都 6周内屠杀了 30 余

万人, 大量房屋被毁, 10余万妇女被蹂躏, 仓库财物被抢劫一空。

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的浩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居之芬副研究员几年来致力于搜集

和研究战时日本强制华人做劳工的史料。据她考证,从 1935起到

1945年 8月, 日本在华使用了 1500 万左右强制劳工。其中在东

北使用劳工 1000 万; 1941 年后在华北强征劳工 300 万左右;

1941 ∃ 1942年华北用劳工大约几十万;华中和华南向上海输送劳

工 10余万,上海本地及矿山和铁路用劳工约 150万。

陈平研究员根据亲历亲见和多年研究, 讲述了日本在侵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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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制造�无人区�的情况。郭成周教授在报告中,引用大量新发

现证据和数据, 从医学角度揭露了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种种罪行, 。

本次会议对抗战史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熊玮教授从 1931

- 1945年间中国的歌曲入手研究抗战历史,探寻这 14 年间的歌

词所反映的中国人被日军屠杀、虐待的情景; 所鼓励的抗日精神。

还有学者提供了对宗教界的抗日,如佛教、基督教、道教抗日研究

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曾业英研究员以�大,深,

实�概括了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问题。即要扩大研究领域, 以往我

们着重于政治, 近几年着重于日本暴行,经济掠夺, 文化奴役。现

在应进一步扩大到日占区的农民迁徙, 日本开拓团来中国圈地、淘

金等情况。不仅学术研究要深入发掘利用史实, 政治斗争上也要

如此。史实要真实准确, 不要似是而非。

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引起中国学者的严重关注。外交学会田

培良先生今年 1 月在大阪目睹了日本右翼集会, 并参与了交涉。

他介绍了自己所知的相关情况。

朱成山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五点新动向:由个别抽象的否

定转为全盘具体的否定, 从所谓学术研究的单一途径转为以社会

活动扩大影响的多种途径, 从个别右翼学者的行为变成有组织有

计划的行为,从气势汹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策略转为普通政治要

求的隐蔽策略, 从少数人变为各阶层组成的一大批社团力量。其

成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政治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 有国内

因素,也有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因素。现实因素有三:国内国会政治

保守势力的发展,使右翼势力明显强化;日本社会和法律容忍右翼

团体活动,使和平团体力量弱化;日本大国主义倾向抬头。他还建

议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日本右翼的活动, 并广泛支持日本国内的和

平进步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也认为日本右翼近来已成为左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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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局的重要力量。右翼人数不众,但他们多为社会精英, 很多是

内阁官员, 甚至是首相。他们的动向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晴雨表。

日本政府不便说的话,由他们来表达,影响国民,然后再成为国策,

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观、民族优

越观和大东亚史观。他还认为战后亚洲被侵略国家没能够团结反

对美国对日本的庇护和纵容, 没及时打击日本右翼, 是值得反思

的。我们今天对日舆论导向非常重要, 不应欠缺战略考虑, 缩手缩

脚。舆论对于收集和维护史料,追究日本战争罪行、民间索赔、钓

鱼岛领土主权等战争遗留问题都缺乏关注。报刊对于日本右翼势

力揭露不多,也不及时,这些也是应该反思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日本右翼的策略是否认侵略史实,我们的针对性

不够。日本形成了一套史观理论, 而我们的研究理论性不强,习惯

于政治大批判, 不注意摆事实,讲道理。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教授

指出,德国右翼势力也在抬头,右翼的复苏在 90年代发生, 值得我

们放入国际大背景中研究。朱永德教授扼要说明了当初在冷战国

际背景下,美国对日绥靖,停止日本赔偿的过程。为把日本培养为

反共基地,美国政府限制国内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

旅日学者王选介绍了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

索赔诉讼的情况。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了近二百名日本律师的支

持,其中不少律师自愿为中国人辩护。海外华人对索赔诉讼给与

了巨大援助。她指出,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诉讼不单是一个历史

问题, 还要作为人道主义、人权问题来对待。时机正在失去, 取证

越来越困难。学者专家不要只会坐而言,必须起而行, 搜集证据,

用研究成果来推动民间受害索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吴广义先生主张将

对日索赔纳入我国对日外交战略, 在毒气赔偿、邮政储蓄追讨和被

劫掠文物的追索等方面,应以国家为主体。个人索赔也应得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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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支持。同时应加强同日本进步团体、在野党派、有正义感的专

家学者和友好人士的联系, 支持日本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应

积极支持海外华人, 维护史实和受害华人的权益。

与会者对日本右翼问题有激烈争论。有学者反对用�右翼�的
概念, 认为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责,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在这方

面无所谓左中右之分。中国如果不够强大, 早晚还要再受日本的

侵略,对此必须时刻警惕。与日本在战争罪行问题上的斗争,必将

长期存在,延续到新的世纪,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同的观点认为,右翼在日本社会的比重究竟多大是另一回

事,把日本民族整体看做残忍成性是不合适的。对日本右翼的斗

争在中日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 要从全局慎重考虑。重要的是研

究清楚历史事实,用事实教育和争取两国的青少年。北京师范大

学副教授杨宁一指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一定要追究。但要正

确区分战争头目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多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桧林教授提醒人们要正视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

性。日本民族有自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日关系也不仅仅是一

片黑暗。日本继承发扬了多少中国的传统文化? 晚清以降有多少

中国人去日本留学? 从日本传来了多少新思想? 这些方面也应加

强研究,我们要对日本多数人讲话,要心平气和。应该向他们讲清

日本怎样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

给日本人民也带来哪些具体伤害。除了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开拓。对于中日关系来说,这些也是很重

要很基本的问题。

(作者侯晓佳, 1975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牛大勇, 1954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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