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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中心主办, �日本侵华史与教

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于 2001年 1 月 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

自北京、辽宁、上海、天津、吉林、黑龙江的近 20位学者参加了会

议。

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日本的教科书修订问题, 同时还

对日本侵华的诸多事实进行了探讨。教科书修订问题是日本右翼

势力不断猖獗的结果,自 90年代以来,右翼教育团体得到文部省

支持,编撰所谓新版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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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史观�、�皇道史观�、�大东亚战争史

观�泛滥。该次教科书倒退浪潮持续至今, 并有日益复杂化趋势,

已引发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严重关注。

一  教科书修订与日本右翼势力问题

据统计,日本至少 7家出版社已出版修订过的历史教科书, 右

翼教育团体正在全力推动要于 2002年在全国被正式采用。与会

者一致认为新版教科书的送审本中掩盖和回避了很多重要的侵略

事实,这是明显的历史性倒退事件。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寰认为教科书问题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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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大气候和日本小气候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应放到美、日、中

三角关系上来认识, 应看到� 看不见的美国手�所起的作用。特别

要看到这是冷战时期、1951年旧金山片面媾和以来的大问题。他

指出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在侵略问题上和�皇国史观�没有大的
区别,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重新炮制的�皇国史观�。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指出 2002年版送审本教科

书与 1997年版教科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日本侵略

亚洲特别是侵略中国的问题的表述上。如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

�侵略�一词、七三一部队在表述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教科书问

题与日本的政治倾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教科书最近的动向是 9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结果,表明了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

的退步。他建议今后应多注重实证性研究, 让日本的青少年更多

地了解日本的侵略事实。教科书问题也关系到今后的中日关系,

应给予重视。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刘毅教授认为修改教科书一直是日本

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事项。教科书问题不能孤

立、片面地看,应该对教科书问题产生的背景进行冷静客观的研

究:教科书问题是明治维新以来皇民化教育的结果;从日本的精神

构造和文化特征来看,从 1195年第一个幕府政权建立以来, 武士

的价值观念成为整个国民的价值观念, 使日本成为培育、滋生右翼

思潮的沃土;教科书问题也是冷战的后遗症, 美国在战后没有彻底

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导致了后来右翼思潮的泛滥; 同时, 日本战

后创造的经济奇迹, 也为日本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

刘毅认为日本右翼存在�政、官、财、学、媒�五位一体的结构。

在政界,政府构成了战后日本右翼的重要基础;在官界, 日本的职

业官僚是修订教科书的实际操作者;在财界, 日本右翼政党团体都

有大企业的支持;在学界, 90年代以后, 日本知识界出现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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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化趋势;在媒界,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右翼书籍和报纸。日本

右翼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活动越来越频繁,否认战争, 美化侵略的

层次也越来越高。

二  中国历史学者应该坚持的立场

在会上,很多学者还谈到了在对修订教科书问题和日本右翼

势力进行批判时,中国的历史学者应承担的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就分析的方法论发表意见, 认为日本反

对右翼的势力也比较大, 应该注意不要把团结的对象作为批判的

对象。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日本侵略的历史, 21世纪中国的

历史学者应该联合日本的左翼学者深入研究 20世纪的诸多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苏智良建议国内学者应该促进国

际法学界组织国际法庭, 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判决, 在

日本承认战争责任前,应免谈日本常任理事国问题。在外交上应

主动,应该具有对日本右翼进行斗争的中长远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宁一认为要充分认识到事态的紧

迫性。他建议中国现代史学会、日本史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作为

民间学术团体发表声明, 采取支持日本左派, 而不是声讨右派的态

度,给外务省对文部省的牵制以侧面的声援。针对中国对日本右

翼的批判缺乏组织性的情况, 他主张国内学者应分工合作研究教

科书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建立中、日包括东亚学者在内的联合会,

以联合日本左翼学者共同和右翼进行斗争。他呼吁中国政府应对

日本财界施加压力, 对不同倾向的财团采取一定的区别对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认为一方面要

全面准确地估计日本的形势, 不要过分夸大日本的右翼力量,应看

到日本的和平民主力量; 另一方面要充分估计日本修订教科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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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严重性,给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历史学者在这个问题

上,应有所为,也应有所不为。他建议:要把个案研究与基础研究

结合起来,加强对日本的基础研究;要把深入研究与开拓性研究结

合起来;采取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回应方式;反对右翼的同时, 给

左翼以有力的、实际的支持;努力实现中国法庭承担中国受害者起

诉的目标;利用国际法,一步步地解决日本侵略战争的战后遗留问

题;出版系统应尽快地把有关日本侵略史的中国书籍翻译成日文

和其他外文,以引起日本和全世界更多人的关注; 综合全国的研究

成果,可以就具体问题召开专门讨论会。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刘金才提出应加强对日本的文化研

究,以形成独立的对日观;也应加强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研究;同时,

可以通过对战争与文明关系的研究来研究中日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昆鸟认为,日本对教

科书的修订是把教育现在的国民和教育下一代结合起来, 从而使

这个问题长期化。从表面上看教科书修订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

实际上孕育着再度向外侵略的因子,应提高警惕, 中国的历史学者

有责任对此进行揭露、谴责。应联合起来加强对日本史、日本侵华

史的研究。同时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实现研究成果的普及化。

三  对日本侵略掠夺暴行的实证性研究的重要性

在会上,一些学者还对细菌战,慰安妇, 化学战等战争遗留问

题进行了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

良指出慰安妇问题不是象日本所宣扬的那样只是商业行为, 大量

证据证明它和政府、军队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应该为慰安妇

问题承担战争责任。他特别介绍了 2000年东京民间国际战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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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情况:经过初审,法庭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应对实行慰安

妇政策承担责任。苏智良还介绍了慰安妇研究中心在慰安妇研究

上所做的大量工作。目前经过研究中心的努力, 在大陆已经找到

了 57名受害者,而由于社会压力等各方面的原因,没有证言的受

害者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认为中国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的受

害者至少有 20万人。由于证人的不断去世, 慰安妇研究已经到了

最后调查的关头。

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报告了 10年来他在中国各地对

细菌战进行调查的情况, 回顾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历史,指出日本

在中国的细菌战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最残酷, 杀人最多,

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步平以大量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向与会者介绍了日本遗弃的化

学武器的情况, 指出这些武器使中国的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受

到了极大的损害。

会议还对其他有关伪满洲国、日本侵略与殖民掠夺诸问题进

行了讨论。刘毅根据�主权大于产权�的理论, 指出日本通过以主

权取代产权的方式在东北获得了无法估量的殖民收益,驳斥了日

本右翼有关殖民地财产的说法。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对于该类遗留问题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许多当事人年事已高,如不及时调

查,许多史实就会永远消失。所以这种实证调查具有抢救的性质。

希望这次讨论会的成果能够促进各方面的重视,转化为社会成果,

加深社会各方面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现状的了解, 促进中日关系能

够真正健康的发展。

(作者欧阳烈丹, 1972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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