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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由徐志民编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纷繁复杂，即使同一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大的差
异和变化。
甚至同一个日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其战争责任认识也不尽相同。
为总体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概貌和特征，《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以战后日
本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为“经”，以其因应国内外时局
的阶段性为“纬”，重点阐述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关系，希望以此
增进彼此了解并加强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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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200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出站，并留所工作。
同年6月，作为中央第五批援藏干部赴藏工作，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
著有《西藏史话》，发表文章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西藏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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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及其续集出版后，曾多次再版和重印，在日本国内外产生“很大”
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因为其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得到日本保守派与右翼的“
喝彩”，主要是因为在战争结束不到20年，如此不顾国际信义和历史事实，公然肯定“大东亚战争”
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日本各界进步人士的“震惊”。
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利用日本投降二十周
年的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事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煽动复仇主义情绪。
”其具体表现就是“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书籍
。
一些杂志出版了‘纪念特刊’，把战犯近卫文磨、东条英机等人的照片、遗书都作为珍贵的东西来发
表。
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发表了一些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回忆录”。
①谴责日本保守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错误言行与险恶用心。
 深受近代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民众，强烈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复
活”动向极为警惕和敏感。
1965年11月18日，任谷平撰文谴责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特别大力宣传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
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二十年前发动的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本质上
是‘解放战争’⋯⋯最近⋯⋯他们出版了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战史’和战犯的回忆录，广播战犯的
谈话，放映各种战争纪录影片，举办名目繁多的展览会，以宣扬皇军的‘赫赫战果’和‘英勇战斗精
神’。
”②批判其目的无非是要掩盖20年前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在当时中日尚无国交的情况下，虽未能阻止“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鼓噪，却也获得了日本进步人
士的支持和响应。
1966年6月29日，日本访华代表团成员霜多正次，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谴责： “美帝国主
义和日本统治阶级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以来，大肆鼓吹‘日本近代化论’、‘日本大国论’
、‘国家主义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帝国主义论调”，①表明了支持中国民众批判“大东亚
战争肯定论”的立场和态度。
 3.否认南京大屠杀。
日本保守派以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契机，开展了各种否认侵略事实的活动，典型事例
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1966年，日本第六师团随军记者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杂志的8月、9月、11月号上，连载《六师
团无事实》一文，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
因其既无确凿根据，又是在地方刊物上发表，故并未引起日本国民的特别注意。
1972年，铃木明开始在《诸君》月刊上连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文，并在翌年出版的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几十万中国人的说法“纯属夸大”之词，否认
日军残杀战俘和无辜平民，以及其掠夺、放火、强奸等暴行，②甚至不惜篡改史料，制造南京大屠杀
是“虚构”的“根据”。
与此同时，山本七平亦开始在《诸君》杂志上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公然宣称：“南京
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此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一定发展。
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量的历史事实面前，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方偃旗息鼓。
不过，至今日本保守派和右翼仍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或蓄意压缩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意
图减轻或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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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由徐志民编著。
中日历史问题除了被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及保守势力政治化的一面，民众层面的历史问题，
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错位。
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
异，而解决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则是了解与理解对方，即历史认识的沟通。
我们不能因保守派政治家的鼓噪而阻碍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深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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