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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到今天，那场由日本发动的，给中国和亚太地区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已
经过去了整整60年，然而，日本列岛却始终回荡着一种声音：那就是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
究其根本原因，战后执掌日本朝纲的执政党、内阁、国会以及政界大员们不得辞其疚。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研究和揭示日本政界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使我们认识到日本战争责任顽疾长期存在的根源所在，也可以解析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之所以拖延至今
，久而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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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亮，1946年生，原籍山东省黄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从事东北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1991年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日本，在日本学习、研究、工作
多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个人出版专著15部，其中有《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
《东北土匪秘录》、《吴佩孚传》、《孝杜将军传》、《日本不是天堂》、《日本来的马贼》等，译
著有《二战时期的战略轰炸》，二人合著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右翼研究》，其他
合著、译著多部。
并在国外杂志以及《光明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家刊
物和省级刊物发表过百余篇论文、译文等，多次获得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前承担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教科书辅助教材的课题以及部分国家、省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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