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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战 后 ７０ 年来 ， 由 于战 后处理不彻底 等 原 因
，

日 本长期在历史

问题 的 困 顿中徘徊 。 日 本 国 内 在历 史认 识 问 题上 未达 成全社会 普遍 的共 识 。

在解决 战 后和解问 题上 ， 日 本期待 的 是
一种 外交上最低 成本 的边 际效 益 、

一

种技 术处理 ， 并非追求 自 身精神层面 的蜕 变 。 战 后 曰本 实现 了 经济 快速增长 ，

对地 区经济发展做 出 了 积极 贡献 ， 在和平 宪法第 九条 的 原 则 下走过 了 一条和

平发展 的道路 ，
但是近年 来 日 本 国 内 日 益放肆 的 罔顾历 史 的右倾 言行 与 安全

防务 的 战 略转型并驾 齐驱 。 今后 长 时 期 内 ，

一

个现 实且 重 要 的 问 题摆在 国 际

社会特别 是 中 国 等东亚国 家 面前 ，
那就是 如何面 对一个在历史认识 问题上未

能 实现 民族精 神蜕 变却再 次将其军事力 量推 向世界 的 日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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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是中 国人民抗 日 战争胜利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 日 本战败投

降 ７０ 周年
，
是重要的历史的节点 。 在 ７０ 周年这个敏感的年份

，
如同前两个

十年那样 ， 日本首相需要面 向世界做出政治表态 〇 凡涉及对过去所发动的战

争性质的表述 ，
日本政府的每次讲话都 出 台得非常艰难 ，

２０ １５ 年更是表现得

扭扭捏捏 ， 在是否继承和使用
“

村山谈话
”

、

“

小泉谈话
”

所使用 的
“

侵略
”

、

“

殖民统治
”

、

“

沉痛的反省
”

等表述上 ， 显露出极大的不情愿 。 虽然 日 本政

府为了首相 ７０ 周年
“

谈话
”

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 ， 做出广泛征求精英意见的

姿态 ， 但现任首相在任期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和放言
“

侵略定义未定
”

的事

实 ，
已经令世人对 ２０ １５ 年

“

谈话
”

内容的真意不抱期待 ， 本该成为促进和解

的历史谈话成了
一篇暗含历史修正意味的宣言 ， 成为阻碍东亚和解的

一次风

险试探。

＊ 本文原载 《解放 日报》 ， 作者做了重要增补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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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能实现精神超越

７０ 年过去了 ，
日本还是没有实现精神上的 自我超越 ， 仍在历史问题的困

顿中徘徊不前 。 长期以来 ，
日本国 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没有达成全社会普遍

的共识 ，

一直存在巨大分歧 。

一方面 ， 有官方的正式表态 ， 如 １ ９７２ 年的 田 中

道歉 、 １９８２ 年的
“

宫泽谈话
”

、 对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 的 １９９３ 年的
“

河野

谈话
”

、 １９９５ 年的
“

村山谈话
”

、 １ ９９５ 年 日 本众议院的 《 以历史为教训重 申和

平决心的决议》 、 ２００１ 年小泉在卢沟桥的道歉和 ２００５ 年的
“

小泉谈话
”

等 ；

也有包括大学教授 、 律师等在内 的进步知识精英在追究战争责任 、 战争性质

等问题上的正义呼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社会运动 。 而另
一

方面 ， 日 本政坛否

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思想根深蒂固 ， 部分政要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罪反省上一直

口是心非 ， 出尔反尔 ， 右倾政治家和右倾文人为加害性质进行的辩解不绝于

耳 。 尽管右翼 、 右倾言行并不代表 日 本国 民整体的意志 ， 但是在 日 本国 内 ，

否认侵略事实和侵略性质的言行既不会引起政治上的信任危机 ，
也很少受到

道德谴责
，
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

我们看到 ， 战前曾经象征军国主义的文化符号
——

国旗
“

日 之丸
”

、 国歌
“

君之代
”

、 军旗
“

旭 日
”

得以延续 ， 其隐藏的心灵意识继续得到传承 ；
雕有

皇家
“

菊花纹章
”

的靖国神社仍旧表征着 国家与宗教未切断的关系 ； 甲级战

犯被作为
“

忠魂
”

和
“

英灵
”

供奉于靖国神社 ， 日本政治家以去道德化和去

正义化的
“

国民感情
”

、

“

遗族感情
”

为
“

正当性
”

， 堂而皇之进行参拜并愈

演愈烈 ； 很多书籍和
一些教科书中对中国 的侵略战争 、 侵略行为 以

“

事件
”

、

“

进人
”

等毫无贬义的词汇加 以表述 ，

“

无条件投降
”

和
“

战败
”

被描述为
“

战争结束
”

。 战后 ， 由于政治家们的反复无常 ， 使得 日 本政府对东亚受害 国

的形式上的
“

多次
”

道歉变得越来越单薄与苍白 ， 越来越失去信誉。 也正因

为如此 ， 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在
“

历史和解
”

与
“

民族主义
”

之间徘

徊往复 ， 形成
“

历史问题现实化
”

和
“

现实问题历史化
”

的恶性循环 。 这样

的 日本 ， 不仅使其 自身不能彻底走出 战败的阴影 ， 不能真正实现战后精神的

升华 ， 反而背负的历史包揪越发复杂和沉重。

近来 ， 日本政府似乎意识到历史和解问题已经成为其外交上的沉重负担 ，

试图寻找一个一了百了的说法和形式 ，
以便从历史问题的困顿中

“

解放
”

自

己 。 经常会听到一些 日本官员在试探中 国方面的底线 ， 希望得到一个可以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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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谅解的红线 ， 寻找到得以过关的最低
“

说法
”

。 这样的做法恰恰把 日 本式思

维
“

晒
”

了 出来
，
表明 日本在解决战后和解问题上所期待的是

一

种外交上最

低成本的边际效益、

一

种技术处理 ， 而非追求 自身精神层面的蜕变 。 在这里 ，

德 日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

二 历史清算 内外乏力

？ 相比之下 ，
战后的德国不仅接受了 战败 ，

更接受了道德的高度和后现代

文明的真理。 德国不仅废弃了当年纳粹的旗帜和歌曲 ，
更在法律上保证了对

纳粹的清算和追讨 ， 几十年来从未松懈 。 德意志民族的行动让世人相信 ， 它

的反思是绝对意义上真诚而深刻的 。 德国 因此获得受害国 的尊重 ，
成为欧盟

乃至世界事务的中坚力量。 德国历任总理在历年利用历次机会不间断地对那

场战争作出反省与道歉 ， 追求的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 显示出一个政治强国

的勇气与智慧 。 日本则只是认命般地接受一个结果 ， 并没有显示出德国那样

的志向和 自觉 。

导致 日本 ７０ 年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旧不能 自拔的重要原因之
一

， 是对

日 战后处理的不彻底性。 日本与德国相比 ，

“

历史清算
”

的外力结构明显不

同 。 德国被盟军共同 占领 ，
东西两个阵营以及受害的犹太民族在国际社会对

纳粹清算中都发挥了重要政治影响 ， 把德国法西斯的罪犯角色推到 了全世界

集体记忆的最前端 。 而 日 本被美国单独 占领 ，
不仅保持了 国体完整 ，

且很快

在美国 的远东战略设计 中成为可利用的对象 。 美国对天皇的免罪战略 ， 导致

日本的战时最高统帅没有被碰触 ， 除 了 甲级战犯受刑外
，
被捕的战犯或与战

争有瓜葛的官僚大都陆续被释放并回到社会政治生活 中 ， 而中 国等主要受害

国在战后却经历了 自身国家分裂的命运并由此导致外交政治上的孱弱 ， 未能

及时 、 有力 、 系统完整地把 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推到世界集体记忆特别是 日

本历史记忆的最前面 。

在战后的 日本 ， 历史清算的 内力明显不足。 首先 ，
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

战争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的 ， 战后任何人、 任何家庭都不会因参与 战争而受
＇

到歧视或对他人的参与进行批判 ， 形成了
“

谁都不担责任的结构
”

； 其次 ，
皇

国史观和与之相关联的国家神道生死观因天皇制 和靖国神社的保留依旧发挥

着对战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作用
；
再者 ，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罪行及其

欺骗性在被 日本国民充分认清之前 ， 就被长期遮掩在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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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原子弹受害成为广大 日 本人关于战争的主要历史记忆 。 因此 ， 相对于德

国社会整体持续的 、 自我批判性的讨论 ，
日本战后的

“

历史清算
”

在
一

个谁都

不负责任的短暂过程中草草收场结束 ， 日本的政党政治从未成为深刻反省的推

动力量 ， 左翼知识精英曾经倡导的
“

由 日 本人民亲手进行
”

对侵略战争的审

判
——

对侵略行为进行复杂而義的精神忏｜｜
—在 日本

一直未能真正实现。

三 一个不确定的 日 本

虽然战后 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 对地区经济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贡

献 ， 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则下 ， 日本走过了和平发展道路 ， 但是 ，
全世界

都注意到一个现象 ， 那就是近年来 日 本国 内 日益放肆的罔顾历史的右倾言行

与安全防务的战略转型并驾齐驱 。
一部分政治家甚至首相越来越堂而皇之地

参拜靖国神社 ，
日 本社会对右派政治家的言行 日渐宽容 ，

一些 日 本民众与右

派政治家在对 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反省上认同感 日 趋增强 。 与此同

时 ， 近几年来 ，
日本抓住了美国 的

“

反恐
”

和
“

亚太再平衡
”

的战略
“

机

遇
”

，
以

“

首要同盟国
”

身份实现安全防务政策的彻底转型 ， 放弃了
“

专守

防卫
”

、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 为
“

行使集体 自卫权
”

松绑 ， 为 日本军事走向

世界提供了法律保障 。 非常明显 ， 安倍力推的新安保法已经突破了宪法第九

条第
一

款的精神 ，
也颠覆了 日本政府 自身 曾经的相关法律解释 ｅ

在迎来中国人民抗 日 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的今天 ，

世界面对的是
一

个处在历史认识困顿和国家发展歧途的 日本 。 日 本长期执政

的 自 民党和主流政治家 、 战略精英的夙愿 ， 是让 日本成为
“

正常国家
”

。 按前

首相 中曾根康弘的话就是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 按现首相安倍晋三的话就是
“

找 回强大的 日本
”

。 在
“

正常化
”

过程中 ， 战败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

想正随着战后体系 的变化被逐渐丢弃 ， 战败的教训 已经被涂抹得千差万别 ，

更为严重的是军事安全政策的蜕变 。 日 本官方的报告显示 ，
日本确定了

２ １ 世

纪进
一

步发展和利用 日 美同盟体制 ， 让军事与外交 、 经济同等地为拓展国际

空间发挥作用的外交安全基本战略 。 这个战略的实现
，
是
一

个
“

大 国化
”

、

“

正常化
”

、

“

外向化
”

的过程 ， 在操作上会更加显示出主动性、 系统性 。

今天的 日 本面对三个不确定性 ， 即
“

摆脱战后体制
”

是否以否定战后和

平发展路线为前提 ？ 日 本
“

正常国家化
”

和军事发展将以何种方式推进 ？ 引

领这种
“

摆脱
”

和
“

发展
”

的政治思潮是否 以历史修正主义为依托 、 以右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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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保守主义为主流 ？ 站在歧途边缘的 日 本还没有给 出 明确的答案 。 今后很

长时期内 ，

一

个现实且重要的问题摆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国家面前 ，

那就是如何面对
一

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把其军

事力量推向世界的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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