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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京审判史观”对拒绝反省历
史，也具有重要影响。

右翼不服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史观”基本观点是：
!" 东京审判是“成王败寇”的

审判。审判刚结束，就有日本民众向
播音员青木一雄主持的 #$%“街头
录音”表示：“这是羊在狼面前的哀
叫，现在再谈善与恶毫无意义。”这
种认识经右翼分子的“理论化”而被
不断渲染，形成“东京审判史观”。

&'!(年 (月 !&日，安倍表示：
“这场审判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
的，而是依据同盟国的判断作出的
定罪行为”，就是迎合这种“认识”。

&" 认为东京审判是根据“事后
法”进行的审判。被绞死的 )名甲级
战犯的墓志铭上即写道，盟国“以事
后法对战败国日本的行为进行了审
判”。甚至在东京审判中主张“全员
无罪”的印度籍法官帕尔，也持这种
观点，并因此在日本获得“尊敬”。
&**+年，靖国神社专门为其竖立了
一块碑作为“纪念”。
右翼的鼓噪，蛊惑了相当一批

日本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民意基
础”。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藤田久
一在《何为战争犯罪》一书中所说
的：“说是‘胜利者的审判’也好，‘事
后法’也好，事实上，从此以后再有
新的战争犯罪就一定会遭到谴责。”
也就是说，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战争
罪犯的审判，而且弥补了此前对国
家侵略政策制定者“无法可依”的不
足，是对国际法的一大贡献。

饶过天皇右翼抬头
当然，东京审判本身并非没有

瑕疵。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没有追究
罪恶累累的 )(!部队石井四郎的罪
责，就是一例。而东京审判没有追究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保留天皇
制，以及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更成为
日本右翼拒绝“反省历史”的重要且
直接的因素。
天皇是否应承担战争责任？东

京审判结束后，澳大利亚籍审判长
威廉·卫勃表述得非常清楚：“天皇
的权威在终结战争时，已经得到了
毋庸置疑的证明。天皇在发动战争
时的作用也为检方所阐明。但是，检
方明确表示对天皇不予起诉”。

对于是否“赋予天皇免罪特
权”，相关国家最初意见相左。美国
在免于追究裕仁天皇战争责任方面
起了主导作用。!,-.年 !月 &+日，
在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拥有重要发言
权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电
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称：“毫无疑
问，对天皇的控告必将在日本国民中
引起极大振荡，其反响之烈，不管我
们如何评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凝
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将他灭掉就
是使日本这个国家崩溃。”他的这一
意见最终在东京审判中得以贯彻。
和“纽伦堡审判条例”不同，“东

京审判条例”不仅没有追究“国家元
首”战争责任的条款，而且国际检察
团由美国人约瑟夫·基南任首席检
察官，书记局全部由美国检察官组
成，审判长卫勃在记者会上公开表
示：“检方明确表示对天皇不予起

诉。”检方不诉，法官如何判决？
另外，与德国政权体制在战后

被摧毁重建不同，日本不仅保留了
天皇制，而且保留了政权结构及人
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日政
策更是从“压制”转为“扶持”，帮助
日本推行“逆反路线”。至 !,+.年 (

月，甲级战犯不仅全部获释，而且战
时曾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还担任了
鸠山一郎内阁副总理兼外务大臣，
并于 !,+.年底代表日本出席了接
纳其为会员国的第 !!届联大；战时
在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任大藏大臣
的贺屋兴宣，战后担任了第 (届池
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战时任东条
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嫌疑犯、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则于 !,+)年
后担任了两届首相。池田勇人在二
战时虽然官衔不大，但也是参与制
定侵略扩张政策的事务官员。至
!,+/年 +月，乙级和丙级战犯亦全
部获得释放。
如果说德国总理勃兰特能够有

“华沙之跪”，和他曾经是反纳粹主
义流亡者的身份有关，那么曾经的
军国主义分子重新出任政府要职与
他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相关度如
何，安倍自称他身上有着其外祖父
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就是答案。

!一君万民"!八竑一宇"

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不可或缺
的精神动力，但民族主义主要有两
类表现形态：一类是内敛性、强调
“民族认同”的传统民族主义。在世
界历史上，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最
早的民族主义宣言。另一类是扩张
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的极端民
族主义。
按日本政治思想史泰斗丸山真

男的观点，具有“独自形态”的日本
民族主义，主要是在外来压力下形
成的，经历了海防论、富国强兵论、
尊王攘夷论三个阶段。
自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

不断向日本扩张。以此为背景，日本
开始出现以主张加强海防的林子平
的《海国兵谈》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雏
形———“海防论”。但是，这种“海防”
思想很快为具有扩张性的“富国强
兵论”所替代。
“富国强兵论”的代表人物佐藤

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声称，由
“皇大御国”或“皇国”日本统一世
界，是神赋予的使命。他在书中写
道：“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
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
立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
长皆为臣仆。”佐藤信渊主张以神道
教实现“宇内混同”（世界统一），并
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
国的“秘策”，提出日本应先攻取满
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设
计了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
出兵顺序。这本《宇内混同秘策》被
称为历史上首部以“学术”方式系统
提出侵华战略的著作。&*世纪 (*

年代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
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
圈”时，《宇内混同秘策》被一些军国
主义分子奉为经典。
在会泽安的《新论》中集大成的

“尊王攘夷论”，则是鼓吹以后对日

本侵略扩张产生重要影响的“一君
万民”理论。这一理论，在日本“神风
特攻队”的誓词第一句就有体现：
“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

日本“一君万民”思想源远流
长。/世纪初问世、被奉为“日本神
道之圣经”的《古事记》和《日本书
纪》，通篇宣扬的都是神的伟大、大
和民族是神的子民的“神国思想”，
这种“虚幻的故事”在日本长期作为
“国体”起源的“史实”教化民众，
!,-+ 年前日本的历史教育，就是
“神国”教育，甚至《寻常小学国史》
也以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神、
日本是“神国”为全部内容。

!,!+年 (月 !!日，由日莲宗
僧侣田中智学撰定的“八竑一宇”
（意为“四海一家”）在《神武天皇的
建国》一文中亮相。发动侵华战争
后，“八竑一宇”开始成为日本“国家
格言”，并在 !,-*年 )月 &.日，被
写入第 &届近卫内阁制定的《基本
国策纲要》，成为侵略战争的精神指
导根本方针。今天，三省堂《大辞
林》、岩波书店《广辞苑》、小学馆《大
辞泉》对“八竑一宇”的解释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证明海
外侵略的正当性所用的口号。”平凡
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的解释是：“八
竑一宇”是“基于民族优越感，贬抑、
并吞其他民族，扩大国民动员、统
合、正统化的思想及运动的典型超
国家主义。”必须看到，这一口号与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具有毋庸置
疑的内在联系。
二战中，美国已就战后如何铲

除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军国主义
的产生并急剧抬头，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一君万民”的极端民族主义高
扬。因此，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
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造：修改日本宪
法，将原先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的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
治”，即天皇拥有包括三军统帅权在
内的一切权力，改为“天皇是日本国
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
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
意志为依据”；同时由盟军总司令麦

克阿瑟指令裕仁天皇于 !,-.年元
月 !日发布《振兴国运之诏书》，声
明自己是人，不是神，并因此使该诏
书以《人间宣言》闻名。
“一君万民”的神国思想，是否

因此而消散？事实是最好的答案。
&***年 +月 !+日，刚刚上台的日
本首相森喜朗称，“日本是一个以天
皇为中心的神国，希望国民在彻底
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从事各种活
动。”&*!(年 -月 &/日，安倍举手
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正是“一君万
民”神国思想的历史回音。

!实力第一"欺软服硬
奉“实力第一主义”的原则为圭

臬，是日本国民性重要特征。..(年
“白江之战”中国将日本打成“学
生”，日本自 ..,年开始大规模派遣
唐使向中国学习；!/.(年日本鹿儿
岛爆发“萨英战争”，日本被英国打
成“学徒”，此后派遣留学生前往英
国学习建反射炉和英国造炮技术，
成为此战重要结果；!,-+年太平洋
战争美国将日本打成“奴才”，日本
痛定思痛，认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
应和海洋强国结盟，遂在战后始终
奉“日美同盟”为外交路线主轴。被
誉为日本“国民教师”、其头像今天
仍印在万元日币上的福泽谕吉早在
!//+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就反
映了尊崇欧美、轻视亚洲的思想。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彪炳千秋。根
据日本厚生省援护局 !,+.年 (月
公布的较为保守的数据，!,()年 )

月 )日至 !,-+年 /月 !-日，日军
阵亡 !/+万人，有 -*"-.万人死在
中国（不包括东北地区），约占
&&0；二战期间中国军队拖住了 /*

万至 &**万日军，使之在太平洋战
场的兵力调配捉襟见肘；中国共产
党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极
大地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的政
策；中国远征军为保障“战略大动
脉”滇缅公路的畅通功勋卓著。尽管
如此，日本始终贬低中国的抗日战
绩，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抗战是日
本战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日本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国
立公园内海拔 (*.米的三根山顶，
有一块被绞死的七个甲级战犯的墓
碑，曰“殉国七士墓”。碑文起首写
道：“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背
弃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不足等
原因，日本不可能不败。”这番话实
际上就是日本对战败原因的总结。
毋庸置疑，“欺软服硬”是日本

国民性的一大特征。这种国民性特
征对日本人“反省历史”意识的缺失
具有深刻影响。
认为日本应该反省历史的著名

学者竹内好指出：“日本人没有败给
中国的实际感觉……日本是向联合
国投降的，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
美中苏。但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
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
是如此。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
非常淡薄。”!,,+年，作家石川好表
示“日本败给了亚洲”。这一言论迅
即招到“拍砖”，不少人警告他“别说
这种低三下四的话”。

传统观念阻碍反省
日本传统的来世观和历史观，

也对拒绝“反省历史”具有潜在影
响。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日本人
的来世观》中写道，人死后灵魂游
离，肉体成“神”。罪大恶极、留下深
仇大恨者，虽不能径往来世，但若遗
族对其缅怀供奉，亦能使其超度。被
称为日本神道教“圣经”的《古事记》
关于“神世七代”创造“日本”和“日
本人”的“神代卷”，始终没有象征
“善”和“正义”的“神”登场。

与这种“来世观”互为表里，日
本人的历史观则以“大义名分史观”
和“江河流水史观”为特征。强调至
尊的天皇“万世一系”、日本人是“神
的子民”的“大义名分史观”，使得
“神国思想”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不容
置疑。&**.年底，一份战前日本文
部省思想局的解密文件揭示了日本
当局处置 !,名学者的情况，原因就
是这些学者质疑以“大义名分思想”
为基础的“天皇机关说”。
“江河流水史观”，按照竹内靖

雄在《日本人的行动文法》中的论
述：“所谓历史，就是随时光流逝，人
生而复死，事起而覆灭，如江河之流
水般消逝。历史，就是可顾名思义理
解的过去的事。”日本人难以真正理
解何谓“以史为鉴”，与此不无关系。
安倍试图以面向未来的“安倍谈
话”，取代明确承认“侵略和殖民统
治”的“村山谈话”，亦有“江河流水
史观”的日本人“集体无意识”支撑。
总之，日本 )*年来始终难以彻

底解决历史反省这个问题，其根源
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
有现实原因；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
化原因；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
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只有彻底
解决历史反省这个问题，才会出现
安倍朝思暮想的日本回归“普通国
家”行列的可能性，否则只会南辕北
辙，离梦想越来越远。
正如日本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加

藤周一所说的那样，对于侵略历史
问题的认识是日本战后留下的“作
业”，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作业”，日
本就没有未来。 !下"

! 日本1940年从占领地征集材料在宫崎县建成的“八竑一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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