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特别报道

A12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新民网：www.xinmin.cn 责任编辑∶张 颖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

从教科书插图看日本历史教育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本研究所所长 谭建川

! 在历史教育中，图像资料是非
常重要的素材，插图对于历史解说
具有非常强的补充说明功能，教科
书往往通过插图来促动学生对于历
史现象的思考和想象。
从日本小学教科书的数幅插图

入手，我们可以看到“忠君爱国”思
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战时甚至战
后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危害，并发现
日本在历史认识和国民教育方面存
在问题的根源所在。

用!皇国民"教育洗脑
!"#$年，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

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要求臣民
“一旦危急，则能义勇奉公”，将效忠
天皇、树立为日本帝国献身的精神
作为各级学校的目标。
《寻常小学修身书》（!#!"年版）

“忠义”一课描述了一名叫作木口小
平的日本士兵，在甲午战争中被清
国士兵击中后，仍不忘吹奏军号的
“美谈”，插图上的木口小平临死也
保持着仰头吹号的姿势!图 #"。
《初等科国语》（!#%&年版）“三

勇士”一课，讲述 !#'&年在上海作
战的三名日本工兵组成敢死队，紧
握着点着火的爆破筒，以自杀攻击
的方式爆破中国军队的铁丝网的故
事，插图中的“肉弹三勇士”义勇赴
死，毫不畏惧。
尽管这些故事有许多夸张和虚

构的成分，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把
日本儿童培养成忠君爱国的“皇国
民”的重要素材，用插图再现“英雄
壮举”的形式，让日本儿童认识到日
本在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美好的。
另外，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地

不断增多，教科书也使用了不少赞
美“大东亚新秩序”的插图。
《初等科修身》第 &册（!#%!年

版）“大陆与我们”一课有两幅插图，
其一为五个并排站立的儿童，体现
“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站在最中
间、作为领袖的是日本儿童，俄罗斯
族儿童、满族儿童、汉族儿童和朝鲜
族儿童簇拥在其左右。在第二幅插
图中，一个日本士兵拿着步枪站在
高处，其脚下是中国的辽阔国土，俨
然一副保卫“共存共荣”下的中国领
土的模样!图 $"。课文写道：“满洲
国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为
了学习日本，把满洲国建设成为一
个好国家而齐心协力努力工作着”；
“日本与支那，一贯就是携手共进
的。今天，日本正在从大陆向南方发
展，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东亚，勇敢地
战斗，也温和地指导”。
这样的插图和课文很自然地用

一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引导，向日本
儿童灌输了“共存共荣”之下日本对
中国的侵略行为的合理性，最终使
这些少年“皇国民”在极端狭隘的民
族主义的教育环境中逐步成长为侵
略战争的参与者。

战后短暂民主教育
日本战败之后，由于中国政府

“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
国内左翼势力的发展，很大一批知
识分子怀着真诚的忏悔之心以及对
新中国的亲近之情，改变战前蔑视
中国的态度，在不断进行自我反思

的同时，开始反省近代侵略战争。教
科书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正面反映中
国人民抗战的插图。
小学社会科教科书《光明的社

会》（中教出版，!#(&年版）在介绍
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直
接使用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肖像插
图。该教材在 !#('年版中，甚至还
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日本的报纸和
广播根本不报道战争的真相。由于
学者和文化人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
想法，很多国民都认为这场战争是
正义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反对战争
的人都受到悲惨的对待。尽管日本
就这样将国家力量全部注入到战争
中，但是因为全体中国人齐心协力
参加战斗，日本的图谋并没有成
功。”使用中国抗战领袖的肖像，并
用赞赏的语气描述中国的全民抗
战，很明显将日本置于侵略和非道
义的一方。
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小学社

会》（!#(&年版）使用一幅中国士兵
的头像作为插图，图中的中国士兵
目光坚毅，神情严肃，其下正文写
道：“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国民满
怀愤慨，下定决心必须要收复满
洲，将日本的势力逐出中国，于是
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这样的图文
很明显反映出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
子反省对华侵略战争的创伤和教训
的真诚情感。

右倾思潮死灰复燃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对于

日本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是不彻底、
不充分的，冷战格局的形成、朝鲜战
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改造
政策。日本虽然废除了《教育敕语》，
但是战前的“皇国史观”并未清算，
东京审判的不彻底，特别是天皇的
战争责任并未得到追究，军国主义
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政界涌动着一
股复古和右倾的思潮，企图在教育
领域改变和平教育和民主教育为主
流的现状。

文部大臣大达茂雄于 !#('年
发表《文教政策之基本纲要》，指责
教科书过于强调对侵略战争的反
思，是一种“偏向教育”。

!#((年，日本民主党成立教科
书问题特别委员会，发行名为《令人
担忧的教科书问题》的小册子，指责
诸如《光明的社会》教科书“在历史
的前半部分中向中国模仿、学习、屈
膝、纳贡的日本，在其后半部分历史
中摇身一变，化为东洋鬼子，做出无
休止的暴虐行径，欺负中国人民”；
“完全与日本共产党如出一辙，为苏
联和中共唱赞歌”。这种充满冷战思
维的攻击不仅伤害了进步的历史学
者的学术自由，更重要的是威胁到
刚刚步入正轨的历史教育。
文部省通过修改具有国家标准

性质的《学习指导要领》，为日本右
翼和保守势力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
间。结果，!#((年公布的教科书审
定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规定用
“进入”代替“侵略”，并要求尽量减
少使用反映中国人在侵略战争中的
正面形象的插图，战后初期曾经一
度自由和进步的历史教育开起了历
史的倒车。

!改良"!改恶"数度拉锯
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日本政

府、文部省官僚、右翼保守势力和以
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
围绕着如何看待近代战争这一问
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拉锯
战”，教科书中的近代战争描述数次
出现“改良”与“改恶”的更迭转换。

!#*$ 年家永教科书第二次诉
讼中，家永三郎的胜利促使使用“侵
略”字眼、记载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
开始增多，但很快便受到右翼保守
势力的攻击。在 !#"&年的中小学教
科书审定中，文部省要求在记述有
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时，尽
量冲淡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例
如使用“进入”代替“侵略”表述，将
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修改为“遭到中
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的损失也
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愤，杀害了众
多的中国军人及平民”。

这种公然篡改历史事实的活
动，立刻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
愤怒和严正抗议，从而引发“历史教
科书问题”。日本政府被迫在教科书
审定标准中追加名为“近邻诸国条
款”的新标准，正面反映侵略战争的
插图才得以再次出现在教科书中。
以使用率一直保持第一的东京

书籍出版社的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为
例，!##!年版《新编新社会》使用了
'张反映当时战况的插图，其中两
张插图的主角是日本士兵，分别是
攻克南京之后，踩着城墙废墟行军
的日本兵，标题为“攻入南京的日本
军”!图 %"，以及正在破坏殆尽、满
目疮痍的中国城市里巷战的日本
兵，标题为“被毁掉的中国城市”。而
另一张则是“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士
兵”（从正文及图片推测，应该为共
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部队）列队进
行训练的插图!图 &"。

在该教科书中，“南京事件”开
始出现并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对于
日本军队的行为，也采用“侵略”一
词，带有谴责语气，正好与前两张插
图相呼应。而对后一张插图，教科书
中有这样的正文描述：“对于日本的
侵略，中国的人们没有减弱抵抗，得
到美国和英国支援的中国政府的军
队，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人民
的军队，一起顽强地战斗着。”很明
显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持谴责态
度，而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是被放
在正义一方的。

历史教育!改正归邪"

不过，由于从上世纪 #$年代末
期开始，日本国内要求改变“自虐
史观”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些体现
满目疮痍的中国城市的插图也逐
步被弃用。

&$$$ 年版的《新社会》尽管保
留了士兵踩着城墙废墟行军的插
图，但是其下方的标题却被改为
“被破坏的中国城市城墙”，而非
!##!年和 !##(年版的“攻入南京
的日本军”；“中国士兵”的插图消
失，换上的是名为“占领南京的日
本军”的插图!图 '"。在这幅插图
中，日本士兵在城内整齐列队，日
军将领骑着高头大马检阅部队，一
幅庄严肃穆的氛围，而南京城内外
建筑被摧毁、民众被屠杀的情景则
完全无法在图中得以体现。
而在 &$$%年版教科书中，此前

被连续使用、但名称有所改动的日
本兵踩着城墙废墟行军的插图也被
弃用，“占领南京的日本军”这幅将
领检阅士兵的插图仍被留用，还在
其旁边加上了两幅新的插图。其一
是“移居满洲的人们”，画面为正在
中国东北开垦农地的日本移民，其
二是“陷入不景气”，画面显示许多
失业的日本人端着空碗排队等待施

粥!图 ("。这两幅插图正好配合了
正文对于侵华战争爆发的原因———
“满洲生命线”与“克服不景气”的解
释，以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
侵略寻找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教科书在描

述日本受到美军空袭以及原子弹爆
炸的情景时，却始终使用大篇幅文
字以及颇具冲击力的插图，极力塑
造出日本“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 年版《社会》使用了一幅
横跨两页篇幅的插图，描绘了东京
大空袭中一对母女在火海中奔跑逃
生的情景，思考题也仅为“国内因为
战争受到了怎样的损失”，而并未将
日本儿童引入对招致这种损害的根
本原因以及对侵略战争中中国受害
者的悲惨经历的调查与思考。

这种弱化“自我”（日本）对“他
者”（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伤害、
强化“他者”（美国）对“自我”（日本）
的伤害的描述方式，导致“加害”与
“被害”、“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逻
辑在教育中逐渐模糊，严重影响了当
代日本人对近代历史的正确认识。

狭隘!爱国心"未根除
回顾战后以来日本的教育，否

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
观始终存在；围绕历史观问题的较
量，在教育领域始终激烈进行。教科
书问题逐渐成为中日之间历史认识
冲突的标志性问题，并成为影响中
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敏感因素。
究其根源，既有日本战后民主

化改革不彻底、军国主义势力死灰
复燃、战前“皇国民”教育因素未完
全清算等历史原因，也有战后日本
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宣扬“大和民族
优秀论”、寻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政治
原因，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而
言，正是因为日本社会自近代以来
“脱亚论”的潜意识，以及伴随而生
的狭隘“爱国心”思维并未彻底根
除，从而导致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
蔑视和敌对态度始终没有全面修
正，保守势力歪曲侵略历史的做法
往往能够得到许多国民支持。
早在 !"#)年，思想家植村正久

针对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喧嚣的
“爱国心”，清醒地批判道：“爱国心
不仅仅为仰慕国家之古代，以其历
史之光荣为乐，以国家之屈辱为悲，
更是要记住国家逃避之责任，反省
其蹂躏人道之行为。”家永三郎更是
语重心长地说道：“只有感觉到自己
国家之罪过，进行国家层面的悔改，
才能够防止祖国再次陷入罪过之深
渊，使其迈向新生之路，这才是‘爱
国心’不可欠缺的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 &!世纪以

来，育鹏社、自由社为侵略战争翻案
而编的右翼教科书选用率不断上
升；安倍晋三强行修改《教育基本
法》，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旗“日之丸”
和国歌“君之代”的指导学习，并要
求文部科学省废除教科书检定基准
中的“近邻诸国条款”。与此同时，日
本人对于中国的亲近感下降到历史
低点，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不
容乐观。这些都为日本反省侵略战
争、向邻国人民真诚谢罪设置了巨
大的现实障碍。

! 图1：“木口小平”
! 图2：“大陆与我们”

! 图3：“攻入南京的日本军” ! 图4：“占领南京的日本军”

! 图5：“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士兵” ! 图6：“陷入不景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