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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前历史教育及其遗毒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臧佩红

! ! ! ! !"#$年 %月 &日，日本政府公
布了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检定结
果。其中，东京书籍、自由社有关南
京大屠杀的记述再次出现倒退。那
么，日本为何不断抹杀对外侵略的
历史，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何
在？鉴往知来，考察日本近代以来的
历史教育问题，或可得出答案。

近代初期的定位
近代之初，日本政要便极为重

视历史教育，对其做了如下定位：
!"培养!忠君爱国"的手段

'()* 年，明治天皇在《教学圣
旨》中明确要求小学教育“揭古今忠
臣、义士、孝子、节妇”以培养“忠孝
之大义”，时任太政官参议、法制局
长的伊藤博文就此回应称：“政府唯
应深刻留意，历史、文学、习惯、语言
乃组成国体之元素，宜应爱护之，不
可混乱之、残破之。”也就是说，日本
最高首脑将“历史”定位为“忠孝”、
“国体”的首要元素。随后，日本文部
省便予以贯彻实施，如 '(('年规定
小学“知晓教授本邦历史之宗旨，培
养学生尊王爱国之志气”，'((& 年
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检定标准为“使
学生了解本邦国体之大要”、“奋起
忠君爱国之志气”，'(*+ 年要求
“（小学）尤应发扬尊王爱国之志气
……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历
史及日常必须之事为素材……”

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强调“忠君
爱国”？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
#((*年）在给政府的建议中写道：
“盖国民笃忠君爱国之气……则精
神所向、万派一注，可耐久忍难，同
心协力，以兴事业……庶几将忠君
爱国之意普及于全国……必多益于
巩固国本、维持国势。”换言之，早在
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便将历史教
育视为统合国民、巩固国本的手段。
#"发动对外战争的工具

#(*+年 -月，时任首相山县有
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提出：“我国
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保护上
述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
兵备，二曰教育……国之强弱，须以
国民忠爱之风为元质……观欧洲各
国，通过普通教育，根据其国语、其
国家之历史及其他教学方法，在智
力发展之初熏陶爱国之念，使之油
然而成第二天性……国家之成为国
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质。”所谓“保护
利益线”即侵占朝鲜，山县的逻辑即
是：要占领朝鲜，须以“国家之历史”
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念”，历史教育
开始被纳入对外侵略的轨道。
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国民的“爱

国之念”、巩固国家发展，这固然无
可厚非，但将其视为对外侵略的工
具，便是非正义的。

战前三大特征
日本政府在战前推行的历史教

育，突出表现出了“神国主义”、“皇
国主义”、“军国主义”三大特征。
!"!神国主义"特征

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中充斥着
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首先，宣称日本是神国。日本文

部省 #()!年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
书《史略》开篇即列出 #+位“神皇”，

其中第一代神“先于天地而生……
主宰万物”，伊奘诺神、伊奘冉神“生
大八洲国及其诸岛、诸神，又生天照
大神”，天照大神之孙“受封神敕
……遂自天降于日向高千穗峰”。
#*+-年至 #*#*年使用的国定小学
历史教科书均从“天照大神”开始记
述日本历史，#*%-年的国定国民学
校历史教科书第一课标题即为“神
国”，开篇记述了神生日本八岛的内
容，意在强调日本国土乃“神生”。
其次，称天皇为“现御神”。上述

《史略》中记载第一代“人皇”神武天
皇为最后一代“神皇”之子，历代传
承，及至第 #!!代明治天皇。#*%+年
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卷首刊登
了天照大神将日本国敕封给“天孙”
的“神敕”全文，意在将“皇祖”与“神”
之间的联系具象化，并称“我国民仰
天皇为现御神”。
另外，还渲染对外征战之“神

佑”。在战前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
科书中，#*!+年新增加了“神武天
皇东征”时“金鸡”突现、吓退敌兵的
神话；关于元朝攻打日本的历史，
#*-$年开始将“大风骤起”改为“神
风骤起”，#*%- 年更以“神风”为大
标题，称“大日本乃神国……能安度
此等大难，唯神国使然。”

日本政府勾勒的“神国”历史情
境为：日本国乃“神国”，故自古负有
对外征战的神圣使命；天皇为“现人
神”，故为天皇战死也将变成神；日本
自古对外用兵即有“神佑”，故对中国
及英美等开战必将获胜。如此“神国
主义”的历史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
养国民对内服从专制统治的自发意
识、对外积极为国献身的自觉精神。
#"!皇国主义"特征

战前的历史教育以“皇国”为根
本宗旨，并以天皇为中心内容。
首先，规定历史教育的最终目

的是“皇国”。#(*+年《教育敕语》规
定教育的最终目的为“扶翼天壤无
穷之皇运”，历史教育随后予以贯彻
实施，要求小学历史课“让学生知晓
本邦国体之大要”（#(*#年），师范
学校历史课要“振奋尊王爱国之志
气”（#(*!年），中学历史课要“明国
体特异之所以”（#*+#年），所谓“国
体”即“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进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年规定国民学校“国史”课的宗旨为
“自觉皇国之历史使命……知晓肇
国之宏远、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
鸿业……皇国发展之史迹”，#*%-
年将中学“国史”课改称“皇国”，其
宗旨为“明确皇国之主体立场……
感受皇国之大生命……涵养以皇国
为主体的新文化创造精神”。
其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皇

国”内容。前述《史略》第一册“皇国”
的全部内容为历代“神皇”及“人皇”
的名称、血统、在位年代、主要治绩，
且“要求幼童背诵”。#*+-年国定小
学历史教科书中，日本古代史以
“皇”为标题者占 %$.。另外，#*+-
年至 #*%$年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
教科书中，均附有天皇世系的“御历
代表”，“年表”也以天皇为序。
日本政府如此强调“皇国”，旨

在以“天皇”的名义统合国民，使其
听命并服务于专制权力。

$"!军国主义"特征

战前历史教育还大量涉及日本
自古以来的对外战争，军事色彩浓厚。

首先，包含大量有关战争的内
容。《史略》便记载了神武天皇“东
征”、神功皇后“伐三韩”、丰臣秀吉
“伐朝鲜”等日本古代对外征伐的内
容。#*+-年至 #*#*年的国定小学历
史教科书均将“神武天皇”、“神功皇
后”、“元寇”、“丰臣秀吉”、“台湾征
伐”、“甲午战争”等列为各课大标题。
#*!+年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大幅增
加了“神武天皇东征图”、“虾夷征伐
要图”、“甲午战争要图”、“日俄战争
要图”、“大山岩大将进入奉天城”、
“欧洲大战地图”、“我机袭击青岛无
线电站”等近 !+幅战争插图。日本政
府 #*%-年开始要求中学历史课讲授
“大东亚战争与皇国使命”等内容。

其次，贼喊捉贼，掩盖日本对外
战争的侵略性质。在 #*+- 年至
#*%$ 年间使用的历次国定小学历
史教科书中，有关侵华战争，记述甲
午战争时称“日本军舰在丰岛冲遭
到清舰炮击，遂开战端”，“九一八事
变”的起因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
洲铁路，我国不得已而出兵”，“卢沟
桥事变”缘于“中国士兵在北京附近
的卢沟桥向正在演习的我军开枪”；
将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记述为“与
满洲国之亲善”；对太平洋战争的记
述为：“从 %++年前开始，葡萄牙、西
班牙、荷兰、英国、俄国、美国频繁地
侵蚀东亚。我国早已看透其野心，固
守本国，激励亚洲各国，致力于驱逐
欧美势力”。总之，对日本近代以来挑
起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或强调其
虚假的被迫性，或美化其亲善性、解
放性，对“侵略”只字不提。

上述“军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诱使日本国民踊跃投身对外侵略战
争，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战后四大遗毒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于

#*%$年 #!月下令停止教授日本历
史课，直到 #*%&年 #+月才允许重
开。新开设的历史课中不再涉及皇
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也不再教
授神话传说。然而，上述改革是在占

领当局的压力下进行的，一旦被占
领状态结束，日本政府便在历史教
育问题上复趋保守，直至今日。
!"重新强调!爱国心"

日本战后曾发生过三次历史教
科书事件（#*$$ 年、#*(! 年、!++#
年），每次事件发生前，日本政府均特
别强调要以历史教育加强“爱国心”。

#*$!年，时任首相吉田茂公开
指出：“日本的重新武装……须从精
神与物质两方面计议。在精神方面，
我国的教育并未讲授日本历史与地
理，因而无法培养爱国心。只有向青
年彻底讲授日本历史冠于万国、日本
国土世界最美，方能培养爱国心。”
#*(+年，自民党议员三塚博在众议
院批判中学教科书中没有记述“爱国
心”，指出“爱国”是“国家存立的基
础”。#**(年，文部省新规定中小学
历史教育的首要目标分别为“培养热
爱祖国的心情”、“加深对我国历史的
热爱”，该项规定沿用至今。日本政
府强调“爱国心”本无可厚非，但若
建立在下述抹杀侵略史实、纳入神
话内容、加强天皇存在的基础之上，
便是非客观、反科学、不民主的。
#"淡化对外侵略史实

首先是禁用“侵略”表述。#*$$

年，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便禁止
使用“侵略”。#*(!年，文部省再次
明确表示禁止使用“侵略”一词，要
求历史教科书将“侵略华北”改为
“进出华北”，将“对中国的全面侵
略”改为“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在现
行的 )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唯有
东京书籍版列有小标题“日本之中
国侵略”（但正文内无“侵略”字样），
帝国书院版记有“日军也从中国南
部侵攻，占领了上海及当时的首都
南京”，清水书院版记述为“巩固了
满洲国之实质统治的日本，此后试
图侵略华北”，其余 %种版本在记述
侵华战争史时均无“侵略”表述。

其次是模糊南京大屠杀问题。
文部省 #*(!年批准的历史教科书
中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为“遭到
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损失也
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昂，杀害了众
多中国军人及平民”。现行的 )种中
学历史教科书中均不同程度地记载

了南京大屠杀（$种表述为“南京事
件”，另外 !种分别为“南京虐杀事
件”、“南京大虐杀”）。其中，东京书
籍版还以注释形式记述为“该事件
被国际社会批判为南京大屠杀，但
日本国民并不知情，战后的东京审
判将其判明”；自由社版仅以侧注形
式记述为：“占领南京时，由于日本
军的缘故，中国军民中出现了多数
死伤者（南京事件）”。但日本政府
!+#$年 %月新批准的教科书中，东
京书籍版删除了上述注释，自由社
版删除了相关侧注、全书不再言及
南京大屠杀。
$"重新教授神话

日本政府明确要求小学历史教
学讲述神话。《朝日新闻》（#*)+年 $

月 !#日）曾报道称：“明年春天，战
前国史的主角———天照大神———将
再次出现在小学新历史教科书中
……社会科历史教科书中将简要地
记述‘天孙降临’、‘神武天皇东征’
等建国神话。”继而，针对小学 &年
级的历史教学，日本政府 #*))年要
求“使学生关心有关国家形成的神
话、传承”，#*(*年以后至今均要求
“关于神话与传承，从古事记、日本
书纪、风土记中选择适当的内容”。
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记

述了神话传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
会”编写、自由社 !+#!年出版的《新
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神话的记述多
达 %页，记述了“神生日本列岛八岛
（生国神话）”、天孙降临神话等，并
刊有历代列神的谱系图。虽然该书
在 !+##年度的选用率仅为 +/+&%.

（(-+册），但日本政府批准历史教
科书中记述神话本身便存在问题。
%"要求敬爱天皇

早在 '*&*年，文部省便要求小
学的历史教学中要注意加深对天皇
的敬爱。《朝日新闻》（'*)+年 $月
!' 日）报道称“‘庶民’居一隅———
天皇记述增加”。从 '*(*年开始，文
部省新规定小学 &年级历史教学的
内容包括：“关于天皇，选择儿童容
易理解的具体事项，如日本国宪法
规定的天皇之国事行为等，与历史
学习相联系，加深对天皇的理解与
热爱”，该项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日本政府推行历史教育

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爱国心”，为达
到此目的，或掩盖其对外侵略事实，
或以神话及天皇来渲染其特殊性，
或干脆将责任推给别国，这一逻辑
在战前、战后是通用的，只是程度不
同而已。总结出这一规律后，当我们
面对日本朝野矢口否认侵略历史
时，便会恍然大悟：如果日本政府承
认其对外战争的侵略性与残酷性，
还有哪个有良知的日本国民会支持
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呢？

习近平主席 %月 !!日会见日
本首相安倍时强调：“历史问题是事
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
题”。对日本而言，历史教育既是教育
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历史认识既是
国民意识问题，更是国际信义问题。
日本如果真想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吸
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就应该在历
史教科书上揭露真相、承认错误，使
年轻人分清美丑善恶，从而努力向
善，确保国家永远走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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