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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环球讲坛聚焦日本 解析为何不愿谢罪根源%&'(

)*+,

新民环球讲坛
诚邀读者参与

! ! 国际风云关联你我他，环球讲
坛纵论天下事。由新民晚报社、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民
环球讲坛”自开讲以来，各界反响热
烈。讲坛通常安排在双休日下午 !

时至 "时，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主
讲，聚焦热点问题。
有兴趣参加的读者请将报名信

息发送电子邮箱 #$%&'()*+,-./$，
或拨打热线电话 0!1!2*++，同时欢
迎团队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本报将在国际新闻版刊发启事预告
下一期讲坛时间和地点，敬请垂注。

/讲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15日发表
“谈话”吸引了全球目光。之所以引发世界极大关注，
实际上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重大命题：即安倍政府
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将对日本的历史做出怎样
的交待？而这不仅关系到日本的现在和未来，也与地
区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人类的正义、国际法理等
价值理念密不可分。

然而，安倍的表现是让人们失望的。他作为日本
政府领导人的言行，愈发加深了萦绕中国人民心头的
一个疑问：战后都70年了，日本真诚地向受害国表示
道歉和谢罪怎么就这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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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张昶涛：日本社会 !向右

转"#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胡令远：日本社会整体右倾这样
一个发展趋势，在经济上对中国的
影响非常之大。日本社会右倾，关键
在安保方面。中曾根首相时期，日本
还只是想追求成为政治大国，能当
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可以
了。但现在不是这样，解禁集体自卫
权，放开武器研发、出售，对中国构
成了威胁，中国要花费非常大的外
交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而且是一个
长期任务。日本人做事往往做到极
致，美国有大战略思想，而日本是在
小处着手，防不胜防。一旦日本军队
动起来，和美国联起手来，中国要拿
出多少经济资源来应对，原来可以
用在经济建设的钱要拿去进行国防
建设。所以日本右倾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表面上看是投资少了，大项目
少了，实际上是占用了我们的资源。
日本是我们的战略风险，是一个棘
手的长期对手。

听众陶炳洪!第一#日本给人感

觉是彬彬有礼的民族# 但在二战中

对中国这么残忍# 日本的文化到底

是什么$ 第二#当年蒋介石为什么不

要日本的战争赔偿$ 是不是受了外

部压力$ 现在日本的 !"# %政府开

发援助&我们拿到了多少$

胡令远：第一，日本的文化反差
很大，这也是一个经常探讨的老问
题。一方面是彬彬有礼，一方面是残
忍无比，怎么来理解这样的反差？一
句话来说，还是岛国的风土使然。日
本当然是学习中国的文化与文明，

并将它转化为自身文化与文明的要
素。但不同点在于，中国是开放的，
而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特点就是
内向。就像一个自卑感强的人往往
自尊心也很强，在极端自卑时会做
出惊天之举，岛国平时虽然内向，但
一旦有发泄机会，会有超出常态的
表现，而战争就是这样的极端场合。

第二，蒋介石不要日本的战争赔
偿是在美国压力，或者美其名曰协
调下。日本的战争赔偿是美国主导
的，日本付出了最小代价，无论是实
物赔偿还是金钱赔偿。如果真正按
战争造成的损失来赔偿，日本根本
承担不起。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和冷
战的需要，不希望日本因为战争赔
偿进一步搞垮经济。美国自己带头，
把日本的战争赔偿压到最低。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迫于美国压力，
放弃了战争赔偿。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
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请求权，当时毛
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首先也是从
人道主义出发，认为中国人民近现
代以来已经深受赔偿之苦，不想再
让日本人民也受这样的苦，是以德
报怨。后来日本对华 345，暗含的意
义就是赔偿。大平正芳首相对中国
非常友好，从他开始通过 345变相
对中国有所赔偿。另一方面当时中
国改革开放之初，迫切需要资金，这
笔钱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不能用数额多少来
衡量。后来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也
提到日本当时对中国提供的支持令
中国难忘。

同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大国

建交，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后来飞速
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非常之大。当时
领导人还是高瞻远瞩的，先恢复邦
交，再大力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需
要美国和日本支持。如果拘泥于要
求日本赔偿，中日建交就谈不成，所
以现在对这个问题需要更加客观和
历史地看待。

听众李通信：在对侵略战争的态
度上#日本主流民意是什么情况$

胡令远：日本国民对战争当然也
是有责任的。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
国民都上街庆祝、劳军，支持战争。
所以现在中国的研究认为，日本国
民应该和国家共同承担对战争的责
任。然而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日本采
用二分法，即把大多数日本普通老
百姓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对
此应该怎么看？我认为，当年提出二
分法还是出于传统的统战思想。统
战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过程中起了
重要作用，团结大多数，最大程度分
化敌人。战后初期，为了弥合中日两
国因战争引发的包括民族仇恨在内
的各种矛盾，将日本国民一杆子打
倒显然不行。当时新中国面临西方
围堵，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如果和日
本建交，就能摆脱外交困境。所以对
日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早恢复
邦交，一切工作围绕这一中心展开，
为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族仇恨问
题，二分法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说日本为什么不谢罪，说的
是日本政府，至于日本普通国民，我
说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曾是日本
头号棒球选手的清原和博有个妹妹

在复旦大学留学，是我的师妹，我去
日本留学时到她家拜访，忽然有个
人对我跪下了，一看是她爷爷。她爷
爷对我说：你是中国人，我当年在上
海干过坏事，我要向你赔罪。还有我
为日本人做翻译时，也有人对我说：
我弟弟在你们中国干过很多坏事。所
以日本老百姓心里是清楚的，对中国
人是有歉意的。至于现在日本社会整
体右倾化，牵涉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争议等问题，比较复杂。

听众顾培德：安倍执政以来#为

摆脱日本战后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是要使日本称

雄亚洲#改造亚洲#脱离亚洲#并把

亚洲推向战争$

胡令远：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安
倍说得非常清楚，他要找回强大的日
本。他写了两本书，一本《美丽的日
本》，一本《强大的日本》，后一本其
实是对前一本的部分修改。书中说日
本要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真实用意就
是要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日
本有这样的想法，但能否实现是另一
回事，最大的阻碍在于中国。所以日
本要和美国联手制约中国，想让自己
当亚洲老大，所谓“日本应该有的地
位”。从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来看，
就是要在全球配合美国军事行动，成
为全球有影响的大国。日本在人口上
不是小国，人口密度决定了它必须向
海外发展，过去靠武力，现在靠经
济，将来则是经济与武力并重。日本
一方面地小人多，一方面自认为非常
优秀，其野心或者用安倍的话来说
“未来志向”很大。

乔伊据6月*0日讲坛提问整理
%观看视频录像请登录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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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令远现场回答听众提问

! 靖国神社 ! 日本民众参观靖国神社

! 日本议员 6月 *0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的祭品

公明党的作用
!安倍谈话"以暧昧模糊的态度

提及!道歉"等关键词#显然并不是

他本人的意愿#在这其中#公明党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安倍谈话"是以内阁决议

的方式发表的# 而内阁决议必须获

得全体一致通过# 每个内阁成员都

要签字'公明党作为执政伙伴#在内

阁中有一名成员# 即国土交通大臣

太田昭宏#因此可以起到牵制作用'

在日本众议院通过新的安保法

案后#公明党大失民心'因为公明党

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是池田大作#

池田和中国的关系# 和周总理的关

系#大家都知道非常友好'

公明党历来一直秉持和平发展

理念#现在却和自民党联手#支持新

安保法案# 它的行动背弃了原先坚

守的信念# 在日本民众心目中 !身

价"大跌'因此公明党这次一定要在

战后 +,周年讲话这个问题上制约

一下安倍'

"内压#的因素
!安倍谈话"呈现如今的面貌#

日本国内!内压"的因素不可小看'

日本媒体称安倍的一系列行动

为!暴走"#也就是独断专行'安倍内

阁现在的支持率是 -,.出头一点#

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 如果支持率

跌到 -,.以下# 就进入一个危险区

域#如果跌到 /,.以下#那么党内其

他势力就要来向你挑战了'

所以安倍现在有比较大的压

力# 况且目前参议院审议新的安保

法案正进入关键阶段# 这个时期他

如果不做一点让步# 导致支持率继

续下跌的话#他就危险了'

所以在这样的!内压"下#原来

我们猜测!安倍谈话"会比较多地讲

所谓的!未来志向"#就是日本将对

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和平贡献等

等# 现在看来这部分比预测的要少

三分之二'

转变的时机
为什么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

从上世纪 0,年代后开始凸显$ 例

如# 教科书问题是日本 120/年把

!侵略" 中国改成 !进入" 开始的'

1203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以公职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战后通过发展# 到上世纪

0,年代这个节点上#经济跃居世界

第二'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野心膨

胀#它觉得应该走出战后#应该从经

济大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强

国' 中曾根曾提出一个大口号#要

!战后总决算"#政治上要进行清算'

清算什么$ 就是日本要摘掉战败国

的帽子#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正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美国的纠结
对于中日历史问题# 在利益和

道义之间#美国一直想平衡#但又平

衡不了'因为二战之后#美国一直主

导世界#作为!世界警察"#又要同时

做一个!道德典范"#这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 美国并不支持安倍

的历史观# 但它还是把对现实利益

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比如#战后美国

对日本的改造# 由于朝鲜战争的到

来戛然而止# 未能从组织上思想上

肃清军国主义影响# 让岸信介这些

人遗毒后世#是美国的责任'

美国不肯牺牲自己的利益#有

其全球战略的考量' 随着中国的崛

起# 现在有人形容中美之间是一场

!温战"# 美国对日本的诉求和依赖

感#越来越强' 麦芒 整理

“皇国史观”未彻底清算
美为自身利益蓄意纵容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胡令远

! ! ! !如果梳理一下战后中日关系发展
过程的脉络，不难看出中日间的历史
问题，大多都有日本现实政治的浓重
阴影，是日本右翼政客将其作为政治
道具的策略伎俩。

军国主义阴魂未散
近代以来日本保守势力的共同特

点，是曲解日本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
文化传统，把其中的糟粕尊奉为精华，
逐渐形成“皇国”观念，并从中衍化出
大和民族是神国孕育的优秀民族，负
有解放和统治亚洲乃至世界的特殊使
命。实际上这种思想成为近代以来日
本对外扩张的“精神原点”和驱动力。
而战后对此并未彻底予以打碎和清
算，它还以各种方式盘踞于战后日本
保守政治家的脑海里，并通过世袭议
员的 475、靖国神社的象征载体等，
给年轻一代日本政客以深刻影响。
战后的日本虽然貌似建立了所谓

“民主体制”。但这种体制不是在清算
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特别是与此密切
相关的日本特殊“皇国史观”的前提下
形成的，特别是作为昭和军国主义象
征的裕仁天皇应该负的战争罪责没有
被追究，积极推行军国主义的多数战
犯其中包括像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
嫌疑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战
犯群体很快占据甚至主导了战后日本
政坛，如岸信介与其胞弟佐藤荣作主
政日本长达 *2年以上。
因此，“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

阴魂并没有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
而消失，而是经由右翼及保守政客的
牵引，重新附着在靖国神社这一载体
上，使其在战后再次成为日本“皇国史
观”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吸纳钵体。
这些长期主导战后日本政治的右

翼政客、保守政治家不仅把参拜靖国
神社作为一种“政治道具”使用，更重
要的是，参拜靖国神社也恰恰体现了
他们的“精神原点”，即其政治理念根
源之所自。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政
客代有其人，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由
个人到群体，由羞答遮掩到肆无忌惮。
此外，作为现任首相的安倍在公

众场合振臂高呼“天皇万岁”，日本前
首相森喜朗前几年公然宣称“日本是
神国”，战后日本最有影响的首相吉田
茂，把认为裕仁天皇对战争至少应负
道德责任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
诬蔑为“非国民”等。凡此种种，包括战
后一代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如安倍晋
三、麻生太郎等，一谈到日本的政治现
实，则表现出狂热的保守性。

综观战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不
难看出，在日本发生重大战略变化的

节点上，日本的保守政治家或右翼
政客，都会利用历史问题作为达到
政治目的工具，这逐渐成为他们的
惯用伎俩，由这些人主导的政府当
然不会道歉谢罪。

美国撑腰难逃其咎
如果说到日本为何不愿道歉的

最大外部条件，不言而喻是美国因
素。具体而言，也可以说是一场“冷
战”、两场“热战”和一场“温战”，构
成美国的对日战略的同时，也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到中日间的历史问
题，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道歉问题。

冷战的幽灵很快在二战结束后
降临了，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嫌疑
人，以及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因而被
整肃的各色人等，纷纷被解除处分。
这些人多为坚定的反共分子，符合美
国的胃口。他们弹冠相庆，重操旧业，
有的甚至爬上首相、外相宝座。这样一
来，如何定性那场战争就变得模糊起
来。既然如此，又何来道歉、谢罪之说
呢？因此，美国出于冷战需求对日本
战犯的“宽大处理”，难逃其咎。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
感受到日本作为后方基地，对于美
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
崛起后，美国觉得自己的霸权地位
受到潜在挑战，想方设法制衡中国。
有人描述现在的中美关系既不是
“冷战”，也不是“热战”，是处于两者
之间的所谓“温战”，用美国官方的
说法，就是所谓“亚太再平衡”。而平
衡中国的砝码，则非经济、科技力量
非凡的日本莫属。因此，对于中日间
的历史问题，美国的基本态度和做
法就是“乐见其成”，“渔翁得利”。

由于美国在战后如日中天的国
际地位，可以说从根本上消弱了国
际社会对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
上的外部压力，以至于连其主导的
“东京审判”都受到日本右翼的质
疑。同时，一向以“上帝的使者”自居
的美国，却为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利
益，对于日本右翼政客否定战争的
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
妇”问题的行径，采取或不闻不问、
或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使他们有
恃无恐，变本加厉。美国实行的这种
在道义、公理、良知方面的“精神绥

靖主义”，使罗斯福总统在二战中及
其对战后世界秩序安排构想中所树
立的美国道德形象，逐渐销蚀殆尽，
并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
日本真正要摆脱的，正是美国。

当然，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上，美国也并不是没有纠结。如在法
律上，美国曾实施禁止日本“慰安妇”
制度的设计者入境的“黑名单”，国会
也曾通过谴责“慰安妇”问题的决议，
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驻日大使
表示“失望”等。但是多集中在“慰安
妇”这一西方文化最难以接受的问题
上，而在历史问题上偶然表示的不
满，只是出于美日韩同盟体系的考虑
等复杂因素。

在美国的东亚地缘政治越来越
倚重日本的大趋势下，美国愈发成为
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负面因素，势必
使日本的谢罪问题愈加困难。善良的
人们应该更加坚定依靠自己的力量，
为人类的正义、公理而不懈努力的决
心和信念。

罪责主体暧昧不清
除了日本政客操弄历史问题，从

而成为日本不愿谢罪的政治障碍，以
及美国这一最大的外部消极因素外，
还存在诸多复杂原因。

首先是“内外两张皮”的问题，即
国际法与日本国内法的不一致因素。
对于侵略罪责的认定，一方面日本承
认《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即接受东
京国际军事法庭及其他国际军事法
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但另一方面，
日本的国内法没有相应的衔接。也即
国内法认定，他们并不是战犯。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日本厚生省
根据国内法，将包括乙、丙级战犯在
内的，在战争中的死伤者甄别认定为
“公务死”等，即中国的“因公殉职”、
“因公负伤”，因而享受“恩给法”，即
作为国家优抚对象，可以领取抚恤金
等。因此，早在 *182年以前，*222多
名乙、丙级战犯就经厚生省认定批
准，合祀于靖国神社。而 *"名甲级战
犯，则以“昭和殉难者”名义，于 *186

年合祀于靖国神社。所以，安倍一直
在强调，日本没有什么甲级战犯，东
京审判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既
然在法律这种权威意义上，日本没有

战犯，那么，还道什么歉呢。
一开始，这样的言论也只好在内

部说说，对外还是不敢公开，所谓内
外有别的“两张皮”。但到了上世纪 12

年代，即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以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
化，原来只能对内说的做的，则逐渐
公开化，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龃龉，一方面
使日本右翼分子有机可乘，另一方面
也使日本普通国民易受蒙蔽和感到
困惑。况且战死者众多，他们的遗属
数量可观，“遗族会”作为选举政治的
票田，一直得到执政的保守政党自民
党的特别优遇，就更加增添了问题的
复杂性。

日本右翼政客一直称战死者为
“英灵”，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向他们
致敬；而且，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
是得益于这些“英灵”的牺牲。在这完
全不成逻辑的话语背后，实际上包含
有，如果不来参拜，将来日本一旦“有
事”，那么谁还肯为国捐躯呢？日本的
战争动员将无法进行。而这在日本国
内政治上，是颇有蛊惑性的。

其次，经济赔偿的负担考量。虽
然“村山谈话”、“小泉谈话”、“河野谈
话”是官方谈话，但并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如果日本政府一旦以正式文件
表示谢罪的话，虽然中日间依据 *18!

年《联合声明》、*186年《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都放弃了政府间赔偿权，但
大量的民间赔偿处理起来会很棘手，
日本担心这会成为莫大的负担，所以
能推就推，能赖就赖。

另外，从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传
统上，存在着“二元政治”背景下的
“集体无责任意识”。即天皇是神或半
人半神，是不能直接管理世间俗务
的，因此日本历史上的天皇多数并无
实权。但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
中，天皇不仅是绝对的精神权威，同
时也是三军统帅，天皇有重大决策的
最终裁决权。战后，天皇没有被追责，
所以东条英机被判绞刑后，觉得自己
挺委屈的。

战争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
以上的情况造成似乎谁都有责任，但
似乎又都没有责任。这一罪责主体性
的暧昧之处，也是日本不愿谢罪的成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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