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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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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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民网：www.xinmin.cn
责任编辑∶张 颖 A182015年8月21日 星期五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过去还未过去，追责有益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本报特派记者专访日本资深媒体人内藤康

! ! ! !在东京一见面，内藤康先生首先拿出一
份资料，上面有一个大标题：为什么再次公
开《检证战争责任》。这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
主流媒体《读卖新闻》为今年策划的系列报
道撰写的开篇词。

历史事实仍在讨论
《检证》一书，源自战后 !"年之际该报

长达一年的连载报道，主题为对日本战争责
任的调查。

该书 #""$年出版后在日本国内外引发
关注。尽管存有一些争议，但仍然被视为一
种迟到的“讨论”，更揭露了日本“从来没有
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
战争责任”。#%"&年该书在中国由新华出版
社出版，一度成为话题。

颇为令人玩味的则是，当年主导这一罕
见“反思”的竟是一家以保守立场闻名的日
本大报。

今天将 '"年前结集出版的内容再次公
开，《读卖新闻》的理由是，“又过了 (%年，在
围绕历史认识的讨论日趋激烈的今天，把
《检证战争责任》中的内容于网络上再次公
开，对于思考战后 &% 年是非常有益的素
材。”
愚蠢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日本是如何

走向战争的？
在内藤看来，在媒体层面对那场战争的

讨论，《读卖新闻》不是个例。“)*+制作了

慰安妇专题纪录片，共同社和另外几家大报
也纷纷推出自己的系列报道。”尽管讨论的
角度和观点各异，但他认为，这样的讨论本
身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这也给人一种印象：尽管日
本首相宣称要“面向未来”，在日本，“过去”
没有成为“过去”，仍然处于一个对历史事实
的“讨论期”并且日趋激烈。

反对战争还是主流
历史问题往往是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

原因。内藤曾专门就此撰文谈日中民间感情
的变化。
“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

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他指
出，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
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
困惑和厌倦。

在内藤看来，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
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反对国家领导
人参拜靖国神社，质疑那种“把策动并亲自
指挥了那场战争的人物，当作‘英灵’祭祀”
的做法。“因为正是他们驱使众多的青年走
向沙场，进而化国土为废墟，直至把日本推
向毁灭的边缘。”内藤反思，即使从日本人的
角度来看，也不容将其行为正当化，更不允
许日本领导人参拜。

如果说对战争历史的记忆是普通人朴

素反战思想的来源，是战后人的责任，那么
如何超越情感色彩、理性客观地看待日中关
系同样重要。

对于中国经常批评日本出现的右倾言
论，他认为，日本国内确实出现了某种保守
化的倾向，但那不是全部，更不意味着日本
将重回军国主义时代。
“因为现在的日本人，没有人愿意走上

战场。战争是国民不允许的。此外，和平宪法
也不允许战争。”在他看来，那些媒体的不当
言论恐怕与媒体商业化问题有关。
“现在一些右翼媒体认为，只要反对中

国反对韩国就有市场。”内藤说，希望邻国同
时看到，日本也有比较严肃地反思战争的媒
体文章。他认为，大部分日本媒体人依然有
这样的“良心”。

建立个人友好关系
日中两国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

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值得探索。
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观察者，内藤在很

多篇文章中都指出，日中两国已然筑就了
“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紧密关系，已不可
能也不应该从这条路上后退。日中两国虽有
矛盾，但共同利益无疑更大、更现实。

他认为，有必要为经常挂在嘴边的“日
中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应该共同
摸索一套顺应时代变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
新的价值体系。”
“就民间层次而言，中日国民应该通过

建立更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与
沟通，来超越抽象而生硬的‘日本人’与‘中
国人’的概念化形象，就像鲁迅与藤野先
生。”内藤认为，有个牵挂的对象，在行动上
便会顾及到彼此的感情。日中之间需维持的
最低限度的共识是意识到彼此互为邻国。
“无论对对方有多么不满意，也无法选择远
离。而对话的道路越广，就越会在意识上自
觉把对方视为对等、重要的邻人。”

“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
人在逐渐离去。”日本资深媒
体人内藤康说。

对大部分生于战后的日
本国民来说，自己并没有直
接参加侵略战争，也没有战
争体验。但内藤康强调，“作
为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我
们仍然需要保持对战争的记
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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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听别人的二战叙事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本报记者专访在中国创业的德国人法比安
! ! ! !“听一听别的国家讲述我们的历史，这
很有必要。”经济史专业出身的法比安·冯·
海姆伯格来自慕尼黑，如今在中国创业。

讲述历史不能自说自话
法比安酷爱历史。在他看来，历史

（*,-./01）毕竟是“他的（*,-）故事（2./01）”，不
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可能讲出完全不一样
的历史，因此讲述历史不能满足于自说自
话。对待二战历史更应如此。
“有种很有名的说法，历史是由胜者写

就的。”法比安认为，任何战争总是有胜负双
方。“从德国人的角度来说，历史已经很清
楚，正如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屠杀犹太人
的行动是可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
的德国人犯下了很多错。”

他说，除了希特勒的发家史等内容外，
教科书不仅讲述了德国人口中的二战故事，
也穿插了战胜国一方的二战叙述。“不同的
国家关于这场战争都会有不同的叙述……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仅要从德国的视角，还
要从法国、波兰、犹太人的视角了解这段历
史。”法比安认为，让学生了解在战时别国为
何要做出某些决策、了解它们的立场是好
事，也十分必要。

在法比安看来，希特勒的许多讲话的确
极具煽动性，但他其实是企图借极端民族主
义情绪来转移国内矛盾。“这也是许多政府
的惯常做法，通过塑造一个敌人来更好地管
理本国国民。而在二战中，这个被塑造出来
的敌人就是犹太人。”

历史并非单一角度解读
战后，为了改善与犹太人以及邻国的关

系，德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法比安说，德法
这对“百年冤家”在战后的和解，乃至在当今
欧盟中紧密携手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
说明和解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二战还是给
人们留下了些许阴影。

“一个国家可能过去是很强大，但在未
来不一定。”法比安拿拥有辉煌历史的意大
利与希腊打起了比方，“看看他们现在。也许
未来他们会像过去一样辉煌，但也未必一定
如此。德国现在的发展是很好，但未来怎样
很难说。”

他认为，历史不会告诉人们未来会发生
什么，所以单单凭着一国在历史上的所作所
为来断定它在未来的角色是好是坏没有道
理。
“二三十年前的欧洲，尤其是年长的人

可能会对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
到害怕，因为他们会联想到过去。但这么多
年过去了，我不认为人们还会对德国抱有疑
虑。人们不用担心德国会在未来用武力再次
占领欧洲。”

钻研历史的法比安始终强调，历史是多
面的，并非单一角度的解读能够完整展现
的。“我认为没有完全正确或错误的历史叙
述。当然，对于某些问题的结论是无可争议
的，比如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
了大量犹太人，那是德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

来的最残忍的一面。但别的国家就没有残忍
的一面？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对吗？”

遗忘历史就会重犯错误
法比安认为，&%年过去了，自己这一代

年轻人与战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不
应为二战感到内疚。看看世界上这么多国
家，发生了那么多残酷的战争。你究竟选择
为哪场战争而内疚？是 (%年前的，$%年前
的，还是 ($%年前的？”

法比安认为，最好的方法不是让后人感
到内疚，或因前人所做的事而感觉糟糕，而
是应当让他们牢牢记住二战历史。“如果不
当心、不提防，遗忘了历史，这些残忍、残酷
的一面也许还会回来。”
法比安说：“如今，爱国主义情绪已经

要比二三十年前，或者说战争爆发以前冷
静得多。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极
端民族主义情绪盛极一时，人人都认为自
己的国家是最棒的，有权指挥别国该怎么
做。”
“纳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本

质上是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如果只是爱自
己的国家，那当然没有问题。”法比安说，如
果上升到觉得自己的国家就是比别国好，
非要他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这样的民族
主义情绪就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它不仅
仅在德国存在，在法国等其他国家都存在，
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 德国总统高克（左）、大屠杀幸存者（中）和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走访二战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