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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但是日
本的“历史问题”迟迟没有成为历
史。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日本政府在
战争认识上以持续“暧昧”的态度，
拒绝承认战争责任，从而使中韩等
受害国人民难以抚平心中的伤痛。
这也成了东亚地区和平的隐患。

意见表达惯常!暧昧"

日语“暧昧”是日本人表达习惯
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人是世界上
使用暧昧表达最多的民族，主要体
现在以委婉、含蓄的语言表达代替
直接吐露心声。日本人在说话或写
文章时，经常使用让人听起来模棱
两可、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凡是学
过日语或和日本人有过交往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关于“暧昧”一词，《现代汉语词

典》（商务印书馆 !&#!年第 '版）的
解释是：“#(（态度、用意）含糊；不明
朗。!(（行为）不光明正大；不可告
人。”
日本人说话喜欢采用不明确的

词语和非直率的表达方式，使表达
含糊而朦胧。特别是在表示时间、数
量范围和情绪感觉方面，暧昧、不明
确的词汇很多。比如在日语句尾表
达上，日本人经常采用含糊不清或
半吞半咽的“可能”“好像”“说不定”
等委婉词汇，使整个语言表达暧昧
模糊。
表面上看，这种表达方式避免

了会话空气的生硬紧张和把自己武
断判定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对方，可
以使双方在不断的意思确认和妥协
中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目标，其实
却由于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矛盾冲
突而令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暧
昧”的表达不表明没有自己的主张
和观点，“暧昧”的沟通只是掩盖了
真实想法和意图，延缓了矛盾冲突
的爆发。

日语中随处可见的“暧昧”表
达，是大和民族“暧昧”文化个性及
其生活伦理的反映。导致这一“暧
昧”文化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自然
条件”、“宗教文化”和来自“大陆文
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日本是一个狭
窄的岛国，虽气候温和，但资源相对
匮乏，早期的居民大多是从东南亚
等地经历种种磨难来到这里。日本
常常发生地震海啸台风之类的自然
灾害，需要大家团结协助共渡难关。
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日本人为了能
够保持平稳生活，在处理人际关系
时尽量使用暧昧模糊的语言，不明
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轻易得罪人，
不愿与外界发生冲突，不给对方添
麻烦，为自己留有余地。另外，日本
人崇尚佛教禅宗思想，认为暧昧模
糊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美，凡事不用
表达太清楚。
日语中“模糊表达、避免断定”，

“随声附和、一词多义”，“运用省略、
委婉拒绝”等诸如此类的暧昧表达
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条件语，但实际
上也可称之为一种危险语。这种表
达方式令不谙东洋文化的外国人倍
感困惑，不仅难以理解，而且经常造
成不必要的麻烦。

!暧昧"论调模糊历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肆推行

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野心勃勃，发
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
及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大肆攫取邻国资源财富，给周边国
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日本国
民在充当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同时，
也吞食了战争的苦果。

二战结束 %&年，围绕“战争责
任”的认识，最近日本舆论基于各自
立场和角度，明显出现了两种倾向，
反映了日本社会整体对待二战历史
的暧昧态度。
《朝日新闻》发表长篇社论《勿

忘前事———日本人与战后 %&年》，
抨击安倍的右倾姿态，呼吁日本社
会正视历史。社论指出，在告别战争
%&年后的今日，战争亲历者渐次离
开人世，而近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
思潮却悄然抬头。如果日本继续一
意孤行地拒绝承认战争责任，则战
后 %&年苦心经营所赢得的信任将
被损坏殆尽。
《日本时报》指出，日本正走在

战败后的复兴之路上，现在却走到
了十字路口。假如自民党在 !&#'年
参院选举中再次胜出，安倍必将加
速修宪步伐，推动日本脱离战后的
各种束缚。日本民众应当密切留意
安倍的一举一动，为有关对策做好
准备，因为民众在该问题上拥有最
终发言权。
《读卖新闻》的文章则从根本上

回避了关于二战责任的问题，而把
重点放在了讨论走过战后 %&年、创
造了经济奇迹并成为民主国家的日
本，今后应如何维持和平与繁荣，成
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产经新闻》通过登载“历史战”

系列文章大放厥词，否定南京大屠
杀和慰安妇等，进而否定日本的战
争责任。

!&#)年 *月，安倍在参议院预
算委员会上称，“‘侵略’的定义在学
术界或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在国与
国的关系中，从不同角度看这一问
题的结论也不同”。在 $月国会答辩
中他又就这番发言辩解称，“虽然联
大通过了对‘侵略’定义的决议，但
那只是安理会为了判断侵略行为而
当作参考的”，“针对侵略的定义，虽
然学术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但
并未最终确定”。!&#*年 '月，针对
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
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重新调查
“河野谈话”的报告，表示对“河野谈
话”的事实基础持怀疑态度。最近安
倍又把“慰安妇”问题模糊为“人口
贩卖”，采取“历史障眼法”的“暧昧”
论调来否认历史的行径，完全是罔
顾历史事实。安倍等政客在面对二
战结果和“战争责任”时依然抱着模
糊的态度，利用日语惯常的“暧昧”
来否定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引起
了曾经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
的愤怒。

联大对!侵略"有定义
日本侵略历史铁证如山，二战

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是在制止侵略的
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在国际法上对

侵略已有界定。《开罗宣言》、《波茨
坦公告》及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
是“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宣告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标志性
国际法律文件。#+%* 年 #! 月 #*

日，联大通过了《侵略定义》，把“侵
略”明确定义为：“侵略是指一个国
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
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
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当时的日
本政府对这一决议表示赞成。
日本领导人也曾承认其侵略历

史。#++$年 ,月 #$日日本战败 $&

周年之际，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著名
的“村山谈话”。他在那次谈话中明
确表示：“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因
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
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并通过殖民统
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
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
为了避免将来再犯错误，愿谦虚地
对待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再
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村山
之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均坚持“村山
谈话”，这实际已成为日方在历史问
题上的正式立场。
安倍上任以来，却多次对包括

东京审判、慰安妇等已盖棺论定的
历史问题表示质疑，扬言要重新审
视“村山谈话”，并希望在今年就历
史问题发表“与 !#世纪相称的”、
“面向未来的”新谈话。

上述动向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人们对安倍究竟要把日本这
个国家引向何方深感不安。

!暧昧"阻断历史记忆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

一面用“暧昧”来抵赖战争罪行，一
面试图加快军备建设、修改和平宪
法。安倍在《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
如此解释其“历史观”：“所谓历史，
是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划分的……
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
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
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
主义的精神。”

正是这种错误的政治理念和
“历史观”诱发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
的蔓延。“网络右翼”的言论更是对
舆情升温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影响
日本舆情“向右转”的主要因素包括

以“焦虑”、“迷茫”为主要表现的社
会思潮和错误历史教育对日本青少
年历史观形成所造成的误导。调查
显示，日本人已逐渐淡忘二战，尤其
是年轻人。
有日本媒体忧虑地指出，在安

倍首相等右翼政客不断模糊战争的
诱导下，日本已出现对二战历史记
忆的断代现象。《朝日新闻》!&&'年
$ 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受
访者不知道东京审判的内容，在
!&-)&岁年龄层中，只有十分之一
的人回答知道东京审判内容，更有
.%!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回事。

法新社记者菲利普斯·阿格雷
特认为，与清算纳粹德国的纽伦堡
审判不同，东京审判只追究与发动
战争相关的个体责任，日本民族作
为一个整体，迟迟未能彻底接受“集
体责任”。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栗谷健太郎

也认为，“日本人没能像德国人那样
严肃追问自己的战争罪行，后果就
是，日本没有就战争犯罪和责任形
成民族共识。”因此，在错误和不完
整的历史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
人很难正确认识历史。正如一些学
者指出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加害
者责任的暧昧化造成了只以为自己
是牺牲者、受害者的国民心理；而作
为对近邻各国的加害者，虽然有逃
脱不了的重责，但正视它的态度受
到了弱化，现在必须要考虑如何把
战争记忆传递下去了。”

利用!暧昧"推卸责任
战后 %&年，日本的战争认识仍

暧昧徘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后
至今，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
讨论从未中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
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
守派和右翼分子的顽固否认。
井上清等反战文化人士曾愤怒

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提出
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对日本人
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
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是站

在受害者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的，
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接受了美国宣
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
己受到了军部的“欺骗”，是这场战
争的“受害者”。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的日本民众，更多地关注提高自己
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战争责任
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内心
深处的潜流。
上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

国际格局的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
裂和民粹主义抬头，对战争加害者
责任的认识程度有越来越“暧昧”、
倒退的迹象。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
认识千差万别，战后出生的日本人
认为父辈的那场战争与自己完全
“无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徐志民
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
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
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
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
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
徊，是日本社会未能理清战争责任
的结果，也是日本社会未能就战争
责任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
识的结果。而日本传统的暧昧文化
也为战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
思潮提供了土壤。
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客利用这

种“暧昧”作为推卸“战争责任”不光
彩行为的保护色，其“暧昧”的相关
言行被深受战争苦难的亚洲国家人
民斥为逃避战争责任的“虚伪”和
“狡猾”。

在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
颁奖仪式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
说。大江健三郎对近代以后日本的
历史进程，对日本的暧昧文化作了
深刻的反思。他说：“把国家和国人
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
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
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
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
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
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
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
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
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
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
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
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
地。”
《每日新闻》!&#*年 ##月 )日

报道了对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专
访。村上春树分析说，作为战败国国
民，不少日本民众把自己视为受害
者，而无视自己侵略者的身份，这一
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日本
这样的“暧昧”态度不仅体现于对待
历史，也体现于现实。以福岛核电站
事故为例，没有人认真追究辐射泄
漏的人为责任，政府选择把一切归
咎于不可控的自然灾害。
历史是一面镜子。日本右翼势

力妄图模糊“战争责任”，以“暧昧”
来否认历史，塑造所谓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以挑战公理正义，
毁坏对和平的热爱，来培养国民的
国家认同感，所带来的只能是灾祸。
德国对二战的认识告诉人们，反省
历史可以赢得国际尊重。对日本来
说，要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接纳的
正常国家，就是要明确地正面承认
罪责、深刻反省历史并承担起“战争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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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新民网：www.xinmin.cn 责任编辑∶齐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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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偷天换日 孙绍波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