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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社会上的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文化人从极端民
族主义的右翼立场出发，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极力复活“皇国”史观，为侵略中国及亚洲
的历史翻案，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
视听，遂使右翼思潮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逆流。
     本书以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民间身份的日本当代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中国
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
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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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
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
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近十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文章100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书籍目录

序章 第一章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一、作为老
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两个紧箍咒  　三、“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  　四、“纵然失败
却是无悔  第二章　一本全面彻底的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书——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  　一
、中村粲其人  　二、写作宗旨：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  　三、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  　四、
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  　五、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  第三章　“皇国史观”的沉渣
泛起——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  　一、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  　二、《国民
的历史》畅销的背后  　三、与中华文化“绝缘”的“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  　四、对侵略历史
的全面美化  　五、惟我独尊的“皇国史观”的复活  第四章　“恶魔的思想”——渡部升一、谷泽永
一的右翼极端主义言论  　一、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  　二、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
”   　三、“谁把历史弄成这样?”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   　五、敬告韩国中
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第五章　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藤冈信胜所谓的“自由
主义史观”   　一、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二、“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   　三
、“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
结——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的“无法”的暴论   　一、“天皇教”的狂热信徒   　二、搬弄“国际法”为
侵略免罪   　三、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田中正
明的“虚构”与“总结”   　一、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   　二、所谓“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
论”   　三、《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   　四、“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的虚伪   第八
章　作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东中野修道等抹杀论者的猖獗   　一、铃木明的《南
京大屠杀之幻》   　二、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   　三、歆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   　四、
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了一种思潮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   　六、抹杀论者在
史实面前注定失败   第九章　“新傲慢主义”的新军国主义——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和
《战争论》   　一、右翼势力的“广告塔”   　二、鼓吹战争、美化侵略的《新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
》   　三、老调重弹、变本加厉的《战争论 》   　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鼓吹台独的《台湾论》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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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
京大屠杀。
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
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
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
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
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
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
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
“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
有触及”。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
根据已有的中13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
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
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人大海。
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
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
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
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
，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
(《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
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
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
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
“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
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
“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
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
规予以强制实施。
在此情况下，完全不必对“南京事件”特别发出所谓“钳口令”。
因为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中国人已经是家常便饭，南京大屠杀虽然数量巨大，在日本军部政府看来也
没有什么特别，不发特别的“钳口令”，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有了控制舆论和信息的全面的“钳口令”
。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五个证据”是“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说当时的日本记者没有谁看到
过南京大屠杀，并援引阿罗健一在1986年的《正论》杂志上发表的旧日军及其随军记者的访谈来证明
自己的结论。
最后还把自己也摆了进来，以“笔者所看到的南京”作为证据。
    田中正明的“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完全是欺世之谈。
“目击”到南京大屠杀、如今见诸于文字资料的，不知凡几。
例如，著名的东史郎先生不是目击者吗?然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分子对此一律采取不承认的蛮横态度
，并指这些目击者为“污蔑”，为“损害皇军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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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将目击者抹杀掉了，在田中正明眼里就“没有了目击者”。
同时，田中正明又搬出了阿罗健一在80年代对原侵华日军及随军记者的采访作为依据，说他们都“没
有看到屠杀”。
采访那些死不反省的侵华分子，让他们来作证明，则无异于作伪证，结果当然只能是“没看到大屠杀
”。
问题是，田中正明早在《虚构》一书中，就表示“后期资料”不可信。
这些对老兵的采访文章难道不是田中正明所说的那种“后期资料”吗?这前后的矛盾，说明了田中正明
“证据”到此处，仍然无法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只好顾头不顾尾了。
最后甚至把自己也拿出来作“见证人”，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拙劣伎俩而已。
    总之，田中正明是日本右翼分子中大屠杀抹杀派的代表。
他将其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注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
日军暴行的抹杀。
他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南京事件的总结》等书中，表现了一个抱着为侵略战争免罪、为战后
被处死的松井石根等战犯复仇的强烈冲动，显示了为掩盖罪行而不择手段的那种病态的顽固与执拗。
田中正明这种献身于“抹杀”事业的执著“精神”、他在实施其抹杀“作业”中所使用的手法、所寻
找的“空子”、所提出的论点、所下的判断，所做的“总结”，为后来的右翼抹杀论者们——如松村
俊夫、东中野修道、小林善纪等人——悉数继承，并“发扬光大”。
而且从抹杀论者的手段伎俩与“水平”上看，田中正明的后继者们，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田中
正明。
可以说，田中正明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
。
P.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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