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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内容概要

此书通过对大量侵华日军的访谈，探讨日本民族心理中从战争“无罪”到有罪过程的转变，尤其重视
作为个体的人的罪感与反省意识之产生，是从另一个角度完善我们对侵略战争认识的重要材料。
“过度适应”、“洗脑的人生”、“淹没于集团中”，以及所谓“不得已而为之”等，都是作者野田
正彰先生所着重探讨的一些独特文化心理内容。日本人感情的僵硬，认识罪的能力，意识到罪所花的
时间，找回感情，最终成为能够感觉的人，是此书尤为重视的问题。
本书了介绍了两名在日本军队这个杀人、掠夺、强奸集团中保持了良知的人，通过对他们的调查和精
神分析，探讨当国家犯罪时个人是否可能拒绝作恶。另外还介绍了两位父辈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人，通
过他们的眼睛去捕捉上一代人的战争犯罪及其心理，告诉人们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人正确认识战争历
史、同受害国的年轻一代进行沟通的意义。
通过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这对于战后不令没有反省，而
且至今还在美化那场战争，美化日本军队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因此此书受到右翼势力
的攻击，作者野田正彰先生收到了许多匿名信，有人在信中威胁说“要让你当不成教授”。
1998年岩波书店出版此书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重印了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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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作者简介

野田正彰 评论家、关西学院大这教授，1944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1969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医学部精
神病理学专业。毕业后曾作为研修医师留在本校医学部附属医院，不久进入长滨红十字医院，成为精
神科医师。1980年开始任长滨红十字医院精神科主任。1987年就任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其间曾兼
任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也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进行过比较文化、精神医学的研究。
作为作家，他著有《计算机新人类研究》、《居丧之途》、《犯罪和精神医疗》、《灾害救援》、《
背后的思考》、《体会他人情感的力量》等涉及不同领域的诸多作品。其作品在日本多次获奖，1984
年获人文科学协会奖，1987年获第2届远距离通讯社会科学奖和第18届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1992年
获第14届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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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精彩短评

1、怎样才能从不伤害别人、不同别人竞争就难以度过人生的社会中逃脱呢？
2、日本人写历史很严谨.当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要由日本人来撰写,我只能感到无比的悲伤.
3、“过度适应”、“洗脑的人生”、“淹没于集团中”，以及所谓“不得已而为之”
4、和奸啊。
5、案例分析由于缺乏强大的逻辑思辨支撑，讲述地过于松散，说理性部分背后应当铺陈的资料也略
显单薄。似乎在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战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态度暧昧冷漠，而为数不多的一支反思罪
责呼吁和平的进步力量，其主心骨是战败后被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过的一千多名侵华日军。遗憾的是
，这个有意思的现象没有被作为问题提出（分析思想改造的技术和产生背景），而是直接作为一种应
然状态放在预设的位置，削弱了批判力度。作为一名中国读者，在拥抱政治正确性的同时，知性的饥
渴有待满足
6、青年时代，壮年时代，思想也好，野心也好，无论多么热烈，总会枯萎、安静。就连土屋也变成
了这么和善的老人。怎样才能从这个不伤害别人、不同他人竞争就难以度过人生的社会中逃脱呢？我
们能找到答案吗
7、长沙时期读的书，回家在书柜看到。
8、五星推荐。我手头的是四版四刷，哪位高人能透露本书目前的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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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精彩书评

1、被战后40-70年代电影作品迷住，不幸从中又看到自粉饰歪曲的日军描述，生气自己不应该单方表
示一种有受虐狂嫌疑的爱。就要跑开了，结果本书使有合理理由留下。虽然我是第一次看到，常规组
织作业流程是：任一个侵华的日军，都大多基本是一个程式化地拿一个中国人练刺刀，以过训练关的
杀人犯。任一个华北方面军的军医，大多基本是拿活人解剖过的常规训练者。即，他们服役的身份，
即意味着他们每一个都有参与过亲手的虐杀。他们比原已知道的，还要有罪。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
国家的罪恶，愿为之负起责任来。因为这个，我原谅他们。大规模的罪恶很少是因为执行者个人的邪
恶或偶然行为，而我们已经习惯了被转移视线。
2、本书第十五章名为“父亲的战争”，其研究主题与多年前我读过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多有相似处。《生而有罪》一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的另外一本著述《无可救药的德意志》我也读
过。不同的是，在本书里，作者野田正彰先生对战争参与者后人的关注乃至个案研究时间跨度更长。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在《生而有罪》等书中完成的，相当于横切下十余个纳粹子女的心理切片，放大后
仔细揣摩研究；而野田正彰先生的努力则是纵向跟踪一名战争参与者后人心理路线，伴随其曲折环绕
颠簸撕裂矛盾惶惑，一问究竟。一九八六年，父亲大泽雄吉患食道癌去世前一周，女儿仓桥绫子拿到
一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那时，大泽雄吉的肝硬化已非常危险，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的身体已骨瘦如
柴。大泽雄吉用没插输液针头的右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死了以后，把这个刻到墓
碑上，别忘了，拜托了！”一周后，七十一岁的大泽雄吉病逝。几年后，一直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的
仓桥绫子想起父亲的遗愿，去跟哥哥商量，遭到拒绝：“我不愿在家族墓地上刻上这样的东西。”这
样，父亲大泽雄吉的遗愿无法兑现，一再延宕。父亲希望刻到墓碑上的，是下面这段文字：“在旧军
队勤务十二年八个月。这期间有十年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中国的天津、北平、山西省
的临汾、运城、旧满洲的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行为不容辩解，真
诚地道歉。”这段文字对自我履历陈述清晰，虽无细节，可其概念、态度确凿无疑：自己参加的，就
是是“侵略”战争，而不是日本教科书中说的“进入”⋯⋯所以道歉，真诚地道歉。野田正彰跟踪研
究其女仓桥绫子的心路历程超过十年时间。在父亲去世后，每当闲暇来临，父亲留下的那张满是皱褶
的小纸片在她心里就显得愈发沉重。退职后，她一点点慢慢回忆父亲一生中的言谈举止，她一位位拜
访战时父亲的故交、亲人、熟人。拜访伯父时，仓桥绫子发现，同样的小纸片父亲临终前也给了自己
的兄弟一份。不在家族墓地上刻下父亲的遗愿的决定是伯父与她哥哥共同做出的。父亲去世四年后，
仓桥绫子将未能履约父亲遗愿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骚动写成了的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小李》，公开
发表；父亲去世八年后，仓桥绫子再次发表纪实色彩浓郁的作品《悲伤的河》，其开篇即以父亲大泽
雄吉临终嘱托写起；父亲去世十年后，仓桥绫子的哥哥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即仓桥绫子的侄子郑重向
姑姑承诺，他将实现爷爷的遗愿，将爷爷的生前嘱托——那段认错、道歉的文字——补刻到家族墓地
的石碑上去。这个长达十余年的委婉心路个案罕见而珍贵。作为后辈，在整个国家都否定曾经发生过
的侵略战争时，独自询问自己的父辈是否参加过不义之战并非易事。作为子女，仓桥绫子最开始没有
力量去倾听。在作为慈父的父亲与作为恶魔的父亲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中，她一直寝食难安惶惑不已，
可最终，她理解了父亲——这个过程是在逐步探寻、探究、探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后世代个
体逐步获取倾听历史的力量的过程。仓桥绫子的父亲在他的国家不想对侵略战争谢罪时，作为一个人
谢了罪，他用谢罪为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画上句号。而他的后代则在一个比想象的漫长更漫长的过程
中逐步接受事实。那是一个从无力面对无力倾听到敢于面对敢于倾听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这个心理认
知过程，他们才可能将那个所谓的“被迫参加战争”还原为“自己从事的战争”。2000年本书由广西
师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今年，该书改由昆仑出版社再版。2000年那一版印了5000册，其命运跟
今年公映的纪录片《南京》差不多。本书日文原版199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第一年即重印7次。先
入为主，我总觉得，这次重印将书名《战争罪责》变更为《战争与罪责》有点别扭。在我看，“战争
罪责”这四个字在作者野田正彰的阐述中，已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固定词组”：它是对“战后”（
灾后）当事人乃至后世代诸如“过度适应”、“洗脑人生”、“没于集团”等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
的一种总括性指代，甚至适用于多种由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后心理”认证、梳理、调整或重建。它是
一件关乎民族心理构建与不断修正的大事，也是一个民族不断成熟的一项必须有人肯做、会做的心理
工程。from: “孤岛客”http://blog.huangjiwei.com/?p=2021
3、非常感人的一本书，尤其那些战犯被唤回人性的过程十分动人。很多章节读来要落泪。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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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震撼人心的分标题是：不能把人逼到这种程度。
4、一位日本老编辑的郑重推荐。一并推荐的还有大冈升平的小说。希望两国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可以
更加深入。类似的图书能否针对年轻读者重新包装？配合一些比较有话题性的线下活动呢？对于战争
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少，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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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罪责》

章节试读

1、《战争与罪责》的笔记-第1页

        一些需要思索的问题：
战争动员原理和社团集群理论的对应。个人如何汇入群体，将个人言行的合理化交托于外在的权威（
代理人）。
中国有多少战争纪念馆？有多少和平纪念公园？
缺乏和平框架的历史教育
推动国家实体化的政治教育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意义，加深受害者意识？强化对日本的仇恨？还是作为一种信息载量来补充
贫乏的经验，至少植入这样一种意识，即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战利品（领土，石油，甚或是意识形态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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