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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日本战败日本战败7575周年周年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勿忘国耻
2020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5
周年。

对亚洲人民而言，
“8·15”是在历史记忆中
永远无法磨灭的特殊数
字。日本发起的侵略战
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仅中国就在
抗日战争中遭受了3500
万人员伤亡和6000亿美
元经济损失。

然而，随着“战后75
年”的到来，经历过那场
侵略战争的一代已成为
日本社会的少数人群，关
于侵略历史的社会性“共
同记忆”日渐疏远，日本
社会对战争的反思正在
被岁月“风化”。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
背叛。此间分析人士指
出，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日本只有选择正视和深
刻反省侵略历史，才能真
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 75 周年纪念
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

“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日本德仁天皇
参加仪式并在讲话中表示对过去的历史

“深刻反省”，祈祷战争灾难不再上演。
德仁天皇说：“回顾过去，在深刻

反省的基础上，深切祈祷战争灾祸不再
重演。”明仁天皇在2015年日本战败70
周年“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讲话中增
加了“深刻反省”字眼，并一直沿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日本“全国
战殁者追悼仪式”只有约 550 人参加，
规模仅相当于往年的十分之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当天的追
悼仪式。安倍在致辞中表示，“战争的

惨祸决不能重演”。但他并未提及对亚
洲国家的加害责任。

当天，安倍内阁中的环境大臣小泉
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冲
绳北方担当大臣卫藤晟一、总务大臣高
市早苗集体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
的靖国神社。这是2016年以来日本内阁
阁僚首次在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
也是2012年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参拜阁
僚人数最多的一次。

安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当天早
上通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高鸟修
一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这是
安倍连续八年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
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当天上午，
安倍还前往“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献
花。

日本德仁天皇表示深刻反省

最后一位留缅抗战老兵
荣誉“归队”

75年前，作为中国抗日远征军一
员，李光钿在缅甸密支那战场听到了
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投降。战争
结束了，但他却滞留在了缅甸，总以为

“再等等”就能回家，可这一等就是一
辈子。2020 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投降
75周年纪念日，李光钿也于当天凌晨
3时，在缅甸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
100岁。

李光钿于 1922 年出生于云南宣
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40年，读
中学的他听到了招兵消息，“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日本人都要打到云南
来了，为什么还读书？”于是，17 岁的
李光钿成为班里第一个毅然从戎的学
生。经训练考核后，他加入到中国远
征军 71 军，并随部队从永平调往怒
江，镇守怒江会人桥（即惠人桥），与日
军隔怒江对峙。之后，他们参与了攻
打松山阴登山、进攻龙陵县城等战斗。

李光钿家中的一个柜子里，放着
一枚用镜框装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2005年
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国驻缅甸大使
馆转交给他的，也是他最珍贵的荣誉。

8月15日，日本德仁天皇（图左）
参加“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并在讲话
中表示对过去的历史“深刻反省”，祈
祷战争灾难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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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场内，人们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图片

那些远去的抗战老兵

■相关链接

李光钿李光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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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责任的危险言行

每年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市和长
崎市都会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受新冠
疫情影响，今年参加人数减少。

为促使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
美军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
长崎投放原子弹。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
绘成二战特别是核爆的“受害者”，却鲜少
提及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背景。

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照例出席两地
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安倍在发言中说：

“75 年前原子弹将广岛、长崎化作一片废
墟，绝不能让广岛和长崎发生的悲剧和人们
因此遭受的痛苦重演。”然而，安倍对有关
日本被轰炸的原因及历史背景只字未提。

每逢8月15日，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
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安
倍自 2012 年再度上台后在“战败日”的首
相致辞中，一贯只对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
本士兵表示悼念，而对日本实施侵略和殖民
统治的事实含糊其辞，回避自村山富市以来
日本历任首相必提的日本战争“加害责
任”，毫无反省和道歉之意。

毒害思想的错误史观

今年是日本多数地方政府四年一次选定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年份。日本右翼团体

“日本会议”照例通过政治途径向各地教育
委员会施加影响力，敦促采用育鹏社出版的
历史教科书。

育鹏社历史教科书内容饱受质疑，它不
仅将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
战争”和“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战争”，
还把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早有定论的南京
大屠杀事件表述成“南京事件”，并注解

“有关中国遇难者人数等实际情况有各种各
样的见解，今天依然存在争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2020 年度育
鹏社历史教科书在全国采用占比达 6.4%。
这一模糊对亚洲邻国侵略责任的右翼历史教
科书进入中学课堂，显然会严重毒害青少年

思想。日前，名古屋、横滨、京都府、大阪府等
多地发起了抵制这一教科书的市民运动。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
争、动员全民参战的意识形态大本营，战后
它将在战争中阵亡的人尊为“护国英灵”，
并强行合祭甲级战犯，成为宣扬“日本侵略
有理”“日本解放了亚洲人民”的“靖国史
观”的核心场所。按照惯例，安倍通常会在
8月15日向靖国神社献上称作“玉串料”的
祭祀费。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
藤田高景认为，无论是参拜还是供奉，都意
味着对甲级战犯的祭拜，意味着支持美化侵
略战争的“靖国史观”，将严重破坏日本战
后和平秩序。

尤需警惕的整军备武

安倍政府执政这些年来，不但未能反省
日本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
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反而搞
出加强日美防卫合作、修改安保法、推动修
改和平宪法等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连串举
动。

安倍政府 2015 年 9 月强行通过新安保
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
战后“专守防卫”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
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担忧。同年，新版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炉，将“跨领域作
战”和“美舰防护”等纳入“海洋安全保
障”内容。

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装备力量
动作不断。2019 年版 《防卫白皮书》 还渲
染日本周边安保环境严峻，强调自卫队将加
强太空、网络安全、电磁波等领域的军事科
技能力，以构建“多维综合防卫能力”。今
年5月，日本首支“太空作战队”在东京都
府中基地成立。此外，安倍依然在不遗余力
推动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夙愿”，谋求摆脱

“战后体制”。
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嶋伸欣指出，

日本近年来排他主义及经济、军事大国化风
潮盛行，将招致亚洲邻国长期对日本保持警
惕。

■孔诚

亲历“皖南事变”突围战，冒着枪
林弹雨将首长安全护送到驻地；电影

《渡江侦察记》的原型就来自他所带领
的 29 军 86 师东线突击团 256 团……
这个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英雄叫孔
诚，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原四川省军区
副司令员。2016年8月20日，还有40
天就将迎来百岁生日的孔老在成都因
病去世。

■王大凯

1913 年 1 月，出生于巴中平昌的
王大凯，早年失去父亲，又与母亲分
别，从小靠帮人放牛为生。1933年，加
入红四方面军，因表现优异，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老区四川巴中走
出的王大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过雪山走草地，参加大小战斗无
数，全身上下曾负刀伤、枪炮伤共 18
处之多。2019年3月22日下午1时23
分，因病情加重，王老在家人的陪伴下
安详离世，享年106岁。

■耿志文

1928年12月生于安徽和县，1943
年参军入伍，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抗战时期多处负伤，数枚弹片留
于体内。曾被授予战斗英雄勋章、解
放奖章、抗日胜利纪念章等。2017年
8月21日于成都病逝，享年90岁。在
耿老遗体火化后，从其骨灰里发现多
枚当年负伤留在体内的弹片。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华西都市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