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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今天的报告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我在 2009 年 HWH 研讨班上做过一次报告 , 我担心

内容重复。第二个是我要面对心理学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同学们，

所以要找到一个既适合会议主题又能让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感兴趣的切点，是很困

难的。

从昨晚接到村本老师和阿芒德老师的委托到现在 , 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做今天

的报告。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我想讲三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 , 中国人是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我总结了一下 ,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屠杀发生以后到抗战结束的八年。当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

很快就有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未被日本占领的大后方被广泛的宣传，一些逃出

南京的士兵和难民接受记者采访或撰写回忆，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比较

有影响的一本书是田伯烈主编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在部队里面进行广

泛的宣传。抗战八年期间，在国民的记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主题是日军

的残忍暴行，不断强化宣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 其主要目的是要激励中国军民反

抗日军侵略，努力作战，收复国土。

但 1945 年抗战胜利后 , 蒋介石号召国民以德报怨，尽管也进行了较为广泛

的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但实际上，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

法庭上所进行的审判，都并不彻底，被审判和处理的南京大屠杀战犯，实际上都

是非常少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政策采用的也是一种比较宽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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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对待日本战犯。实际上从 1949 到 1982 期间，中国对日政策宣传的重点是中

日人民友好。政府认为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是少数法西斯斯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

广大日本人民。也就是说，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军阀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

开。尽管当时政府提倡中日友好的时候，特别是在 1972 年中日建交的时候，南

京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抗议反对。当时各级政府基本上都通过各种

方法，压制民众的抗议。政府倡导的是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的观点。

也就是说从 1945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日军侵略暴行都是主张宽恕，着眼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和平

与未来。

但是 , 从 1982 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之后到 2010 年，中国国民对南京大屠

杀的记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的右翼，在修改教科书过程中，否认南京

大屠杀的事实，这些活动在媒体上大量报道后，中国国民特别是南京的老百姓心

理上受到极大刺激。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幸存者要求对日索赔，1985 年在民众

的强烈呼吁之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建立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

人开始仇恨日本人，一些反日的过激行动也不断发生。

近二十年来，在网络上网民对日本的评价可以充分反映老百姓对于南京大屠

杀记忆的巨大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在

中国所有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民众暴行中最

为核心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个部分内容，我大概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认识的变

化。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以后到 1982 年，第三个阶

段是从 1982 年到现在。

2．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变迁

第二部分我想介绍历史学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1980 年代之前，中国关于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或者说在 1982 年之前，中国没有人对南京大屠

杀这一人类暴行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学者对于南京

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也可以把它划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0 年代一直到 2000 年，在这个阶段，历史学研究南京大

屠杀，其主要的思维方式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用大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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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铁证。从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对抗性比较强。从内容

上来看，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日军的残酷暴行、证明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人数

即 30 万这一数字上。在研究表达的方式上，情感性比较强，论述成份比较多，

而史料运用比较薄弱。其成果较多地体现了「以论代史」的特点。以论代史是指 ,

用论点来代替史料 , 首先确定论点 , 并且以论点为基础来搜集资料。这是当时研

究成果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是，研究者站在受害者立场进行研究比较明显。当时的研究成

果和论文等 , 假如把作者的名字去掉，翻译成英文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判断出

这是中国人写的。也就是说论文作者的身份认识比较明显。

2000 年之后，我个人观察中国历史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

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始重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是进行

学术研究的前提。我们南师大、南京大学和南京几所科研院所，在南京大学张宪

文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到今

年 6 月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到 72 卷，将近 5000 万字。这些资料的来源，

不仅有中国的，还收集了许多日本的文献，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等

散布在全球各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今天在现场做翻译的罗萃萃老师也参加

了很多翻译、整理日文资料的工作。由于大量史料的公布出版，学者研究成果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研究者更多是从史料来出发，开始更加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史

料中的各种意见。在史料中发现的一些从日本的视角的一些史料，我们也不回避，

也收集过来，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充分尊重这些不同的视角。由于拥有各方的视角，

使我们学者的研究更加的客观和理性了。

另一个变化是 , 论文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学者

在讨论是 30 万、20 几万还是更多这样的数字问题。学者们也不再去关注日本右

翼、否定派学者在讲什么，他们已经超出了对抗性研究这样一个范畴。很多学者

研究已经克服了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身份意识来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许多论

文已经看不出来这是中国人写的了。更多的学者已经从更高的一个视角，从人类

这样一个视角，来反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他们的思维已经淡化了受害者是

谁和加害者是谁这样一个原始的讨论。这几年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趋向，我认为是

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当历史学者的研究视角能够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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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历史创伤治疗。我相信当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

学者都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和解就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的研

究是历史创伤治疗和中日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

力。中国历史学界这 10 年多的变化，也得益于许多日本学者的共同努力，像笠

原十九司、金丸等教授，他们经常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

中国学界认识的变化。

我特别有信心，历史学最终能够超脱时空、身份、民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共同视角。来研究南京日军暴行。

3．从心理学的视角如何治疗历史的创伤

第三个部分我想从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如何治疗历史创伤。我个人觉得心理学

对于心灵创伤的治疗是迫切需要的。这是我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感受

到的。我调查访谈过数百位幸存者，有很多幸存者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后，他们心

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我是学历史专业，面对他们精神创伤，我没有办

法帮助他们走出创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治疗，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平衡。

后来我接触到很多日本学者和普通民众，我感觉到不仅是在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日本的老兵有心理创伤阴影，一些普通的民众身上也都有体现。

1999 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我见到当时在会议上帮忙的

义工，我真诚邀请他们到以后到南京来访问，但是他们的回答大都是相同的，他

们心理上不敢来南京。我想像日本义工这样心里的感觉很多日本人心里都有吧。

我记得在 2009 年研讨班上，我听到一位日本同学的感想，她称也有害怕来南京

的感觉，但是来了之后参加这一研讨班后，她感到心里很平和了。

参加过战争的很多日本老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到了晚年

以后，经常会做恶梦，他们要忏悔过去罪恶。还有一种类型是，在靖国神社里面

我们能看到一些穿着日本军服的老兵，在靖国神社里面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去。我

相信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在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我曾经接

待过至少 3 位日本老兵，在我们学校访问和演讲。

有一位老兵叫本多立太郎，到我们学校做的谢罪和忏悔演讲已经是他的第

1000 多场了，东史郎也在我们学校做过精彩的忏悔演讲，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

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他也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对话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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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记忆。他作为日本的作家，我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广岛原爆的作品，我想

他对日本加害中国的战争反省，也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日本老人，他退休以后到中国，在南京办了一个企业，他

希望把他的不锈钢的技术，免费传授给中国人。他有一个有趣的经历，他曾经被

一名中国年青人骗了 100 万日元，但是他心里面感到这是他前辈子做了对中国不

好的事，应该用一种方法还给中国人。

大家如果注意了昨天的报纸，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位叫久保惠

三郎的演员，听说一位幸存者刚刚去世后，他来到纪念馆这位幸存者的铜像面前，

向她道歉。

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我不再具体举例了。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我

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 74 年之前，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

横亘在当时经历者以及完全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日两国国民的心里。我想在

座的各位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思考，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战争阴影心理创伤时，我

们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以战争创伤治疗为目的工作坊，我们参加的人数

非常少，但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庞大的需要心理治疗的群体。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去

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工作坊，我们要做的就是类似刚才看到的 Play Back。当我们面对面望着

对方的眼睛,不要去在意对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记住我们都是人类，

真诚地凝视着对方，用心与心进行交流。这四天 ,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 , 完成

每一次 Play Back，共同分享我们的感悟，这一点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