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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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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 “支前”等实实
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 “受害者”与 “加害者”的
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此乃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众的一般实态，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
得尤为突出而已。战时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鼓励儿子或丈夫参
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２）踊跃参加后方 “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
保障；（３）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究其原因，主要是
由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媒体的错误诱
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
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之事实并剖析隐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动力因素，对避免历史
悲剧重演，重新认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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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到卢沟桥事变

开始全面侵华，再到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军国主义 日 本 在 侵 略 扩 张 的 不 归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直至１９４５年战败投降。当法西斯幽灵徘徊于日本

列岛、日军铁蹄长时段大规模蹂躏东亚邻国之际，

人们很少听到日本妇女源于善良天性和人类母爱

的反战声音，反而更多看到的是她们盲从侵略战

争的遗憾身影。本文仅就国内学术界少有问津的

部分 日 本 妇 女 盲 从 侵 略 战 争 问 题，进 行 尝 试 性

探讨。

一、部分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

频频发动侵略战争和一再进行外交 讹 诈，是

近代日本崛起的主要路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尽管有 “无产妇 人 同 盟”等 民 间 妇 女 团 体

表明过反战立场，田畑染等民间妇女运动领导人

也表达过 和 平 心 声①，但 随 着 宫 本 百 合 子 等 进 步

妇女活动家先后被捕入狱和市川房枝等民间妇女

运动领袖纷纷 “转向”，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对战

争政府采取了协调合作立场，盲从乃至协助了统

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概而言之，具体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１．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
供充足的兵员

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侵略战场并 “祈战死”、盼

其 “勿生还”② 的日本妇女，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

战争期间既已出现，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

仅队伍蔚为壮观，所谓 “感人事迹”亦俯拾即是。

一位几个儿子都死于侵略战场的普通妇女，竟对

安慰自己的人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

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

战场了。”③ 当 年 参 加 过 南 京 大 屠 杀、晚 年 深 刻 反

省侵略历史的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这样记

述了母亲送自己出征的情景：１９３７年 “９月１日，

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的楼上

见面了。母亲很冷静，重一也 很 冷 静。接 着，母

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

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

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

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

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

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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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我要欣然赴死！……我的生母就是这 样 笑 着

和我告 别 的，谈 话 冷 静，并 鼓 励 我 毅 然 赴 死。”④

这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来自生身母亲的鼓

励。类似来自至亲的激励，直接强化了日军官兵

为天皇的 “圣战”效 死 疆 场 的 极 端 心 理，也 大 大

加深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加害。１９４２年５
月卫生兵菊池武雄从战地寄给母亲的遗书，便足

以表明这一点。他写道：“亲爱的母亲，我越发感

到为国效命的时刻到了。我从入伍伊始，就决心

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身为男儿，没有比能

够死于战场而感到愉快的了。我要高高兴兴地赴

死。”⑤ 至 于 妻 子 送 丈 夫 上 战 场 的 所 谓 “感 人 事

迹”，同样司空见惯。在此仅以轰动一时的井上千

代子自杀事件为例，管窥一二。
九一八事变后的１９３１年１２月 中 旬，大 阪 步

兵第３７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

井上千代子出征 “满洲”。时年２１岁的千代子为

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

一天夜里偷偷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

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

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

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丝牵挂了！……请 为 祖

国效命于 战 场 吧！”⑥ 翌 日 清 晨，井 上 清 一 将 妻 子

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按计划登上了开往

“满洲”的军舰。井上千代子只是一名普通妇女 ，
然其 “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大宣传而在日本

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在国外，这起自杀事件激励了侵华日 军 的 攻

战杀 伐，并 直 接 衍 生 出 惨 绝 人 寰 的 “平 顶 山 惨

案”。千代子的自杀行为和遗书，等于鼓励丈夫在

中国放手杀人直至战死。井上中尉在开赴前线的

途中，曾这样对身边的官兵说：“为了不辜负妻子

的担忧，我不再打算生还。我要尽一名军人的职

责。”⑦ 为了 践 行 诺 言，当 所 属 第３７联 队 在１９３２
年３月回调日本本土时，他拒绝回国而继续留在

中国东北作战，并一手 导 演 了 惨 绝 人 寰 的 “平 顶

山惨案”。１９３２年９月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
东北抗日 游 击 队 袭 击 了 日 本 人 管 控 的 抚 顺 煤 矿，
打死打伤数名包括矿长在内的日本人。为此，日

本守备队对矿区附近的平顶山村三千多村民实施

了报复性集体屠杀，是 为 轰 动 一 时 的 “平 顶 山 惨

案”。据日本学者披露，直接指挥这次大屠杀的刽

子手就是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加纳实纪代指

出：井上清一本人虽然矢口否认，但当时住在抚

顺的日本妇女都私下说，下令屠杀的就是出征前

妻子自杀 的 那 个 军 官⑧。泽 地 久 枝 在 查 阅 当 年 抚

顺日军守备队 “职 员 表”后 发 现，当 天 值 班 的 军

官正是井上中尉。《抚顺煤矿终战记》也载明，指

挥这次大屠杀 的 “Ｎ中 尉”就 是 井 上 清 一⑨。可

见，千代子之死不仅使丈夫变成了刽子手，更给

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国内，这起自杀事件成为日本法西 斯 化 的

催化剂，并直接导致军 国 主 义 妇 女 团 体 “大 日 本

国防妇人会”的孽生。千代子的自杀行为，竟被

媒体美化为 “少妇美谈”，被电影公司拍成国策影

片 《死亡饯别》，被裕仁天皇赐尊为 “昭和烈女”，
被陆军当局吹捧为 “昭和烈妇”，母校岸和田高等

女子学校为其举行 “慰灵祭”，出生地长龙村为她

树起 “殉国烈 妇 井 上 千 代 子 夫 人 之 碑”⑩，等 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喧嚣狂热之余更有好事妇

女发起成立了 “大阪国防妇人会”。千代子自杀事

件给身为媒人并目睹过自杀现场的安田静女士以

巨大的冲击。安田在参加完第４９天法事后对身边

的人说：“千代子的尊贵之死不能就此结束。满洲

事变日益扩大，恐怕这是一场仅靠男人无法取胜

的大战，妇女以及阿猫、阿狗、蝗虫都应 该 协 助

战争。”瑏瑡 于是，她与住在同一街区的５０多名家庭

主妇倡议成 立 “大 阪 国 防 妇 人 会”。１９３２年３月

１８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行了 “大阪国防妇人

会”成立大会。与会者 发 出 “巩 固 的 国 防 需 要 后

方妇女和男人并肩 合 作”之 口 号，号 召 全 市 妇 女

“走出厨房和家庭，奋起保卫国家”瑏瑢。“大阪国防

妇人会”一经成立，立 即 引 起 陆 军 大 臣 荒 木 贞 夫

等军政要人的重视，酝酿将这一地方性妇女团体

扩大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同年１０月２４日，在 东

京白木屋礼堂举行了有７００多名妇女参加、多位

陆海军高官出席的 大 型 集 会，正 式 将 “大 阪 国 防

妇人会”更名为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自此，有

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置身于这一军国主义妇女团

体而成为侵略战争的 “协力者”。
笔者欲强调指出的是，战争期间上述 为 人 母

和为人妻的所谓 “军国之母”、“昭和烈女”等绝

非个别，倒是像宫本百合子那样即使坐牢也始终

坚持反战立场 的 反 战 妇 女 “是 少 数 特 例瑏瑣。今 天

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战争 “亡灵”有２４６万余尊，
其中 “靖国之母”和 “昭 和 烈 女”就 占 了７．５万

余尊。难怪东 条 英 机 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发 给

“大日本妇人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说：前线士兵

发挥战斗力的内在动力来自母亲、妻子和姐妹瑏瑤。
当年日本兵员充足和日军官兵在前线逞凶肆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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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上来自后方母亲、妻子、姐妹的鼓励和

支持，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２．踊跃参加后方 “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
提供物质保障

战时日本妇女的 “支前”工作，主要 通 过 参

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九一八事变

后，与 “无产妇人同盟”等 民 间 反 战 妇 女 团 体 日

渐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国妇人会”、“大日

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三大官方

妇女组织迅速膨胀。仅参加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的日本妇女，１９３２年成立时只有数百人，１９３４年

增至５４万 人，华 北 事 变 后 的１９３５年 底 增 至２５５
万人，卢沟桥 事 变 后 的１９３７年 底 猛 增 至６８４万

人，珍珠港事 件 后 的１９４１年 底 更 膨 胀 到９２５万

人瑏瑥。时至１９４２年２月，随着上述三大妇女团体

合并为 “大日本妇人会”，已有２０００多万日本妇

女置身于这一庞大的妇女组织中。可见，参加军

国主义妇女团体的人数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

而迅速攀升。这些妇女 团 体 或 向 会 员 发 出 “军 人

舍命、我 们 拼 命”瑏瑦 之 口 号，或 提 出 “生 产 决

战”瑏瑧、“至诚协助”、“尽忠报国”瑏瑨 之号召。如果

说吉冈弥生、市川房枝等活跃于军国主义妇女团

体的妇女干部们对侵略战争的支持作用显而易见，
那么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这些组织并积极从事后

方 “支前”工作的普通妇女的助战作用同样不容

忽视。其 “支前”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投身 “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

争提 供 军 需 物 资。为 了 响 应 政 府 “男 人 上 前 线，
妇女去工作”等号召，本 来 很 少 走 出 家 门 的 日 本

妇女纷纷走向社会，全面承担起本该由男人从事

的各项工作。她们不仅担任公司职员、汽车司机、
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师、厨师 等，很 多 人 还 进

入军工厂和煤矿从事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据统

计，仅在 军 工 企 业 工 作 的 日 本 妇 女，１９４４年 为

４００万人，１９４５年 增 至６００万 人瑏瑩。尽 管 工 作 繁

重而又艰辛，但很多妇女却感到无比荣幸。女青

年远藤年子战时在航空补给厂工作，为每天能够

亲自给 “特攻”飞机 供 应 油 料 而 备 感 骄 傲。她 一

度因战败而痛苦得 “禁 不 住 眼 泪 盈 眶，什 么 事 情

都不 能 做 了”；然 痛 定 之 后 又 不 无 自 豪 地 宣 称：
“我的青春没有悔恨！”瑐瑠 远藤年子是通过参加 “产

业报国运动”为战争效力的数百万日本妇女的一

个缩影。实际上，无论妇女团体的干部还是置身

其中的 群 众，她 们 都 扮 演 了 战 争 的 协 助 者 角 色，
只是作用大小有所不同罢了。

其次，通 过 参 加 各 种 实 实 在 在 的 助 战 活 动，
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她们除走

进工厂投身 “产业 报 国 运 动”外，还 走 上 社 会 参

加一系 列 支 持 “国 策”运 动。诸 如，响 应 政 府

“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 “后方家庭强

化运动”、 “家 庭 节 约 运 动”、 “女 性 储 蓄 运 动”、
“资金募集运动”、“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

动”、“大陆花嫁运动”、“非常时期女性训练新高

潮运动”等一系 列 妇 女 “报 国”运 动，以 缓 解 战

争物资和资金的不 足，为 战 争 政 府 “分 忧 解 难”。
具体包括：“停止美容烫发”，“剪掉和服长袖”瑐瑡；
举行提灯游行，祝贺前线 “大捷”；送迎官兵出征

和 “凯旋”，祈 愿 “武 运 长 久”；缝 制 “千 人 针”
腰带，为士兵 “壮行”；向前线邮寄慰问信和慰问

袋，鼓励官兵 “英勇杀敌”；救治伤残军人，使之

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慰问和救助身边军

属，解除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安葬战死者遗骨

和为其扫墓，让 “英灵”早日安息；捐献羊毛和

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工具；充当

“满洲花嫁”（即 “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

地统治，等等。以邮寄慰问袋为例，九一 八 事 变

后很快就征集到了３３０万个慰问袋，卢沟桥事变

后征集到的就更 多。日 本 “中 支 派 遣 军”最 高 司

令官山田乙三中将，曾就本土妇女向战地邮寄慰

问袋的作用不无感激地说：“慰问袋从全国各地源

源不断地寄到了我们的手上”，它把战场与后方紧

密地连接了起来，我们 “对此深表谢意”瑐瑢。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活动是在官方妇女团体干部

们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因此这些妇女干部发挥

了将战争政府与妇女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之纽带作

用。当战争物资匮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动员女

性参加废品回收运动，１９３８年仅 “大日本国防妇

人会”就收到了会员 捐 献 的 毛 毯 百 万 条；当 战 争

资金紧张时，这些妇女干部就组织女性参加募集

资金运动，１９３７年仅 “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就募

集到了２２６８１．２９元“支那事变派遣官兵慰问金”；
当兵员锐减时，这些妇 女 干 部 就 发 起 “嫁 给 伤 残

军人 运 动”，鼓 励 女 性 “为 皇 国 结 婚、为 国 家 生

子”，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仅 从 九 州 各 港 口 发 往 前

线的 “求爱信”就多达１３．７万封；当后方出现异

动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协助警察监视反战人士瑐瑣，
等等。战时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干部和会员们的

上述既细致又具 体 的 “支 前”工 作，不 但 在 物 质

方面有力地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而

且在精神层面鼓励了战地军人的逞凶肆虐。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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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长军国主义嚣张气焰和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

战争剧痛上的负面作用不宜回避，也无需回避。

３．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
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 “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

动员”的过程中，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
女演员、女教师等在内的部分日本知识女性，通

过笔和口加入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尤其由作家、
诗人、记者组成的 “笔 部 队”，发 挥 了 “枪 部 队”
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 “从军记”等 战

地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吉屋信子是最早

开赴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

一。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她 率 先 发 表 华 北 战 场 战 地 报

告——— 《捷足先登：问题 交 集 的 满 苏 边 境，战 祸

连绵的张鼓峰》，发挥了 “鼓舞官兵旺盛斗志之效

果”；而刊登该文的 《妇女之友》杂志社社长，为

此收到 了 多 份 来 自 前 线 将 领 的 感 谢 电。同 年 底，
吉屋被遴选为武汉会战 “笔部队”成员随军考察，
又在 《妇 女 之 友》１２月 号 上 发 表 了 配 有 照 片 的

《汉口攻略从军记》、《吉屋信子·小岛政二郎·菊

池宽：三从军作家献给 全 体 国 民 的 热 血 手 记》等

作品。１９４２年，吉屋又随军前往东南亚考察，发

表了 《法 印·泰 国 从 军 记：十 二 月 八 日 的 法 印》
等文章，成为红极一时 的 大 众 小 说 作 家 和 “国 策

推进”最得力的人物 之 一。正 是 在 吉 屋 信 子 的 影

响下，冈田祯子、堤千代等女性作家也纷纷加入

了赞美侵略战争的大合唱瑐瑤。值得注意的是，“慰

安妇”事项并未出现在这些女性作家的 “从军记”
中。难道这些女作家赴战地考察时，不曾耳闻或

目睹过实施性暴力犯罪的慰安所？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女性史研究学者渡边澄子指出：“慰问战地的

女性作家们，大概觉得慰安所的存在有助于提高

男性斗志，所以才默认而不再说什么。如此无视

同性 的 人 权 而 关 心 男 性 的 欲 望，问 题 是 严

重的。”瑐瑥

其次，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 和 战 争 文 学，制

造 “举国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电影方面，由

原节子、高峰 三 枝 子 等 演 员 出 演 的 《二 人 世 界》
（１９４０年）、《户田家的兄妹》（１９４１年）、《绿色大

地》（１９４２年）、《青春的气息》（１９４２年）、《夏威

夷·马来海战》 （１９４２年）、 《冲向决战的天 空》
（１９４３年）、 《愤怒的大海》 （１９４３年）等国策电

影，收到了 “电影就 是 炮 弹”瑐瑦 之 效 果， “对 把 出

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瑐瑧。小说

方面，女作家们或将侵略战争宣传为 “圣战”，以

煽动国民的战争狂 热，或 将 日 军 暴 行 美 化 为 “勇

敢”，以激励日军的杀伐恶行，其作品完全违背了

“真”、“善”、“美”文学创作原则，是赤裸裸为侵

略战争服务的宣传品。例如，村冈花子在其 《随

笔集》 （１９４２年）中这样 写 道： “母 亲 创 造 了 国

家，大东亚战争说到底是母亲之战；家庭才是我

们工 作 的 场 所，立 足 于 家 庭 翼 赞 是 光 荣 的 使

命。”瑐瑨宇野千代 创 作 的 《妻 子 的 信》 （１９４２年）、
横山美智子创作的 《春之声》（１９４０年）等作品，
都是作者倾注全部精力创作出来的支持战争的家

庭小说。就连战死者妻子间濑一惠、战伤者妻子

松井系子 等 “军 国 之 妻”，也 创 作 出 了 《天 空 遗

言》（１９４０年）、《灯心草》（１９４３年）等鼓励其他

男人继续效 命 于 天 皇 “圣 战”的 战 争 小 说瑐瑩。诗

歌方面，创作出类似 “吾 子 承 蒙 我 大 君 之 召 唤 是

何等幸福”（神村照子）、“身为女人之躯的草莽臣

民之热血同样气吞水火”（远山英子）等诗句的女

诗人，也 不 在 少 数瑑瑠。在 此，仅 以 著 名 女 诗 人 与

谢野晶子的 “转向”为例管窥一二。
被日本诗坛誉为 “千年一遇”的杰出女诗人

与谢野晶子，曾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期间创作出著

名的反战诗歌——— 《君勿去死》，初步表达了对战

争的厌恶。后来，她不断发表诗歌和评 论，将 第

一次世界大战谴责为 “文明人一齐披上食人族假

面具的蠢行”，将对华 “二十一条”谴责为日本人

“贪得无厌”本性的大暴露，将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谴责为干涉苏俄革命的丑行，等等。可 见，每 逢

日本发动或参与侵略战争，女诗人都挺身而出表

明自己的反战立场。尤其那首脍炙人口的反战诗

《君勿去死》，影响至 深 至 远。她 以 层 层 递 进 的 方

式，阐明了不希望弟弟被杀也不希望弟弟杀人的

初衷：“父母把你含辛茹苦养育到二十四岁，绝不

是为了叫你去杀人或是被杀”，指出战争的野蛮性

和 非 人 道 性；经 商 世 家 当 以 “继 承 家 业 为 重”，
“旅顺口攻克与否与 我 们 何 干”，指 出 战 争 与 人 民

毫无关系；“天皇如果体恤民心，当初又是怎么想

的？”指出战 争 的 根 源 是 天 皇 和 天 皇 制；为 了 让

家中 “白发日增”的 年 迈 母 亲 能 够 安 度 晚 年，为

了让家中 “纤弱娇小”的 年 轻 妻 子 不 再 终 日 “以

泪洗面”，绝不能去死，指出战争给众多母亲和妻

子造成了心灵创伤。因为这首反战诗，与谢野晶

子受到右翼围攻和军部监视而被禁止写作长达十

年之久。然而，就是这位曾被日本诗坛誉为千古

一人、被 中 国 学 者 视 为 “献 身 和 平 事 业 的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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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瑑瑡———与谢野晶子，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

久便 “转向”战争政 府 一 边，这 是 十 分 耐 人 寻 味

的；而诗人的 “晚节”不保，则显然被我国学者

忽略了。据日本学者渡边澄子研究，随着九一八

事变爆发，与谢野晶子 开 始 自 我 否 定 以 《君 勿 去

死》、 《乱 发》等 为 代 表 的 早 期 反 战 诗 歌。１９３２
年，为响应政府 “振兴国民精神”之号召，她撰

文歌颂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涌现出来的所谓 “肉

弹三勇士”的 “非 凡 忠 烈”之 举，号 召 日 本 国 民

“必须具有三勇士一样的勇气”。该文对日本 “从

大正民主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

用”瑑瑢，以至被日本学者评价为 “女性文学家参与

战争的第一 号 人 物。”瑑瑣 考 虑 到 战 时 就 连 无 产 阶 级

作家甚至日共党 员 亦 纷 纷 “转 向”的 事 实，与 谢

野晶子蜕变为当 时 “转 向”潮 流 中 的 一 员，应 当

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不过，须指出的是，在日本对 外 侵 略 扩 张 的

疯狂岁月里，并非所有日本女性都盲从和协助了

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战时尽管类似菅野须

贺子、石上露子的反战诗人凤毛麟角，类似宫本

百合子、长谷川照的反战活动家也人数寥寥，但

她们英勇无畏的反战斗争乃至献出宝贵生命之壮

举，对阻止日本民族走向毁灭和人类共同战胜日

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拟另文阐述。

二、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的原因

那么，究竟什 么 原 因 导 致 部 分 日 本 妇 女 盲 从

和 协 助 了 统 治 阶 级 发 动 的 侵 略 战 争？笔 者 认 为，
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１．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最早渊源 于 日 本

的古代神话传说。日 本 古 籍 《古 事 记》和 《日 本

书纪》，就描绘了一幅日本国土 （“大八洲”）和日

本民族神话式起源的生动图景。这一根植于日本

民族心理土壤中的思想观念，后经历代统治阶级

的人为强化而根深蒂固。诸如，大化改新前圣德

太子创造具有划 时 代 意 义 的 “天 皇”一 词、确 定

必须由与天照大神有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来问鼎

皇位的大统承 继 原 则 等，就 是 古 代 日 本 王 室 强 化

这一思想观念和确保天皇统治 “万世一系”的重

要举措之一。时至近代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一观念意识随着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而空

前强化。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即１９３７年５月，文部

省编撰出版了所谓“战前日本的一本‘圣书’”———
《国体之本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拥戴万世一系

之天皇，信奉皇祖的神动”；“我肇国乃始于皇祖

天照大神把神敕授予皇孙琼琼杵、降临丰苇原之

瑞穗国之时”；“天皇天生具备诱人之恩德，皇位

越臻巩固亦越神 圣”； “我 国 是 一 个 大 家 族 国 家，
皇室是 臣 民 的 本 家”瑑瑤。太 平 洋 战 争 前 夕 即１９４１
年３月，文部省又推 出 了 可 谓 《国 体 之 本 义》姊

妹篇的 《臣民之道》一书，声称：“没有像我国这

样肩负着崇高世界使命的国家”；“具有如此国体

的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国民自觉

奋起，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优秀的神国”；“我等

生活都要归一于天皇”瑑瑥。１９４４年２月，被称为明

治、大 正、昭 和 三 代 论 客 的 德 富 苏 峰，推 出 了

《必胜国民读本》一书，初版就印刷了５０多万册。
其中云：“因为日本是天皇统治的国土，称之为皇

国是理所当然的。人民自先祖以来就一直是天皇

的臣民，称之为皇民也是理所当然的。同 时，天

皇又是现人神，现人神统治的国家应该称为神国。
居住于 神 国 之 中 的 我 等，称 为 神 民 也 绝 非 傲 慢。
……了解日本国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知道日本是神

国。”瑑瑦 正 是 在 这 般 反 复 灌 输 和 教 化 下，天 皇 是

“神”、日本是 “神国”、外国人 “能够置身于天皇

陛下的统治之下是何等幸福”、对华战争是 “让中

国人获得幸福的圣战”瑑瑧 等在具有普通常识的人看

来简直就是胡说的蠢话，多数日本国民却深信不

疑。因为他 （她）们从中小学时代起，就接受了

这一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系统教育。毛泽

东在 《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 “日本军队的长处”
时所提到的 “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瑑瑨，主要

就是指对天皇的崇拜和对神国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 思 想 是

一种类似于宗 教 感 召 的 观 念 意 识，它 比 一 般 的 政

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它对日本民族性

格的形成及其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

政府 长 期 强 化 这 一 思 想 观 念 的 结 果，必 然 滋 生

“大和民族优秀论”与 “其他民族劣等论”这一种

族差别意识，必然 产 生 “自 我 认 识”与 “他 者 认

识”的严重偏差，必然 派 生 出 岛 国 集 团 劣 根 性 和

愚忠盲从心理，必然左右日本国民的心理归向和

造成大和 民 族 群 体 向 某 一 特 定 目 标 突 进 的 心 性。
换言之，只 要 是 天 皇 的 意 愿 或 冠 以 天 皇 的 名 义，
日本人就会视为 “神”的 召 唤，举 国 一 致 予 以 响

应。这是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盲从

和协助所谓 “圣战”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日 本 学 者

若槻泰雄曾就此深刻指出：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

拜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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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

中，……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和非良心性不能

不深感耻辱。……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

皇制。我坚信：只有废除天皇制，中国人 民 才 算

是彻底追究了那场战争的真正的加害者，另一方

面，日本国民也才能够从天皇制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只有到那个时候，真正的中日两国人民的相

互理解和友好才能实现。”瑑瑩

２．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明治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因此

学龄女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据统计，女童入学

率１８７８年为２３．５％，１８８８年为３０．２％，１８９８年为

５３．７％，１９０８年 为９６．９％，１９１２年 为９７．６％瑒瑠。
时至明治末期，女子中学和女子大学亦纷纷建立。

１８９３年高 等 女 校 只 有２８所，学 生 数 仅 为３０２０
人；１９１２年高等女校增至２０９所，学生数增加到

６４８７１人。随着大中小学校女生毕业人数的增多，
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日

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

１８７２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教

育法令——— 《学制令》，表明日本近代教育最初具

有明显的进步性。然而，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蓬

勃兴起，政府决定 改 变 《学 制 令》确 定 的 自 由 主

义教育方针。１８７９年 公 布 的 《教 学 大 旨》，制 定

了 “以忠孝仁 义 为 中 心，以 修 身 教 育 为 主 轴”的

新教育方针。１８８１年颁布的 《小学校教则纲要》，
不仅 将 修 身 课 列 于 各 科 之 首，而 且 规 定 历 史 课

“必须以 振 奋 尊 王 爱 国 的 志 气 为 着 眼 点”瑒瑡。同 年

颁布的 《小学教员须知》，则强调 “导人善良比教

人多识更重要”，要求教师教育学生 “忠皇室，爱

国家”瑒瑢。如果说上述教育法规仅仅偏离了 《学制

令》规定的正确教育目标，那么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３０
日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 《教育敕语》，则彻底扭

转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教育敕语》不仅

把 “天皇之德化，臣 民 之 忠 诚”确 定 为 “国 体 之

精华”和 “教育之渊源”，而且将教育目标统合到

“一旦 危 急，则 义 勇 奉 公，以 扶 翼 天 壤 无 穷 之 皇

运”这一军事目的上来。为此，要求女子学校在

内的所有学校，都要在 校 园 内 建 立 安 放 《教 育 敕

语》誊写本和悬挂天皇照片的 “奉安殿”，教师和

学生每天到校、离校 时 都 要 向 “奉 安 殿”行 鞠 躬

礼；遇有庆典，要求学生朗读 《教育敕语》，高呼

“天皇陛下万岁”，升 “日之丸”旗，唱 “君之代”
歌，等等。自此，从 小 学、中 学 到 大 学，日 本 教

育便沿着培养天皇 “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瑒瑣。
时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敕语》的基

本精神被一以贯之继承下来，具体体现在前述文

部省编发 的 《国 体 之 本 义》、 《臣 民 之 道》以 及

《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等 “家族国家的经典”
中。诸如，天皇统治日本 “是我国万古不变的国

体”，“教育在根本上与祭祀和政治相一致”（《国
体之本义》）；舍己忘我为天皇效劳，“是日本国民

惟一的生存之路，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包括 “游
戏”、“睡觉”、“吃饭”、“穿衣”等私生活，“也一

刻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臣民之道》）瑒瑤；
“家是以皇室为宗家，……基于忠孝一致之大道培

养子女之场所” （《战 时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要 项》）瑒瑥。
如果说这些小册子是战时法西斯政府间接统制国

民的思想武器，那么 《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

训》等一系列训令的 出 笼，则 是 直 接 将 广 大 日 本

妇女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为侵略战争服务上来的

有力工具。
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主要围 绕 “勤

劳”和 “母性”两个 方 面 展 开。前 者 针 对 的 是 在

校女学生和未婚 女 子，主 要 通 过 “勤 劳 奉 献”和

参加 “产业报国运 动”来 进 行；后 者 针 对 的 则 是

已婚妇女，主要围绕稳定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

来展开。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文 部 大 臣 发 布 《关 于 家

庭教育振兴令》、文部省次官发布 《关于妇女团体

之设置及活动通报》，号召 “振兴家庭教育”，“促
成妇女团体之奋斗”， “唤 起 一 般 妇 女 之 自 觉”瑒瑦。

１９４１年４月，将 “小 学 校”改 称 “国 民 学 校”，
下设 “母亲班”，双管齐下对母亲和子女进行军国

主义教育。１９４３年９月，政府发布 《促进女子勤

劳动员令》，提 倡 以 女 学 生 和 未 婚 女 子 为 主 结 成

“女子勤劳 挺 身 队”，积 极 投 身 “勤 劳 奉 献 运 动”
和 “产 业 报 国 运 动”。１９４４年８月，先 后 发 布

《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动员女学生

进入军工厂劳动奉献，学校逐渐工厂化瑒瑧。结果，
所有日本家 庭 成 了 天 皇 “忠 良 臣 民”的 训 练 所，
所有日本妇女成了 “灭私奉公”、“尽忠报国”的

模范。她们多数从自 己 的 “小 家 庭”走 向 国 家 这

个 “大家庭”，对战争政府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对

战争的 “正义性”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的 “支前”
努力以及将男性亲人送上前线天经地义，对至亲

之死无怨无悔。军国主义教育对包括妇女在内的

日本国民的毒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看 来，毛

泽东当年在 《论持久 战》一 文 中 将 “日 本 军 阀 多

年的武断教育”瑒瑨 （即军国主义教育）视为造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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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抗战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是有的放矢的。

３．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
日本发动的 “总力战”要求各行各业为侵略

扩张服务，言论出版界也不例外。法西斯政府通

过颁布 《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出版法》、
《报纸法》等一系列战时法律，将报纸、杂志、广

播等媒体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封杀一切进步思想

以集中灌输军国主义，诱导和驱使更多的日本国

民为侵略战争卖命。这就使主要通过这些媒体获

取信息的日本妇女，因每天接触美化侵略战争和

掩盖战争暴行的虚假报道而失去了对战争是非的

判断力，很难了解战争真相和被侵略国家人民的

战争剧痛。例 如，九 一 八 事 变 爆 发 后， 《东 京 新

闻》等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小学生为捐造飞机而节

约每一枚铜板、女学生用血书勉励军人作战等所

谓 “感人美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大阪朝日

新闻》等报纸盛赞所 谓 “肉 弹 三 勇 士”及 其 身 后

三位 “军国之母”的 “英雄事迹”；珍珠港事件爆

发后，《茨城新闻》等报纸讴歌藤田多美子为激励

飞行员出征而投井 自 杀 的 “尽 忠 之 举”……随 着

战局 扩 大，报 纸、杂 志 和 广 播 对 “军 国 之 母”、
“军国之妻”的介绍迅速增多，极尽煽动国民战争

狂热之能是。其中，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的女性杂

志发挥了特殊作用。
战时影响较大的妇女杂志，主要有 《主 妇 之

友》、《妇人俱乐部》、 《新 女 苑》、 《妇 人 画 报》、
《妇人公论》、《女性往来》、 《女学生》、 《日本妇

人》、《女性展望》等。《主妇之友》从九一八事变

起刊登助战文章，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火药味渐

浓，类似 《南太平洋之战与妇女之觉悟》、《遭受

了空袭怎么办》以及歌颂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文章，
大量出现在 该 杂 志 上瑒瑩。１９４３年９月，该 杂 志 刊

发了岸信介关于决战时期服装生活之讲话，号召

妇女 “把纤维变成战斗力”。他宣称：“如果每人

浪费人造 棉 一 反 （按：日 本 布 料 丈 量 单 位， “一

反”相当于一件和服的衣料），就损失掉５００架飞

机、５３９０辆战车。……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

走等价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

来打扮自己。”因此，希望妇女 “发扬传统的坚韧

精神”，“想办法不做新衣服，临时凑合一下”瑓瑠。

１９４４年７月，该杂志又刊载了纲谷才一的 《我看

服装》一文，对夏季里 “故意戴手套”、 “披花边

披肩”、 “眼 涂 蓝 色 的 眼 睑 膏”、 “长 指 甲 染 成 红

色”、“头发烫成斗鸡和狮子一样的卷发”、“穿着

要露出屁股的短 裙”的 女 性，不 但 自 己 “看 不 顺

眼”，而且认为 “人人 见 了 都 该 痛 打 她 一 顿”，因

为她们 “一 点 也 不 考 虑 时 局”瑓瑡。１９４３年９月 ，
《妇人画报》刊发了西原敏男撰写的 《缩短和服的

袖子与闲置衣物的 再 利 用》一 文，同 样 劝 导 女 性

节约助战。他宣称：“同胞们！……面对未曾有过

的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战，在把丈夫、父亲、
儿子、兄弟送往枪林弹雨战场上的时候，后方女

性穿着花里胡哨的笨重和服是不合时宜的。身着

妇女标准服的轻盈步履，……应是大东亚十亿母

亲的形象。”瑓瑢１９４４年４月，该杂志又刊载了中村

光甫的 《衣服的战 场 化》一 文，要 求 妇 女 必 须 牢

记：“服装是未完成的火药”，“浪费服装就是浪费

武器”，要使 “服 装 生 活 战 场 化”瑓瑣。在 如 此 高 密

度和高强度 的 劝 导 下，妇 女 会 因 为 感 到 “愧 疚”
和 “过意不去”而协 助 战 争，或 被 强 大 的 舆 论 氛

围裹挟而盲从战争。
在进行舆论诱导的同时，法西斯政府 还 对 包

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进行了高压统制。如前所

述，“总力战”要求动员国家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

资源为战争服务。由 《国家总动员法》、《治安维

持法》、《治安警察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

战时法律构筑的高压统制，“不仅殃及宣传领域，
也殃及个人”瑓瑤；不仅对男性 “思想犯”进行了毛

骨悚然的折磨，也使少 数 反 战 “妇 女 遭 受 了 残 酷

的凌辱”瑓瑥；不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被窒息，也使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遭受沉重打击。这是造成多数

日本妇女屈从战时体制，未能掀起亚洲人民所期

待的妇女反战运动的重要原因。
自１９３７年９月法西斯政府成立 “国民精神总

动员中央联盟”、提出 “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

忍持久”三大口号起，就 不 再 允 许 反 对 和 批 判 国

家的战争政策。万一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或说了类

似的话，就要被邻居 作 为 “要 注 意 的 人”而 受 到

全村人的排 挤 和 制 裁，甚 至 有 被 当 作 “非 国 民”
向警察告密的危险。“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要做

坏事，而是以出色 地 完 成 了 ‘国 民 义 务’的 ‘爱

国者’自居。当时有许多这样的 ‘爱国者’。”瑓瑦 就

是说，战时只要言谈举止与大多数人尤其军部不

一致，就有招致逮捕乃至暗杀的危险。姑且不论

警察、宪兵对左翼活动家的迫害，就是暗杀稳健

派政治家的恐怖事件也屡见不鲜，甚至连宗教徒

和小学生也不放过。例如，１９３９年，基督教 “灯

塔社”领导人明石 顺 三 因 所 谓 “失 敬 罪”和 “抗

命罪”而获刑；１９４０年，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被

宪兵逮捕 而 锒 铛 入 狱；１９４１年，朝 鲜２０００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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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被投入监狱 （其中有５０余人惨死）。除基

督徒外，还 有３０００多 名 “大 本 教”教 徒 被 捕 入

狱，其神殿 等 设 施 被 政 府 当 局 炸 毁瑓瑧；德 岛 县 中

岛小学一名四年级 的 女 学 生，因 给 远 在 “满 洲 国

新京”的母亲写信说 “天皇等人可以死去”瑓瑨 而获

刑１年。可见，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所

以走向战争政府一边，除了与该民族的从众心理

等因素相关联，还与战争当局高压统制的驱动和

由此形成的恐怖氛围的裹胁密不可分。恰如日本

学者西川祐子所说：“历史告诉我们，……在女性

走向支持战争道路的时候，战争不仅仅是意味着

破坏与流血的悲惨事件，也是自由的个人意志被

巨大的国 家 意 志 彻 底 毁 灭 的 过 程。”瑓瑩 这 样，我 们

就明白了 “贤妻良母怎么会成了维持侵略体制的

帮凶”瑔瑠。
综上所述，战时日本妇女一方面饱尝了饥饿、

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因此是本国统治阶级发动

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们送男性至

亲参军参战和在后方从事实实在在的 “支前”工

作，又使自己扮演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者

角色。换言之，与本国其他男性国民一 样，战 时

部分日本妇女是 带 着 “受 害 者”和 “加 害 者”的

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国

家民众的一般实态，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尤

为突出而已。恰如日本学者津田道夫所说：“那场

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

来的，…… 日 本 大 众 的 战 争 责 任 也 应 该 被 追

究。”瑔瑡我国学者李兆忠亦尖锐指出：“的确，日本

军国主义能够如此为害人类，离不开占一半人数

的日本女 子 的 支 持。”瑔瑢 然 而 笔 者 认 为，我 们 探 讨

日本妇女 与 侵 略 战 争 尤 其 侵 华 战 争 的 关 系 问 题，
并不是为了追究兼是战争 “受害者”的日本妇女

的战争责任，而旨在希望日本妇女在汲取过去盲

从侵略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再盲从今

天重新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尤其企

盼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在防范日本军国主义

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本与周边国家再

起冲突时敢于说 “不”。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后痛

定思痛、深刻反省当年盲从行为的类似秋山洋子、
渡边澄子的觉悟女性日渐增多。她们或扪心叩问

“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

的共谋？”瑔瑣或经 常 前 来 中 国 调 查 日 军 性 暴 力 犯 罪

事实。在日本社会右倾化尤其右翼势力蠢蠢欲动

的新形势下，笔者期待有更多学者重视日本民众

与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以推动包括妇女在内的

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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