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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2003_E5_9B_B

D_E5_AE_B6_c26_26676.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

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

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

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资料 近年来，日本右翼否认侵

略历史运动愈演愈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披上了“学术”

外衣，并在历史教科书中寻找突破口。1982年，日本文部省

对送审的中学教科书进行淡化和删改侵略历史的修改，曾激

起第一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的强

大压力下，日本政府许诺修改，并把要照顾同亚洲邻国关系

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基准之一，此即“邻国条款”。 1986年，

日本再次淡化和删改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历史的内，容，激

起第二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内外舆论的推动下，日本

历史教科书内容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90年代开始写进

侵略战争的史实。 去年4月，日本文部省开始征集今春审定

、明春起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经过一年的审查，8家

出版社提出的送审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批准放行。这些书稿

在历史描述上均有倒退，尤其是其中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

会”编写的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

学省的审定结果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以日本

电气通信大喾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以下简称“编撰会”)在这场篡改教科书运动中充当着极

为恶劣的急先锋。该“编撰会”于2000年4月向文部省提交了



两部教科书书稿，其内容极尽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历史之能

事。迫于内外抵制压力，2000年12月文部省对该教科书提出

了137处修改意见，该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西尾干二声

称：(修改后)“仍保留着我们的想法。”足见修改并未改变

该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性质。“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通

篇贯穿歪曲历史、挑战国际公理、伤害受害国感情的谬论。 

第一类：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鼓吹“侵略有理”、“侵

略有功”。该教科书提出“历史不是科学”，送审稿中称“

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方是正义的。，哪方是非正义的”

。以此种 “是非观”为铺垫，该书抛出了扭曲了的历史观。

围绕侵华战争的原因、决策、进程等问题，该书以渲染中国

的“排日运动”强调关东军个别行为等手法，极力抹杀日本

的侵略意图及罪责。关于日伪“满洲国”，该书竟称这是想

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强调满洲国“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了提高”。至于吞并

朝鲜半岛，该书经修改后仍坚持说，韩国无力应付列强威胁

，兼并韩国是出于“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的必要

，兼并行为是正当的。关于太平洋战争，该书经修改后仍贯

穿“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的论调。 第二类：在

历史描述上歪曲真相，在史料选择上避重就轻，为日本开脱

侵略罪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日

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也总是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做起。其卑劣

手法无非有二：一是以质疑30多万被害者人数来否定大屠杀

本身的存在；二是以战争中有伤亡乃天经地义、日本人也有

伤亡为由否认屠杀罪行。该教科书经修改后仍称：“东京审

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



量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原书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

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

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

国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情况 却只字不提。 第三类：把神话当做

历史，鼓吹“皇国史观”。该书在第一章“原始与古代”中

，把神话作为日本的起源。该书宣扬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

教育敕语”，经修改后仍称“它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

”。 第四类：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该书随处宣扬日本士兵

和国民在战争中“为国献身”的精 神，强调“在困难的条件

下，许多国民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战争取得胜利

的行动。 日本审定教科书的责任机关是文部省(今年1月改称

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文部大臣。教科书书稿一俟审定

合格，文部科学省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出版

社便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和印刷。 去年“编撰会”的教科书

版本送审以来，中国和韩国政府再驳斥该教科书的内容，再

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国际舆论对该教科书纷纷提出

了愤慨和抗议。4月3 日，日本政府不顾内外舆论反对，对“

编撰会”的教科书予以通过。其公开理由是：“它们不是国

定教科书，不能进行政治干预。” 日本的教科书既有审定制

度，就有权给予合格或不合格；既进行审定，就要对予以放

行的教科书负责。如果对所审教科书的历史观不闻不问，则

正说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何其严重。“编撰会”的教

科书显然违背“村山谈话”精神，也违背了“邻国条款”。 

根据种种迹象，日本政府不仅是纵容，而且还有逆向“政治

介入”、予以反面诱导的嫌疑。如文部省曾一再指导出版社

要在内容上“更加平衡”，诱导出版社以“自主限制”的方



式删除了很多90年代以来已写入教科书的客观记述。 4月3日

下午，“编撰会”的教科书审查通过后；日本主要媒体随即

报道，该教科书是在做了大幅修正后才合格的。但“编撰会

”会长西尾干二却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尽管做了一些修改但

并没有伤筋动骨，最初设定的目标基本业已达封。 日本教科

书中如何记述那段侵略历史，并不只是日本主权范围内的事

。从国际法、国，际常识及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看，日本理

当准确记述那段历史。从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看，

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影响有三：一是极大地伤害了对日本采取

“以德报怨”态度的被害国人民感情；二是令人怀疑日本政

府和国家意志对待侵略历史的真实姿态；三是事关下一代日

本人是否将接受“侵略有理”的历史教育。 日本政府一意孤

行，竟然为这样一种教科书大开绿灯，其对日本后代的影响

极其严重，旷本政治与思潮走向实在堪忧，日本与亚洲各国

的政治基础再度受损；该教科书通过后，中国政府和韩国政

府多次严正要求日方纠正审定错误，中国、韩国、朝鲜、新

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包括旅美犹太人人权组织在内的

欧美舆论纷纷表示了忧虑和抗议。去年以来，日本有识之士

和有关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

。面对内外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的回答却是“决不进行重

新修改”。(摘自《北京青年报》) 三、申论要求 1．请用不超

过150宇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

2．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用不超过350的篇幅，提出解决

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30） 3.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



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50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