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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今次研討會邀請的嘉賓中，較為引人注目
的，乃是來自台灣地區的呂芳上教授和來自日本的小
森陽一，他們將會從不同的角度對戰爭、倫理、責
任、中日關係進行深入對話。
來自台灣的呂芳上教授，將會以「以血還血抑或以
德報怨」作為研討中日關係的切入點。即1945年8
月，日本戰敗投降，蔣介石在特殊時空環境下，「不
念舊惡」、「與人為善」。但至今，日本卻一直忽視
戰爭倫理，也未曾適切反省戰爭責任，「慘勝」下的
「以德報怨」，反成歷史的嘲諷，令人不勝唏噓。其
實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中國的二戰」開
打最早，地域蔓延最廣，損失最大。可是，在世界二
戰史書寫中，「中國的二戰」長期遭到世人遺忘。原
因是，日本固然在戰爭中掉入泥潭，中國政府則在
「慘勝」後成為另一場戰爭的失敗者。其後情勢演
變，特別是海峽兩岸的政治氛圍、以及籠罩全球的冷

戰對立，都很難給史家足夠的環境，寫出一本恰
如其分的抗日戰爭史。而戰後數十年來，海峽兩
岸、日本之間對於戰爭的詮釋有許多爭議。這樣
的爭議，又與現實的政治、外交情勢存在複雜關
係。但無論如何，戰爭不會有贏家，戰爭的錯誤
可以原諒卻不能遺忘。歷史事實需要嚴肅面對。
只有在一定高度、廣度和深度下，才能綜觀全
局，才能有較好的歷史詮釋。
來自日本的進步學者小森陽一，則會從日本國

內的視角來探尋慰安婦問題與戰爭倫理之間的關
係。據悉，他會在演講中指出，在世紀之交的
2000年初期，日本的政治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
變：圍繞戰爭責任問題，一系列試圖扭轉日本
國民歷史認識問題的現象開始出現，教科書問題與慰
安婦問題是其中的兩個大事件。毫無疑問，這些十幾
年前的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今天東亞政治的格

局，包含領土問題的紛爭以及2015年9月第二次安倍
晉三內閣所通過的實質意義上的戰爭法案—「和平安
全法制關聯法案」。這些看似日本國內政治問題或東
亞內部的對立與美國在東亞的政治、軍事的存在有

不可二分的關係。慰安婦問題也毫不例外。因此，小
森的演講將聚焦於慰安婦問題與日本政治的關係、慰
安婦問題與美國角色的關係。

文、攝：徐全

接受本報專訪的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
系主任陳學然博士表示，研討會的第一天將計劃

邀請來自韓國、美國、日本與中國海峽兩岸的學者，集
中於從學術角度探討戰爭倫理、記憶和責任的問題；第
二天則計劃以兩部關懷「慰安婦」的電影/自白紀錄片
為中心，反思戰爭帶給人類的禍害以及探討支援「慰安
婦」的問題。

香港首次討論「慰安婦」
陳學然表示，研討會上放映的兩部電影分別是由台灣
藝術大學電影系副教授吳秀菁執導的《蘆葦之歌：「慰
安婦」阿嬤光影紀實》和旅日華人導演班忠義先生的
《渴望太陽》。這麼做的目的，陳學然認為，是希望透
過學術研討會以及電影放映會，跟與會學者深入探討、
反思戰爭倫理和歷史責任的問題，並讓香港城市大學師
生乃至香港市民對「慰安婦」寄予關懷並展開追求公義
的學術論述。在概括有關活動的意義時，陳學然博士
說，這是首次在香港舉辦和「慰安婦」問題有關的學術
及紀念活動；相對而言中國內地、台灣以及韓國等地的
學者和社會人士對這一問題都比較重視。
此外，舉辦是次研討會，也是對歷史研究者在社會及
公共責任上的一次梳理和展現。陳學然表示，如何讓從
事文史研究的學者更加關注社會、更加從歷史中總結出
對現實有益的經驗、如何明確文史學者在社會公共議題
上的角色，都是環球局勢不穩的當下尤該認真思考的問
題。陳學然補充說，舉辦這樣一個研討會，有助於促進
本地學者和學生與海外人文學者的學術交流，加強大家
對國家民族歷史的責任感。同時，在香港舉辦這樣的學
術活動，特別是在大學校園中從學術的角度去討論歷
史，有助於香港社會尤其是本港青年人重燃中國意識，
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知曉當年在戰爭期間由侵略者製造的
暴行、以及這種暴行對香港人、內地同胞甚至亞洲其他
國家民眾造成的創傷。

期待形成新的歷史教育
陳學然認為，香港社會並不是有很多人或場合去討論
「慰安婦」議題，但是在香港經歷的三年零八個月時間
中，也存在這一文明社會所痛斥的醜惡現象，所以，
回溯歷史的本源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他對記者說，學
術的關懷，乃是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而歷史事
實，需要客觀的史料以及口述歷史、學界的討論共同構
成。他希望，經過這次研討會的展開，能夠在香港形成

恒常化的歷史教育，讓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能夠對香港
與兩岸曾經共同遭遇的歷史命運有新的和深入一些的認
識，並且重新認識做回中國人和擁有國際視野的必要
性。
香港在華人社會的歷史討論中不能夠缺席，這是陳學

然的看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人基於民族情懷，
積極發起和參與保釣運動，陳學然認為，在戰爭責任與
倫理價值未獲得公義對待和肯定時，歷史需要不斷地被
重溫，而各種歷史記憶也會一次次地被重新召喚。「慰
安婦」議題也一樣。這一話題，在香港社會並沒有引起
足夠的重視，讓部分人出現了歷史的虛無感；同樣，這
一話題也沒有引起日本方面和國際社會的足夠重視。在
近一兩年裡，「慰安婦」的問題頗給人一種只是韓國才
存在的問題。這次研討會，除了邀請韓國的學者外，同
時也邀請了數位來自日本的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
探討和對話。最為根本的，在陳學然看來，是要引起本
土乃至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反思，加深對這一歷史議題

的認識，讓悲劇不再重演。
女性始終是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陳學然對記者表達
了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日本僅僅對韓國的「慰安婦」
表達了道歉和賠償，但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包括海峽
兩岸的不少受害者，都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當對
歷史的討論能夠超越時空的界限時，陳學然認為，亦可
以透過對學術的思索，引發出對女性權益的探討，畢
竟，無論在戰爭或和平狀態下，女性權益都應該得到保
護；而每當戰爭不幸發生時，女性所遭受的傷痛往往是
男性的雙倍甚至是更多。

和平主義的學術期待
據了解，由於邀請了來自韓、日、中國內地以及台灣
的眾多學者，今次探討會的討論範圍也會非常廣泛，視
角也會極為獨特。
例如，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董炳月，將會探討抗戰

時期的河南大饑荒問題。1942年發生的河南大饑荒是民

國時期的重大災難之一，約三百萬平民餓死。1992年，
青年作家劉震雲以此次災害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說《溫
故一九四二》。小說本是應《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主
編錢鋼之約而寫，劉震雲的獨到之處在於：不僅用小說
的形式講述了自然災害，而且挖掘了自然災害背後的國
家、民族、階級問題。
二戰後的日本，和平主義成為了民間的一大信念和支
柱。來自東京大學的林少陽教授便探討了和平主義在日
本的思想淵源問題。他將探討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
（1941年生，Karatani Kojin）的康德解讀與戰後日本
知識分子從倫理角度思考戰爭責任、追求和平主義理念
的關係；將簡單梳理、總結戰後日本康德解讀史與知識
分子和平主義思考之間關係的概況，並將柄谷的解讀在
這一日本知識分子思想史、學術史中定位；其次，進入
柄谷行人本身的康德解讀文本，探討其在理論上如何通
過康德解讀討論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與和平主義理
念。
陳學然希望，對歷史問題的討論，能夠在尊重歷史事
實的基礎上，超越歷史本身，構成未來東亞民間和平與
友好的基石之一。這是學者的責任，也是知識界的義
務。

戰爭與倫理的學術重構

歷史的反省 永恒的主題
抗戰勝利已經過去七十一年了。如何讓戰爭

的悲劇不再重演、如何讓當年戰爭的受害者的

故事能夠更好地啟示後人、如何讓跨越國界的

一代代人能夠永享和平美好的生活、如何去深

入反思當年戰爭的動因，一直都是東亞學者關

注的焦點和責任。本月的十八號和十九號，將

會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超越國族的歷史學與

戰爭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內地、

本港、台灣、日本、韓國、美國等地的學者將

匯聚一堂，從歷史和學術的角度重新梳理戰爭

中的一系列因子。據了解，對「慰安婦」問題

的討論，將會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個重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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