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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载和传播民族历史
记忆手段的历史教科书该如何
写？特别是涉及一国不光彩的
历史时，如何向学生讲述，这是
困扰各国历史教育者的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历史的编
纂，需要遵循最高原则——真
实。但是，还原真实的历史是
一回事，而对学生应该讲述怎
样的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在
不同的国家，一些人不约而同
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让学生成
为好的国民，有些历史不宜让
他们知道。也是因这一观点，
在美国的教科书中，越战中一
些为公众熟知的史实没有得到
充分的表述。

而更多人认为，要让孩子们
知道真实的历史，这对于塑造现
代公民非常重要。2009 年由中
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老师

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
误》，即是持这一观点，对美国教
科书大开火力进行批判，提出了
强烈的责难与拷问。

本书所考察的三个国家，
美国、德国和日本，其历史教科
书的价值基础已经确立，即自
由和民主。但是历史教育的目
的，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历
史教育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还
是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
是为了服务于塑造现代公民，
还是要适应全球竞争和国家安
全的需要？如何在培养公民的
爱国精神，包括热爱民族历史
遗产、民族自信与自尊，与保持
清醒理性和尊重事实之间大至
达到平衡？在历史教育中提倡
质疑精神会损害学生对国家的
忠诚吗？

在二战中扮演侵略者的德

国，曾一度以“脆弱的民族无法
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为
由，在反思历史、叙述历史之时，
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但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教科书开始
正视历史，相信通过对历史的深
刻反思，可以让学生学会反思和
批评性地评价国家策略，而不是
盲目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
至关重要。

美国学者对历史教科书的
责难，可能是最为强烈的。比
如，有学者认为教科书中关于
越战历史过于轻描淡写，没有
深入分析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
合法性，没有引导学生质疑政
府的决策。他们相信，如果青
年一代不能在历史教育中了解
真实的历史，学会独立思考和
质疑政府的政策，就不能防止
政府重蹈覆辙。

目的 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公民？

二战结束的时候，盟军整肃
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
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就曾对其历
史教科书的编写进行干预，比
如，在德国，盟军当局禁止使用
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导致学
校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则
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清除战时教
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
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
内容。

这种对历史遗迹的反思和

修正，常发生在重要的历史转折
关头。一个民族准备改弦易辙，
除旧布新，就要重置“悬在我们
身后的星座。”最著名的例子，莫
过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
历史教科书革命。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展
开，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浮现出
来，谎言被戳穿，至 1988 年，一
些历史考试不得不被取消。戈
尔巴乔夫表示：“测验学生知道
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之后，

苏联开始启用新的教科书。
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

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
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
否能够培养具有现代视野和价
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
是本书副标题“日本、德国和美
国公民身份与记忆”所要揭示的
内容。

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对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
重要。

题解 历史教科书，关乎政治进程

二战后，很多日本人和德国
人责怪本国的教育体制教育他
们盲目接受权威，因此其教育体
制也有战争责任。根据这种观
念，战后两国的教育者发誓要通
过质疑本国政府并“保持其诚
实”的方式，来塑造年轻的公民。

尤其是德国，在反思历史
的时候达成一种共识，即学生
负有公民责任和道德责任，去
阻止将来发生任何类似于纳粹
的事情，故而必须让学生记住
真实的历史。

相比较而言，美国历史的道
德负担是较轻的，因此，美国人
也有更大的空间来讨论教科书
中的叙事对美国公民的影响。

而如何看待越战，是讨论的焦点
之一。此中最为实用的教学策
略，即是由美国的历史教育者凯
瑟琳·伍兹·马萨利斯基提供的。

马萨利斯基希望自己的学
生不要把教科书仅仅当做事实
的汇编，要他们知道，教科书上
的历史，并不是唯一的真相，而
是历史学家在分析和论据的基
础上写出的其中一个版本而已，
必须学会批判性思考历史教科
书，而其关键是识别偏见、区别
事实与观点的能力。

偏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习
惯造成的偏见（课本作者不了解
新的学术研究）、遗漏造成的偏
见（不恰当地选择事实，导致扭

曲）、不断强化暗示造成的偏见
（对一个多面性的故事，只表现
一个方面）、语言使用造成的偏
见（使用贬义的术语，以及语言
上微妙的差异）和不自觉说谎造
成的偏见（作者不能摆脱自身成
长的民族主义环境）。

他设计了一个相当简单的
联系，帮助学生认识陈述事实与
表达观点之间的差异。比如，在
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本投
降的原因时，他和学生从苏联、
日本和美国编写的教科书中选
择了一些段落来阅读，从三种课
本中寻找偏见，并对其进行归
类。这样的练习，其实是对历史
教科书的一种超越和解构。

策略 学会辨析事实与观点

思考 与真实的历史和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

明进程中，其实都包含了不光
彩的成分，比如对外战争、对内
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
都会构成令人尴尬的历史，以
至于在面对年轻一代时，不知
道该如何去讲述。

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的侵
略行为，即属于这样的历史。
在漫长的争论中，这两个国家
都各自形成了自己对待历史的
态度，并表现于历史教科书的
编写中。对于德国而言，正视

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并加以
批评与回应，甚至被提到“人性
的回归”这一的高度。

怎样与真实的历史和解，
始终是人们站在过去和未来之
间需要俯首深思的问题。尽管
大家都知道，回避历史是非常
有害的，但是正视历史并非易
事。历史教科书的困境，在理
论上似乎很容易解决，我们可
以直接引用索尔仁尼琴的“一
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
重 ”。 而 在 实 际 解 决 的 过 程

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具体
的困境。

不可否认，正视历史，是需
要一定的条件的，尤其取决于
一个社会的人们的社会理性与
共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历
史教科书上的偏见和谎言，并
非全部产自对历史的恶意篡
改，更多的时候，是自觉的善
意。而剔除这些偏见与谎言的
过程，正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
之进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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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构建、记忆传
承的，而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媒介。它将一个民
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
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场所”，是一个民族的“体制
化记忆”。所以，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实是一个国家
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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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4年德国纳粹党纽伦堡大会。②1936年，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前夕的日本，各界都在做战争准备，寺院中的僧侣也戴防
毒面具参加演习。③1969年越战期间，美军在一个名叫美莱村
的偏僻小村庄，屠杀了数百名越南平民。

纳粹主义、军国主义、越战分别是德、日、美历史中不光彩的
一面，但三国教科书对此的呈现，有很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