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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转型与再造

柴亚林
内容提要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巴西日裔社会中围绕二战后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

忆书写发生重大转向，基本背离此前五十年间相关历史著述基于批判性唯物史观所确立
的历史记忆叙事。此番尝试作为一种社会表征，既折射出日裔社会试图消弭当年社会失
序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话语实践，也反映出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下重构族群认同的目标取向，
进而构成今日巴西日裔社会现实的多维镜像之一。这一历史记忆书写源起于战后未尝清
除“皇民思想”的日裔族群，生发于巴西多族群社会，并且受到近来日本官方政策举措的
牵引与羁绊。

关键词　 巴西　 日本　 日裔　 认同　 历史记忆

２０００年，巴西作家费尔南多·莫莱斯所撰《肮脏的心：臣道联盟史》①出版，作者在两年内深度
访谈包括４６名日裔在内的８８人，详细记述臣道联盟的发展脉络及胜战组与败战组间的争斗经过。
莫莱斯自认“作为居于中立地位的‘外国人’，能够客观地呈现巴西日裔无法言说的敏感过往”，言
称“巴西日裔社会正处于统合的关键时刻”，“‘胜败纷争’与臣道联盟早已成为历史，并不会对今天
的日裔带来负面评价”，“若日裔社会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伤口便永远无法愈合。”②事实上，
巴西日裔社会③对待历史书写的态度颇为积极，数十年间出版诸多著作（见表１）。几乎每部著作都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民社会出现的混乱与冲突有所记述，④它们不仅成为历史资料的留存，
亦是历史记忆的载体，还为日裔社会提供反思和“对时间进行生产性更新的机会”⑤。而日裔社会
中也有声音表示“不希望由外国人来写这些事情”，认为其小说式的文风颇为煽情，且对真实事件
的记述亦有夸张的部分。⑥ 但无论如何，“莫莱斯的著作已打开有关日裔根脉的‘潘多拉盒’”，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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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甘肃省委统战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２０２２ － ＺＬＸＭ － ０１）的阶段性成
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审稿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Ｍｏｒａｉｓ，Ｃｏｒａｃｏｅｓ ｓｕｊｏ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ａ Ｓｈｉｎｄｏ Ｒｅｎｍｅｉ，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ｄａｓ Ｌｅｔｒａｓ，２０００．
〔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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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雪：《フェルナンドモライス氏インタビュ"

———臣道联盟がブラジル社会に问いかけたもの》，载巴西《ニッケイ
新闻》，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７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０３ － ｅｓｐ ／ ２００３ｒｅｎｓａｉ０１８

日本移民自１９０８年抵达巴西后对社群共同体的自称逐渐从日本人社会、国人社会、同胞社会、移居者社会、殖民地社会等最终
过渡到日裔社会，此系日本移民定居通婚、归化入籍、认同重构的社会表征，以１９５５年圣保罗日本文化协会的设立为分界，宜称前者为日
本移民社会、后者为日裔社会。参见〔日〕迫こゆり，田中共子：《在ブラジル日本人における日系ブラジル人と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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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支援源とストレス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３３，２０２０．
杜娟：《二战后巴西日侨社会乱象及其原因》，载《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２页。
〔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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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雪：《パウリスタ延长瞃
'

後史：子孙にとっての胜ち负け抗争》，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６月
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４ － ｅｓｐ ／ ２０１４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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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雪：《
'

前
'

中の移民史に光当てる———真相究明委员会谢罪の背景》，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２０１４ ／ １４０３１９ － ７１ｃｏｌｏｎｉａ． ｈｔｍｌ



后，巴西日裔社会媒体产生许多文章记述、讨论上述话题，其中尤以当地日文报刊《日裔新闻》
为甚。

表１　 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史主要著作①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１ 《日本移民概史》 浜野秀雄 １９３７年

２ 《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上）》 青柳郁太郎 １９４１年

３ 《移民四十年史》 香山六郎 １９４９年

４ 《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下）》 青柳郁太郎 １９５３年

５ 《殖民地战后十年史》 保利斯塔新闻社 １９５６年

６ 《移民生活史》 半田知雄 １９７０年

７ 《巴西日本移民七十年史》 移民七十年史编纂委员会 １９８０年

８ 《巴西日本移民八十年史》 移民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１年

９ 《巴西日本移民百年史》 移民百年史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

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的差异化存在必然造成社会记忆的天然非完整性，因此，社会认同的产生
与社会情境意义的赋予，需要对片段性的社会记忆进行拣选与组合，进而将社会记忆纳入某一整体
叙事框架或情节，②并将其最终转化为历史记忆。③ 所以，若将叙述本身作为方法论而逆向窥察以
叙事见长的媒体文本，④往往发现在历史记忆频繁书写或改写的背后，可能潜隐着一个对自我身份
认同颇感焦虑的群体。⑤ 通过媒体发声以获得重塑记忆的话语权，这或许是他们重构社会认同的
唯一机会。⑥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如何对待曾被尘封的历史记忆，如何完成历史
记忆的改造与书写；同时，又是怎样的社会现实与结构导致上述社会现象的发生。笔者借助非结构
化文本分析软件ＫＨ Ｃｏｄｅｒ及质性研究分析软件ＮＶｉｖｏ，将《日裔新闻》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１年刊发的所
有与历史记忆有关的连载文章作为基础数据展开文本分析，以认同的重构作为逻辑基轴，尝试阐明
巴西日裔的社会认同受到何种力量的牵引与羁绊，及其历史记忆的形塑依循怎样的结构与路径。

一、分裂的族群：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原点
记忆是人类建构一切精神生活的基础，⑦人脑记忆的有限性与不可复刻性，促动人类在历史上

运用语言、图画、文字等符号媒介，通过神话、史诗、仪式、纪念物等不同形式来存储记忆。因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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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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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归纳制作。
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载《江海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７９页。
〔英〕杰弗里·丘比特著，王晨凤译：《历史与记忆》，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５３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Ｓｃｈａｃｔｅｒ（ｅｄ．），Ｍｅｍｏｒ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Ｍｉｎｄｓ，Ｂｒａｉｎ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 ２．



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皆将记忆作为重要研究范畴。① 其中，历史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记忆
研究贡献出更为基础的理论框架，②而且，两门学科的本质属性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记忆的历史
化与社会化特征。

人们总是热衷于对过去业已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与书写，③就此而言，记忆原本就是历史的母
体，④历史书写仅是记忆的有关过去的形式之一。⑤ 斑驳庞杂且相互竞争的记忆令人不胜烦恼，⑥人
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客观要求通过抽离、断裂、构建与书写，使记忆顺利完成从形态到内容的历史化，
亦即成为一套可供拣选的历史编纂话语元素。⑦

记忆作为人脑的基本功能之一，其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必然在于个体记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认识到，社会文化结构或社会影响能够决定个体回忆的方式与内容，因此，
个体记忆具有模式依赖性与重构性。⑧ 与其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
的理解，他认为个体记忆依附于通往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是社会为个体回忆活动提
供的模板，同时也是集体性记忆能力的展现。个体记忆本质上仍被孕育个体的社会结构所支配，如
果个体如群体所望依循社会提供的视角来回忆，那么，社会记忆就在个体记忆中实现并显现自
身。⑨ 由此，记忆的社会化得以实现。

记忆的历史化与社会化相互伴随、相互交织，基本内涵共轭于“历史记忆”的概念之中。因此，
通过对历史记忆与历史记忆书写的探究，可以阐明生成历史记忆的社会语境以及完成历史记忆书
写的社会构象（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梳理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陷入混乱与失序的历史记忆，并非旨
在检视并重述当年所发生的史实，而是为呈现并讨论当代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书写而勾勒出相关
历史记忆的“原始底本”。

目前所见最早对二战结束之初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状况有较全面记述的资料，是桥浦昌雄瑏瑠撰
写的日记。瑏瑡 日记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文类，本质上属于具有很强私密性的私人文献。虽然它往
往是碎片化的横断面式记录，瑏瑢而且因其传播范围所限而极有可能泯为“记忆的微光”，瑏瑣但其重要
价值之一却是包含有大量第一手的社会历史资料。瑏瑤 此外，当我们将日记视为口述史文本，则文本
的作者背景与制作过程等“伴随文本”瑏瑥要素均可折射出文本生成的社会语境。

对桥浦的６万字日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日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６日）进行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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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载《史学月刊》，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页。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８０页。
〔法〕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德〕斯特凡·约尔丹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５页。
〔美〕阿兰·梅吉尔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１页。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 Ｓｐｉｅｇｅｌ，“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ｔ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 ４１，ｎｏ． ２，２００２，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２，ｐ． ２４４．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８、６９—７１页。
桥浦昌雄（１８７８—１９７８）生于日本鸟取县岩美郡大岩村，曾担任四届大岩村长，１９２７年４月移民巴西后出任鸟取县海外协会驻

巴西事务所理事。
《桥浦昌雄

%

资料》，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ｈｔｔｐｓ：／ ／ ｒｎａｖｉ．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ｋｅｎｓｅｉ ／ ｅｎｔｒｙ ／ ＨａｓｈｉｕｒａＭａｓａｏ． ｐｈｐ
汪云霞：《记忆与召唤———论罗伯特·白英的中国日记写作》，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载《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２、３８０页。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９页。



现（见图１），在作者记述中虽然日本在“美（米）国”“苏联”和“英国”的强大攻势下宣布“无条件投
降”，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围绕日本在战争中究竟是“获胜”还是“战败”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伪
造”的“新闻”与虚假的“消息”通过“广播（放送）”影响“青年”“大众”，整个移民社会由此分裂为
自认保有“日本精神”并坚信“日本胜利”的“胜战组（硬派）”与放弃“母国”日本而计划“永住”巴
西的“败战组（软派）”，代表前者的核心组织臣道联盟将后者视为“非国民”，并对其展开一系列
“暗杀”活动。

图１　 桥浦昌雄日记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①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天皇裕仁史无前例地直接面向日本国民讲话，他使用与普通庶民语言几乎
没有共同点的“专属天皇的极为庄重的语言”，试图以佶屈聱牙的措辞、晦涩难解的语义维系“天
子”的符号形象。② 因此，巴西日本移民以及日本民众第一次听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讲话，而其
内容竟然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心理冲击可谓巨大，以至造成严重的情绪波动（见表２）。

表２ 　 日本宣布投降后的日本民众反应③

序号 反应 比例
１ 悔恨·悲叹·遗憾 ３０％

２ 吃惊·打击·困惑 ２３％

３ 因战争结束、苦难终结而感到安心、幸福 ２２％

（见下页续表）

４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作者运用ＫＨ Ｃｏｄｅｒ软件归纳制作。
〔法〕ロベ

"

ルギラ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ｉｌｌａｉｎ）著，根本长兵卫、天野恒雄
(

：《日本人と
'

争》，朝日新闻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８６页。
数据来源：〔日〕川岛高峰：《玉音放送直後の国民の意识》，载《明治大学大学院纪要·政治

)*

学篇》，１９８９年第２６集。



　 　 　 　 （接上页）
４ 面对盟军占领的畏惧、担忧 １３％

５ 幻灭·痛苦·空虚为胜利所做的一切牺牲皆付之东流 １３％

６ 耻辱感到是日本历史上的污点 １０％

７ 意料之中 ４％

８ 担忧天皇对天皇感到惭愧、抱歉 ４％

９ 未回答或有其他反应 ６％

由此可见，日本战败的严酷现实一方面侵蚀其移民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源头与对象的正当性
及合理性，①继而影响日本移民基于记忆之场的社会范畴化与自我范畴化的结果，并重塑其群际分
化（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ｄｅ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与群内分化（ｉｎ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②成为移民社会群体分裂的肇
始。另一方面，日本战败的事实也在拆解国家在场的认同语境，进而造成认同场域的结构组成及其
社会、文化、心理维度发生改变。③ 源自外部的生存压力促使社会成员对于安全感的诉求转向族群
内部，族群成员不仅被要求应当保持对共有文化的认同，还被要求必须忠诚于族群共享的行为准则
与价值观念。④

然而，日本战败却导致与制度性族群身份相联系的群体资格逐渐丧失政治社会意涵，⑤由此，
日本移民对日本天皇、日本国家、日本文化等认同对象的归属感、情感依附性以及心理趋同性这三
重认同要素所构成的稳定体系，因外部突发因素的扰动而出现崩塌。日本移民表现出内在的失落、
悲痛、紧张、恐慌等精神焦虑和情绪紊乱，以及外在的亲社会行为衰减与行为偏常。⑥ 日本移民社
会中无法恪守族群共享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判断标准的个体的出现，⑦使得内群吸引骤降现象发
生并不断在群体内部持续扩散，⑧群体凝聚力随之迅速衰减。至此，族群分裂已经无法避免，并最
终导向社会失序。⑨

尽管桥浦是基于自己的视点来回望已经发生的事件，但他必然是在社会框架下进行回忆的，因
此，虽然其日记在漫长岁月中并未进入公众视野，但仍属于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瑏瑠 如果说桥浦日
记是记忆的“微光”，那么，巴西日裔关于战后社会失序汇聚起的记忆“强光”，则是香山六郎和半田
知雄等书写的历史著作。它们将“回忆体验”与“历史体验”一同转化为历史叙事，并为日裔社会提
供回忆线索，瑏瑡最终构成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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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美〕桥本明子著，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９—１０页。
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主观群体动力学模型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钱力成：《记忆研究：超越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载《学术月刊》，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 － ７页。
〔德〕李峻石（Ｇüｎｔｈｅｒ Ｓｃｈｌｅｅ）著，吴秀杰译：《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９页。
柴亚林：《想象的边民：二战前后族群边界上的巴西日本移民社会》，载《世界民族》，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６—７页。
〔澳〕约翰·特纳著，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自我归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澳〕迈克尔·Ａ．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７、

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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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德〕詹姆斯·Ｅ．扬著：《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季斌、王立君、白锡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

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７页。



二、记忆的叙事：二战后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迁衍脉络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就没有民族。”①在他看来，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均建立在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叙事之上，而这些叙事则能够刻画群体的边界，赋予群体资
格以某种意义，也能界定出谁是这个群体的敌人或对手。实际上，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会经历种
种事件，从中产生不同的体验并累积各种经验，这些经验因许多事件本身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而具有
碎片化特质。② 依靠这种形式的经验，人们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需要运用叙事这一工
具将业已发生的事件编织进具有时间轴线和空间坐标的网络之中，从而使事件之间产生关联并且
变得有序化和系统化，进而消弭生活经验的零碎性。

可以认为，叙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认识和描述世界与自我的方式。人们将自己的认知、观念
和认同注入无尽的叙事当中，最终完成意义的生产。③ 因此，记忆必然嵌置于叙事的闭合轨道之
中，它需要经由叙事主体从记忆库中进行检视，然后因某个特定目的而被拣选，再以回忆的方式从
潜隐状态转入激活状态，最后，由面对自我或他者的叙事主体以独白或讲述形式完成“叙事表意”。
所以，如果说记忆是认同的支点，那么，叙事则是使支点得以凝聚的工具。简言之，叙事使记忆产生
意义，并且让记忆得以建构认同。④

学者们认为，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⑤而“结网”过程正是叙事的隐喻。由于人们有着认
知的不同模式、组织信息的不同方式和集体记忆的不同形式，因此，“意义之网”也就具有不同形
态。这表明，人们的叙事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叙事模式将形塑出不同的文化群体。⑥ 人们
对今天的认知建立在对过去的理解之上，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其历史观与现实观均无可争辩地、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⑦ 记忆的叙事就是该观点的集中体现。

半田知雄等人的著述记录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风貌的流转变化，⑧这些文字把历史演进和
文化变迁鲜活地加以呈现，而它本身则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本真的文本以表征和再现的方式而存
在。⑨ 研读文本、对其所承载的意义加以诠释，这是理解生产出历史记忆文本的情境或语境的基本
路径，借此，便可知晓社会本真为何以此种方式被表征。所以，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就是“在文献中
做田野”工作，瑏瑠目的则是要通过阐释那些历史的亲历者缘何书写出如此的历史记忆文本，从而考
察他们面对社会本真时的所思所想和对其进行表征再现时的态度倾向。而这种处于情境或语境之
中的选择与行动，正能帮助人们理解“过去是如何导引并建构现在”。瑏瑡
１９４９年，香山六郎在《移民四十年史》瑏瑢中将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失序与混乱称为“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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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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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ｐ． ３８３．
〔英〕奈杰尔·拉波特著，鲍雯妍、张亚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６—２６９页。
〔加〕罗伯特·弗尔福德著，李磊译：《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６—４７页。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载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季斌、王立君、白锡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ｒｂｎｅｒ，Ｔ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１．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于雷译：《叙事的本质》，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８、１３５页。
〔日〕

+

襎治：《
'

前日本における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Ⅱ）———大正末期—'

前昭和期における移民研究の进展》，载《京都
外国语大学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所纪要》，２０２０年第２０卷。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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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日〕香山六郎：《移民四十年史》，香山六郎发行，１９４９年。



内讧”，认为日本移民社会原统治阶层试图借助往昔余威而与臣道联盟统治阶层抗争，从而引发所
谓的民族内讧。１９５３年，入江寅次为《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执笔增写“其后十年”一章。他认为，
日本移民本身非常优秀，但在二战后犯下巨大错误，这不仅要归咎于主谋者、行动者与“狂信者”，
还由于大部分日本移民盲从国家且思维偏执。入江分析道，由于日本人的褊狭性与日本教育的历
史性错误，皇民化教育使日本移民只关注日本而罔顾其他，结果造成偏激的日本主义与狂热的祖国
信仰。① １９７０年，半田知雄在《移民生活史》中指出，恐怖袭击都是有着“偏执狂式头脑”的“臣道联
盟特攻队”所为。② 半田的历史记忆书写，呈现出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史上的暗黑时代，借此折射出
日本移民身处民族至上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夹缝之中，备受日本思乡愁苦与巴西
移民政策的折磨。③ 作为移民体验的亲历者，半田以丰富的移民史料为参考，将自己的历史记忆著
述其中。④ 因此，其著述甚至被视为日本移民的“典范历史”。⑤ １９９１年，宫尾进在《巴西日本移民
八十年史》中撰写“移民空白时代与同胞社会的混乱”一章，其中援引大量历史文献、私人日记、报
刊新闻以及巴西政治社会保安警察（ＤＯＰＳ）在采取应对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调查报告、讯问笔
录等第一手文件资料。⑥

值得注意的是，自《移民四十年史》至《巴西日本移民八十年史》出版的四十余年间，关于日本
移民历史的系列叙事文本对胜败纷争发生原因的认识基本趋同，对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理解
与记述形成某种记忆叙事传统或范式。即社会失序是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狂信者”所致，
而作为胜战组核心组织的臣道联盟则要对恐怖袭击活动承担全部责任。

通过分析上述文本可知，往昔的人物与事件被特定的动机、目标、愿景所主导，并依照当下的社
会语境建构为历史记忆。各文本对此加以反复阐释的本质即为连续性的文化再生产，而促成文化
身份和文化一致性的文化记忆术的作用就在于保证这种连续性。对于历史记忆而言，这些具有奠
基意义的文本成为储存和再现历史知识的源头，因文本诠释的连续性而导向的文本一致性，最终成
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基础。⑦

在巴西日裔社会追求社会凝聚结构之稳定性的过程中，基于文本一致性的叙事对于历史记忆
而言至关重要。文化精英应用叙事这一工具，按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依循一定的时空与
因果关系，将已然发生的事件与人物勾联组织起来，用语言文字将某一历史记忆加以表述。当这种
叙事形式被建构完成后，它就等待得到更多巴西日裔的阅读和理解。于是，经验、记忆和意义便被
赓续与重构，而集体记忆也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得以凝结。⑧ 进一步而言，为建构起一个现代性的
同质化共同体，日裔社会需要能够承载漫长历史的叙事框架，其任务是使人们时刻意识到，他们与
所在共同体全体成员的长辈或祖先不仅在观念或想象中保持联系，而且在历史时空中存在关联。⑨

然而，这种族群叙事的连续性在历史文脉与文化根脉两方面被胜败纷争所阻断。在此之前，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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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青柳郁太郎：《ブラジルに於ける日本人
,

展史下
-

》，ブラジルに於ける日本人发展史刊行会，１９５３年，第６１７—６１９页。
〔日〕半田知雄：《移民の生活の

.

史：ブラジル日系人の
/

んだ道》，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７０年，第６４４、６６２页。
〔巴〕ソアレスモッタフェリッペアウグスト（Ｓｏａｒｅｓ Ｍｏｔｔａ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ｕｇｕｓｔｏ）：《半田知雄における移民のなやみ：ブラジル日系

社会史の语りと移民の
'

争
)0

を中心に》，载《待兼山论丛·日本学篇》，２０１３年第４７卷。
〔巴〕ソアレスモッタフェリッペアウグスト（Ｓｏａｒｅｓ Ｍｏｔｔａ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ｕｇｕｓｔｏ）：《半田知雄著＜移民の生活の.

史＞の成立を巡る
一考察》，载《大阪大学日本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２期。

〔日〕细川周平：《日系ブラジル移民文学Ⅱ———日本语の长い旅·＜评论＞》，みすず书房，２０１３年，第２１２页。
〔日〕

1

尾进：《臣道联盟：移民空白时代と同胞社会の混乱：臣道联盟事件を中心に》，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３年。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８５—９６页。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５页。
〔以〕施罗默·桑德著，王岽兴、张蓉译：《虚构的犹太民族》，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３页。



西日本移民以作为日本人而骄傲，认为日本人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在移民社会中延续。① 但是，正
是这种文化传统与母国日本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导致战后移民社会失序的发生。② 这实际是社会断
裂（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的表征，而后续历史记忆的书写必须设法弥合这种断裂或对其予以否认，否则便无
法重构能够整合移民社会的社会认同。③ 然而，前文言及的叙事文本均未能充分观照日本天皇、国
家、文化等日本移民的认同对象，亦未能将指向认同对象的归属感、情感依附性以及心理趋同性加
以传承续延，因此，既无法逾越创伤记忆，也无法将其有效地纳入历史记忆。

三、现在的过去：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当今形态
历史记忆总是归属于某一群体，而该群体的规模则可以小到一个家族或族群，大到一个阶层或

社会。④ 它由该群体在漫长的时间内生产，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并且能够在群体成员间相互作用
和传递。⑤ 历史记忆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起关联，对于过去的记忆就存在于当下，它是与
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⑥ 因此，人们会处在“现在”的立场上完成对“过去”的重构，同时，也
会站在“过去”而探寻“现在”的意义，⑦于是，“过去”与“现在”之间便产生价值评判和情感意义的
纽带。所以，“过去就是现在”，人们指涉的“过去”本就是“现在的过去”（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ｓｔ）。⑧

对于巴西日本移民及其后裔而言，每天都在发生可供“写入”历史记忆的社会事件，但并非每
个事件都能成为历史记忆。因为“书写”的规则关乎一个族群如何铭记过去，而他们铭记的方式又
受制于自己的社会认同。当历史开始“记忆”，必然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足以影响“未来”、有别于“过
去”而又即将被纳入“过去”的“当下”。于是，历史记忆便为人们提供出一个“透镜”，⑨我们可以通
过它聚焦社会现实、审视社会认同。因此，通过考察历史记忆的“书写”便可以了解认同的表征与
实践。
２１世纪伊始，莫莱斯的著述给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书写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对

此问题还很难做出准确评价，但新出现的一些现象却值得关注。譬如，与此前的移民社会史著作不
同，为迎接日本移民巴西一百周年而作的厚达２７００页的五卷本《巴西日本移民百年史》，瑏瑠其中关
于移民社会失序的篇幅仅有２０页，且并未对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加以揭示。批评者据此
认为，如此粗陋的内容难当“百年史”之称，“编纂执行部门极不负责的态度令人瞠目”瑏瑡。不过，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日裔创办的报刊媒体《日裔新闻》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却刊发大量与胜败纷
争有关的文章。

《日裔新闻》网站是巴西目前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日裔媒介平台，其中刊载的大量文章所生成

８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日〕太田恒夫：《日本は降伏していない：ブラジル日系人社会を
2

るがせた十年抗争》，文艺春秋，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９—１４３页。
〔日〕福

34

之：《日本人の同化问题：ブラジルでの日本主义教育の
5

践をめぐって》，载《福冈大学人文论丛》，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刘晓民、杨嵘均：《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概念：基于主体、目的与路径的比较》，载《学海》，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张俊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之探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载《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页。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载《社会》，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英〕伊恩·霍德著，徐坚译：《现在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Ａｖｒｕｃｈ，Ｋｅｖ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周年记念协会、日本语版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史编纂刊行委员会编：《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史》，トッ

パンプレス印刷出版，２０１３年。
〔日〕外山：《移民百年史出版プロジェクト：6然、无责任极まる执行部》，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１



的连结性记忆，使人们栖息或连结于紧密而发散的社会网络之中。① 该报编辑部认为，巴西日裔社
会属于“日语文化圈，在此意义上与日本结为命运共同体”。所以，该报的办刊方针定位是成为“日
裔社会的意见领袖，积极挖掘日本移民历史，针对第二、三代日裔进行日本文化传承与启蒙，建构日
裔认同并服务于当地的日本语教育”②。

自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２１年，《日裔新闻》的连载栏目共刊登文章３９９篇，若以连载次数合计则达到
３０４０篇。笔者基于扎根理论将上述文章视为非结构性数据，对全部连载文章主旨内容进行主轴性
编码后统计发现，所有文章中有关“巴西日本移民历史”的占比最高，关于“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
失序”的文章数量紧随其后。这两类文章均可视为对历史记忆的书写，二者篇数相加共计１２８８篇，
占全部连载文章篇数的４２． ４％（见图２）。

图２　 《日裔新闻》连载文章主旨主轴性编码—篇数示意图③

由此可见，移民历史在巴西日裔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书写更是不可或
缺的一环。这一社会表征成为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及其书写发生转变的标志，传统的历史著述
似乎正在让位于新闻媒体的话语表达，当这些“记忆的微光”凭借记者的文字得以汇入集体记忆
时，原本的历史记忆的“强光”则可能因此呈现出不同面相。在《日裔新闻》所刊关于“战后巴西日
本移民社会失序”的文章中（见表３），外山修的连载文章与深泽正雪系列文章的总字数均达到十余
万字，这些篇目内容深刻且篇幅颇大，它们构成当今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书写的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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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ｏｓｋｉｎｓ，“Ｍｅｄｉａ，Ｍｅｍｏｒｙ，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ｖｏｌ． １７，ｎｏ． ４，２０１１．
《ニッケイ新闻社ご案内》。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ａｏ
作者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归纳制作。



表３　 《日裔新闻》有关“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连载重要篇目①

序号 作者 篇名 发表年份 连载期数 字数（千）
１ 堀江刚史 《第５８年的记忆：死难者家属眼中的胜败纷争》 ２００３ ３ ４． ２

２ 深泽正雪 《专访莫莱斯：臣道联盟对巴西社会的叩问》 ２００３ ３ ３． ７

３ 深泽正雪 《移民与“日本精神”：远隔地民族主义》 ２００８ ２６ ４１． １

４ 堀江刚史 《第６３年的访问：胜战组恐袭者日高德一》 ２００９ ２ ３． ３

５ 深泽正雪 《跨越６５年前的恩仇》 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６． ２

６ 深泽正雪 《隐匿的过去：胜败纷争与日裔二代的心理》 ２０１３ ７ ９． ７

７ 外山修 《二战与日本移民：探寻胜败纷争的真相》 ２０１３ ９３ １３８． １

８ 深泽正雪 《保利斯塔战后史：子孙眼中的胜败纷争》 ２０１４ ６ ９． ０

９ 日高德一 《监狱岛扣押记》 ２０１４ １４ ２２． ０

１０ 深泽正雪 《＜孤独的南美战场＞：表达自由与战争创伤》 ２０１５ ３２ ４２． ３

１１ 深泽正雪 《吉川顺治侧写：亲近者眼中的臣道联盟理事长》 ２０１５ ９ １２． ８

１２ 深泽正雪 《桑托斯日语学校返还：真正到来的“终战”》 ２０１８ ７ １１． ３

１３ 有马亚季子 《强制驱离桑托斯的证言》 ２０１９ ７ ９． ５

外山修的《二战与日本移民：探寻胜败纷争的真相》②一文对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进行前所
未有的全景式爬梳，并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细致地加以分析。外山通过访谈获得大量当年事件亲历
者的口述史料，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共计３４人，他们在胜败纷争中分属胜战组与败战组，抑或曾为臣
道联盟成员。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日高德一、山下博美等５名恐怖袭击者。

外山认为，在胜败纷争的发生初期，胜战组人数占据压倒性多数，但随着日本战败事实逐渐明
朗，加之胜战组遭受巴西官方的大规模逮捕等毁灭性打击，败战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仅主导移
民社会，而且掌控社会舆论，每当言及胜败纷争，总是败战组的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并最终形成长久
以来的所谓“正论”。外山将此类散见于原始资料、文献专著以及口述史料中的败战组话语称为
“认识派史观”。③ 可以认为，所谓“认识派史观”实为巴西日裔社会中逐步形成的有关胜败纷争的
历史记忆。至少在莫莱斯出版著作前，这一历史记忆始终在日裔社会中居于主流，并未面对“需重
新书写”的严峻挑战。

与外山修相比，担任报社总编的深泽正雪发表的文章篇目数量远超前者。虽然二者关注相同
主题，但后者视野更为宽泛，视角也更加多元。深泽的文章基于细致的调查研究，一直试图逼近历
史的本真。深泽笔下的众多采访对象不断回忆起移民社会的胜败纷争，他希望通过受访者的个人回
忆勾连出当下移民社会集体记忆的基本面相。其访谈对象包括枪杀“认识派”领导者的日高德一、④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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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归纳制作。
〔日〕外山：《第２次大

'

と日本移民：胜ち负け
7

动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８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１

所谓“认识派”是败战组中对日本战败事实有充分认识者，其中有些人针对胜战组积极开展“认识战败启蒙运动”，故此得名。
〔日〕深

!

正雪：《６５年前の恩
8

を超えて》，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１年２月４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１ － ｅｓｐ ／ ２０１１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１



被胜战组枪杀的二代移民森和弘、①创作纪实小说《臣民—正辉：万岁》旨在为胜战组家族史正名的保久
原淳次、②奔走二十余年要求巴西政府归还战时没收的日语学校的上新等。③ 深泽认为，胜战组与败战
组实际是表里一体的社会存在，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理解当时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本相。

四、认同的重构：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再造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与流变的历史过程抱有自己的

理解，他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认为它不仅能够孕育出纯粹的爱国
心，也可以产生出利己、排他、褊狭且颇具危害性的自民族中心主义。④ 同时，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在
远隔地民族主义的视角下，日本移民社会胜败纷争的历史发展脉络都可获得某种理论阐释。然而，
不论作为个体抑或群体，曾经的恐怖暴力与社会失序所带来的负面形象与影响都成为日本移民完
全融入巴西社会的巨大障碍。⑤ 日裔社会的未来去向，巴西日裔的“心灵之旅”，仍然停留在历史记
忆与社会认同的迷思中鏝埴索涂。⑥

圣保罗市的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以“向后世传递日本移民历史”作为核心使命，⑦在巴西日裔
社会中，此类存放文献以及各种实物“见证”的场所不止一处。承载历史本就是这些记忆装置的应
有功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传递怎样的“历史”，如何向后世解释胜败纷争，以及应当让当代
巴西日裔携带怎样的历史印记面对未来。实际上，日裔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尝试回答上述
问题，试图消除当年社会失序带来的“后遗症”。他们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探索形塑日裔社会历史记
忆的图景，希冀由此促使巴西日裔理解自身并重构其族群认同。⑧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一位重要“记忆书写者”是前文述及的深泽正雪，他主张应当将巴西日本
移民历史嵌入日本近现代史，因为它既是“广义的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史与日本史的连接点”。
深泽将日本移民巴西的历史过程视为“宏大的民族学实验”，希望通过考察移民集体意识的变迁来
理解日本人或日本社会在与国际社会接触后整个民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⑨ 在不断回望历史的
过程中，深泽试图让记忆与遗忘相融，并借此超越数十年间胜败纷争的恩仇。瑏瑠 因此，恐怖袭击者
行凶时缠绕在腹部的日之丸旗被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收藏，他便视之为记忆与遗忘伴生的隐喻。
于是，为实现当代日裔社会的统合，无辜者罹难的记忆需逐渐模糊，而“凝结着心向日本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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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日〕深
!

正雪：《森和弘の秘められた过去：胜ち负け抗争と二世心理》，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４

〔日〕深
!

正雪：《パウリスタ延长瞃
'

後史１———子孙にとっての胜ち负け抗争》，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２０１４年
６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４ － ｅｓｐ ／ ２０１４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６

〔日〕深
!

正雪：《ントス日本语学校の完全返还：ようやく访れた「本当の终
'

」》，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
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２０１８ ／ １８０７２１ － ６２ｃｏｌｏｎｉａ． ｈｔｍｌ

〔日〕外山：《第２次大
'

と日本移民：胜ち负け
7

动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８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１

〔日〕诹访三男：《胜ち组、负け组抗争を通じたブラジル日本人移民の心性の
9

迁について》，载《社学研论集》，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卷。

〔日〕深
!

正雪：《移民と“日本精神”：远隔地ナショナリズム》，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２００８年８月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０８ － ｅｓｐ ／ ２００８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ｂｕｎｋｙｏ． ｏｒｇ． ｂｒ ／ ｊｐ ／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史料馆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ＬóｐｅｚＣａｌｖ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Ｓａｕｄａｄｅｓ：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１９，

ｐｐ． ５２ － ５６．
〔日〕深

!

正雪：《移民と日本人》，无明
:

出版，２０１９年，第４—１１页。
〔日〕深

!

正雪：《「胜ち组」?闻：ブラジル日系移民の
'

後７０年》，无明
:

出版，２０１７年，第３ － ７页。



‘大和魂’的日之丸旗”，①则作为其历史记忆形式（ｆｏｒｍｓ）而被移民史料馆这一记忆装置所接纳。②
深泽注意到，因为受到来自巴西政府与社会的压力，长久以来日裔社会对战争时期历史的态度

非常暧昧，相关历史著述对此皆仅有寥寥数语。甚至如臣道联盟理事长吉川顺治这样的知名人物
都难有只言片语，③由此可见，这段历史记忆总被“殖民地正史”所遮蔽或抹杀。他认为，必须直面
并重新审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战时与战后历史，而且还要将日本移民受到巴西官宪关押、拷打等
苦难遭遇的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世，④否则，巴西日裔社会便只会停留在过去而无法前行。⑤

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记忆书写者”则是外山修。２００６年，外山出版《百年水流》一书，他在十
余年的资料收集、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巴西日裔社会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流变加以阐述。外山认
为自己挖掘出胜败纷争的真相，通过调查采访证明“认识派史观”的“通说正论”没有任何佐证材
料。⑥ 在他看来，“认识派史观”建立在记载混乱的巴西官方文件、三流的葡萄牙语报刊新闻以及出
自受贿成性的警察之手的讯问笔录等缺乏可信度的资料基础上，⑦这一事实不仅对无数日本移民
造成伤害，也是日本移民社会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外山作为这些文本的当代读者，他自携的历史性
所生产的偏见，构成其理解者的特殊视域。⑧ 因此，他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纠正影响深远的通说
的错误”。⑨ 即是说，外山试图为胜战组与臣道联盟祛除污名，重塑日裔对过去通说的认知以及对
胜败纷争的历史记忆。

为实现该目标，外山一方面对以《殖民地战后十年史（１９４７—１９５６）》瑏瑠为代表的历史记忆书写
进行全面否定，另一方面，则不惜笔墨地对双手沾染同胞血迹的恐怖袭击者加以美化。他笔下的行
凶者们不仅“开朗、健谈、纯朴、耿直”，而且还“稳重、沉静、有主见”，他们“在杂糅天皇制与国家主
义的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度过青少年时代，他们是带有天子崇拜与臣子意识并以作为大日
本帝国国民而骄傲的一代人；此种意识升华为一种信念乃至信仰，这正是作为日本人的最高美学意
识。当这种美被玷污时，搏命雪耻便是极其自然的举动，这没有道理好讲，只是出于当时日本人的
感觉与本能”瑏瑡。

由此，胜战组及其核心组织臣道联盟不仅成功摆脱“狂信者”与“恐怖组织”的污名，恐怖袭击
者还以捍卫皇室与国家尊严的“皇民英雄”面貌示人。外山修实际上建构起一种“选择性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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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日〕深
!

正雪：《森和弘の秘められた过去：胜ち负け抗争と二世心理》，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２０１３年６
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４

〔日〕深
!

正雪：《６５年前の恩
8

を超えて》，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１年２月４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１ － ｅｓｐ ／ ２０１１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１

〔日〕深
!

正雪：《“台风の目”吉川顺治の横颜：身内から见た臣联理事长》，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日—２０１５
年４月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５ － ｅｓｐ ／ ２０１５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２

〔日〕深
!

正雪：《
'

前
'

中の移民史に光当てる：真相究明委员会谢罪の背景》，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４ － ｅｓｐ ／ ２０１４ｒｅｎｓａｉ － ｆｕｋａｓａｗａ２

〔日〕深
!

正雪：《＜南米の
'

野に孤立して＞：表现の自由と
'

中のトラウマ》，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５ － ｅｓｐ ／终

'

７０年记念＝『南米の
'

野に孤立して』＝表
〔日〕外山：《『百年の水流』开

,

前瞃编第一部北パラナの白い云》，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６年２月
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５ － ｅｓｐ ／ ２０１５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

〔日〕外山：《第２次大
'

と日本移民：胜ち负け
7

动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８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１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７页。
〔日〕外山：《『百年の水流』开

,

前瞃编第一部北パラナの白い云》，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６年２月
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５ － ｅｓｐ ／ ２０１５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

〔巴西〕パウリスタ新闻社：《コロニア
'

後十年史：１９４７—１９５６年》，パウリスタ新闻社，１９５６年。
〔日〕外山：《第２次大

'

と日本移民：胜ち负け
7

动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闻》，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８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ｙｓｈｉｍｂｕｎ． ｊｐ ／ ｒｅｎｓａｉ ／ ２０１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３ｒｅｎｓａｉ － ｔｏｙａｍａ１



（ｃｈｏｓｅｎ ｇｌｏｒｙ）”，①他将“英雄”的行为归位于“英雄”所属群体的生活史之中，再把这一群体的行为
纳入他们所属社会语境的历史之中，于是，“英雄”故事便被嵌入赋予其社会身份的群体的叙事当
中。② 换言之，外山修试图重建巴西日裔“历史观”，在他构建的话语体系中，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
序的主要原因除“战胜派”与“认识派”之间的矛盾外，更令人瞩目的则是巴西政治社会保安警察与
臣道联盟组织间的冲突（见图３）。恐怖袭击者的初衷是捍卫日本皇室荣誉与国家尊严，同时，暴力
行为也是对巴西政府不公正待遇的抗争。借此，外山意在将“正义”作为恐怖暴力的背书，为巴西
日裔卸下其先辈曾经背负的污名，使他们在建构日裔族群社会认同过程中，不因创伤性的历史记忆
或文化创伤（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而感到困扰。③

图３　 外山修文章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④

在经历社会失序之后，巴西日裔社会的确需要通过认同重构以建立基于历史记忆的族群自信，
并进一步修复社会的凝聚性结构。⑤ 因此，深泽与外山等人对历史记忆的再造与重述便成为一种
必然，其底层逻辑是，社会认同的建构与强化需要通过控制历史记忆的书写加以实现，而既存的社
会认同也可以影响或支配历史记忆的形塑与书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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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Ｖａｍｉｋ Ｄ． Ｖｏｌｋａｎ，“Ｌａｒ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ｏｏｓｅｎ Ｔｒａｕｍａ”，Ｐｓｙｃｈｅ，ｖｏｌ． ５４，ｎｏ． ９，２０００，ｐｐ． ９３１ － ９５３．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页。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ｒａｕｍａ：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１２，ｐｐ． １ － ３．
作者运用ＫＨ Ｃｏｄｅｒ软件归纳制作。
〔日〕三田千代子：《ブラジル近代史の一页としての“シンドウレンメイ事件”》，载《横浜海外移住资料馆研究纪要》，２０１７年

第１２期。
费多益：《记忆的建构论研究》，载《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五、旷野的孤魂：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本相
２１世纪初，曾有学者认为巴西族群关系的整体走向趋于同化，各个族群相互靠拢并逐步消除

群体身体的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巴西甚至被视为同化型多族群社会典范。① 但２０年后的今天，
清晰的族群边界、复杂的歧视链条，乃至种族仇恨引发的流血事件使得这种认知已不适用于当代巴
西社会。② 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下，如何理解当代巴西日裔社会更是颇值得关注的问题。于２０世纪
早期进入巴西社会的日本移民群体力图通过代际间日语习得与使用以维系其文化传统，③并且在
数十年间拒绝同化到他们认为“低劣的”葡萄牙－巴西文化（Ｌｕｓｏ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中去，在一定程
度上保持与其他族群的疏离。④ 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与过去相比，历史记忆书写作为一只“社会切
片”，究竟表征巴西日裔社会怎样的现状。

不论是桥浦昌雄、半田知雄等“社会失序亲历者”，还是外山修与深泽正雪等“社会失序重述
者”，这些“记忆书写者”无疑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
条件与后果都拥有大量知识，并因日常实践的连续性与重复性而嵌置于社会情境之中。⑤ “历练”
行动者的“个体化社会生态”会成为将行动者和社会系统进行对接与整合的中介，最终通过个体社
会学的研究范式对社会本体属性进行描述。⑥ 即是说，将理解个体行为作为理解社会现象根本途
径的方法论个体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⑦与结构化理论亦可共生互容。于是，这种理性
化行动将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进而呈现为社会结构性特征。⑧ 因此，习惯与规则支配
下的个体思维与行为终将折射出行动者身处的社会本相，这就是研究“记忆书写者”的价值所在。

据日本外务省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巴西的日籍人口为５１３０７人，推测日裔人口约为
２００万人，⑨另有观点认为该数字超过２５０万。瑏瑠 ２０２１年４月，圣保罗人文科学研究所对外公布《巴
西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日裔社会实态调查报告》，该报告虽未能提供巴西日裔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却
通过有关日裔社团的细致田野调查工作，清晰勾勒出巴西日裔社会的当代轮廓。目前，由巴西日裔
依托分布于巴西各地的日裔社区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共计４５２个，它们大多冠以“文化协
会”或“文化体育协会”之名，旨在增进移民后裔间的团结联系，维系、普及日本（日裔）文化与日本
精神。在巴西２７个州级行政区划中，日裔社团遍布其中的２３个，但这些社团组织呈现出高度集中
的分布格局。位于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６个州共拥有３８８个日裔社团组织，占巴西全境社团
总数的８５． ８％；而圣保罗州与巴拉那州共有３３６个社团，占该地区社团总数的８６． ６％（见图４）。瑏瑡
这反映出日裔人口主要生活在圣保罗州、巴拉那州及里约热内卢州等地，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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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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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Ｄａｒｃｙ Ｒｉｂｅｉｒｏ，Ｔｈｅ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Ｔｒａｎｓ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ａｂａｓｓ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０，
ｐ． １６９．

陶染春：《当代巴西种族歧视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日〕福

34

之：《ブラジル日本人移民の教育と日本国家：“日本人の同化”问题に
%

する予备的考察》，载《福冈大学人文论
丛》，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Ｍａｒｔｉｎ Ｎ． Ｍａｒｇｅｒ，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ｅｎｇ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１０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ｐ． ４２９．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Ｒｅｉｓｓｕ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６６，ｐ． １８
〔法〕达尼罗·马尔图切利、弗朗索瓦·德·桑格利著，吴真译：《个体社会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１１８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ｐ． ６．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６５—２７２页。
日本外务省：《ブラジル连邦共和国基础デ

"

タ》，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ｂｒａｚｉｌ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日〕

;

田和敬：《私はブラジル人？日本人？来日３０年、日系２世の答え》，载日本《朝日新闻》，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ＮＤＸ５ＷＧ３Ｎ９ＳＵＴＰＢ０１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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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成果と结果报告书》，２０２１年，第１０—１１页。



征。虽然９０％的日裔社团自认为其主要职能在于普及日本文化，但活动内容不外辞旧迎新的联欢
会、社区运动会以及各种文娱项目等。而普通巴西民众能够直观体验与了解到的“日本文化”，基
本限于日本料理与传统舞蹈，很难触及日本文化核心所在。① 甚至在日裔社会内部，除少数日裔聚
落外，作为文化传承必要工具的日语也处于几乎不再使用的边缘地位。② 接受调查的４３９个社团
召开会议时，有８０％使用葡萄牙语，１４％使用双语，完全使用日语的仅占６％。③ 可见，内嵌于急速
发展变化的巴西社会，尽管有少数日裔试图保持日本传统文化，但整体日裔社会同化与融合的趋势
早已不可避免。

图４　 巴西各地州日裔社团组织数④

由于跨族群通婚率高达８４％，“混血”现象使所谓“日本移民后裔”成为流变的概念，这一想象
共同体的边界日益模糊，而且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其内部产生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信仰为
例，大约６０％的巴西日裔信仰天主教，超过２０％的信仰世界救世教、创价学会、灵友会等源起于日
本的新兴宗教。⑤ 据调查，约８４％的受访日本移民后裔认为自己“体内的日本人性超过５０％”，而
在其余１６％的日裔主观认知中，自己并不具有“日本人性”，或至多拥有４０％的“日本人性”。虽然
约有９７％的移民后裔对自己的日裔身份颇感自豪，认为自身具有不言而喻的“日裔价值”，但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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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转型与再造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根川幸男：《忘れられた日系人
>

民俗学のフィ"

ルドとしてのブラジル日系社会》，载《现代民俗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日〕松本
?

美：《日系コミュニティの核としての日本语学校———コロニアピニャ"

ル日本语モデル校》，载《早
@

田日本语教
育学》，２０１９年第２６期。

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社会の
5

态调
<

”———日系
=

体の活动状癋フィ"

ルド调
<

からその意义と役割を探る———调
<

の成果と结果报告书》，２０２１年，第６４页。
作者归纳制作。
〔日〕渡

A

雅子：《ブラジル日系新宗教の展开：?文化布教の课题と
5

践》，东信堂，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２７页。



涵究竟为何却难以准确定义和清晰表述。① 他们引以为傲的所谓“诚实”“正直”“尊重他人”的
“日裔性”与“勤勉”“奉献”“合作”的“日本精神”，②因缺乏丰富的语义内涵及具有实际文化区辨
意义的特质，而近乎于顾影自怜般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自我认同的隐喻。③ 换言之，巴西日裔难以
通过语言、宗教、惯习等普遍文化特质的差异性而维持族群边界的标志与象征，但在巴西国家认同
所对应的公民身份之外，他们的确还需要使用族群认同所投射的日裔身份以参与不同领域的社会
互动。④ 然而，传统社区的解体导致“巴西日裔”的概念逐渐空洞化，为实现排他性族群身份的表述
与验证，目前日裔唯有依赖日裔社团组织，乃至诉诸其所订立的缺少法理与稳定性的内部秩序与
规则。⑤

因此，巴西日裔社会也在不断自我追问究竟何谓“日裔”，以及日裔的社会认同到底如何。对
该问题的完满回答，是日裔社会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认为，无法通过族裔认同而统合
的日本移民后裔已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于巴西社会。⑥ 虽然不乏有日裔在巴西社会中居于上层，并
在政府、议会及司法系统中担任较高职务，但传统日裔聚落在整体上已呈残灯败火之势，甚至正在
逐渐消失。⑦ 文化精英试图重新“发现”并强化以保持“日本性”为内核的所谓日裔“民族性”，进而
以此作为建构“新日裔共同体”的关键。⑧ 但是，倘若无法细致阐明诞生于巴西却又源出于“大和
魂”的“日裔魂”到底指涉为何，那么希冀通过重述“民族性格”以强化日裔族群认同的尝试恐怕难
以成功。

由此可见，当代巴西日裔社会中的“记忆书写者”为重构历史记忆，从而完成能够赋予日本移
民后裔个体以心理与情感方面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的族群叙事时，有意识地聚焦于二战后的
日本移民社会失序。⑨ 这似乎是唯一具有可能性的选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通过话语实践遮蔽移
民社会曾经的断裂，并借助文本生产凸显日裔族群历史的绵长。同时，此番历史记忆的书写在客观
上为臣道联盟与胜战组加以正名，进而试图既赋予日本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曾经的“日本（国家）认
同”“皇民意识”及“大和魂”以历史正当性，瑏瑠又为今天的移民后裔悦纳“日裔（族群）身份”“皇室
崇拜”与“日裔魂”而建构起历史记忆根基。瑏瑡 然而，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仍在被带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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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社会の
5

态调
<

』———日系
=

体の活动状癋フィ"

ルド调
<

からその意义と役割を探る———调
<

の成果と结果报告书》，２０２１年，第８５—８７页。
〔日〕根川幸男：《ブラジル近现代史の中の“日本文化”表象》，载《创立２０周年记念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日本文化研究の过去·

现在·未来—新たな地平を开くために》，２００９年第３２卷。
〔日〕伊吹唯：《エスニック移民から考える社会统合———“日本人”と外国のはざま》，载ＡＧＬＯ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日〕野中モニカ：《日系ブラジル人からニッケイ日本人へ：ブラジル出身？日本人？B

国者の
C

承言语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についての事例》，载《天理大学人

D

问题研究室纪要》，第２３号，２０２０年。
〔日〕吉村

E

：《ニホンジンもブラジルジンでさえも———ブラジル南东部ピラ
"

ルにおける日系人の新たな仲间意识》，载《文
化人类学研究》，第２１，２０２１年卷。

Ｓａｒａｈ Ｂａｒｂｏｕｒ，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ｃｒｏｉｘ，Ｊｕｄｉｔｈ Ｍｉｓｒａｈｉ － Ｂａｒａｋ，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ａ 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ｐｐ． １１２ － １１４，２０１５．

〔日〕细川多美子：《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コミュニティ"

の
5

态调
<

中间报告———日系
=

体の活动状癋フィ"

ル
ド调

<

からその意义と役割を探る》，载〔日〕福岛青史、吉川一甲真由美エジナ编集：《南米日本语教育シンポジウム２０１７南米におけ
る日本语教育の现在と未来———日系社会のポテンシャル》，２０１８年，第１４８—１５８页。

〔日〕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现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４—
１０６页。

Ｙｕｋｉ 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ｕｄａｄｅｓ ｄｅ Ｓｅｒ Ｎｉｈｏｎｊ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７，ｎｏ． ２，２０２０．

〔日〕森幸一：《准二世试论：
'

前期子供移民の人となり》，上智大学イベロアメリカ研究所，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７页。
〔日〕前山隆：《エスニシティとブラジル日系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御茶の水书房，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１—２３６页。



本史观”烙印的“日本他者”所形塑与书写，①日裔社会中更具原生性与地方性视角的自我记忆表征
仍然缺位。② 因此，“日裔魂”要完全定着于巴西的“旷野”，恐怕尚需假以时日。

六、余 论
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５月，隶属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决策咨询机构“关于与中南美日裔社

会联合的有识之士恳谈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５月９日，“恳谈会”向外务大臣提交《关于与中南
美日裔社会合作的有识之士恳谈会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南美洲日裔社会的最新外交政策建议。
该报告认为，以巴西为首的中南美洲地区拥有人口超过２１０万的全球最大日裔社会，这是该地区亲
日态度的情感根基，因此，日本应当强化与中南美洲日裔社会的纽带关系，把今后的工作重心从
“协作”进一步转向“联合”。通过文本分析可知，其政策举措的关键所在，是通过政治经济互访与
民间交流，积极输出日语、日本文化、日式教育、经营理念以及节事庆典等，构建日裔社会网络、促进
日裔团体的再生与活跃，唤起日裔社会年轻一代对日本的关注与认知以及对日裔根脉的重视，重构
巴西日裔的社会认同（见图５），战略性地培养知日派及亲日派人才。③

图５　 《关于与中南美日裔社会合作的有识之士恳谈会报告》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④

可以认为，日本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将尝试积极介入或影响“日裔巴西人”的身份认同建构
过程，重述海外移民史与日裔社会发展史，完成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当代叙事。在这份一万字左右
的报告书中，“根脉”（ル

"

ツ，ｒｏｏｔｓ）一词先后出现五次，显然，日本政府所强调的是，巴西日裔文化
认同的根基与源头在于日本。岸田文雄提出，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市民社会
都应在积极发展多层次的双向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强化日本与巴西日裔社会间的“牵绊纽带”。⑤
这里所谓的“根脉”本质上是在表达世代更迭的血统延续，是一种族裔文化与血缘“纽带”，代表忠

７１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转型与再造

①

②

③

④

⑤

〔日〕庄司润一郎：《
'

後日本における
.

史认识———太平洋
'

争を中心として》，载《防卫研究所纪要》，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外山修，１９４１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浜松市，１９６５年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翌年移民巴西。深泽正雪，１９６５年

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１９９２年赴巴西供职《圣保罗新闻》，１９９５年返日，１９９９年再次赴巴西，２００１年起供职《日裔新闻》。
日本外务省：《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连携に

%

する有识者恳谈会报告书》，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作者运用ＫＨ Ｃｏｄｅｒ软件归纳制作。
〔日〕岸田文雄：《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连携に

%

する有识者恳谈会岸田外务大臣挨拶》，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ｃ ／ ｓａ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２０２９． ｈｔｍｌ



诚、骄傲、地位、归属、信任、接纳和安全。① 基于这种观念，血统以及“渗入”血统的文化将成为该族
裔成员最重要的根基性符号标志和既定资赋，②这是巴西日裔与日本之间的天然联结。

综上，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形塑关乎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历
史传统和想象的共同的血统；关乎自身和他人的态度、能力、情感和行为及其后果；关乎包括文化力
量、族群力量、国家力量、宗教力量和横亘在这些力量背后可能的社会排斥力量在内的，作用于社会
行动者的各种相互博弈的基本社会力量。而它们则以不同层次聚合在一起，再有机地层叠交织，从
而形成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共同构成社会行动者的“记忆场”。③ 这一记忆场域不仅跨越国家间
的政治疆界，也会跨越族群与文化边界，历史记忆将在其中完成“记忆之旅”，通过不间断地在载
体、媒介、内容、实践和形式五个维度上的多线运动而得以产生与存在。④ 历史记忆的叙事与书写，
将从杂驳混乱的记忆事项中创造出有序、稳定且满足政治与文化需要的可用的“过去”。

总之，巴西日裔认同的重构需要以历史记忆为基本支点，但一百一十余年的巴西日本移民历史
留下太多枝蔓脉络，光荣与梦想、辛劳与喜悦、伤痛与苦楚、谎言与杀戮，它们仍在充满畸变的记忆
之场中争夺获得公正书写或文过饰非的机会。这一切，只因“民族主义的脐血”尚在与日本相连的
“历史脐带”中汩汩涌动。⑤ 未来，用以建构认同的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将由谁来书写，又会如
何书写、缘何书写，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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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亚林，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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