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 
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 
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 
、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 
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 
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 
都有利。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是满意的， 
我想我们双方都是满意的。我相信阁下也会同意，我们 
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 
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 
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 
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 
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 

  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 
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 
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 
。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 
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 
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 
的新概念。 

  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 
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 
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 
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 
，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 
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 
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 
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 
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 
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 
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 
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 
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 
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 
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 
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 
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 
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 
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 
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 
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 
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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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 
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 
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 
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 
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 
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