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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日关系发展看日本的政治心态

作者：资中筠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更新时间：2006-4-26

在ＡＰＥＣ会议期间，有两件事引起了东亚地区人们的注意，一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与美国连任总统布什的会晤，二

是中日领导人的会晤。而与这两次会晤密切相关的则是看似清晰但却复杂的日美关系。在考察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亚地

区的多对关系时，有必要把美国作为一种重要因素考虑进来，尤其是观察与日本的国家关系。就中日关系而言，毫无疑

问，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和 对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关键所在。 

  正如中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症结所在，东京一天不能正视和尊重历史，中日关系就

一天不能理顺。但日本人却似乎不这样看，他们不但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德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处理对外政策的思

路上也比一般人要曲折。尽管从东京到北京只有短短几小时的路程，但日本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却宁愿先飞到华盛顿看看那

里的天气情况再考虑如何妥善地飞往北京。细心的人会发现，在日本的对华政策背后，常常闪动着华盛顿的影子，而对华

政策的诸多矛盾情结其实也正是日本对美国的矛盾心态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 

  从历史上，美国和日本就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美国是打开日本国门的国家，而日本则是给美国人

留下了珍珠港惨痛记忆的国家。从现实上看，美国的强大存在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但另一方面却使之

充满着苦闷和不自在的心理。 

  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人很自然地想到了成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可能性。1983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

弘在访美期间，面对里根政府希望日本扩大安全贡献的要求，作出了“日本要分担对世界的安全责任”的表示，并发表了

“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大胆言论，正式揭开了日本寻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盖头。1984年6月，中曾根康弘更是明确提

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政策主张。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更是公开要求在联合国内具有支配性地位，日本外务次官

甚至鼓吹要按照经济实力的“5：5：3”来负担世界秩序的责任，更一语道破了日本国家的战略追求和政治“抱负”。 

  即便在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上，尽管有70％的国民反对，但小泉政府还是选择了对美国在伊行动的坚决支持。不过在私

下里，一些决策者却暗示，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强大实力感到忧虑，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拥有更为自主的

防御结构，日本领导人就用不着勉为其难地支持一项本国人民并不赞同的外国行动计划，如伊拉克战争。 

  但问题是，美国真的就愿意等到日本的军事实力发生重大变化后双方平起平坐地“交换意见”吗？事实上，美日关系

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坦诚相见，华盛顿对东京也并不真的像外交辞令上那样放心。 

  还是在日本表示愿意为伊拉克重建提供50亿美元赞助并派遣2000名士兵参加维和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评价

说，如果日本在伊拉克的短期维和行动是这个国家提高军事姿态的预备步骤，那么有了这次援助，它就可以追求更为独立

的路线。这将为日本成为不是一味追随美国路线的地缘政治伙伴打下基础。它警告说，如果日本决定摆脱和平宪法，强化

它的防御结构（就像日本一些政界人士鼓吹的那样），从长期来看，这将对美国造成不良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布什政府

希望日本拥有一定的自卫力量，以便在一个可能“充满危险”的地区为美国提供代理部队，但它却并不希望看到一个罗斯

福政府曾经面对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国家。像赖斯这样一位对俄罗斯和远东地区有深刻了解的学者型政治家是

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小布什在历史知识上的不足的。 

  饶有意味的是，美国人似乎并不介意日本继续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历史包袱仍然像一只800磅



重的大猩猩站在会谈举行的房间内”，背着这样一只大猩猩，是很难走出大国的境界的，也将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的良好的

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以小泉纯一郎不久前对韩国的访问为例，他和韩国总统卢武铉早就计划就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朝

鲜的核问题举行会谈。然而会谈中，大量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讨论小泉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上。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夺便很能说明问题。在表面上，美国支持日本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但它却并不支持日本

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给日本太多的自主权，而美国决策者也很有可能会吃惊地看到，一

旦不再依赖于“老大哥”，“忠诚”的盟友会毫不犹豫地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那会使东京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注意华盛顿

的天气变化，而一旦日本在东亚地区惹出麻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从美国的根本利益看，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也是美国慎重处理朝

核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俄罗斯研究见长的赖斯，对俄罗斯人热衷并擅长的平衡战略了如指掌。在处理东亚事务中，无

论是赖斯还是布什，都将把“亚太大国相处和谐但又相互牵制”的战略目标发扬光大，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日本与中国的不

即不离的关系，是有矛盾但不至于发生冲突。从赖斯或鲍威尔的东亚之行可以看到，行程都已模式化：先到日本，再到中

国，最后到韩国。对此，你可以理解为最依赖日本，也可以理解为“三角路线”是最平衡和稳妥的路线。（作者：张国

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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