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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的曲折演进：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 

［日］加加美光行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恶化，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出现了互相厌恶的情绪化倾向。从日本方面来说，民

众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为政府独断地制定和推行强硬的甚至危险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深层原因

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识界近30 年来陷入了信仰危机，加上日本国民潜在意识上存在着 “全民忏悔论”的后遗症以及后冷战

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给日中两国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

加强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尽快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恢复

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制约日本现政权外交决策的独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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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加美光行，1944 年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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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采取了“区分论”原则，就是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

主义统治阶层加以区别，提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在于当时将日本国家引入歧途的军国主义统治阶层。根据这一“区分

论”，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并表示这是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世代友好。然而，时

至今日，这种“区分论”在日本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原因发生的呢？本文

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全民忏悔论”实质上等于“全民无罪论” 

    ......

    二  以“1960 年日本安保斗争”为转折点，“区分论”的内涵开始变化 

    ......

    三  日本社会的信仰危机与其政治背景 

    ......

    四  海湾战争、“国际贡献论”与日本政治的岔路口 

    ......



    五  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的沉默与中国部分国民的反日情绪 

    ......

    六  结 论 

    总而言之，今天中日两国国民和日本政府好像都要取消“区分论”，只有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于是两国

国民之间排他性的、对立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严重。 

    但是，必须进行反思的是：应不应该放弃“区分论”。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一方面，每个日本国民当然必须明确认识

到自己在战争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强参战，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着“爱国”精神积极支持战争的一面，并且

多数士兵在战场上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参战的日本部分国民也需要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大部分

普通国民在国内外舆论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事独裁之下、在军国主义者的煽动下盲目地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号召、积极参

与“大政翼赞体制”，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 

    例如在1942 年笔者的大哥与二哥应征入伍时，虽然笔者的三哥还不到征兵年龄（17岁），却自愿以非军人工作人员

的身份参军前往婆罗洲岛。1945 年3 月，东京总参谋部不顾当地实际地理条件命令驻婆罗洲岛东海岸的日本守备队穿过

茂密丛林转移到西岸。当地人都说这等于自杀行为，把它叫做“死亡行军”。果然，守备队在移动中就死亡了近一半的几

万名士兵，终于到达西岸的士兵中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患上疟疾等疾病而死。笔者的三哥就是这样病死的。而下达这种愚蠢

命令的总参谋部领导人在战后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 

    上述例子表明，在谈到战争责任时还是应该遵守“区分论”的，一定要把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区别开

来，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追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进而也可以为恢复日中两国国民的真正友好关系创

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国民有必要从“全民忏悔”、“信仰危机”等思想束缚下走出来，正确认识日本对那场

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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