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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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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对抗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但是，战争并不是消

除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方法，反而一旦发生武力对抗，民族主义情绪必将进一步高涨。而要想从萌芽阶段完全摘除阻隔两国友好

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重要的方法还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而是由民间主导的“民际”交流。因为促使中日民族主义情绪不

断高涨的，并不仅仅只是两国之间的对立，还有造成民族主义不断内化的两国国内社会的构造问题。 

  中日“彼此厌恶”的社会心理构造  

  中日两国国民彼此印象逐渐恶化的背后，有着明显的对文化与政治、个人与国家不能进行区别看待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两国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直抱着谁才是亚洲老大、哪里才是亚洲中心的竞争心理。到了21世纪，这种竞争进一步内

化，两国在解决各自社会抱有的结构性问题时，更加轻易地将这种竞争用作释放社会抵抗情绪的发泄口和向社会展示政治能量的

手段。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源于从中国文明圈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因为在这个文明圈中它只能是处于“边缘”地位。“日本长期

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因此对地处中心的国家就总有边远少数民族的劣等感，二者交织，爱憎之间的振幅非常剧烈。如果喜欢就

对之俯首帖耳，一旦反感就彻底厌弃;如果屈服就对之一味迎合，一旦小看就冷酷轻蔑。对于日本人来说，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

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幕藩体制下接受了儒教教育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与他们在

梦中描绘的中国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日本第一代企业家岸田吟香曾经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幻灭感，他于1866年赴上海并生活了8

个月，“怀着对清国的向往来到清国，看到了清国的现实后，开始强烈地厌恶清国。”“岸田这种由憧憬到厌恶的摇摆或多或少

为所有日本人所共有。这种心理类似一种近亲相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亲近感，一旦发现对方不同于自己的想象时就会变成激烈

的憎恶和轻蔑。”岂止日本，这种爱憎之间瞬间转换的心理构造，中国人在看待日本时何尝不是如此。 

  摆脱“边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自己取代现存的“中心”，另一个是再造一个新的“中心”。在这种边缘-中心的思

考模式中，一方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只能是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决定了中日两国宿命般的对立，19世纪后半期之后两

国的对抗争斗，实质上都是一个争夺东亚中心地位的问题。在两国恢复邦交舆论正处于高潮时期，针对日本对中国的这种“爱憎

一体的振幅”以及“近亲憎恶的心理”，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阻碍日本国际化的“连续”思想》，力图从构造上

分析日本人在国际上是如何认识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 

  “构成日本人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第一层人际圈子的标准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互相了解对方

的一切’。这也是日本人与人交际的根本，第二、第三层圈子都是第一层圈子的没有断裂的延续。因此，日本人在希望同外国人

进行积极交流时往往会作出一种‘人类都是一样的，只要有诚意就可以互相理解’，‘都是亚洲人嘛，当然要搞好关系啦’的姿

态。对中国强调两国自古为‘同文同种’的做法，也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可见，在这种“连续”思想的框架中，关系越近爱憎

之间的振幅就越大，对近亲相恶的失望感就越强。日本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连续”的思想或愿望，与他们处于“汉文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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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近代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其实，中国文化中也有“连续”的思想，《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就是构建“多重型天下”。

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按照“同文同种”的标准，在“连续”的构造中，在边缘的应该是日本人才对，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义

思想的起点。“中国民族从其文化上的自信出发，认为中国民族优秀于其他民族”，因此就会“从感情上产生强烈追求民族自尊

心和民族利益(的愿望)”。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来自于自己的文化优越性遭到无视，中心地位被日本夺走并被边

缘化的焦虑感。 

  民族主义的内化  

  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天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内化。从表面上看都是担心本国被“边缘化”而展开的“中心争夺

战”，而实质上为这股民族主义提供强大动力的，却是两国社会内部中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对立。 

  首先就中国来说，对于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被边缘化的人们而言，民族主义事实上给他们提供了接近社会中心的机会。事

实证明，在反日游行中作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人中，大多是地方出身的大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面对着与富裕阶

层数倍的经济收入差距，正如“农民工”一词所隐含的歧视一样，并不甘心被边缘化的人们，对社会大声疾呼：“真正的爱国者

是我们。”在经济地位备受重视的今天，哪怕只是一个瞬间，民族主义的行动，向他们提供了在精神上尝受身居社会中心地位的

幸福感的机会。 

  因担心被边缘化而走向民族主义道路的绝不仅是中国青年，日本街头常年活跃的右翼组织黑色宣传车就是例证。石原慎太郎

不惜激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而抛出购买钓鱼岛的谎言，正说明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妄图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而占据本国政治的

中心。其实，政治家将与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转化为日本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材料，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之前的1978年8月6日，福田赳夫首相在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箱根召集园田外务大臣等访中干部开会，由外务大

臣作以下说明：与本件相关的七成工作为考虑国内影响，属于国内政治问题。”曾直接参加了缔约工作，后担任过驻华大使的谷

野作太郎在回顾当年的状况时也说道：“说是日中关系，不如说是日日关系。” 

  由于受到内外两重来自“边缘”的挑战，中日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严重时甚至威胁到两国外交正常发挥功能。更加

危险的是，在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两国领导者为向国民宣示统治的合法性，也不得不向对方显示出强硬的姿态。例如，

2008年胡锦涛访日期间，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26次使用了“友好”一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但是在2012年中

共十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提高开发海洋资源能力，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向内外宣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这说明

中国政府在与邻国围绕领土问题发生对立时，也不能不意识到国民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赴美国留学人数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23.1%，达到了19万4千人;而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比上

年减少了6.2%，且连续7年减少，2011年更首次跌破了2万人。赴日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今后恐怕也无法阻止。透过这一现象，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认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也随着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重要性的降低，日本在

中国青年的心中，逐渐成为世界的“边缘”。尽管当年日本也曾是中国青年的憧憬，然而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心中盘算着的却是：

今后如何才能够在中国这个未来的世界中心里出人头地，同时把视点都投向了美国这个当今的世界中心。 

  如果想要阻止民族主义情绪的继续蔓延，就有必要让两国民众远离煽动仇恨的政治，互相加强认识，互相加深信赖和好感。

在消弭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上，比起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来，以民众为主角的民际交流无疑能够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民际

交流的层次上，人们可以更多地在文化的层面上深入了解对方。理解了对方的精神世界，民众就不会再轻易地受政治的影响和媒

体的煽动，就能够发现对方的善良心灵。 

  （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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