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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也自然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
题。对于两者关系的分析，有国际战略的策略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角度的不同层面的观察。不过，无论从哪一层面看，历史认识问题似乎都是
不能回避与搁置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就是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积极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中日关系是很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不应让某些尚未解决的历史认识问题
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我们的国际战略的确立。不过，回想自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１９７８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
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甚至中日间的经济贸易始终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互相依赖的程度，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其实不都是超
越了历史认识的分歧而实现的吗?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当然首先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其他，对国际战略中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当然也基于国
家利益这一原则。历史上的敌人不一定在现实中依然敌对，历史上的朋友在现实中也可能具有威胁。 

    而在国际战略的确立过程中，又不可能不考虑历史因素和历史经验。就中日关系来说，历史上就有“联日”与“拒日”主张的争论与策略的
演变。战争的历史固然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上了句号。但是，战后近６０年来，历史认识问题为什么一直横亘在两国关系中间，人们
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而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的，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对这一
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即借鉴历史的经验，正是确立科学的国际战略方针必不可少的一环。事实上，目前在日本社会发生的许多问题，如
“有事法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谋求“正常国家”的问题等，都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至少是与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有密切联系的。
这些问题不能说对中日关系没有影响。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不认识和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是难以建立起科学正确的国际战略的。  

    至于谈到中日民间的历史认识的分歧，确实是对两国关系很有影响的问题。情绪化的民族意识在两国都有表现（不过，那些所谓“民意测
验”的科学性还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结合，利用民众的情绪推动政治的右倾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认识
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本来就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回避和搁置的，何况还有发生在对方国家的事情，更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的。如果说从国
家的角度确立国际关系的原则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从民间的层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更需要的是确立正确的理想与目标。而我们在这一方面
应当有所作为，不应也不能回避和搁置。 

    通过我们多年来对两国民众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研究，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民众层面的对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以及历史观三级领域的相互
理解与交流。目前，两国人口的６０％以上没有经历过战争，而历史教育的缺陷又加剧了历史认识的偏差。所以，双方的民众对战争历史的认识
的“语境”是很不相同的。导致这一“语境”差异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能由民众自身来承担。有些人，也包括有的媒体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右
翼和保守势力的动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的历史观，可是忽略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民间，或者干脆将其与右翼视为一体，这是需要调整的偏
向。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改变右翼势力的历史观上，重要的是民众之间的历史事实的相互介绍，历史记忆的相互交流
和历史观的相互影响。或者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同日本右翼势力争取民众，而不仅是对右翼历史观的批判。 

对于日本的社会力量的分析，不是用“左”和“右”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的，不可忽视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力量。对日本战后发展曾起了重
要影响的和平主义思想也植根于这一中间层中。当然，他们一般来说是站在战争被害的立场上理解与反对战争的。由于这一点很难为中国的民众
所接受，所以同样的对和平的向往却难以合成统一的力量。不过，客观地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而不是故意回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
责任。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部分市民团体开始为认识日本的“加害”责任而努力，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能不能给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
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机会？这一情况应当引起两国政治家、学者与有识之士的关心与思考。争取了多数，少数自然就孤立了。 

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近年来致力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而且同日本方面的历史学者共同进行着积极的已经有了成
效的工作。在日本社会中，也有许多在认真思考侵略战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也有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予以支持
的市民运动，这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觉醒。在这样的努力面前，我们如何能主动提出回避和搁置历史问题？ 

    对于能否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情况的确有许多模糊认
识与误解。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好感”与“恶感”不足以成为我们确立科学的理性认识的基本条件。我们强调的２１世纪国际关系中的相
互理解，是指在充分了解对方基础上的深层的理解。尽管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环境需要时间与条件，但是唯有这样才能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
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需要对我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引导，少一些指责；对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
耐心，少一些急躁，大家都来做踏踏实实和扎扎实实的促进工作，民众的有分歧的历史认识是会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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