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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时局热点、共筑友谊绵长 

                  ——王键研究员来校讲学及日本学者到中心交流 

3月20日上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日台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王键研究员，做客我校光大讲堂，作了题为《当前

的中日关系与海峡两岸关系》的学术报告。王教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

他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日趋密切的经济贸易及人员往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呼声高涨，要求我们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及自身的

外交利益来更加认真地审视“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及21世纪中日关系变化的新变数；中国新的发展战略更加要求有一个安定

和谐的周边环境。随同王键教授来校的日本东海大学高桥佑三教授、早稻田大学平川幸子博士、庆应义塾大学矶部靖博士和日本综合研究

所佐野淳也研究员一行，分别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与我校国际问题研究所、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专家及师生代

表交流座谈。 

下午15:00-17:30，在中心第一会议室，高桥教授、平川博士、佐野研究员应邀参加座谈会。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教授、校党委宣传

部郑劲松副部长，中心刘志英教授、张守广副教授、谭刚副教授以及中心研究生等四十余人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会议由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黄贤全教授主持。 

黄贤全院长，就日本学者的到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简要地介绍了中心成立目的、组建情况及学术地位。高桥教授介绍了

参加座谈会的日本学者各自研究领域、来重庆的目的，并概要性地谈论了近年来日中关系的演变历程。 

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教授，作了即席发言。首先他说日本与重庆有很深不解之缘，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轰炸了重庆，而现在，很

多日资企业来渝投资，共谋富民兴渝大计，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仍有很多误解，出现这种情况多是由于二者之间的不了解造成

的，因此，加强了解及交流，无疑能够增进中日友好、友谊及和平。其次，他谈了刚刚访日的感受，日本国民对历史问题不太关心，而日

本媒体又往往误导民众；日本国内的博物馆很少有关于中日战争的展览；日本国民往往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较难接受日本是加害者

的看法。另外，潘洵教授并向日本学者提出了几个问题：1）在日本访问时，部分日本朋友认为中国是“恐惧对象”，那么你们来到中

国，经过实地观察，认为中国是恐惧国家吗？2）在你们上学时代是如何学习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的以及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3）日本修改

和平宪法，计划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安倍在国会中又质疑东京审判，种种迹象是否可以认为日本政治家日益右倾化？ 

三位日本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国家。就历史问题而言，高桥教授认为日本往往认为历史就是过去，昨天和一千年、

 



 

两千年一样，都是过去的事情；对于中日战争历史问题，日本确实需要作进一步的了解；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与二战后国际形势

有关，战后美国统治着日本，美国根据自身的需要保留天皇制度，并采取对历史问题不过问的态度；平川教授认为日本在近代史方面的学

习不够详细，同时，过分地强调“和平教育”，不利于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就修改和平宪法问题，佐野教授认为日本军队、宪法的改变

是为应对中国军力的提升；高桥教授认为日本防卫省增加自卫队军费是因为周边国家的军费均有所提高，这一个回应，并非针对中国。 

就上述问题，中心师生踊跃发表了自己看法，并与日方学者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张守广副教授认为中日之间的误解，主要是日本

政治家误判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在历史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两次被日本打断，但是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任何干扰、阻挠均是无用的；

对中国而言，政治与经济是无法完全分离的，政治是在现有历史观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日本要重视历史问题，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大国

关系。 

最后，潘洵教授作了总结，他认为本次座谈会非常有意义，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展开友好、深入的探讨，有利日中双方更好了解对

方，并加深了双方之间的友谊。他本人一直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平事业；中心以中日战争为主要研究方向，本着总结经验教训及借鉴

历史智慧的目的，一直努力于中日友好、和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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