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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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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历史认识问题是左右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压

倒多数打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成为新的执政党，而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具有比较进步的历史认识。日本首相对

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纵观战后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具有正确历史认识的领导人执政时两国关系就

变好，反过来，历史认识有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双边关系往往不顺利，有时甚至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鸠山首

相不但对过去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重视东亚外交，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比较积极。因此，与过去相

比，中日关系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平台。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关键词】 鸠山由纪夫        日本民主党        历史认识        中日关系 

        2009 年8 月30 日，日本政坛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美国《纽约时报》（9 月2 日）称它“地震事

件”。在这一天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 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夺得全部480 个议席中的308 席，而执政的自

民党仅获得119 席。这意味着战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宣告结束，迎来以民主党为主要执政党的新局

面。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是带来这次历史性胜利的最大功臣之一。9 月16 日，特别国会任命鸠山为日本第

93 任首相。以“友爱”作为座右铭的新首相，与小泉纯一郎等自民党的前首相们不同，对过去的历史具有比

较进步的认识。鸠山曾经严厉批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明确表明自己不会参拜。 

        历史认识问题一向是左右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小泉执政时连续6 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

入低谷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么，新首相鸠山具体的历史认识是什么样的呢？ 它会对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

响呢？ 

        一、日本首相的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所谓的历史认识，是指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侵略历史的态度或认识。众所周知，历史认识问题长期困

扰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今年9 月，在日本实施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依次是

历史问题、领土纠纷、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中国食品问题［1］。该调查回收了920 份有效问卷，其中选择

历史问题的人最多，占总数的34.7%。可见，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关键因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

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认识对中日两国关系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为，政府首脑不同于大臣，更不同于一般

人，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从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看，历届内阁首相对日本的外交路线都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如1954 年入阁的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首相修正了前任首相吉田茂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与前

苏联恢复了邦交；1972 年田中角荣上台后，纠正了佐藤荣作内阁的反华方针，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解决了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悬案。 

        纵观战后的中日关系， 可以说具有正确历史认识的领导人执政时两国关系就变好，反过来，历史认识有



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两国关系往往不顺利，有时甚至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1995 年8 月15 日，村山富市首相

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战后50 周年发表了正式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 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 给亚洲各

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他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作为首相的公开声明，认定过去实行

了错误的国策，明言侵略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对《人民日报》记者郑重表示：深刻反省由于日本国的侵略对中

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再次表示由衷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军侵华明确表示道歉。在这之

前的6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不战决议”。村山首相坚持对华友好政策，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做出了贡献。从

1995 年村山执政开始，日本国内就有了中国威胁论，但以他为首的日本政府将这股呼声压了下来，从而保证

了ODA（日本政府贷款）持续发展。 

        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曾在卢沟桥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地谢罪。与此相反，小泉纯

一郎在他执政时期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严重后退。众所周知，靖国

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2000 多名战犯。2006 年9 月，小泉的盟友安倍晋三走马上任，他吸取前任小泉的教

训，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上任不到两周就访问中国，打破了小泉上台后两国首脑无法

进行正常互访的尴尬局面。在这次选举中被鸠山打败的麻生太郎前首相在他执政时期也改变他的“鹰派”本

色，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不再恶化。可是，安倍和麻生都是靖国神社的支持者，因此在他们执政时

期围绕靖国神社问题中日之间仍然存在过隐患。跟中国一样被日本侵略后成为殖民地的韩国也是如此。小泉执

政时期韩日关系极度恶化，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要求过小泉改善日韩关系。［2］可见，历史认识问题对包

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亚国际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二、新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历史认识 

        （一）鸠山由纪夫其人 

          今年62 岁的鸠山由纪夫出生于被称为“日本肯尼迪家族”的名门世家。其曾祖父鸠山和夫曾任日本众

议院议长（院长），祖父鸠山一郎曾任日本自民党第一任总裁，自1954 年12月到1956 年12 月出任日本首

相，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弟弟鸠山邦夫曾任文部大臣、法务大臣、总务大臣等职务。以上所有

的人包括鸠山由纪夫在内都毕业于政治家辈出的日本第一名校东京大学。 

        就读于东京大学工学部的鸠山由纪夫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

任东京工业大学助教，专修大学副教授。可是，受家族成员显赫的政治经历影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从政的道

路。1986 年，他利用良好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素质在国会议员竞选中一举取胜，第一次成为众议院议员。1993 

年，他退出自民党，加入了新成立的“新党先驱”。1996 年，他与后来成为民主党三巨头之一的菅直人一起

创建民主党，并与之担任共同代表（党首）。［3］据悉，建党之初他与弟弟鸠山邦夫一共拿出大约15 亿日元

（相当于一亿人民币）的巨资借给新生的民主党，显示出雄厚的经济实力。［4］据悉，鸠山兄弟俩各自拥有

接近90 亿日元（大约6 亿人民币）的资产。［5］1998 年，民主党与民政党等3 个政党合并成立新的民主

党，从此，该党成为日本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 

        

        鸠山常有“古怪”行为，并且性格有些冷漠，因此获得“外星人”绰号。以“友爱”作为座右铭的他又

是一个自由派人士。1997 年10 月23 日他在东京出席了庆祝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出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的

宴会。而当时，因为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国内舆论非常敌视朝鲜，可见鸠山独到的一面。 

        （二）鸠山由纪夫的历史认识 

        鸠山的历史认识明显不同于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大多数前任日本首相。其不同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靖国神社问题今年6 月，鸠山在民主党总部会晤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时明确表态，自己上台后不会参



拜靖国神社。他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一贯持批评的态度。2006 年8 月15 日，小泉又

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他指责说：“首相的行为践踏了战争受害者的心灵，有损于日本国家利益。”鸠山

不仅多次表明不参拜靖国神社，还承诺会对所有内阁成员要求自律。为解决靖国神社问题，他还主张设立国立

追悼设施。 

      

       2． 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1999 年8 月10 日，鸠山与日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一起向国会提出“永久

和平调查局设立法案”，该法案虽然好几次都没有通过日本国会，但鸠山他们仍然继续向国会提出该法案，要

求重新审议。该法案要求在国会图书馆设立永久和平调查局，调查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期间因日本的侵

略战争引起的被害情况，调查对象包括对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征用、慰安妇、开发生物化学兵器等所有的日本战

争犯罪。鸠山是让该法案通过国会决议为目的而设立的“为实现真相查清法为目标的议员联盟”的倡导人。 

         3． 教科书问题2001 年访问韩国期间，鸠山对扶桑社发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出严厉指责，称日本各

地教育 委员会不应该采用这种充满“狭隘民族主义”的教科书。鸠山曾经强调，日本没有向青少年准确地传

达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人失去了面对过去的勇气。他还认为， 年轻一代的思想正在变化， 现在正是为与亚

洲各国人民拥有共同的历史认识努力的时候。［6］鸠山内阁的外交大臣冈田克也已经表示，应该把撰写中日

韩“共同教科书”作为将来的课题进行考虑。 

        4． 慰安妇问题1998 年夏天，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鸠山亲自接见从韩国来的慰安妇受害者，并对她说自

己会认真对待该问题，为解决问题积极努力。2002 年5 月31 日，鸠山在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日本共产党联

合举行的有关慰安妇问题集会上说，应该通过立法给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予以赔偿和恢复名誉。 

        由此可见，新首相鸠山的历史认识是比较进步的。鸠山能够有这样与众不同的见解，与他的祖父鸠山一

郎的思想与行动不无关系。1943 年，鸠山一郎曾批判过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路线；战后，当上首相的他针对

前首相吉田茂的亲美政策，与美国的死对头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鸠山外交已经启动，而他的历史认识将对今

后的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鸠山由纪夫的外交政策与未来中日关系走向 

        （一）鸠山的外交政策 

        鸠山的历史认识和思想决定了他的外交政策。下面，从两个方面概括鸠山外交的特点： 

        1． 重视东亚的外交政策鸠山提倡“友爱外交”，所谓“友爱外交”是指尊重与日本具有不同价值观的

国家的立场，并与之共同繁荣的外交方针。在日本的周边国家中，所谓“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不外乎朝鲜

和中国等国。鸠山认为，日本的最终归属在于东亚，［7］重视东亚各国的外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

要跟中国和韩国等国家一起实现“东亚共同体”。 

 

        2009 年9 月21 日，鸠山在纽约会见胡锦涛时建议日中两国“在承认双方差异的同时构建信赖关系，希望

构想东亚共同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鸠山在会谈中还谈到，“德法两国在欧洲曾处于敌对关系，但

他们由于在煤炭、钢铁方面开展合作，形成了友好关系，最终发展成为欧盟组织”，希望以此为借鉴解决东海

油气田的共同开发，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这是鸠山第一次当面向胡锦涛阐述他的“东亚共同体”想。

今年9 月，鸠山在月刊杂志《Voice》中曾撰文介绍他的“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在他看来，“东亚共同体”

是指在通商、金融、能源、环境、传染病对策等广阔的方面进行域内合作的一种体制。9 月22 日，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议上表示：“我们希望与包括日方在内的东亚各国进一步深化东亚合作，朝着东亚

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这应该就是中国对东亚共同体问题的态度。 

        2． 对美等距离外交政策最近，鸠山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日本被美国主导的



市场原理主义翻弄，失去了人的尊严”，“应制止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过激行为”。对此，部分美国人认

为鸠山在“反美”。［8］鸠山在竞选过程中曾说，日本应该改变“恭顺的”对美外交姿态，采取更为独立的

外交政策。他领导的民主党在刚刚结束的众议院选举中把“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作为政权公约，强调日美地

位协定的修改和驻日美军的重新整编。选举结束后，鸠山在多个场合释放信号，称民主党认同日美同盟为日本

外交政策“基石”。这似乎与鸠山选举前的主张自相矛盾，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外交辞令。因为刚刚

上台的鸠山没有必要以过激言论去刺激美国和支持美国的日本自民党势力。既然要重视亚洲，那就应该打破日

本过去言听计从美国的外交政策。从经济角度看，鸠山的选择是有根据的，因为进入本世纪后，日美贸易额减

半，而中日贸易额却增加两倍。“外星人”鸠山今后的对美政策耐人寻味。 

        （二）未来中日关系走向 

        2009 年7 月23 日，有李明博政权“喉舌”之称的《东亚日报》主张，“与韩国友好的民主党掌权的话，

韩日关系将会更好”。这个猜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验证了。10 月9 日，鸠山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韩国

成了他上任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与韩国一样，中国对鸠山时代的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6 月3 日，驻日

大使崔天凯在民主党总部对鸠山说：“目前民主党的历史认识是正确的。如果实现政权交替，中日关系将会更

加发展。”9 月21 日，《广州日报》刊登毛玉西的“鸠山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一文，文章指出：鸠山由纪夫

是一个鸽派，属于自由派政治家，有望更主动地排除中日关系发展的干扰因素，“助推”中日关系迈向一个新

台阶，中日政治关系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其中的核心要点在于，中日政治关系有望消除“历史问题”干扰。

另外，鸠山过去一贯对华友好，新内阁重要成员也对华持友好态度，并且，据传鸠山和胡锦涛有着良好的个人

关系。10 月5 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100 多年来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讨论建

立一个新的联盟，两国关系缓和步伐“令人吃惊”。 

        可见，鸠山时代的中日关系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历史认识问题也有望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关于靖国神

社，鸠山屡次表明不会参拜，因此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短期内将不再成为中日高层交往的障碍。鸠山内阁的成员

也有类似的历史认识。今年7 月，现任外交大臣冈田克也在东京表示，他会继承“村山谈话”，正确对待过去

的历史。鸠山时代的中日关系似乎前途光明，但道路恐怕不会那么平坦。因为以极右分子为首的反对势力不会

“隔岸观火”。9 月5日，台湾的李登辉都跑到日本去煽动日本不要对中国进行“叩头外交”，这表明日本内

外的反华势力开始采取行动，要给鸠山新政权施加压力，阻止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还有，中日之间仍然存在

着诸如领土、海洋资源、贸易摩擦等现实问题。 

        四、展望未来中日关系 

        综上所述，鸠山新首相与过去的自民党首相有很大的不同，即他具有较为进步的历史认识，在外交上与

美国保持距离，重视东亚，以“友爱交”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2009 年9 月21 日，胡锦涛在纽约会见鸠

山时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慎重妥善处理这两大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对此，鸠山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将坚持“村山谈话”精神，在台湾问题上将

继续恪守日中联合声明。因此，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中日关系在不远的

将来会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伽文麦克考迈科（Gavan McCormack）称，新首相鸠山是日本的希望，希望

鸠山不辜负伽文教授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的期待，改变日本的主流历史认识，为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关

系正常发展做出贡献。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韩国方面希望鸠山有新的突破，发表胜过“村山谈话”的“鸠山谈

话”。［9］笔者认为，中国同样希望鸠山继承和进一步发展14 年前的“村山谈话”。 

        2010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 周年， 真心期望鸠山新内阁对历史认识有一个新的进步，中日关系有

一个新的进展。对中国来说，日本能够出现像鸠山这样的首相无疑是促进中日关系、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很好



 

 

的机会。因此，中国要把握机会、讲究策略，为共同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努力，为东亚的和平与

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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