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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出发,着重论述了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两国关系的日益严峻和紧张的现

状及其原因,进而谈了相应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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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时不时发出这样那样的嘈杂之声———篡改教课书,否认

或歪曲侵华历史;首相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频繁的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之争;以及近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无理

取闹,等等。中日关系何以如此一波三折,磕磕绊绊而又步履为艰呢?文章试以此为引子,就中日关系做初步探

讨。 

        一、历史脉络 

        一部漫长的古代中日关系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是“日强中弱”的历史。

二战后的20年间,新中国以其独特的对外战略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政治大国地位,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间形成了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强项各异的国力对比。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关系克服两极冷战体制的制约而由两国自身来塑造相互间关系打开了大

门。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为中国改变近代以来的经济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

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标志着日本从此将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战后体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新的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从历史的长河

看,中日关系首次出现了中日走向国力均衡即“中日两强”的趋势。 

        二、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两国关系的日益严峻和紧张 

        1.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两国的友好交往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对立的状态,在两国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此友好和

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由于中日关系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

国媒体中批评日本的言论也大大减少,两国间友好交流的信息则不断增加。 

        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为中日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进入80年代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阶段,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获得了空前的进展。作为其反映,整个80年



代两国国民对对方的认识和感情达到历史最好状态。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日之间经济、文化等交流的

逐步扩大,中国人接触、了解日本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有关日本的各种信息、介绍以及研究,对加深中国人对

日本的认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80年代,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除了历史认识等外,大部分是肯定的和友好

的。可以说,富裕的、现代化的日本形象,给中国普通百姓以强烈影响,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向日本学习先进科学技

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热潮。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人不仅对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抱有一种负罪感,

而且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抱有感恩心理,希望通过推动日中友好来报答中国。另外,中国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

差距过大,日本人一定程度有一种帮助弱者的心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民间也大力配合,

在资金、技术、接受留学生等方面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在出现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时,日本

领导人能与中国领导人一道,从日中友好的大局出发,做出政治决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是良性和健康

的。 

        2.冷战结束及中日关系的滑坡 

        冷战结束,新的国际秩序处于形成过程中,中日两国也都制定了新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在“以政治大国为

目标的日本”和“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的中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的同时,缺乏相互信赖关系的竞争和摩擦

也逐步表面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强化军事同盟问题、钓鱼岛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的

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东海油气田等问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的日

本观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样,进入90年代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也日益严峻起来。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由于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

的影响一度降温,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中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加之天皇访华的实现,使日本人对中国的

亲近感有所改善。但在国际形势变化和经济长期萧条的作用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日渐抬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

起,视中国为威胁的“中国威胁论”流行开来。再加上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核试验问题等的影响,日

本人的中国观中负面因素增加,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下降。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从疏远到接近,又从接近到疏远。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

今天,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感情正面临新的考验。 

        三、影响中日关系恶化的诸因素 

        中日国民感情和中日关系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恶化的情形呢?个人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带来了

深刻影响。 

        “1972年日中是在美中实现和解的背景下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美中实现和解是为了对抗苏联,日中邦交正

常化实际上也具有日美中联合对抗苏联的意义。然而,苏联的消失使日美中失去了共同的战略目标,“日美中合

作构图自行消失”。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对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产生影响。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确立了

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强化了对世界的单极支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虽

然有不少人讨厌美国,感到了美国的军事威胁,但同时也存在着重视美国、想与美国搞好关系的舆论倾向。中日

舆论重视美国的结果,必然带来对对方的相对轻视。 

        第二,两国战略发展目标的影响。 

        冷战的终结使原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世界进入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不平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

日本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都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实现自己在新时期的战略利益。这不仅使中

日关系从“友好压倒一切”的时代进入了重视国家利益的时代,使两国关系中摩擦和竞争的一面上升,甚至还会

引起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与猜疑。例如,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通过“周边事态”相关法案以及

向海外派兵等动向,引起了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疑虑。同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防力量的增强,也



引起了日本一部分人的猜疑。而且,中日两国地位的相对变化,也使国民心态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

80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日本的竞

争对手,也听不到“中国威胁”的论调。但当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10年”使日本人失去自信,不少人面对迅

速发展的中国产生了危机感,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的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开始流行起来。

相反,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更加自信起来,一些人摆脱70、80年代的对日自卑感,也有少

数人开始主张对日本说“不”。 

        第三,社会的变化。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导中日关系发展的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尽管中日两国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都是

领导人最后做出决断,避免了中日关系恶化。但随着具有不同利益、立场、观念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日

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难以把握公众的感情和认识,相反,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时也不得不

更多地考虑国民的各种意见。与此同时,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和国民情绪的影响力大大

增强。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利用公众对其的信赖和对信息的垄断,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灌输给受众,

或出于商业目的对中日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大肆渲染,或发表一些有损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言论诱导受众,对中日

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可以说,当前中日两国国民相互感情的恶化,与中日一些媒体

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不小关系。 

        四、中日携手,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首先,贯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国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政策。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日

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倒退了,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日本的错误认识作斗争,但同时又要有足够的耐心,不

能期望日本朝野在一夜之间就就有了正确的历史认识观。另外,要从大局出发对待历史认识问题,当前,中国最重

要的利益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平崛起,任何其他利益必须服从这个大局。这是“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根本。 

        第二,加强经贸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一直在增进国民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0年来,中日之间的

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

家之一;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对象国之一。在经贸领域中,两国之间虽然也出

现过一些问题和摩擦,但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第三、加强文化和人员交流。 

        现在,中日文化和人员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如近年来每年人员交流达到200万人左右,但对对方文化缺乏理

解的现象仍很突出。究其原因,其一、人员交流的力度还不够,特别是中国方面需要不断努力;其二、虽然日本现

代文化大举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关注更多的是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认知还不够;其三、中国文

化对日本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历史、传统艺术、中医中药等,而现代文化对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与日本对中

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形成对照。如何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形成尊重不同文化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有魅力

的新文化,是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重要课题。 

        五、结束语 

        中日两国的未来在亚洲,亚洲的未来在于中日的合作和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经济

全球化潮流的今天,中日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摘自于《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编辑：王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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