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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日政治关系走出僵局、需要乘势而上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改善势头的关键时期,冯昭奎、林昶合著

《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可说是正逢其时。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的历程,尽管波折不断,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重要发展,很多领域的交流

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日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利益,符合两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也符合亚洲乃至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中日经贸关系仍然持续发展,更凸现了优势互补、互利

双赢的特征。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拓展,也表明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2006年10月,新一届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在上任后迅速实现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政治关系终于打破了僵局。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十分成功的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内涵乃至行动

计划达成了重要共识。这意味着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日关系、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益成为两国政府和领导

人的共识。 

        《中日关系报告》由上、中、下篇组成,全书46万字。上篇“变化中的日本”,运用翔实的最新材料,全面

地介绍和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直至最近的日本经济的变化、政治的演变、改革的进程、军事的走向和科技的

发展等。中篇“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以最近五年多的中日关系的变化为重点,详细地分析了中日经济关系、中

日政治关系、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能源问题、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等热点问

题。下篇“对日外交的理论和思考”,重温和回顾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对

日外交思想和实践,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我国对日政策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并结合学习我国领导人的对日外交理

论,就对日外交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探索,运用辩证法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解析,以期对广大读

者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有所帮助。本书注意到理论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比

较适合关心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广大读者阅读。 

        发展中日关系是包括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安全防务、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的系统

工程。《中日关系报告》的作者以46万字的篇幅,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结合起来,对当

前中日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重温了我国几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和实践,遵循胡锦涛关于

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指示,从我国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要求出发,力求以科学的方法论探讨和研究中日关系。 

        作者从我国抓住21世纪初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并立足于国际战略大格局中

来深入分析发展中日关系的意义,对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提出了不少具有新意和参考价值的观点,不仅对

广大读者理性地认识中日关系很有意义,而且也值得有关决策部门参考。特别是“中日矛盾的解析”一章,提出



 

“中日关系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推动中日

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符合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作者从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非对抗

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内因与外因、中日间的因果关系、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角度,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及其

转化作了切实、深入的分析,这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对日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的成果中尚不多见。 

        作者认为,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决定

对日政策的首要因素不在于对方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

同美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保守化的同时,也仍然要同日本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决定我

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关系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而是中国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

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日本如何对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反之亦然。中日如何在双方政策互动、互相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中构筑新世纪的两国

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讨论中日关系,首先需要在了解中国自身的基础上了解我们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打交道。作者写道:

“日本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国家”。日本人总是比较多虑,富于“危机感”,一点儿事就会在媒体上被翻来覆去地

过度炒作,致使民众时时处于“担这心操那心”的状态。据日本内阁府统计,2006年有67.6%的日本人在生活中

感到“烦恼和不安”。 

        本书以大量的篇幅和翔实的材料全面、客观地描述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政治、改革、军事、科

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对于读者了解当今日本的发展变化很有价值。作者在选取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的事件、生动地描绘了当今日本社会全貌的基础上,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与

其说是来自国外,不如说是主要来自国内、来自社会内部甚至家庭内部”等等观点。虽然未必都很准确,但是读

来令人感到很受启发,有助于深层次地了解日本。 

        由于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历经曲折,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的“冰冻”、“破冰”与“融冰”过程中,我国的对

日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一股热潮,在中日两国均引起了广泛关注,以至展开了一场有众多学者和媒体

参与的、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公众关心的、多年罕见的“中日关系大讨论”。而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

日本的关注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指出,“中国落后的日本研究”

已不能适应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对日研究不足的现状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一情况呼唤中国的日本研究能出

现扛鼎之作。 

        的确,尽管中国的日本研究有千余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日本研究也已逾半个多世纪,如何对日本进行深层次的

研究,仍然是新时期中国日本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不消说,《中日关系报告》一书,还有一些比较明

显的缺陷,比如对日外交实践的论述部分显得单薄,书的结构上也有畸轻畸重现象。但瑕不掩瑜,本书作者无疑在

提升中国的日本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作为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一员,我在高兴之余,更愿意把上述学者的批评

视为一种激励,与本书作者共勉。 

        当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回事,我们不能要求每一观点都与政府的政策相

一致。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于能激发人们思考,开阔人们思路。 

        总之,我感到《中日关系报告》一书,是一项认真的、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作者系前文化部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转引自：《日本研究》2007年03期 编辑：王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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