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第9期  紫光阁 

国际视野

中日两国交往2000多年的历

史，早已昭示出“合则两利，斗则

两伤”的经验总结。所以，即便是

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困难的

今天，中日仍然坚持要对话沟通，

要善邻睦邻，要和平友好。反之，

任何以邻为壑的战略猜忌，渲染

威胁的无端指责，终将把中日引

向灾难。而中日这样的大国间的

灾难，就意味着世界的灾难，人类

的灾难。

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近，两国有识之士在接触交

往中纷纷指出影响两国关系的四

个主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

“国民感情问题”、 “钓鱼岛及东海

争端问题”和“解禁集体自卫权问

题”。对此，我们持以下看法。

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方面

提及历史，甚至觉得这是中国方

面在打“历史牌”，但事实并非如

此。我历来认为，战后的中日关系

应当“向前看”，应当努力用今天

的友好合作为子孙创造21世纪和

平相处的新的历史。然而，想要

超越历史，就必须正视过去的历

史，这是改善日本与所有侵略战

争受害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

记得关于如何超越过去那段不幸

的历史，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一

个积极有效的办法：“对过去不幸

的历史，中国人不要说，日本人不

要忘”。然而，现实却是日本有少

数人极力掩盖过去的罪恶，反倒

刺激中国民众久久难以忘怀痛苦

的历史。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

坚决反对日本首相、重臣以现职

参拜靖国神社呢？主要是因为日

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在不断给

战争受害国民众的精神伤口上撒

盐。一方面，那场不幸的战争虽然

已经过去近70年之久，但经历过

战争的老人还健在，痛苦的记忆

在受害方尚未完全消退。日军在

战争期间共生产化学毒剂7375

吨，各类化学弹药约747万枚，其

中大部分运往中国战场。日军侵

华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

目前有确切使用实践、地点及造

成伤害记录的也多达1241例，共

导致大约20万中国军民伤亡。更

为严重的是，日军遗留的化学武

器至今仍时不时造成新的泄漏伤

害。日本的在华战争亲历者都深

知日本的的确确曾在中国杀人放

火长达14年之久，关于南京大屠

杀，远东法庭早有定案判决，最近

中国公布了在华审判的战争罪犯

的认罪证词，再一次揭示了当年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

这一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此外，

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

高  洪

▲  8月9日，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放飞的鸽子掠过和平祈念雕像。当日是日本长崎遭受原
子弹爆炸袭击69周年纪念日。当天，长崎市在和平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及祈祷
和平仪式”，悼念死难者，祈祷世界和平，并对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举动表达担忧。

● 以对话谈判方式化解矛盾是两大民族福祉所在，而在中日交恶、甚至

交战中获利的只能是那些恐惧中日友好相处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域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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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国际正义与公理上站不住

脚，也不能用日本文化加以解释。

靖国神社的特殊宗教色彩不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无名战士墓或美国

的阿灵顿公墓。至于所谓“首相参

拜是文化传统、信仰自由”的说

词也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靖国神

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

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

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权威中村

元、梅原猛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

代中期，就曾对首相参拜靖国神

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

学的解释。何况，1979年靖国神社

把甲级战犯“合祀”到其中后，天

皇本人就不再参拜这一事实也说

明了同样道理。

钓鱼岛主权争端是横亘在中

日之间的一道难题。了解历史的

人心里都清楚，钓鱼岛是日本通

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手中窃取的，

历史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中

国方面在提出主权要求的同时，

一直希望日本方面正视主权争

议，主张两国相向而行，通过对

话、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争端的有

效办法。假如日本方面能够放弃

错误做法，坦诚面对客观存在的

主权争端，那么中日之间完全可

以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或者

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达成搁置争

议的共识。换言之，今天东海危局

的根源就在于安倍政府“不愿意

正视历史、不承认主权争议、不同

意对话谈判”的“三不主义”。而一

味追求依傍美国的强军策略，这

不正是在把东海局势推向危险方

向，甚至战争的边缘吗？中日两

个强大国家毗邻在东亚，“合则两

利、斗则两伤”的道理尽人皆知。

以对话谈判方式化解矛盾是两大

民族福祉所在，而在中日交恶、甚

至交战中获利的只能是那些恐惧

中日友好相处会危及自身利益的

域外大国。毋宁说，日本的“安全

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

的日本政府在战略选择中人为造

成的。人的问题只能由人来解决，

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归根结底应

由广大日本人民来决定。中国反

对日方某些人蓄意制造所谓“中

国威胁”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希

望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正当

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

得损害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

东亚民众的安全利益，不要损害

地区和平稳定。

2014年7月初，安倍政府以

“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

权，这种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

下的“扩大解释宪法”引发了周边

邻国的忧虑和抗议。中韩两国首

脑在会谈中一致认为“对日本的

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所导致的扩大

集体自卫权，表示深深的忧虑”。

较之日本周边邻国的担心，日本

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

应，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示威

游行。诺贝尔奖获奖者大江健三

郎发起的“反战千人委员会”宣

言，全日本佛教会的斋藤明圣理

事长谈话，以及日本律师联合会

村跃进会长的声明，都纷纷谴责

安倍政府在违宪前提下强行推进

集体自卫权的危险做法。的确，日

本老百姓有理由对政府的做法表

示不满，因为日本毕竟发生过对外

侵略扩张并最终导致国内生灵涂

炭的不幸历史。平心而论，安倍政

府通过扩大宪法解释达到行使“集

体自卫”权力，首先威胁的恰恰是

日本国民的自身安全。人们还记

得，近代历史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

曾经使日本列岛上的文明成果化

为灰烬，而恰恰是战后走过的和平

主义道路造就了今天日本的富足

与繁荣。在东亚传统中，“兵者乃

不祥之器”，倘若战端一开，少数政

治家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梦

想，但千百万日本国民则被再一

次捆绑到军事对抗的战车上。现代

战争的威力恐怕早已超出了人们

的想象，战争的受害者恐怕还是

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只有共同维

护和平才是保障人类共同家园安

宁、祥和的正确选择。

努力推进中日友好相处

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抱

有冷战思维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这种零和思维和阴谋论调在中国

国力迅速壮大，美国绝对优势日

渐削弱的今天愈演愈烈。然而，中

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依然存在。

今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本复

兴战略报告》，内容涉及到雇佣制

度、妇女就业、开放劳动力市场、

调整税收、改善养老金制度等多

个领域。8月日本内阁人事调整也

指向振兴地方经济，推动深化改

革。这些举措显然离不开对外经

济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配套，而

中国巨大的市场、多层次的消费群

体、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较为

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及稳定

的政局，依然是东南亚许多国家和

地区无法比拟的。日本企业不会、

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

场，中国在日本投资战略布局中的

地位也不会改变。尤其重要的是，

在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金融危

机、经济低迷、能源枯竭、气候变

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环境污染、

流行疾病等重大挑战的今天，中日

两国有什么理由不为了更大的共

同利益，而突破旧的思维窠臼，携

手应对共同挑战呢？　

综上所述，日本需要正视过

去的历史和今天的实际需要，中

国强调捍卫历史真相就是为了捍

卫和平，就是为了帮助日本真正

放下历史的包袱，走向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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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关系是由双方共同打

造的。为此，我认为中国应当为改

善中日关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

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和平外交方

针，让世界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

的发展，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同

时，在依法治国，努力推动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广

大民众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努力

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未来两国努力方向

对于未来两国关系，双方应

着眼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中国与日本需要努力

修复政治基础。因为两国在战略

上的某些一致性，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走共同繁荣道路的必要性，

两国人民长远和根本性的利益等

“大局”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和

谐、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大国关系，

决定了我们在今天仍要维护和平

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才符合两国

人民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

第二，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

了解。中日之间虽然在政府层面

早已发表过四个政治文件，但中

日两大民族之间真正意义的“民

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谅

解乃至融和）还远未形成。已故的

竹内实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友好

容易理解难”。当前的中日关系显

得错综复杂，既有中日关系发展

中的各自原因，也有国际环境变

化的影响。只有把中日关系放在

地区和全球的大背景下考量，才

能真正认识到两国在长远发展上

的一致性，克服“以邻为壑”、“零

和博弈”等负面的消极意识。为了

挽救渐行渐远的双方国民感情，

中日需要共同面对东亚的历史。

历史“活在”现实的记忆中，每一

次回忆都是今人以再认方式对历

史记忆的强化。只有在正视历史

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学术交流与

民间交往逐渐化解恩怨。中日两

大民族的真正和解离不开草根层

面的和解，随着时代发展，民意越

来越明显地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着

政府的外交方针。

第三，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环

境保护、老龄化对策、社会治理等

方面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相互尊

重对方的民族性及重大关切。中

日在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上有明显

区别，加之各自立场和角度不同，

不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

较大差异，双方的行为准则与对

事物的判断上的特色也会使其忽

视对方的重大关切。在这里尤其

需要相互尊重对方合理的诉求，

以求同存异实现良性互补，促进

两国关系朝着平稳和光明的前途

共同发展。

第四，开展战略对话，共同为

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坦诚

对话需要运用政治智慧、权衡利

弊的积极思考。记得当年日本前

首相田中角荣在与周恩来会谈

后，曾对日本记者的提问，用汉

文书写了他对中国总理印象的诗

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

碎大涛。”我期待在今天，两国政

治家能够像先人那样，怀有发展

两国关系的坚定信念，同时运用

东方民族的“政治智慧”去克服某

些暂时难以超越的外交难题。

有一位中国现代诗人曾说过：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

它寻找光明！”黑眼睛、黄皮肤是

亚洲民族人民的共同特征，我们需

要共同寻找光明。因为，亚洲的未

来在亚洲人民手上，在我们两大民

族、两个负责任大国的手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此文为作

者在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

环境陌生、惊魂未定的

妻子和儿子，他却无暇顾及。

他经常利用参加会议和日常

工作间隙对监管机构和基层监管

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工作

期间，他的足迹遍布三秦大地的

每一个县、数百个村，他撰写了

《破解农村金融难题的思考与实

践》一书，对农村金融问题进行了

深入思考与探索。回到非银部任

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了

一个调研名单，从非银部直管机

构、北京地区重要机构到外省有

代表性的机构都在其上。仅2013

年下半年，他就实地调研了非银

机构较为集中的10个省市的25家

机构，对超过半数的在京直管机

构进行了实地走访，分3期与全部

68家信托公司进行了座谈。

在员工眼里，李建华是一位

贴心领导，可他陪伴家人的时间

少之又少。他上有年近80高龄的

老人，下有年幼的儿子，妻子早早

办了内退，担起生活重担。对此，

他感到很愧疚。就在4月中旬，他

还对妻子说：等7月份休假时，带

你和儿子出去玩。去世的前一天

晚上，他为了第二天的发布会，工

作到深夜12点多。他告诉妻子，脚

后跟有点痛。妻子心疼他，给他揉

了一会儿说，时间太晚了，睡一会

儿吧，明天早晨再看。谁知，这竟

然是诀别……6月5日，中国银监

会党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系统

党员干部中开展向李建华学习的

活动。

李建华生前最喜欢的音乐是

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他也用自

己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彰

显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风采，

诠释了英雄的内涵、树立了精神

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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