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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70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1946年“铁幕演说”到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40多年的

冷战终告结束，但并没有带给人们最初期盼的宁静与祥

和，由两极变为“单极”的世界继而陷入“无极”、失

序之中。

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的日本较之当初更是判若云

泥。从奉“吉田路线”为圭臬，集中精力于恢复和发展

经济，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上

世纪70年代开始跻身七国集团参与国际事务，再到80年

代提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发展目标，日本在

自我认知上完成了从战败国家向“西方经济优等生”、

国际体系重要参与者的蜕变，同时与战后秩序、周边国

家的关系远未理顺。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对未来世界

以及日本在其中位置的预测颇为乐观，在日美同盟陷入

“漂流”造成压力、国际政治权力诱惑的双重驱动下，

日本开始将对冷战时期既已萌生的“正常国家”化目标

的追求付诸实施。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主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变

化，迫使日本不得不面对现实，重归借壳日美同盟谋

求自我发展的轨道。1992年，中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

同期日本股市、楼市双双暴跌，经济增长由此进入下滑

通道。与此同时，日本社会政治进入转型重构期，呈现

“年年选首相、岁岁出新人”的政坛奇观。日本对“正

常国家”化的追求受到国内因素的羁绊，但步伐没有就

此停歇，而追求目标的路径选择有所调整。除借壳日美

同盟外，还在战后传统的“经济外交”之外寻求出路，

这也成为此后一直延续且日渐显性化的总体趋向。从21

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内阁借助美反恐通过“有事法制”，

到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强推“新安保法”，日本亟欲通

过政策松绑释放政治能量，导致安全防务政策出现本质

性蜕变。

中国与日本地缘相近，历史渊源悠久，惟其如此，

彼此关系厚密而复杂。在今天的东亚乃至亚太，中国崛

起、日本转型、美国“转移”频密互动，成为影响地区

形势走向的主要自变量。中日关系步入博弈与合作并行

发展、同步深化的“新常态”，同时面对战略磨合、利

益调整、心理调适等几方面的任务与压力。

作为研究战后日本的专职责任机构，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李薇所长的精心设计与倾力推动下，

从规划2015年度科研工作阶段开始，即把《日本战后70

年：轨迹与走向》的撰写与出版列为创新工程重点项

目。进入2015年，日本研究所举办了七场专题系列学

术研讨会。其中六场按学科领域设计，邀请20至30位中

国、日本知名专家，与本所研究人员一道，分别从日本

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安全及日美同盟各个

角度集中深入探讨。8月16日，作为前六场会议的集大

成，日本研究所成功举办了有中日两国80余名知名专家

出席的《战后日本70年：轨迹与走向》国际研讨会。进

而，从与会中国专家的几十篇学术论文中严格遴选，构

成《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的主干部分。

经过严格遴选而进入本书的30余篇论文依序从日本

的国家战略、自我认知、经济社会、外交安全、对华关

系等展开论述，不仅从历史纵坐标、“70周年”这一深阔

视域系统梳理了日本战后发展轨迹，而且从时代横坐标、

对当前日本政治外交及中日关系进行了横切面式的全景

透析。作者队伍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等日本研究重镇，代表了当今中国日本学界的高

端水平，特别是集中了60后、70后及80后相对年轻的优

秀人才，其构思、观点、行文多有破旧创新之处。

《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的编撰与出版，

既是为厘清战后70年来日本发展变化的脉络，从中发掘

出决定、影响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与要素，更是为分析

当前、预测未来提供史实与理论的依据。洞察当今、预

判未来，仅凭历史的经验无疑是不够的，在新的时代背

景与内外环境条件下，传统的规律、要素往往会出现变

异、变形。但是，对这些规律、要素的把握无疑又是最

基本必需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更愿意将这

本《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看作是未来不断深化

中国学术界日本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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