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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张建立

内 容提要 日 本人 的 历 史认 识 问 题 的 形 成 ，
既 深 受 美 国 这 一 外

在 因 素 影 响 ， 又是 皇 国 史 观 及 日 本人 自 我 再 生 心 理机 制 特 点 这 一 内

因 所致 ，
同 时 也是 历 史 认 识 的 自 身 特 性使 然 。 日 本 人 的 历 史 认 识 问

题对 日 本 当 前 的 内 外 政策 产 生 了 很 大 影 响 ，
主 要 表 现 为 日 本 政 府 推

卸 战 争责任 的 举措 更加直 白 和 多 元 ，
日 本 政府谋 求 修缮 亲 子模 式 下

的 曰 美关 系 的 举措 益发得 到加 强 。 为 了 消 除历 史 认 识 问 题 的 负 面 影

响 ，
中 日 两 国 当顺 应 民 意

，
加强 在 环 境保 护 、安 全合作 、 自 由 贸 易 区 建

设 、 节 能 、 民 间 文 化 等 领域 的具体合作 ， 切 实 有效地促进 彼 此 的 交 流 ，

增 进彼此信赖 ， 化解历 史 仇恨 ，共建东 亚 和 平 。

关键词 地 区 与 国 别 政 治 日 本 历 史 认 识 战 争 责 任

２０ １５ 年是 日 本战败 ７０ 周年 。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 曾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就

表示将在迎来战后 ７０ 周年时发表
一

个新的面 向未来的
“

安倍谈话
”

，但不会原

封不动地继承
“

村山谈话
”

。 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新年记者招待会上 ，安倍首相

又改 口 称将整体继承历届 内阁 的谈话 ，但不会原封不动地沿 用既往 的
“

殖 民统

治
” “

侵略
”

等措辞 。 为 了筹备战后 ７０ 周年谈话 ，安倍首相还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成

＊ 张建立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 所研究员 。 （
邮编 ： １ ００７ ３ ２

）

＊ ＊ 感谢北京大学 国际关 系学 院归泳涛 副教授 、于铁军副教授等提出 的宝 贵修改意见 。 文章不 足和疏漏

概由笔者负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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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ｇ 本人的 历 史认识 问题

立了一个专 门 的私人咨询机构
“

２ １ 世纪构想恳谈会＇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一

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 问题 ，再度成为世界关 注 的 焦

点 尽管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 ４ 日发表的 《安倍晋三 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最终把
“

侵

略
” ‘‘

殖民统治
” “

反省
” “

道歉
”

这些关键词都罗列进来 了 ，但外界依然对其褒

贬不一 ，特别是受到来 自 亚洲受害 国 的强烈批判 。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究竟出

了什么 问题 ？ 原因何在 ？ 对当前 日 本有着怎样的影响 ？ 本文基于 中 日 既有的

研究成果 、报刊文章 、广播公 司新 闻 、 日 本政府公开的研究报告及相关 民 调等

资料 ，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 就战后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

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

一

、 日 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 ，

一

般包含考实性认识 、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三个层次 。 其

中 ，考实性认识是历史认识的第
一

层次 ， 即通常讲的对
“

历史事实
”

的 确定 。 抽

象性认识是指关于各类历史事件对其后历史发展的影响 ， 即通常说的对历史

意义或历史效应等的认识 。 评价性认识是指对各类历史事件做 出 的价值性判

断 。
？ 近年来 ，

中 国学界关于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 问题的研究取得 了很多成果 ，

但大多集 中 在对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 问题之主要表现
——靖国 神社问题 、篡改

历史教科书 问题等历史现象 的梳理方面 。
？ 梳理 日 本人相关历史认识言论可

知
，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考实性认识层面 ，

而是存在于抽象

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 。 无论是 日 本政府的 相关文献 ，还是大多数的学者

论著 ，
乃至 日本主流媒体的 民众舆论调查结果均显示 ，

日本人对 日 本发动 的战

① 例如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美 国哈 佛大学 名誉教授傅高 义 （ Ｅｚｒａ Ｆｅ ｉｖｅ ｌＶｏ ｇ
ｅ ｌ

） 、麻省 理工学 院名誉教授

约翰 ？ 道尔 （ Ｊ ｏｈｎＷ ．

Ｄｏｗ ｅｒ ） 等欧美地 区的 １ ８７ 名 日本 问题专家出 于对 日 本历史 修正主 义思潮 的担忧 ， 联名

签署发表 了题为
“

日 本乃歴史家全支 持ｔ 石声明
”

（ ＯｐｅｎＬ ｅｔｔｅ ｒ ｉ ｎＳｕｐｐｏ
ｒｔｏ ｆＨｉ ｓ ｔ

ｏｒｉａｎ ｓｉｎＪ ａｐ
ａｎ ） 的致安 倍晋

三 首相 英 日 文公开信 ， 在积极 肯定 日 本战后对国际社会做 出 贡献 的同 时 ， 批评安倍政 权在
“

慰安妇
”

问 题等

历史认识上的错误立场 ＞^

② 林璧属 ： 《 历史认识 的客观性 、真理性 与合理性 》 ， 《哲 学研 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１ 期 ，第 ３３ 、３６ 、３ ８ 页 ； 刘泽

华 、张国 刚 ：
《历史认识论纲 》 ， 《 文史哲 》 １ ９ ８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９

—

３ １ 页 。

③ 关于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 ，可参见吴广 义 ： 《解析 日 本的历史认识 问题 》 ，广东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张天 明 ： ＜ １ ９８０ 年 以来 日 本历史教科书 问题研究述评 》 ， 《抗 日 战争研究》 ２００ ９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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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伤 害这
一历史事实基本上还是承认的 。

？ 例 如 ， 在

战后 ７０ 周年安倍谈话中就有如下表述 ：

“

在与 日 本兵戎相见的 国家 中 ， 不计其

数的 年轻人失去 了 原本有着未来的生命 。 在 中 国 、东南 亚 、太平洋 岛 屿等成为

战场 的地区 ，不仅 由 于 战斗 ，
还 由 于粮食不足等原 因 ，

许多无辜的平 民受苦和

遇难 。 我们也不能忘记 ，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 。

我 国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 的损 害和痛苦 。 历史真是无法取消 的 、残

酷 的 。 每
一

个人都有各 自 的人生 、梦想 、所爱的家人 。 我在沉思这样
一

个明显

的事实时 ，至今我仍然无法言语 ，不禁断肠 。

”
？

但是 ，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 ， 即 日 本人在对其发动 的战争给亚

洲 地 区造成的影响 的认识及其价值判 断方面 ，则 与 战争受害诸 国人 民 的看法

有很大差距 。 为更细致地分析这方面存在的 问题 ， 有必要把 日 本人细分为政

治精英和普通 民众两大类来进行分析 。

首先 ， 日 本政治精英 中很多人一直不甘心将 日 本对亚洲各 国 发动 的 战争

定性为
“

侵略战争
”

，而欲将其美化为是谋求解放亚洲 的战争 。 例如 ，

一直未被

追究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 自身就是解放亚洲 的历史观持有者 。
１ 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裕仁天皇 向全国宣读停战诏 书中就有如下表述 ：

“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

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 ，
不得不深表遗憾 。

”

此外 ，

１９ ８８ 年 ４ 月 ， 时任 国

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声称 ， 白种人是亚洲 的殖民者 ，

日 本是亚洲 的解放者 ，是
“

大

东 亚共荣圈
”

才使得亚洲独立 。
１ ９９４ 年 ５ 月 ， 时任法务省 大臣永野茂 门称 ，

日

本为了 解放殖民地而建立
“

大东亚共荣圈
”

，将大东亚战争定义 为侵略战争是

错误的 。 还有
一些 自 民党议员认为 ，若把太平洋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 ， 则意 味

着把死于战争的人当作狗死 了
一样 。

１９ ９ ５ 年 ９ 月 ， 自 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也

表示 ，
不把太平洋战争 当作是

“

侵略战争
”

。
？ 众所周 知 ，

安倍晋三本人就是
一

个
一心想否定

“

侵略战争
”

这一历史认识的
“

侵略未定义
”

论者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① 虽 然 日 本人承认 日 军在华做过恶事 ，但具体到一些历史事 实的细节也存在不 同意见 。 例如 ，
最典 型

的例子是 关于中 国政府提出 的南京大屠杀 ３０ 多万 人 的 数字问 题 。 有部 分 日 本学者在
“

纯 学术
”

的名义下 ，

认为 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是感情用事
，
数字靠不住

，
甚至欲通过所谓

“

考据订正
” “

数量统计
”

企图 来 达到 间接

否定南京 大屠杀 的事实 。

② 《安倍晋三 内阁总理大臣 谈话 》
，
日 本 国驻华 大使馆 网站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ｃｎ ． ｅｍ ｂ
－

ｊ
ａｐａ ｎ

．

ｇｏ
．

ｊｐ／ ｂ 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ｂｕｎｋｅｎ＿２０ １ ５ ｄ ａｎｗ ａ ．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５

－０９
－ ０ １

。

③ 〔
日

〕
浦野起央 ： 《 日 本历史认识 问题的几个层次分析 》 ， 刘 曙琴译 ， 《太平 洋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 ， 第

８６
—

８７觅 。

④ ２０１ 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安倍在参议 院预算 委员会答辩曾 称 ， 作 为安倍 内 阁不会原封 不动 地继承
“

村 山

谈话
”

， 将在迎来 战后 ７０ 年 的时候发表
一

个新的面 向 未来 的
“

安倍谈话
”

。 次 日 ，安 倍 又在该委员会答辩 时

抛出 了
“

侵 略未定义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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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 本人 的 历 史认识 问题

６ 曰 ， 在
“

２ １ 世 纪 构 想 恳 谈 会
”

提 交 的 报告 书 中 ， 明 确 承 认满 洲 事 变 （ 即

“

九 ？
一

八
”

事变 ） 以来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 ，指 出所谓 日 本是为 了解放亚洲

才发动了 战争的主张不正确 。
？ 这一历史认识虽然难能 可贵 ，但与此同 时 ， 该

报告用更多的篇幅阐述 了相反的意见 。 例 如
，
先是在注释 中 记载 了 反对定性

为
“

侵略
”

的三点理 由 ： （ １ ） 国 际法上
“

侵略
”

的定义 尚未确定 ； （ ２ ） 即使历史地

考察 ，对把
“

九 ？ 一八
”

事 变以 后 的军事行为断定 为
“

侵略
”

有不 同意见 ； （
３

） 其

他
■

国家也有过同样 的行为 ，与仅把 日 本的行为断定为
“

侵略
”

相抵触 。
？ 其次 ，

在报告正文的不 同部分 ，对所谓的侵略未定义论进行 了 含蓄的介绍 。 如 称
“

关

于国 际法上的
‘

侵略
’

的定义 ，
虽然有联合 国大会关于侵 略定 义 的决议 （

１９７４

年 ） 等 ，但在国 际社会尚难言 已经达成完全
一

致的意见
”

。
③ “

日 本 自 １ ９ ３０ 年代

至 １ ９４５ 年间发动 战争的结果使很多亚洲 国家独立 。

” ？ “

无论 日 本是否意 图解

放亚洲 ，其结果是推动 了亚洲 殖 民 地 的独立 。 而且 ， 对于新诞生的独立国 家 ，

在战后 ， 日 本还通过战争赔偿乃至经济支援协助 了这些 国家的独立 。

” ？此外 ，

在该报告中 还对在 中 国领土上进行的 、以瓜分中 国领土 、吞并朝鲜半 岛为 目 的

的 日 俄战争给予很高评价 ，称
“

１９ ０５ 年 ，
日 本取得 日 俄战争 的胜利 ，

不仅阻止 了

俄罗斯的扩张 ，
而且给予 了很多非西方的殖 民地人 民 以 勇气 。 后来 ，

１ ９６０ 年前

后实现独立的很多亚洲 、非 洲国家领导人 ，称 当年从其父辈听说 日 俄战争时很

激动
”

。
？ 该报告采取 以 退 为进的措辞 ， 实质上极大美化 了 当年的侵略战 争 。

该 告前后用大量篇幅谈 日 本对 国 际社会 的贡献 ， 批评中 国 的爱 国主义教育

及韩 国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感情用事 的应对 ，
甚至对 自 己 都不得不承认的侵

略战争也极力美化 ，
强 调其发动战争 的客观结果促进 了亚洲殖 民地 国 家 的 独

立 ，但对 日 本发动侵略战争行为却很少反省 。 战后 ７０ 周年的
“

安倍谈话
”

亦采

纳 了这种历史认识 ，称
“

日 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 民统治之下 的亚洲和非洲

的人们
”

。
？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安倍私人咨 询机构 ２ 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提交

的报告书实质是
一

部新版
“

日 本人优秀论
”

，其潜在的危害不容小视 。

① 『 ２０ 世紀 奁振 返 ０
２ １ 世紀乃世界秩序 ｔ 日本 役 割 旮 構想 有識者 懇談会報告 書 ｊ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６ 日
、
４ 頁 。

② 同 上书 、 ３ 頁 。

③ 同上书 、５ 頁 。

④ 同 上书 、４ 頁 。

⑤ 同 上书 、
３ １ 頁 。

⑥ 同 上书 、 ２ 頁 。

⑦ 《安倍晋三内 阁 总理大臣谈话 》 ，
日本 国驻华大使馆 网 站 ： １

１仲 ：
／／舺货． （ ： １

１
． ６ １１１

１
）七 ０＆１

１ ．

８〇
．

〗 ９／ １
）
丨 １３ １６＾／

ｂ ｕｎ ｋｅｎ
＿

２０
１ ５ ｄ ａｎｗａ ． ｈ ｔｒａ

，
２０ １５

￣

０９ － ０
１

〇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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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 日 本普通 民众的历史认识与

右派政治家开始趋 同 。 在 ２ １ 世纪以前 ，虽然很多身居 日 本政府要职的政治精

英一直不甘心把 日 本对亚洲各 国发动 的战争定性为
“

侵略战争
”

，但 比较而言 ，

普通 民众头脑还是清醒 的 。 因此 ， 日 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和修宪 问题上

发表右倾性言论 ，要 冒被解职 的政治风险 。 例 如 ， 奥野诚亮 、永野茂 门 等 当年

就是因其发表美化侵略战 争 的言论而被解职 。 但进人 ２ １ 世纪 以来 ，
上 至 首

相 、 内 阁要员 ，下至地方 自 治体首长如石原慎太郎 、河村隆之 、桥下彻等右派政

治家 ，
虽然他们有过类似的甚至是更为颠倒是非的 言论 ，但其言行在 日 本国 内

既没有 因此受到道德谴责 ，更谈不上受法律制裁 ，
反倒 出 现了越发表右倾言论

则越显得有人气 的反常现象 。 从 日 本主 流媒体的舆论调査结果来看 ， 即使很

多人依然承认当年 日 本发动战争 的侵略性 ， 但仍 旧支持 日 本政治家参拜靖国

神社 ，且认为 日 本关 于战争问题 的道歉反省 已 足够充分 。 例 如 ， 《朝 日 新闻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６ 日 至 １ ２ 月 ２０ 日 进行 的 问卷调査 中 ， 在被问 到
“

你认为这场战

争是否 是对 亚洲 的侵 略战争
”

的 问 题 时 ，

２０—２９ 岁 的 人中 回 答
“

是
”

的 占

４５ ％
，
回答

“

否
”

的 占 ３３％ ；

３０ 岁 以上的人 中 回答
“

是
”

的 占 ５５％ 回答
“

否
”

的 占

２６％
。 关于

“

你是否赞成 日 本首相参拜靖 国神社
”

的设问 ，

２０
—

２９ 岁 的受访者

中 回答
“

赞成
”

者 占 ６０％，
３０ 岁 以上的受访者中 回 答

“

赞成
”

者 占 ５９％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２２
—

２３ 日
， 《读卖新闻 》关于安倍首相 应否参拜靖 国神社问题进行 了

一

项紧急全国舆论调査 ，
回答

“

应该
”

者 占 ４６％ ，
回答

“

不应该
”

者 占 ３６％ 。
？２ 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 ２ ６ 日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 ，

日 本东京广播公司 （
ＴＢＳ

） 的 《 信息 ７ 日 新

闻播报 》于当 月 ２８ 日 所做的 网络紧急舆论调査结果显示 ， 高达 ７ １
．
２％ 的受访

者支持参拜 。
？

日 本共 同通信社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２８
—

２ ９ 日 做的全国 紧急 电话舆

论调查结果显示 ， 关于 首 相 参拜 ， 回答
“

好
”

的 占 ４３ ．２％
，
回答

“

不 好
”

者 占

４７ ．１ ％ 。
④２０ １ ４ 年 １月１ １

—

１ ２日 ， 日 本新闻网 （
Ｊａｐ ａｎＮ ｅｗｓ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ＪＮＮ ）对 日

本全国 ２０ 岁 以上的人群进行 电话舆论调查 的结果显示 ，关于首相参拜靖 国 神

① 木 村正 人 「首相 （

７）靖国参 拝 朝 日 ＾０世 論調査 割 賛成 」 、 ｈ ｔ ｔ

ｐ ：
／／ｂｙｌ

ｉｎｅ ｓ ． ｎｅｗ ｓ ，ｙ
ａｈ ｏｏ ，ｃｏ ．

ｊｐ／ｋ ｉｍ
－

ｕ ｒａｍ ａｓａ ｔｏ／２０１ ３ １２３０ － ０００３ １ １ ４９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０１ 〇

② ｒ首相 乃靖 国参拝 「 岂 ＾ｆ 」４６
％ …読壳調査 Ｊ ，

参见 《读卖新 闻 》 网 站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ｙｏｍ ｉｕｒｉ ．ＣＯ ．

 ｊ
ｐ
／

ｆｅ ａｍｒｅ／ＴＯ０００３０２／２０ １ ３ ０７２３
－ＯＹＴ Ｉ Ｔ０ Ｉ

２０３ ．ｈ ｔｍ
ｌ ， ２ ０ ｌ ５

－

０９
－

０ １
〇

③ 木 村正人 「 首相 Ｏ靖国参拝 朝 日 ＣＯ？ 論調査
＂

Ｃ 匕 ６ 割 賛成 」 、 ｈ ｔｔ
ｐ ：

／／ｂｙｌ
ｉｎｅ ｓ ．ｎ ｅｗ ｓ ，

ｙａｈｏ
ｏ ，ｃｏ ．

ｊｐ／ｋ ｉｍ
－

ｕ ｒａｍ ａｓａｔｏ ／２０ １ ３ １ ２３０
－ ０００３ １ １ ４９／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１ ０ 。

④ ｒ首相参拝 、評価甘ｆ４７％ 自 民 支持層 ［Ｃ 「 安倍 離札 」 乃兆候 Ｊ ，
参见共 同 通信社 网 站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ｋ ｙ
ｏ ｄｏ ．ｃ ｏ ．

ｊ ｐ
／
ｐ
ｏ

ｌ

－ｎｅｗ ５／２０１ ４
－

０ １
－

１ ３
＿

４３８ ７９８／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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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 本人 的历 史 认识 问题

社 ，
回答

“

不好
”

者 占 ４６％
， 回答

“

好
”

者 占 ４２％ 。 当进
一

步对做出 上述两种 回

答的受访者
，分别询问其那样认为的理 由时

，

回答
“

好
”

者中 ，有 ６２％ 的人认为
“

首相追悼战争牺牲者理所当然
”

。 回答
“

不好
”

者中 ， 有 ７ ０％ 的人认为安倍此

举
“

欠缺对外交上的考虑
”

。

？ 也就是说 ，有些人虽然 回答
“

不好
”

，但并不意 味

着其认为安倍参拜靖 国 神社这一行为本身不好 ，
而是 因 为安倍参拜靖 国 神社

影 响 了 日 本的对外交往 ，所以 才回答
“

不好
”

。

另外 ，很多 民调数据显示 ， 日 本 民众与右派政治家 的历史认识开始趋 同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至 ２ 月 间 ， 《读卖新闻 》进行的
一

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
一

个设问是 ，

“

日本历代首相对 中 国 、韩 国就过去 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 。 你认为至今

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 ？

”

回答
“

充分
”

者 占 ８ １ ％不充分
”

者 占 １５ ％未予 回

答
”

者占 ４％ 。

？ 另外 ，关于安倍将于 ２０ １５ 年夏天发表的战后 ７ ０ 周年谈话 中 ，

．

是否该继续沿用对
“

殖民地统治和侵略
”

进行
“

反省
”

和
“

道歉
”

这样的措辞 ，
日

本经济新闻社 ２０ １５ 年 ３ 月 至 ７ 月 、 日本读卖新闻社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至 ７ 月 所做的

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
回答

“

应该继续沿用
”

者与
“

不应该继续沿用
”

者 ，所

占 比率已经不相上下 。 虽 然仍有部分 日 本 民众能够正确对待历史 ，但从 日 本

主流媒体的 民众舆论调查结果来看 ，
日 本普通 民众 的历史认识与 右派政治家

开始趋同这
一

事实 ，着实令人担忧 。

二
、 日 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

关于 日 本历史认识问 题的成 因 ，在相关研究论著 中都有过不 同 程度 的分

析 。 从外因来看 ，美 国因 素的影响无疑最大 ，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第一

，美 国 战

后对 日 政策的变化 ，使 日 本失去 了 彻底反省 战争罪责 的机会 。 随 着冷战 的开

始和朝鲜战争 的爆发 ，美 国 出于
一

己之私的地缘战 略需要 ，对 日 政策 由 战后初

期 的严厉改造 ，开始转 向 对 日 本进行庇护 和扶植 ， 甚至允许 日 本战犯重新掌握

政权 ，这实质上为 日 本政府开辟 了
一

条不承认侵略战争 、坚持右倾史观之路

① 「安倍内 閣 支 持率 （立 ？ 」 、参见 ｈ ｔ ｔｐ ：
／ ／ｎｅｗ ｓ ． ｔｂ ｓ ．ｃ ｏ ．

ｊ ｐ／ｎｅｗ
ｓ ｉ
— ｓｐ

／
ｙｏｒｏ

ｎ／ ｂａｃｋｎ ｕｍ ｂｅｒ／２０ １４０ １ １ １／
ｑ
２－

ｌ
－

２ ． ｈｔｍ ｌ 。

② 「 内 閣 ？ 政党 支持 ｔ 関 連 問題 」 、参见 《读卖 新闻 》 网 站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ｙｏｒａ
ｉｕ ｒｉ ．ｃ ｏ．

ｊ
ｐ／ ｆｅａ ｔｕ ｒｅ／ｏ

ｐ
ｉｎ ｉｏｎ／

ｋｏｕｍ ｏｋｕ／２０ １５ ０２２６
－ＯＹ Ｔ８Ｔ５０ １ ０４ ． ｈ ｔｍ

ｌ
，

２０１ ５
－

０９
－

１ ０
。

③ 游博 ：

《 中 日关 系历史认识 问题 中的美国 因 素 》 ， 《 和平与发展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２ 页 ；
陈景 彦 ： 《 中

日 之 间 的历史认识问题 与 日 本政 府的历史观 》 ， 《现代 日本经济 》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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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际政 治研 究 》

２ ０ １５ 年 第 ６ 期

第二 ，美 国 在单独 占领 日本并按照 自 己 的意愿对其进行重大改造 的 同时 ， 客观

上剥夺了盟国其他成员 国对战后 日 本 国家改造 的参与权 ，尤其是剥夺 了 近代

以来饱受 日 本侵略之害 的 中 国 、韩 国和 朝鲜等亚洲 国 家彻 底追究 日 本侵略 战

争罪行及责任的权力 。 这种局面导致 日 本在处理 国 际关系的 实践上 ，凡事都

只服从于以 强者姿态 出 现在 日 本 国家政治生活 、社会生 活 中 的美 国 ，
而对被 日

本直接侵略伤害的亚洲邻 国 ，
则 难以低头认罪。

？ 对于上述形成 日 本人的历史

认识问题的这两个主要外 因 ， 部分 日 本学 者也持有 类似 的 看法 。 日 本 近现代

史学家 、

一

桥大学教授吉 田裕的论文 《 战后
“

日 本人
”

的历史认识 、 战争观的 变

迁 》对此有很详尽 的论述 。
？

形成 日 本历史认识问题的 内 因 主要有三个 ： 第
一

，
世代交替 因素 。 有过战

争体验的
一

代人健在者越来越少 ， 而年轻的一代 由 于历史教育等原因 对 日 本

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意识 已 经变得很淡薄了 。
？ 战后 ７０ 周年 的

“

安倍谈话
”

称
“

现在我 国 国 内 战后 出 生 的一代 已超过 了 总人 口 的 ８０％ 。 我们不能让与战

争毫无关系 的子孙后代担负 起继续道歉的宿命
”

。
？“

安倍谈话
”

发表后 ， 之所

以受到 日 本 民众的好评且促使安倍 内 阁 支持率有所 回升 ，
显 然与其谈话的措

辞顺应 了当下 日 本社会的 发展现状及 民 意有关 ；

？第二 ， 制度和 观念因 素 。 简

言之
，
天 皇制 的保 留及持有 解放亚洲历史观的 昭 和天 皇 的 战争责任

一直得不

到清算 ，阻碍了 日 本人对其侵略历史形成正确 的认识 。
？ 这一点其实也可 以说

① 卞 修跃
：
《 〈 新 历史 教科 书

〉
与 战后 日 本 国 家 的历 史 认识 》 ， 《抗 日 战争 研究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４ 期

，
第

２０３ 页 。

② 吉 田裕 「戦 後 「 日 本人 』《歴史認識 ／戦争観刃 变遷 」 、高橋哲哉編 １Ｔ歴史認識 」論争 Ｊ 、東京 ： 作品社

２ ００２ 年版 、 ３２ 頁一３ ８ 頁 ，

③ 吉 田裕 「戦後 ｒ 日本人 』《歴史認識 ／戦争観Ｗ变遷 」 、 ３ ８ 頁 。

④ 《安倍晋三内 阁总理大 臣谈话 》 ，
日本 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 ｎ ．ｅｍ ｂ －

ｊ
ａ
ｐａｎ

．

ｇｏ
．

ｊ
ｐ／ｂ 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ｂ
ｉｍ ｋｅ ｎ

＿

２
（Ｈ ５ ｄ ａｎｗ ａ． ｈ ｉｍ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０ １
。 战后以 来 ， 日本学界关于 日 本发动侵略 战争的责任主体 问题

一直争论

不休 ， 没有定论 。 较有代表性的相关讨论可参阅如下著作 ： 家永 三郎 ｒ戦 争責任 Ｊ （ 東京 ： 岩波 書店 １ ９８ ５ 年

版 ） 、 田 口裕史 「 戦後世代 乃戦争 責任 ｊ
（
東京 ： 樹花舎 １ ９９６ 年版

）
、加藤典 洋 「 敗戦後論 』

（
東京 ： 講 談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高橋哲哉 ｒ戦後 責任論 ］ （ 東京
：
講談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
、大沼保昭 ｒ東京裁判妒 Ｇ 戦後 責任 ０思想？ 』 （

東

京 ： 東信堂 １ ９９７ 年版
）

、石 田雄 ｒ記憶 ｉ； 忘却 Ｃ０政治学—— 同化政策 ■ 戦争 貴任 ？ 集 合的 記憶 』 （
東 京 ： 明石

書店 ２０００ 年版
） 、 中野敏男 『大 塚久雄 ｔ 丸 山 真男——動 員 、主 体 、

戦 争黃任 』
（
東 京 ： 青 土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

“

安倍谈话
”

虽未 明确 日本 发动 侵略 战争责任 的主体 ， 但从 日本 国家层 面首 次明 确 向世界 宣告 了 今后
“

与 战

争毫无关 系的
”

日本 人的子孙后 代将不再承担 战争责任 。

⑤ 日 本 《 读卖 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 ５
—

１ ６ 日 进行的 全国舆论调査中有
一 问是 ： 安倍首 相在战后 ７ ０ 年谈

话中 讲了
“

我们 不能让与战争毫 无关 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
”

， 你认为今后 日 本是 否该继续谢

罪 ？ 回答
“

是
”

者 占 ２７％ ， 回答
“

否
”

者占 ６３％ ，未 回答者 占 １ ０％ 。

⑥ 刘金 才
：
《近代 天皇观 与 日本

“

历史认识
”

的解构 ：读安 丸 良夫
〈 近代 天 皇观 的 形成 ＞ 》 ， 《 日 本学刊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 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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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 本人 的 历 史认 识 问题

是美 国对 日 策略需要这
一外 因所导致的 ；

第三
，
日 本人心理层面 即 日 本人 自 我

再生 的心理机制方面 的原 因 。 依靠 自 省
“

罪 己
”

观念与凭借他力
“

祓禊
”

观念 ，

很早就已成为 日 本人谋求身心新生 的两个重要精神理念 。 所谓依靠 自 省
“

罪

己
”

，
虽表面上看是基于伦理道德标准 主动进行 的 自 罚 ， 但实际上 完全是迫于

外部压力不得已 而为之 。 这种 以退为进 、最大限度 维护 自 己 利益 的行为 心理 ，

并不能保证对事情有个客观的罪 己 。 与这种
一

厢情愿的 自省 了 断方式相对 ，

“

祓禊
”？则是来 自 于外部力量的责罚 。 唯有在经历

一

个
“

祓禊
”

的仪式 和历程

磨砺后 ，即 真正求得社会 的谅解之后 ，才可 能实现众人接受 的较为 客 观的罪

己 。 例如 ，

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等以示
“

罪 己
”

后再次当选复出 时 ，便会

称
“

祓禊结束了
”

，意 即 已经接受责 罚并获得社会许可再度复 出 了 。 在这种情

况下 ， 即使该政治家尚有前嫌未释 ，

一般也很少会有人来再翻其旧 账 。 了解 了

日 本人的
“

祓禊
”

心理与 自 省
“

罪 己
”

心理 ，
２ １ 世纪 以来 日 本普通 民众 的历史认

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 同 的原 因 似乎也就不难理解 了 。 如 前所述 ， 在对历史

事实的 确定 即在对历史 的考实性认识层 面 ，
无论是 日 本政治 精英还是普通 民

众
，
大多还是承认其当年发动的战争对受 害 国造成 了很严重 的伤害 。 但是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岸 信介之类的 甲级战犯的释放和
一些战 时领导人的官复

原职 、 因经济成功而导致 日 本的 自 信心 的不断增强 ，
以及亚洲各受害 国对战争

赔偿的放弃或追讨无力 ，
按照 日 本人的

“

祓禊
”

心理 ，很多 日 本人 自 以 为其反省

罪 己 ，应该完全获得了当年的受害 国 的原谅 ， 过 了
“

祓禊
”

关 ，历史的包揪也可

以卸下 了 。 然 而 ， 当其得知 自 以为是 的
“

罪 己
”

， 尚未完全获得亚洲受 害国 人民

的谅解时 ，便表现得有些恼羞成怒 。 于是 ，

“

侵略未定义论
” “

解放亚洲
”

史观

便又开始沉渣泛起 。

三 、 日 本历史认识问题对当前 日本的影响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对 日 本的 影响可谓波及方方面面 ，就 当 下而言 ，主

要体现在 日 本政府推卸 战争责任 的举措更加直 白 和多元 ，
日 本政府谋求修缮

①
“

祓禊
”

是神道中 很重要的术语 。 据 《广辞苑
＇

》的解释 ，其含 义主要是指 为了拔 除灾厄 、污 秽 、 罪障等

而进 行的神事 ， 或者是当人们 身上有罪 或污秽 时 ， 或者参 加重大 的神事之 前 ， 在河 、 海洗浴 净身 的 行为 。 在

曰本 文化 中 ，

“

祓禊
”

既是 日 本神道祭礼的 重要 内容
，
也是各色 日 本人 等依靠外 部力量 来净身 洁心 的重要仪

式 。 经过
“

祓禊
”

，便如 同除却了 污秽 ， 重获新生 。 参见新村出 編 ｒ 広辞苑 』 、岩波書店 １ ９９６ 年版 、
２４ ５ ６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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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模式下 的 日 美关系 的举措益发得到强化 。

所谓 日 本政府推卸 战争责任 的举措更加直 白 ，
主要是指 以安倍晋三 为首

的 日 本政要公然在 日 本国 会答辩 中抛 出
“

侵略未定议论
”

，并且安倍晋三 多次

声称其战后 ７０ 年的新谈话不沿用
“

村 山谈话
”

中 的
“

殖 民统治
” “

侵略
”

等关键

措辞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６ 日
，

“

２ １ 世纪构想恳 谈会
”

向安倍首 相提交 了 最终报告

书 。 ８ 月 １ ４ 日
，
经 日 本内 阁会议批准发表的 、参照这份报告书撰写 的 《安倍晋

三 内 阁 总理大臣谈话 》最终虽然使用 了

“

侵略
” “

殖 民统治
”

等关键字词 ，
但表

述极其暧昧 。 日 本政府的 中 文译本是这样表述 的 ：

“

再也 不要重 演 战祸 。 事

变 、侵略 、战争 。 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 行使作为解决国 际争

端的手段 。 应该 永远跟殖 民统治告别 ，
要实现尊重所有 民族 自 决权利 的世

界 。

” ？显然 ，安倍谈话中并没有 明 确 点 出事变 、侵略 、战争 、殖民 的发 动者是 曰

本 ，
也没有明 确被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对象是谁 ，安倍简直就是完全 以第三者的

立场和 口 吻在泛泛而论 。 虽然
“

侵略
” “

殖 民
”

等关键字词
一

个都不少 ，但让人

感觉不到他作为
一

个加害 国 的政府首脑面对遭受过 日 本侵略与奴役的亚洲各

国人民发 自 内心道歉的诚意 。 相反 ，对于 日 本为何会在第 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

后走上殖民 、扩张和侵略之路的原因 ，安倍首相过多地强调 了 当 时 的世界形势

和 日 本所处 的环境 ，让人觉得似乎是 日 本为 了 自 身 的安全和生存被迫走上 了

一条侵略他 国 、扩张领土之路 。 这
一

思考逻辑与 日 本当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 的

理 由 如 出
一

辙 ，成为 日 本发动侵略与殖 民统治 的合理借 口
，这在

一定程度上起

到 了推卸 日 本战 争责任的作用 。

所谓 日 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 的举措更加 多元 ， 主要是指其通过联合 国等

国 际组织来模糊侵略历史 、 美化 日 本国 家形象 的举措 。 这方面最 近有 三个 比

较受关注 的事例 。 第一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
ＮＰＴ

） 审议

大会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开幕 ，大会审议 了 条约近五年执行情况 ，各 国代表就核

裁军 、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等进行了 谈判 。 日 本提 出在广 岛 、长崎原子弹

爆炸 ７ 〇 周 年之际 ，希望全球领导人访问核爆受 害地。 正如 中 国 裁军大使傅聪

在联合 国 总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所言 ，
日 本被投原子 弹是有原因 的 ，

日 本如此

要求其 目 的是要利用这种人道主义 问题 ，
以强调

“

受害
”

姿态来掩盖其作为加

① 《 安倍晋三 内 阁总理大 臣谈话 》 ， 参 见 日 本 国 驻华 大使馆网站 ： １１冲 ：／／＼￥？＾． （； １
１

＿ ６１１ １ １）
－

〗
３９＆

１ １
． ８〇 ．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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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 本人的 历 史认识 问题

害 国
“

侵略
”

的历史 ，在大会上强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 解 。 ５ 月 １２ 日 出 炉

的 《最后文件 》草案并未包含这
一提 案 。 日 本媒体报道说 ，这是 中 国要求删 除

了相关内容 。 日 本 的要求被拒后 ，又 想 出 了新 的应对方案 。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外相岸 田 文雄在 内 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发布消息说 ，
日 本政府决定于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在广岛 市召开七 国集 团 （
Ｇ７

）峰会之前 的外长会议 。 日 本政府希望通过

在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举行外长会议 ，来为核裁军、核不扩散造势 ，并有意

以投下原子弹的美国 的 国务卿访问 当地 的形式 ，展现 日 美和解 。

第二 ，

２０ １４ 年初 ， 日 本为
“

神风特攻队
”

申 遗 。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１ ３ 日 ， 日 本南

九州市长霜出勘平 、

“

知览会馆
”

馆长兼南九州世界记忆遗产推进室室长上野

胜郎 、

“

知览会馆
”

管理主任桑代睦雄在东 京 的外 国 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 ，试图再次说明他们
“

申 遗
”

行动是为了
“

单纯 向世人传递战争惨烈程度 ，避

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

。

第 三 ，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日 本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 布 ，将于 ２０ １ ３ 年度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ＵＮＥＳＣＯ ） 推荐 内 阁官房专家会议提议的

“

明治 日 本的

工业革命遗产 ？ 九州 、山 口及相关地 区
”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 申 报世界文化遗

产应该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世界遗产公约 》促进和平的宗 旨与精神 。 曰

方 申报的 ２ ３ 处工业遗址 中 ，有多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使用 了在 中 国 、朝

鲜半 岛 和其他亚洲 国家被强征的劳工 。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 日 本军 国主义在对

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 间犯下 的严重罪行。 时至今 日
，
许多无辜受害者的正当

合理诉求仍未得到负责任 的 回应 和解决 。 因此 ， 中 国 与韩 国 都对 日 本政府这

种推卸 战争责任 的 申遗举措表示 了反对 。
？

日 本社会的历史修正 主义思潮 高涨 ， 特别是
一些 日 本政要肆无忌惮地否

定甚至美化侵略 战争之言行 ，
以及 日 本政府稀释战争责任的举措 ， 引发了 中 韩

两 国 民众的强烈不满 ， 国 民感情极度 恶化 ， 日 中 、 日 韩双边关系也 因此受到 了

严重 的负 面影响 。 加之美 国 的相对式微 、对 日 本安保承诺上不够 明 朗 的 态度

及中 国 国力 的 日 益增强等 ，使 日 本益发显得不安 。 从战后 日 美关系 的 历史来

看 ，
可以 说

“

美主 日 从
”

的 日 美关系模式 ，

一

直是 日 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

这意味着 当 日 美关系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世界 出现 了有可 能影 响这种模式 的 重

①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 １ 日 ， 日 韩两 国政府通过外长会谈 ， 就此前态度对立的
“

明 治 日本产业 革命遗产
”

申请

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问 题取得 了 共识 ， 日韩转 而合作 申 遗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５ 日 下 午 ， 在德 国 召开的世界遗

产大会通过了 对 日 本
“

明 治工业革命遗址
”

的审议 。

４ １



《 国 际 政治 研 究 》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６ 期

大 因素时 ， 日 本在行为上会有更明 显的缺乏安全感 的 表现 。
？ 当 日 本明确认识

到 唯有修缮亲子模式下 的 日 美关系 才能获得更大的 安全感时 ，其相应 的举措

亦会益发得到强化 ，美主 日 从的特点也就会益发 凸显 。 例 如 ，安倍绝 口 不再提

“

摆脱战后体制
”

，
以免刺激美国 ；

日 本顺从美 国 意志 ， 不参加 中 国主 导 的亚洲
‘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Ａ ＩＩＢ

） ； 在最后 关头决定 不参加俄 罗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７ ０ 周年红场 阅 兵典礼
；
安倍在美 国 国 会演讲时 ， 把在 日 本 国 会尚 未

提上议事 日程的安保法 制改革 事项 ， 先行允诺将于 ２０ １５ 年夏天 之前完 成
；
等

等 。 安倍晋三此举受到 以 民主党 为首 的在 野党 、宪法学 者和部分 日 本社会 民

众的批判和抵制 ，
但其为了 兑现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在美 国国会演讲时所做的 夏季结

束前使法案获得通过 的承诺 ，执意要在本届 国会内通 过安保法案 ， 遂将本该闭

幕的 国会会期延长到 ９ 月 ２７ 日 。 如此
一

来 ，若众议院通过法 案后在参议院被

拖延超过两个 月 ， 则可循例启 动
“

６０ 天规程
”

（ 即若参议院超过 ６０ 天议而未

决 ，则视 同其否决 ，
可 由众议院再度表决而最终通过 ） ，从而凭借执政党在众议

院 的绝对席位优势而强行 闯 关成功 。 此举引 起了 日 本社会各 界强烈 的 反对 ，

主流媒体每月 例行的舆论调査结果皆显示 ，安倍晋三 内 阁 的支持率 出现 了不

同程度 的下降 。 尽管如此 ，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凌晨 ， 日 本执政联盟控制 的 国会

参议院全体会议 ，
还是不顾在野党强烈反对 ，强行表决通过 了

“

安保法案
”

。 日

本战后
“

专守防卫
”

安保政策也 因此发生重大转变 。

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 ，
日 本人 的历 史认识 问 题

一直没 有得到解决 。

它 时隐时现 ，严重干扰 了 中 日 关系 的健康发 展 。 由于上述 日 本人历史认识问

题形成 的 内 因和外 因 ，特别是其根深蒂固 的心理原 因 ，显 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该问题 ，仅仅停留在义 正词严的 口 诛笔伐 ，或 者是一 味地给 日 本政府 、 日 本人

定标准而不去思考如何使其达到这些标准 ， 则略显苍 白 无力 。

？ 鉴于历史认识

自 身 的特性所限 ，冀希望于立场不 同 的 日 本政治 家等 良心发现 与受害 国 民众

① 张建立 ： 《 战后 日美关系 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 《 国 际政 治研究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第 ４９ 页 。

② 吴广义 ： 《解析 日本 的历史认识问 题 》 ，第 ３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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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日 本人 的历 史认识 问题

取得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 ，似乎也不大现实 。
？ 鉴于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 问题的

负面影 响 ，
确实可以 考虑尽可能多地创造 中 日 学者 ，

以及 中 国 学者与 日 本民众

交流对话的机会 ，有理有据地讲述历史事实 ，
以 正视听 ，但期望

“

从学术的角度

促成该问题 的最终解决
”

，

？还是难免太过理想主义化 了 。 从官到 民 ，
也有很多

人提 出 了通过促进民间交流来改善 国 民感情 、化解历史仇恨的建议 。 的确 ， 国

之交在于 民相亲 ，
民 间交流是国 与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人 民与人 民之

间 加深 了解增 进互信的有效方式 。 但仅限于近年来常见诸媒体的赴 日 扫货所

谓
“

爆买
”

这种层次的交流 ，恐怕非但最终不能起到正面作用 ，甚至可能 出 现负

面效果 。 为了使民间交流真正发挥促进 中 日 友好往来 的作用 ，有必要借鉴一

下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

自 １ ９４９ 年起 ，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 （
Ｍｕｚａｆｅ ｒＳｈ ｅｒｉｆ

） 曾 做过
一 系列处

理群际关系 的实验 ，
详细考察了群际关系是如何交恶 ，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

改善 ，进而实现彼此认同 的 。 实验结果表 明 ， 通过 引进共 同敌人 的做法 ， 将会

扩大群际冲突 的规模 ，并不能真正成功地改善群体间 的 紧张关系 ，促使原初两

个群体之间 的态度发生持久 的改变 。

？ 通过以平等地位接触的 办法 ， 来尝试创

造彼此友好的群际关系 ， 结果也不理想 。 最后 ，
谢里夫发现 ， 只 有接触并不会

导致冲突 的降低 ，
必须加人另 外

一

个要求 即群体接触必须是在
“

两个群体有
一

个必须要实现的 目标 ，任何
一

个群体仅仅依靠 自 己 的努力 、借助
？

自 己 的 资源都

不能单独实现这个 目标
”

，
这种 目 标被称为超然 目 标 。

？ 具体到 中 日 关系 ，这种

需要双方在
一

定的共识下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的超然 目标应该有很多 。

２ 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 ２ 日 ， 日 本 的 民间非营利组织
“

言论 ＮＰＯ
”

和 中 国外文局联合进

行第十
一届北京

一

东京论坛
“

中 日 关系舆论调查
”

。 结果显示 ， 尽管两 国 国 民

感情未见 明显改善 ，但 ５９ ． ６％ 的 中 国受访者和 ７２％ 的 日 本受访者都将
“

和平
”

视为最重要 的价值观 ，其次是
“

合作发展
”

。 在改善中 日 关系措施 、合作具体领

域等方面 ，

３ １ ． ８％ 的 中 国受访者首选
“

加强经济关系
”

，其次是
“

促进 民 间对话

① 张海鹏 ： 《试论 当代 中 日关 系中 的历史认识 问题 ： 兼 评 〈 中 日 接近和
“

外交革 命
”

〉 发表引起 的
“

外交

新思考
”

问题 》 ， 《抗 日 战争研究 》 ２００
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 页 。

② 张天明 ：

《
１ ９８０ 年 以来 日本历史教科书 问题研究述评 》 ， 第 １ ３ ５ 页 。

③ 所谓
“

超 然 目 标
”

（ ｓｕ
ｐ
ｅｒ

－

ｏｒｄｉ ｎａ ｔｅ
ｇ

ｏ ａｌｓ ） ，是社 会心 理学用语 ， 指两个群 体 间为了 降低 彼此交往 的冲

突而设立的任何一个群体仅仅靠 自 己 的努力 、借 助 自 己 的资源都 不能单独实现 的 目 标
。
参见 〔 澳 〕 迈克尔 ？

豪格 、 〔 英 〕 多米尼克 ？ 阿布拉 姆斯 ： 《社会认 同过程 》 ， 高明 华译 ， 北京 ： 中 国 人 民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１ １ 年 版 ，第

５６
—

５７页 。

④ 同上书 ， 第 ５ ７ 页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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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交流
”

（
２２ ．４％

） 。 ３２ ． ６ ％ 的 日 本受访者首选
“

加 强政治 和安保关系
”

，

其次是
“

在全球 问 题上合作
”

（
１９ ．

１％
）

。 对于 中 日 开展合作 的具 体领域 ，

３７ ．
３％ 的中 国受访者首选

“

维护东亚和平
”

，其次是
“

加强 贸易 、投资方面 的合

作 ，建立 自 由贸易区
”

（
３５ ． １％

） 、

“

节能技术 ，风力发 电 、太 阳能发 电等可再生能

源
”

（
３ ０ ． ７ ％

） 。 ６ ７ ． ７
％ 的 日 本受访者首选

“

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
”

，其次是
“

朝

核问题
”

（
５０ ． ９％

） 、

“

食品安全问题
”

（
４６ ．４％

 ） 、

“

维护东亚和平
”

（
３ ９ ．８％

） 。
①

这些数据均可成为制定 中 日 之间战略互惠的超然 目标的重要参考 。

虽然社会心理学 的实验并不等 于现实本身 ，但可提供很多 化解历史仇恨

的启示 。 中 日 间既有仇恨 ，亦有 千年 的友好交往 。 中 苏 中 俄关系也可为 思考

中 日 关系提供现实版的借鉴 。 中 日 两国 人民如果能够在不 断密切的交流过程

中 ，进
一步拓展 中 日 间战 略互惠的超然 目 标 ，或可 以 逐渐化解历史仇恨 ， 消除

日 本人的历史认识 问题的 负面影 响 ， 为亚洲乃至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做出 应有

的贡献 。

① 言論 ＮＰＯ
、 中 国 国際 出版集団 ： ｒ 第 １ １ 回 日 中共同世論調査 （

２０ １ ５ 年
） Ｊ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２０ 日 公开发

布 、
１ ７ 頁 、４ １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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