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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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日邦交正常化近 40 年来，中日相互认识和国民感情经历了

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与中

日关系本身有着内在的关联，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以及国情的不同，两国的

相互认识在结构特征上也存在某种差异。中日缺乏理解和信任的状况，必将

会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文化交流则是改善两国国民感情

和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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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

以说，在两国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和平对等、联系

紧密和交流频繁的时期。但是，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和相互印

象，却出现了疏远、冷淡甚至恶化的现象。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

立情绪，改善相互印象，增进相互理解，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紧要课题。

本文将梳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国民相互认识的变化，分析中

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的基本特征，探讨今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方策。

一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轨迹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受国际环境、中日各自国内状况及两国关系

等诸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大体以冷战结构崩溃为一大转

折点，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而这两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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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 世纪末为第

三阶段，21 世纪初至今为第四阶段。总的来说，每 20 年左右为一个时

期，每十年左右为一个阶段，从邦交正常化到现在经历了从接近到友

好、再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从 1972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相互接近的阶段。

1972 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对立的状态，两国关

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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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对全国民众开展 “中日友好”

的教育，两国间友好交流的信息也不断增加。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

“文革”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仍处于各个方面不能自由

交流的闭塞时代，两国国民之间的交流很少，信息来源也比较单一，普

通的中国民众无法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况。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

民众的对日印象，仍受到战后及 “文革”期间的电影、文艺作品的重

要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富裕的物质

生活和现代文明生活借助影视等文化产品传到中国，这让处于物质匮乏

与文化饥渴状态中的中国民众非常羡慕，人们开始改变着心目中的日本

的形象。随着中日交往的增加，日本及日本人作为 “世代友好”的对

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开始形成既有物质基础、又有人文内涵的实实在

在的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由于受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两国关系状况的

影响，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心度和好感度也是比较低的。但随着中美关

系解冻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强大的支持

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明显好

转。特别是在 1972 年 9 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后，日本国民中喜欢中国

的人所占比例与讨厌中国的人发生逆转，前者超过后者。以后，在日本

出现了“中国热”，喜欢中国的日本国民不断增加。但是，在这一时

期，日本普通国民与中国的实际交流也并不是很多，而对战后日本对华

政策的反省是支持 “中国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中日交流尚不

频繁、信息传播尚不便捷的年代，来华访问的日本人大多是 “虚心反

省历史”的友人，他们带回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以及当时日本媒体的相

关报道，在改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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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表现出的对侵华历史的 “负罪感”和对中国

宽容姿态的 “回报心理”，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和

认同。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为中日友好的蜜月

阶段。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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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两国国民的相互感情

和印象达到了历史最好状态。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加速推进

现代化，中日之间经济、文化等交流逐步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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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丰

田、松下、东芝、索尼等日本品牌具有超高的知名度，日本现代化的成

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探究的对象，在中国甚至还出现了 “向日本学

习”的口号。新一轮的日本留学潮，也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虽然当

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光华寮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对中

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在当时中日友好的大氛围

下，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肯定日本的印象的基调。

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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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还能保持一种帮助弱者的心理宽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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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寮、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宝钢事件等问题时，日本领导人也能与中国领导人一起，从中日

友好的大局出发，做出政治决断。日本民间和舆论也对日中友好倾注了

很大的热情。日本广播协会 ( NHK) 电视台 1980 年开始播放的长篇系

列特集《丝绸之路》，引起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心和向往，产生了良

好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心剧增，在日

本也出现了日中友好热。据日本总理府的舆论调查，80 年代日本人对

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率大体保持在 70% 上下，喜欢中国的人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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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中国的人。另外，有的舆论调查还表明，不少日本人还视中国为可

以信赖的国家。这些都显示了日本国民对华感情和印象的良好倾向。①

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为相互疏远、冷淡

的阶段。这一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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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表面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强化军事同盟、钓鱼岛问

题等，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和印象

发生了明显变化。1996 年 12 月，《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现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形象虽然仍

占有相当比重，但与过去侵略历史相关联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开始上升

到突出位置。而且，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 “日本对其侵略战争的态

度”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② 1997 年，朝日新闻社与中国人民大

学进行了联合舆论调查，结果也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对日

感情和印象发生了重大转折和变化。③

另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也日益严

峻起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1989 年一度降温，但在邓小平南

方谈话后，中日经贸关系扩大，再加上天皇访华的实现，使日本国民对

中国的亲近感有所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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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围绕中国进行核

试验、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日之间政治摩擦增多。再加上部分

新闻媒体对华报道基调转变的影响，日本人的中国观中负面因素增加，

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下降。从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人中认为日中关系良好、对中国抱

有亲近感的人所占比率明显下降，而持相反态度的人所占比率上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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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呈拮抗状态。①

第四阶段，从 21 世纪初至今，为相互认识恶化的阶段。进入 21 世

纪以后，中日民众感情发生严重对立，相互印象急剧恶化。2001 年以

来，小泉首相连续六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跌入 “政冷”

低谷，再加上钓鱼岛、东海问题等的影响，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急剧恶

化。这种情感终于诉诸行动，发展成为针对日本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

2003 年，发生了西安日本留学生演剧事件。2005 年，发生了反对日本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与抗议游行活动，并呼吁抵制日

货。虽然在青少年一代中出现了酷爱日本动漫、电子游戏、流行音乐等

的“哈日族”，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 “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持激烈批

判立场。相关舆论调查表明，在 2008 年胡锦涛访日和日本支援四川抗

震救灾后，中国人的对日感情和印象虽一度有所好转，但从整体上来讲

并没有根本性改观。特别是 2010 年钓鱼岛事件后，中国人的对日感情

再次明显恶化。

另一方面，小泉首相却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和支持，显示

了中日国民相互认识的反差。另外，与 20 世纪 70 年代 “文革”、80 年

代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尽管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日

本部分媒体却加大了对中国的批判力度，而政界、财界、知识界的知中

派却受到压制。沈阳领事馆事件、亚洲杯足球事件、东海问题等，都对

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和印象有不同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2004 年

以后，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和印象也明显恶化。尽管 2009 年对中国的

印象有所转变，但受钓鱼岛事件等的影响，2010 年后日本国民的对华

感情和认识又大幅度恶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日邦交正常化近 40 年来，中日相互认识和国

民感情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对即将进

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而言，如何化解两国国民感情的对立，改

善相互印象，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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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相互认识的若干特征

中日国民相互感情和相互印象的恶化，与中日关系本身有着密切的

关联。但是，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以及国情的不同，国民感情和相互印

象的结构也存在着差异。下面，试以近年来中日两国的相关舆论调查结

果为依据，对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的特征进行一些分析。

( 一) 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中日两国国民的感情也陷入深谷，

达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中日国民感情的变化与

中日关系本身有着密切关联: 在中日关系趋好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

会相应提高; 在中日关系恶化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会相应降低。由

于冷战后中日关系长期恶化，两国关系即便一时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也

存在着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面。因此，要想改变中日国民感情对立

的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对日亲近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下降，

到 21 世纪后则不断恶化。其间，在 2008 年胡锦涛访日取得成功后，中

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评价曾一度出现好转，这从读卖新闻社与瞭望东方

周刊的共同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得出来。① 但是，在 2010 年钓鱼岛事件发

生后，中日关系再度恶化，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②

另一方面，日本内阁府的相关舆论调查结果，则更直观地显示了国

民感情与中日关系的相关关系。据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对

中国的亲近感自 90 年代以后开始下降，到 2004 年达到历史低位之后几

年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但在 2009 年出现某种好转后，到 2010 年又发生

了急剧变化。这与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评价完全是同步的。这说明了在

中日关系与两国国民感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感情受到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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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 ( 2010 年) 》作成。

的直接影响。①

从以上可以看出，尽管中日两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评价有时会出现

一些差异，但在近年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两国国民的相互感情

变化却有着非常相似的轨迹，即受长期冷淡、恶化的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对立也在不断加深。因此，若想使中日两国国民感

情对立的状况出现根本性的改观，必须在改善中日关系本身上下工夫。

( 二) 对对方的负面印象居高不下

与中日关系的长期冷淡、恶化相关联，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

负面印象也长期居于高位。依据日本言论 NPO2011 年所进行的调查结

果，中国人对日本持有不好印象的人超过六成 ( 65. 9% ) ，超过持有好

印象的人 ( 28. 6% ) 2 倍。而至于中国人持有不好印象的理由，占第一

位的是“因为日本过去进行过战争” ( 74. 2% ) ，居第二位的是 “因为

日本没有正确认识侵略历史” ( 46. 3% ) 。②

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则是持有不好印象的为 77. 3%，持有

好印象的人仅为 20. 8%，两者的差距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同类比率。而

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理由，占第一位的是 “尖阁群岛 ( 即我国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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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列岛，下同) 渔船冲突中中国政府的对应”，为 64. 6% ; 第二位是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对应”，为 61. 8%。①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对日负面印象的形成，依然受到过去历

史问题的很大影响。该问题的影响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说

明中国人对该问题的强烈关注程度。而日本人的对华负面印象的形成，

则明显受到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身边事件的影响，如 2008 年发生的毒

饺子事件、2010 年的钓鱼岛事件等。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将近 40 个年头。这期间，不仅世界发生了巨

大变化，日本和中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来，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手段

的发达，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等的普及，人们可以同时获得世界各地的

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共享。有时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情，对方国家的人

可能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快。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日两国国民对

对方持负面印象的比率却长期居高不下，除了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之

外，也存在着需要人们深思和探讨的地方。

图 2 现在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言论 NPO 与中国日报社舆论调查 ( 2011 年) 作成。

( 三) 中日相互印象的结构差异

虽然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印象都恶化了，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印象的结构却有差异: 在中国人的日本印象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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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过去侵略历史与现代社会两极对立的结构，而在日本人的中国印象

中，则呈现出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具体事件相结合的结构特征。了解中日

两国国民相互印象结构的不同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国文化和国民性

的差异，进而采取相应的文化交流对策。

就中国人的日本印象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日本以崭新

的面貌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人感到羡慕和惊叹。日本的名牌家电

产品进入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日本的现代生活成为人们的人生梦想和追

求，许多人为此去日本留学，日本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可以说，从那

时起，现代化、富裕的日本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当时对日本的认

识大多停留在经济、生活等物质层面，而对日本的社会和文化表现出关

心的人则较少。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大众文化涌入中国，特别是青少

年一代受日本动漫等流行文化的较大影响，“动漫”正在成为日本的新

的象征“符号”，与“家电产品”一起，强化着中国人对日本现代化的

认识。

但是同时，与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相关联的印象，仍在强烈地支

配着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和日本印象。这种印象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一

旦受到某种刺激，就会被唤醒甚至得到强化。90 年代以后，谈到日本

的印象，人们经常联想到的是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等，就是一种证明。而且，与此相关联，认为今后妨碍中日关系

的主要是“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人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历史

问题在 90 年代以后的日本印象形成中，也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以 2011 年日本言论 NPO 的调查为例: 在关于中国人对日本持有负

面印象的理由中，历史认识问题依然占据第一、二位 ( “因为过去进行

过战争”为 74. 2%，“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侵略历史”为 46. 3% ) ，而在

中国人对日本持有正面印象的理由中，最多的则是 “日本产品的质量

高” ( 54. 5% ) 。另外，在对“听到日本会联想起来的事物”的回答中，

居第一位的是 “电器产品” ( 49. 9% ) ，居第二位的是 “南京大屠杀”

( 44. 4% ) 。这足以证明，在中国人的日本印象中，存在着过去与现代

两极并立的结构。

而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可以说基本是由历史传统与现在身边所发生

的事件或问题所形成的。战后以来，日本人一直对中国抱有一种传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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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印象。经过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落后中国的印象正在逐渐得到改善，但传统中国的印象仍然根深蒂固。

2011 年日本言论 NPO 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 “听到中国会联想起的事

物”的设问，选择“中华料理” ( 42. 9% ) 的为第一位，选择“万里长

城” ( 27. 9% ) 的居第二位，说明历史传统在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形成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从实际生活出发看中国以及感情容易受具体事件支配的现

象，也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反映出来。近年来，如 2004 年的亚洲

杯足球事件、2005 年涉日游行、2008 年毒饺子事件、2010 年钓鱼岛事

件等，成为影响日本人对华印象的重要因素。据日本言论 NPO 的舆论

调查，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理由中，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占据了前两位

( “尖阁群岛冲突中中国政府的对应”为 64. 6%，“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中国政府的对应”为 61. 8% ) ; 而对 “听到中国会联想起的事物”的

设问，选择“尖阁群岛问题”的为 25%，占据第三的位置。另外，即

便是对中国持有正面印象的日本人，在询问其理由时，选择 “因为中

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的最多，为 46. 2%。也就

是说，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容易受到具体事件以及现实利益考量的左右。

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国民的性格，当然也与媒体的强烈植入效果有关。

( 四) “戒备”与“期待”心理同时并存

由于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缺乏亲近感，相互印象恶化，因此可

以说两国是“居相近、心相远”的邻居。据 2011 年日本言论 NPO 的舆

论调查，作为 “感到军事威胁的国家与地区”，中国人举出 “美国”

( 60. 5% ) 的居第一位，其次是 “日本”( 42. 7% ) ; 而日本人回答 “朝

鲜”( 70. 9% ) 的列第一位， “中国”( 57. 5% ) 为第二位。两国国民都

将对方国家视为第二位的具有军事威胁的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

国国民感情对立的严重程度。

但是，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由于地理相近、相互依存加深以及

相互需要，又都认为两国关系十分重要，对对方抱有某种关心和期待。

舆论调查显示，尽管两国关系冷淡甚至恶化，但两国国民的大多数都认

为现在的中日关系“重要” ( 中国为 83. 1%，日本为 77. 6% ) ，而且接

近 80%的人认为十年后的中日关系也是 “重要”的。两国国民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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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承认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仍有不少民众想去对方国家看看

( 日本 46. 6%，中国 32. 3% ) 。比起一般日本国民来，中国民众对将来

的中日关系更持有乐观态度。①

一方面对对方的发展怀有戒备心理，将对方国家视为第二位的军事

威胁国家，一方面又对对方表示关心、抱有期待，这就是中日两国国民

心态的真实写照。而对对方的关注与期待，正是改善中日关系、改善中

日国民印象的希望所在。

图 3 对对方国家的印象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言论 NPO 与中国日报社舆论调查 ( 2011 年) 作成。

总之，由以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中，既有现

实中日关系和两国面貌的真实反映，但也掺杂了不少其他因素，有的东

西被忽略了，有的东西则被放大了。可以说，在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缺

乏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必将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急需加以改变。而文化交流，则是改善两国国民感

情和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

三 今后文化交流的课题

不消说，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的改善，受到中日关系整个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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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制约，在中日关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之前，难以出现两国国民感情

和相互印象的根本改观。但是，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又不完全是

由中日关系本身决定的，而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且，中

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因此，探

讨有效的文化交流的方式，促进中日相互理解，改善国民感情和相互印

象，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 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和责任，客观地报道对方国家情况

日本言论 NPO201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关于对方国

家的信息，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本国的新闻媒体” ( 日本 94. 3%，中国

86. 8% ) 。也就是说，即便在互联网已经相当普及、各种信息通讯手段

日臻发达和多样化的今天，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和相互印象的形成，在

相当大程度上是以本国新闻媒体等间接信息为基础形成的。这一方面说

明，新闻媒体在形成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过程中发挥了权威性作

用，同时也说明，90 年代以来中日国民感情滑坡、相互印象恶化，与

两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不无关系，新闻媒体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看一下中日两国对中日关系和对方国家的报道，可以说在一些媒体

存在着特定的倾向，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

越是在中日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媒体反而加大了对两国关系中负面因

素报道的力度。在两国媒体中，都存在着迎合民众心理、片面夸大渲染

特定事件、诱导民众心理和感情的现象。有失全面、客观、公允的报

道，势必对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的有些媒体，

存在着将历史问题扩大化、动辄以此批判日本的倾向，而日本的有些媒

体，则存在着在报道中有意放大、渲染中日关系中的特定事件，煽动国

民情绪的倾向。

譬如，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指出，在 “毒饺子事件”这个问

题上，在 2008 年 1 月底有关事件曝光之后，日本大众传媒近乎以全力

渲染该事件。在最初的十多天里，“中国毒饺子事件”每天都成为各报

的头版头条新闻，电视更是夜以继日地反复报道，其中不乏不负责任的

煽情言论。一时间，“中国产食品”成了“有毒食品”的代名词，从面

对一般市民的大小餐馆到学校的食堂，纷纷在其显著的紧急布告栏或小

黑板上，声明已停止或从未使用中国产的食材或配料。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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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谈中国食品色变”的气氛中，部分日本媒体还将此与北京的

空气污染相结合，质疑中国举办 2008 年奥运会的能力，或者进而谈论

中国人的“国民性”。① 实际上，2009 年日本言论 NPO 的调查结果显

示，日本国民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人举出的最大理由是 “食品安全问

题” ( 81% ) ，在关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中，“中国产品的安

全性问题”也占据了第一位 ( 46% ) 。这与日本有关媒体的报道方式不

无关系。②

在现代社会，人们远离书本的倾向日益明显，电视、报纸和互联网

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手段。特别是电视，不仅受众广泛，而且其视

觉效果对人们具有强烈的植入作用，在中日相互印象形成中占有特殊位

置。在中日两国国民直接交流还很少的情况下，两国媒体加强自律，全

面、客观地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对改善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

( 二) 理性面对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现在，历史问题已经成为卡在中日关系喉咙中的一根刺，时时在触

动着两国国民的神经。历史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由于

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民族感情因素，因而很容易成为中日冲突的导火索。

几十年来，中日 ( 以及日韩)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倾注和耗费了太多的

能量，但并没有获得最终解决。各种舆论调查显示，历史问题对中国民

众感情的影响很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历史问题是妨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

大原因。21 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涉日游行活动，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等历史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基础，如

何处理矛盾和分歧，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能否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因

此是摆在两国之间的一个艰巨的课题。

在历史问题上，两国政治家的慎重对待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两国

国民也需要理性克制，然后摸索解决的办法，而不使其演变成为中日关

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中日双方应有效控制这个问题对中日关系整体的影

响，预防两国国民的感情冲突因历史问题而升级。同时，应继续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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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扩展研究范围，努力增加共识，化解矛盾。

还有，应尽量避免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刺激，特别是现在中日两国都处

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敏感时期，更是如此。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对增

进两国国民的感情和发展两国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

益的。

( 三) 加强文化和人员交流

开展文化和人员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亲近感，对巩固中日友好合

作的基础十分重要。现在中日文化和人员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平均每天

有一万多人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但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实际上去过对

方国家、与对方国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很少。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文化

缺乏理解的现象很突出，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和人员交流的力度不够，

特别是中国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现在，虽然日本现代大众文化大

举涌入中国，在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和支持，但普

通中国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日本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等物质产品，对日本

历史、文化的认知程度不高。同时，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影响的领域则

主要是历史、传统艺术、中医中药等，而现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

小，这与日本动漫、游戏等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形成鲜明对照。

各种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去过对方国家或者有过留过学经历的人，

对对方国家的了解相对深入和全面，有过留学经历的人比一般国民对对

方的好感度高。因此，应积极促进各种形式的人员交流，扩充知中派、

知日派网络。除了开展媒体、友好城市、民间团体以及体育、文化艺术

等各方面、各层次的交流外，还应该特别重视青少年的交流、学习汉语

者和学习日语者的交流，以及知识界尤其是中国问题、日本问题和中日

关系研究者的交流。中日两国政府应加大对相关学者和研究者、对汉语

和日语教育机构以及学习汉语、日语者进行支援，并努力扩大青年留学

规模，以此逐步扩大知中派和知日派网络。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虽然见

效慢，需要长期的积累，但坚持下去必定会收到长远效果。

( 四) 发掘和培育共有文化，推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改善中日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有必要增进两国的文化共同

感，扩大作为东亚人的共同意识。在 80 年代中日友好的气氛下，中日

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观念流行一时，成为两国国民之间的共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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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纽带。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强调中日文

化差异成为一种潮流。中国人称越来越不了解日本人，日本人也说越来

越不了解中国人。当然，中日文化有差异，但是也不能否认，日本文化

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如儒学、道教、佛教

等，比起西方文化来中日文化有着更多的共性。只强调共性而忽视差异

容易导致误解，但过分强调差异而忽视或无视相似性，则会扩大两国国

民的心理距离。经过了肯定和否定正和反的一个周期后，现在到了重新

发掘和强调中日文化共性，构筑东亚文化共同体，由此追求新的共同利

益的时候了。

应该说，构筑和形成东亚共同体，是当今东亚地区的一个历史潮

流。从各方面考虑，构筑东亚共同体的顺序应该是在建立经济共同体之

后逐步形成文化共同体。中日文化交流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相互

理解、消除隔阂、增进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还在于不断 “加深对在

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①，发掘和培育中日共

有文化，推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为东亚和平与繁荣、人类文明发

展做出贡献。

中日两国在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中，形成了以汉字、儒学、佛教等为

核心的共有文化。今后，中日应大力发掘、整理和培育这种共有文化，

并加以特定化和规范化，使之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同时，在各

种文化的相互撞击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努力创造新的东亚共有文化，

形成东亚文化共同体。为此，中日两国国民培养和拥有共同的意识、经

验和情感是很重要的。就像 2002 年日韩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取得成

功一样，中日两国也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共同尝试和努力。例如，共同

举办国际性体育活动，共同举办国际性文化节日，共同提出世界文化遗

产项目申请，共同开发中日双语教材等。如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友

好城市、民间等各个层次共同努力，充分发掘和利用两国的各种丰富资

源，开展富有实效的工作，必将会创造出以东亚文化为基础、又吸收西

方文化的新的东亚价值观，这将对培养两国国民的共同意识、经验和情

感，并最终形成东亚共同体产生积极影响。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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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8 年 5 月 8 日。





论文要约

中日相互认识の现状·特!と课题

崔 世庀

中日国交正常化四十年、 中日间の相互认识と国民感情が、 接近から友好へ、
そして冷淡から"远へと周期的化を辿ってきた。 中日相互认识の化と中日#
は内在的#连があるが、 $国の%史、 文化及び国情の相违により、 $国の相互
认识には构造的违いも存在している。 中日间における理解と信&の欠如は、 きっ
と中日#の’展にマイナスの影响をえてしまうので、 $国の国民感情と相互
イメ(ジを改善し、 相互理解と信&を促进するために、 文化交流は、 有な手段
の一つであろう。

戦後日本の中国认识の形成における
他者 认识の役割について

田 庆立

日本は、 完全に立するイデオロギ(、 著しく违う国家性格及び 先进—後
进 という构)による判に基づき、 他者 である中国を各时期における日本

国家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主要参照象としてきた。 他者 である中国との比
较を通じて、 自我 という主体意识を确立することにより、 民族的アイデンティ
ティにおける自信と威信を确立した。 これは、 *後日本の中国认识形成の内的原
理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もある。

震+後の日本の海外直接投资の新动向

張 季風

东日本大震+は、 日本の造业に,い打-をえた。 特に自动车·电子·半
导体产业への打-は甚大なものである。 日本の海外直接投资の规律により、 また
猛烈な.高·电力不足·国内リスクの分散などの要因により、 大震+後、 日本の
海外直接投资および产业の海外移/はある程度の挢大、 特に中直接投资も新た
な高まりになる可能性が高い。 そこで、 中国の#部门と企业は、 さらに投资环
境を整备して、 日本の产业移/の受け入れ准备を整え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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