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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日和解必须考虑中国政府和中国老百姓两个层面的态

度。中国政府现在是否可能无条件地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外交革命？中国人民现

在是否可能忘却日本侵华期间给中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 ?这是中日和解的两个重

要问题。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或东亚古典文明的源头，在历史上形成了以朝贡贸易

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中华帝国。中国很早就有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天下”观念，

但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很晚。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都卓有成就，

形成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古时期，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盛唐”
时的辉煌，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明朝中叶以后，世界格局变化了，中

国却进入明清“锁国”时期，失去了解世界和紧跟潮流的机会。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大举进犯中国，在一百多年中，中国国势衰微，

一再落伍，几乎落入亡国之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一再摸索救国救亡的道路，

现代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启动。辛亥革命表明中国的民族国家终于在形成之

中；只有在民族国家完全巩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光彩，但这

已经比现代化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落后了两百多年。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迈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迅速取得成功。这在当时世

界上引起震惊，因为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西方”那样进行“现

代化”。日本明确提出“脱亚入欧”，这种态度使它能全面学习西方。于是，当中

国等亚洲国家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节节败退时，日本却能很快调整政策，不仅适时

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而且确立向

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并且取得成功。

　　现代化具有扩张性的特点，欧洲的现代化导致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

的现代化也伴随着对外战争与扩张。两者的目的其实一样，都是为了外部的资源

与市场。

　　日本侵华战争是对中国民族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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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落后和屈辱历史的大国，任何有责任心的新中国政府都会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

主权、领土完整，因为历史记忆太深刻，必须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迅猛

发展的势头，其成就让整个世界震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的

爱国主义精神。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侵华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罪行，从反面让

中国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极大地激励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政府必

须重视这种民族精神。

　　中日关系很重要，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日之间的政治接触、经贸合作和文化

交流有了长足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就

可能真正对那段惨痛的历史一笔勾销，但目的是为了发展与和平。胡锦涛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奋发图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

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

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 ,爱国主义精神不能丢，民族精神必须大力弘扬，这牵涉到民族国家与现代化

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将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寄托在中国政府“忘却历史”的基

础上 ,中日之间的“外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中日和解也不会成为现实。

　　当然，现代化必须依靠能源，据资料表明，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洋下面，

蕴藏着140亿吨的石油，相当于第二个萨特阿拉伯（Saudi Arabia）。中国与日本

一样，不是一个能源大国。中国方面还有海上通道问题。领土主权与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的联系，更加制约了中日外交革命的发生。

　　中国大众是否愿意忘却过去，是中日和解的另一个重要的条件。

　　侵华日军的暴行在中国人心目中树立的敌人形象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敌人

形象包含了一种极其厌恶的情感因素，人们强烈希望保持现有的形象，很少愿意

去寻求有关敌人的新信息。固化身份引发敌视和对立的行动，使对方采取敌对回

应行动的可能性增大。这种互动式敌对行动的循环，加强了彼此的对手形象。

　　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的人又都愿意谈论那些已经遭受过的痛苦，大屠杀这种

集体性灾难所引起的思考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正

义为先，还是宽恕为重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观点。日本沟口雄三

先生曾提出理解中日之间痛苦记忆的另一种思维，希望中国人在理解日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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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宽恕日本。学者可以更多地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思想，但要让经历过被屠杀的

普通百姓真正忘记过去伤痛的记忆是极其困难的 ,学者也很难不受本国大众情绪

的牵制，如果他来自被暴力肆虐过的民族，他就更难做到不顾及感情因素的困

扰，这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不能完全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宽恕的目的是为了和解，宽恕的前提是人们必须相信敌对的源头已经得到治

理，个人和集体的痛苦和伤害已经得到医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多地着眼于

未来，而不是抱住过去的痛苦和仇恨不放。冲突事件中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历

史，他们不会轻易忘记他们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成为他们本体性的主要部分。

然而，为了保证敌对方的记忆不给未来的和解设置障碍，人们关键要学会承认过

去的真相。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即使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关注过去，你也应该

承认他人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求同存异的基础。宽恕如果存在，它所构成的正是

与记忆、历史、忘却的那种共同视域，重要的是，只有当人们认为过去的罪恶不

会再来，相信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才会从过去痛苦的记忆中解放出

来，彻底平息怒火和宽恕对方，寄希望于未来。

　　日本在法律上突破和平宪法，不再坚持日本在军备使用上的防御性姿态 ,日

本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钓鱼岛问题，这

些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无法接受。这不仅无助于中国人民忘记日本侵华历史，相反

会激化中国人憎恨日本的情绪。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

主义情绪不仅很难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迫使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虽然政府更愿

意采取协商的方式处理两国矛盾。

　　在新千年来临之初，中国进行了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名称是否应该更换的讨论，有人建议改名为“国际和平中心”，但遭到绝大

多数人的坚决反对。不过 ,这个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反映出在日本侵华问题

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已经在发生积极的改变，中国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中

日外交革命”的新思维，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良好

愿望。

　　历史留给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痛苦记忆是很难抹去的，日本每年８月６日和９

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的原子弹轰炸纪念日活动就是例证。要消除日本侵华事

件留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性的集体记忆 ,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共

同努力 ,其中，日本方面作为这段历史的过错一方，理应有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

姿态。实践已经证明，没有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宽恕，就不可能有真正持

久和稳固的中日友好和睦关系，中日和解也就没有民心的基础，而要获得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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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恕，不仅中国人要从未来出发，逐渐平息情感上的怒火，重新构建中日之间

美好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和人民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中日关系要遵

循以史为鉴和面向未来的原则，而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无论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还是有利于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中日两国之间

的真正和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中国老百姓，也取决于日

本政府和人民。中日两国的和平研究与和平教育至关重要！中日双方关系的根本

改善和现有冲突的化解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双方加强合作共同解决问

题；二是争取达到一种整合性的双赢目标；三是采取和平方式并尊重和理解有关

各方的利益。只要中日两国以史为鉴、放眼未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和对话，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就一定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

（　　）

300 立命館経済学（第61巻・第５号）

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