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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宗幸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发现与小时候日本教科书上讲述的不一样!

比如有些教科书用"南京事件#而非"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也不是中国说的%!"

万人$&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容否认!但由于自己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对历史!"知道

但感觉不一样$& 在他的朋友里!因为没有经历过!有这样不真切感的人有很多&（对
横山宗幸的采访原载于 !月 "日本报 #$版）

山田贤一指出!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部分日本民众在心态上仍未能接受!

对中国未来发展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反而从涉华负面新闻中寻找心理安慰& 在这

种情况下!日本媒体出于商业考量!过于迎合舆论!只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使民众

产生了越发严重的对华恐惧心理&（对山田贤一的采访原载于 !月 $日本报 %&版）

中日关系亟须走出“心理调适期”

! ! !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 !"年的中

日关系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

时期! 直接导火线固然是围绕钓鱼

岛主权归属的争端! 但还有很多深

层次的复杂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两

国处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后重新定位和心理调适的过程中!

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很不习

惯#很不适应!出现某种过敏反应"

力量对比逆转
一般来说! 崛起的新兴大国与

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处于力量转换

$拐点% 时总会发生对立和冲撞!中

日这两个交往了两千多年# 有着复

杂历史恩怨的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上看! 日本是东亚很少

几个不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 公

元 #"$年! 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致

隋炀帝的国书中甚至还有过 $日出

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的狂

妄言辞"但是!中日间的实力差距总

使得日本自惭形秽! 甘拜下风" !%

世纪末!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锐意改

革!国力上升!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击

败北洋水师! 迫使清王朝乞和#割

地#赔款" 此后!这个东瀛岛国便以

$东亚主宰%自居!成为给中国人民

带来最大灾难的祸首"

!%&'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

降!跌入谷底"然而!依靠美国庇护!

日本很快从废墟中重建! 跃居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 并且一坐就是 &(

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 )*+

总额一直凌驾于中国之上!!%%"年

甚至达到中国的 %倍" 日本国内普

遍存在思维定式! 认为中国不可能

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

变化是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

的" 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

("多年里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率!日本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先

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

十年%" 两国 )*+总额的差距逐步

缩小! 直至 ("!"年中国反超日本!

("!, 年更与日本形成 ( 比 ! 的态

势" 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外

贸总额# 汽车产销量等硬指标都跃

居世界第一!将日本甩下了一大截"

对华焦虑恐惧
坦率地说! 中国的知识精英乃

至普通民众并没有将 )*+总额超

过日本当一回事"大家很清楚!在人

均 )*+等指标上中日还有很大差

距!没有理由自我陶醉" 然而!日本

媒体却夸张地将这种变化称作 $世

纪大逆转%并持续炒作!致使日本国

内对华嫉妒# 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

速抬头"说到底!日本的对华优越感

从甲午战争以来只延续了 !""年左

右!而在 ("""多年中日交往史上一

直是$中强日弱%" 这种根深蒂固的

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在中国再次超越

它时比其他国家更敏感#更恐惧"

但是! 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

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

的临界点! 日本的对华反应呈现为

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

并存的特征" 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

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

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

日本$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

中国的附庸" 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

转历史潮流# 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

续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这些年日本政坛出现非常诡异

的现象& 政治家越对中国持强硬态

度就越受欢迎" 在一些战后出生和

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中! 更出

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 这一

方面由于日本国民普遍存在对华焦

虑感和恐惧感!对中国说硬话#狠话

容易凝聚人气! 吸引眼球" 另一方

面! 两国综合国力对比还没有出现

中国明显压倒日本的态势! 是日本

与中国博弈一个难得的 $时间窗

口%"

("!,年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在美国发表题为 $日本归来%的

演讲!强调$日本无论现在还是将

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的

任务就是放眼未来!让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新兴市场%" 明明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领

导人还没有放弃要继续成为世界

第二大新兴市场的战略诉求" 这不

是明摆着要同中国较劲和争斗!试

图将中国拉下$老二%位置吗) 同年

!"月!安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

采访时称! 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

域!而且要在安全领域发挥$领导%

作用!日本为全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亚洲抗衡

中国的力量" 中日邦交正常化 &"

年来!还没有哪位日本首相对中国

有过如此充满敌意的表态" 除了安

倍自身的政治理念外!很大程度是

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华焦虑感#

恐惧感所致"

避免战略误判
两千多年来! 东亚第一次出现

中日两强并列的局面! 双方都需要

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调适" 日本 !""

年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要纠正并非

易事!中国也有一个如何自我定位#

提升软实力! 以便让周边国家消除

疑虑# 心悦诚服的课题" 走出这一

$心理调适期%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日

关系固然有暂时转圜# 相对缓和的

可能!但竞争#对立则是常态!甚至

不排除激烈冲撞#擦枪走火"在这种

情况下!避免战略误判#确保两国关

系基本平稳! 应该是双方共同的目

标" 如果有一天日本朝野上下尤其

是掌控权力中枢的政治家意识到日

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美国不愿为

日本流血! 继续折腾围堵中国的所

谓战略外交又不可能产生积极结

果!就会有一些现实#明智的判断"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

口!究竟是听任矛盾对立恶化!导致

双边关系继续漂流#停滞甚至倒退!

还是仔细寻找和努力扩大有利转圜

的积极因素!消除$雾霾%#拨云见

天) 不同的选择必然会带来截然不

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

$心理调适期%多长多艰难!彼此间

毕竟拥有作为近邻的共同利益!在

坚持中日间 & 个政治文件的基础

上! 终究能够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持

续的磨合! 探索出一条符合两国人

民根本利益! 也顺应东亚地区与国

际社会共同愿望的合作共赢之路"

真正敬畏历史 才能“超越历史”

! ! 中日两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交

往中基本保持着友好关系! 近代以

来却战争和冲突不断" 如何深入认

识和深刻反思这段历史! 对破解目

前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不无意义"

历史记忆缺失
!%$-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签署之后!中日曾经历过一段$蜜月

期%! 如今 '"岁左右的一代中国人

或许对此仍记忆犹新" 而年龄更长

一点的一辈人!对 !%$(年中日建交

前后很多日本友人致力于两国邦交

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有所耳闻" 中

日建交既是两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

格局判断的产物! 也离不开包括普

通民众在内的大部分人对战争的反

思和认知! 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和平

与友好的真切渴望" 无论是对战争

行为的某种忏悔! 还是对中国放弃

官方赔偿的某种感恩! 抑或是基于

两者的某种赎罪意识! 都是当时日

本精英阶层和大部分老百姓源于战

争体验的心理反应"

但是!今天在日本!有以上记忆

的人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当政者

基本上是战后出生的一代" 对于这

一代人! 那场战争更多是教科书上

的简单陈述和数字! 或是影像资料

中的追叙" 历史记忆的弱化乃至缺

失!使现实与历史#未来与历史之间

的人为割裂日渐扩大" 信息社会的

发展固然为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便

利和迅捷的技术手段! 但如果仅仅

只关注现实! 丧失对历史的反思与

认知!就很难真正把握现实和未来"

此外!在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上!

既要有对基本史实的了解! 减少无

知和误解! 更需要有正确的伦理和

是非观, 既要批判地吸纳本国的历

史教育! 也有必要去主动了解相关

国家的相异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于$南京大屠杀%确切遇难者数字

的问题! 并不是简单的史实细节和

学术探究"同理!对于慰安妇等其他

历史问题! 日本也有必要多听听周

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判断"

众所周知! 安倍晋三作为日本

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开倒车!

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

社!连西方舆论也把他称为$历史修

正主义者%"中日关系陷入战后以来

最严重的局面! 不能不说与他的历

史观密切相关"

反省之心消退
今年也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

欧美国家也对一战历史进行了深刻

反思" 与大多数战争重视终战纪念

不同!对于一战!人们似乎更关注开

战纪念! 战败方和战胜方都在拷问

同样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走上了

这条战争的不归路) %$我们原本该

做什么!才能避免这场人间浩劫) %

二战之后!客观地说!多数日本

国民对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有着正确

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 但日本的右

翼分子把反省历史的做法看作 $自

虐%行为!肆意否认甚至美化战争"

也有的日本政客辩解说!$这是上一

辈犯的错误%!$我们已经道歉过了!

还要我们怎么样%" 但究其实质!无

论是与己无关式的责任推卸! 还是

业已了结式的$完成时心态%!背后

既有日本右翼势力有意歪曲历史的

原因! 也有部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

历史反省之心消退的缘故"

实际上!对历史的不断反省!不

仅仅针对某一场战争或特定事件!

而是将一个民族自身置于历史长河

和现实坐标中! 不断思考民族及人

类命运的一种理性行为"

一战之后! 人们也曾经认为将

迎来一个和平时代"然而!时隔仅仅

二十余年! 一场历时更长# 规模更

大# 伤亡更惨重的世界大战接踵而

至"国际权力斗争的无情!再一次给

人们在绝望后的希望上了心酸的一

课" $以史为镜%并不仅仅是汲取过

去的教训! 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某种

借鉴! 更需要怀有一颗敬畏历史之

心!时时警惕和防范历史重演"

理性审视当下
敬畏历史意味着人们需要用历

史和理性的眼光审视当下! 既要尽

己所能减少和排除导致冲突乃至战

乱的肇端!也要未雨绸缪!清醒地认

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发事件的

$蝴蝶效应%"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

卫权进而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即

便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广泛质疑!即

是这种历史观的表现! 只可惜这些

有识之士的呼声还不够强劲"

敬畏历史意味着要用客观公正

的视角看待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历

史就是历史! 并不因为国家与民族

之间的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的不同

或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改变"

近来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中日应

$超越历史%的观点!其理由在于!在

钓鱼岛问题等一系列历史及现实问

题上!中日形成僵局!短期内无法取

得共识或谅解"所以他们提出!中日

应$超越%或$搁置%特定历史问题!

以$重视现实%#$面向未来%的战略

眼光处理两国关系"

然而从现实来看! 无论是日本

还是其周边邻国!都远未到接受$超

越历史论%的阶段"在相当多历史问

题上! 日本与东亚近邻之间缺乏历

史共识和战略互信! 特别是安倍政

权为实现修宪扩军等政治目标!蓄

意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主权争

议问题上挑衅中国! 成为中日关系

僵局的症结所在" 只有日本政府真

正敬畏历史!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中

日之间才有$超越历史%的可能"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应该成为

中日人民思考未来的财富!一个民族

只有敬畏历史!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吴寄南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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