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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
——在 1997 年 11 月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

国际研讨会的发言
张海鹏

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是在中日建交 25 周年

的时候召开的。我对这次会议在东京顺利召开, 表示衷心祝贺!

有历史记载的中日关系已超过了两千年。从两千年的长程来

看, 中日关系的发展总起来看, 是友好的。近代以前, 由于封建时代

的中华汉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日本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各方面, 从汉文化中借鉴、吸收了多种养分。那时候, 中国社会发

展的总水平高于日本, 中国仍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日本。鉴真和尚

等高僧冒着生命危险去日本传授汉文化, 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使、留

学生和学问僧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学习汉文化。中日之间的文化

交流体现出了一种高尚神圣的品格。日本的史书上有元寇的记载,

中国的史书上有倭寇的记载。这当然是令人不快的。但是, 无论元

寇、倭寇, 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都不很长, 而且事隔数百年, 今天的

中日两国人民都很难对它承担责任。进入近代, 中日两国都曾遭遇

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由于中日两国所承受的压力不同, 文化背景

不同, 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统治者反应不同, 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

的发展道路。日本迅速吸纳西方文化, 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起来,

不仅超过了中国, 逐渐赶上并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这时候, 中日两

国关系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题目”, 干戈刀兵, 腥风血雨, 侵略反

侵略, 绵延了七十余年。

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 25 周年, 也是甲午战争结束 102 周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 96 周年, 日俄战争结束 92 周年,“二十一

条”提出 82 周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 66 周年, 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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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发生 60 周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 52 周年。如

果从 1868 年算起,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迄今已 130 年, 以上所列

各大事都包容其中。拿这 130 年划分若干段落, 可以分为: 1868-

1885, 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期; 1885- 1895, 是日本蓄意发动甲

午战争的时期; 1896- 1901, 是日本伙同列强侵略中国的时期;

1902- 1928, 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时期; 1928- 1937, 是日本

准备全面侵略中国的时期; 1937- 1945, 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并终

于导致失败的时期; 1946- 1971, 是中日无国交时期; 1972- 1997,

是中日复交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交往的时期。

130 年中, 中日两国之间, 经常笼罩着不祥的战争阴云。远的

不说, 从 1894 年甲午战争起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止, 就

有: 1894 年 7 月- 1895 年 4 月的第一次中日战争; 1895 年 6 月-

10 月的日本占领台湾的战争; 1900 年 6 月- 1901 年 4 月日本参

加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签订后, 日本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

权; 1904 年 2 月- 1905 年 9 月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

争; 1914 年 9 月- 11 月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并在其后提出灭亡中国

的二十一条, 日军占领青岛直到 1922 年; 1928 年 4 月- 1929 年 5

月日军再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在沈

阳挑起事变, 旋即占领东北全境, 继后日军越过长城, 陈兵丰台, 终

于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卢沟桥事变, 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

华战争。从 1894 年到 1945 年的半个世纪中, 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

的日子, 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从这里不难看出, 近代日本和中国

之间, 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脱亚入

欧”, 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齐名的资本主义、军事帝

国主义国家, 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强大了, 中国

衰落了, 日本却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侵略。这与近代以前中日之间

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应该说, 近代中日之间, 不仅只是血与火的关系。日本在被西

方侵略以后自图发展并终于崛起的经验, 给了中国人民以启迪。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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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战败后, 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 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 他们

要看一看, 日本人是怎样自强起来的, 清政府甚至派政府要员去日

本考察政治, 从日本聘请专家来华厘定法律等等, 这与盛唐时期日

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文化、考察政治时的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留日学生中, 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分子, 也出了一批技术专家和

人文学者。一些日本友人还给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提供

过帮助。正是这批在日本接受教育和得到帮助的青年人, 成了改变

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大量社会科学

方面的著作,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和观念, 大多是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来。在中日无国交时期,

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竭力推动了中日之间经贸、文化往来, 发展了两

国民间友好关系。由此可见, 近代中日关系中, 两国人民之间的确

存在着友好情谊。这些 , 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的。较之日本军

国主义者长期发动对华侵略和战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

和灾难来说, 我们尤其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间的这种友好情谊的

可贵。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中日之间长期没有正式国交关

系。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 日本作为美国国际战略包围中国和社会

主义国家的一 部分, 担负着反华反共的任务, 虽有民间友好关系,

国家关系却是冷冰冰的、敌对的。因此, 两国关系不能正常地展开。

可以说, 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 只有 1972 年复交以来的 25 年

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交往的历史。25 年来, 两国领导人频

繁互访。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间、两国政府间建立了交换意见的正常

渠道。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交流活跃。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

会定期会议分别在北京、东京轮流召开。今年 9 月桥本龙太郎首相

访问中国, 李鹏总理刻下正在回访日本, 继续商讨改善中日国交的

大计, 引起国际注目。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 大大改善了两国的政

治关系, 从而带来了经济、文化交流的热络。1972 年两国贸易额为

11 亿美元, 1996 年便大大超过了 600 亿美元 , 就是明显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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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科技、环境方面的交流蓬勃发展。文化艺术、体育界往来频

繁。学术、教育界访问不断。与本世纪初的留学热潮相似, 复交以

后中国学生再次掀起留日热潮。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 最近几年更

有增加趋势。两国建交以后, 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往来密切, 对

中国有好处, 对日本也有好处。两国人民更加了解了, 两国的经济

文化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尽管这 25 年中, 两国由于政治制度

的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以及国际因

素等区别, 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摩擦、争吵, 有几届日本内阁大臣就

中日历史关系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干扰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

方向, 但是总起来说, 这 25 年中日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 主流

是好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段历史, 推动它向

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国与国之间存在摩擦、争吵, 是不难理解的。中日两国之间有

些摩擦也是很自然的。我以为, 中日两国之间如果解决了两国关系

历史的认识问题, 解决了日本对台湾的关系问题, 其他的摩擦是不

难解决的。

桥本首相今年 9 月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时指

出,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 才能真正迎接未来。他在访问沈阳九一八

事变博物馆, 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表示:“我们无论怎样健忘, 也不

能忘记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历史, 但不能改变历史。我们必须承受

起历史的重负。我本人就是怀着正视历史的愿望来到这里的。我

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 加强日中关系, 并面向未来。”桥本首相的这

个讲话非常值得重视。他正确地指出, 我们可以学习历史, 但是不

能忘记历史, 不能改变历史。这句话, 可以说是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的一把钥匙。解决了近百年中日关系历史的认识问题, 中日关系发

展的许多问题都好解决了。

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中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 所有的

历史学者和各国人士包括日本所有正直的历史学者和人士都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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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政界有那么多大臣不承认这个事实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日本政界人士要在八一五那一天去朝拜供奉在靖

国神社里的日本战犯呢?为什么日本国会在日本投降 50 周年时勉

勉强强通过了那样一个徒引世人嘲笑的所谓“不战决议”呢? 为什

么日本文部省要修改中学教科书有关日本侵略的表述呢? 这恐怕

在相当程度上与某些日本政界和社会人士的日本观、他们的中国

观或者中日关系观有关。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确立了“脱亚入欧”、“开疆拓土, 布国威于

四方”和大陆政策的发展方向。甲午之战, 八国联军之役, 日俄之

战, 日本不仅全师而返, 而且从中国取得了差不多 3 亿两白银的赔

款和巨大权益, 还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它在华的部分巨大权益。日本

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此以后, 日本改变了它

在历史上曾经师从中国的态度, 转而轻视、蔑视中国和中国人, 以

为可以从中国予取予求, 完全不在乎中国人的反应。以至于卢沟桥

事变一发动, 日本军政方面便认为可以在两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

其狂妄自大、不可一世, 活灵活现地刻划出日本自 19 世纪 70 年代

以来不断轻易从中国勒索巨大权益而极大地小视中国那样一种心

态。这种心态, 今天, 在某些有错误历史观的日本人中是否还存在

呢? 这是一个疑问。我想, 这部分日本人士, 应该对明治维新以来

的日本历史, 对“脱亚入欧”、“开疆拓土, 布国威于四方”和大陆政

策的实施后果, 对长期侵略中国、侵略朝鲜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日本

和盟国作战的历史, 加以反省。某些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加给日本

的损害, 却忘记了日本加给它的邻国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长久的

损害。反省不够可能有客观原因。1945 年以前的日本近代历史, 发

展那么顺畅, 那么咄咄逼人, 没有给日本人反省自己的机会。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 虽然失败不能不说是创深痛巨, 但由于国际形势

的巨大变化, 某些日本人仍然没有抓住反省自己的机会。据日本新

闻媒体最近报道, 同 25 年前中日建交相比, 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

法很冷淡, 或者说, 日本人的对华感情恶化。因为中国人抓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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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放, 老是迫使日本人实行“道歉外交”或“谢罪外交”。我不知

道日本新闻媒体作这种报道的根据如何, 我想也可以举出相反的

证据, 说明许多日本国民仍然保有对中国的高度热情。但是, 说中

国人迫使日本实行“道歉外交”或“谢罪外交”, 是不符合事实的。日

本政府的“道歉外交”, 其根源在于没有真正解决对侵略战争的历

史认识问题。否认侵略, 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伤害了东亚

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 也伤害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

中国人不仅关注历史, 更关注现在和未来。我们真诚希望中日两国

有一个和谐共处、努力推动彼此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 1906 年出狱后访问日本, 看出了日

本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不久后写下如下诗句:“天骄岂能久?愁苦来

无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上形成的那样一种“天骄”情态, 章

太炎在本世纪初就感受到了, 日本人至今是否觉察到了呢?

台湾以及台湾海峡目前存在的状况, 纯粹是中国的内政。不久

前还有日本人士明确地指出, 日本不要染指台湾。我们常常读到这

样的报道, 日本人有一种所谓“台湾情结”。应该说, 有“台湾情结”

的也只是部分日本人。这当然是由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对甲

午割台及日本统治台湾 50 年如何评价, 学者们可以根据史料作出

判断。不过, 当甲午战争 100 周年的时候, 有的日本人跑到台湾去,

说什么日本不是从中国手里割取台湾, 而是从清国手里割取台湾,

为主张“台独”的人撑腰打气。还有日本人公开发表文章, 指责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台湾是“得陇望蜀”, 说什么从日本来看,“中国

必须分裂”。这种论调, 不啻是军国主义的狂热症发作。这样的“台

湾情结”就应该批判。日本还有日美安全合作范围包括台湾海峡的

说法, 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绝大多数中国人, 包括生活在

台湾岛的大多数中国人, 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 中国应该统一, 台湾应该回归祖国。日本某些人鼓吹的“中国必

须分裂”,“台湾独立”, 以及歌颂军国主义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的论调, 是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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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经常感叹中国缺少“知日派”, 希望中国留日学生中多

一些知日派, 中国领导人中有知日派。有的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批评

日本社会不能热情接待中国留日学生, 所以多数中国留学生希望

去美国和欧洲。这使我回想起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留日时的情

况。1918 年 3 月 20 日, 国会议员高桥本吉在日本第四十届国会上

发言说:“假如有所谓为日本的利益而教育中国人, 中国人是不会

为此感谢的。我相信只有为中国人的利益而教育, 才真正有利于东

洋和平。”这种意见, 在当时是真知灼见, 也是空谷足音, 可惜不为

日本社会所接纳。1920 年日本第四十三届国会中, 清水留三郎等

向政府提出质询谓:“来日之中华民国留学生归国之后, 多成为排

日论者, 而留学美国之归国者却多成为亲美论者, 政府将采何种方

针?”此后, 日本议会和政府曾设想给中国留日学生提供多种经济

上的援助, 简化入学手续, 增加招生名额, 改变学校对中国学生的

冷漠态度, 改善一般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轻慢侮辱态度, 国会甚至

还通过了退还部分庚款以发展对华文化事业的决议, 等等。这些如

果都能实行, 未尝不能产生某些好的效果, 但尽管如此, 也只能是

隔靴搔痒,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感情。日本长期

轻侮中国、侵略中国, 怎么能使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产生好感情呢?

大批留学生不领日本政府的情, 拒绝庚款资助。1931 年九一八事

变一发生, 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活动。如果日本国民不对中国

留日学生的留学史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加以反省, 怎么能希望

中国留日学生中大量产生真正的“知日派”呢!

必须指出, 许多正直的日本历史学者本着历史良知, 在正确对

待中日关系历史方面作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

为例。十多年来, 为了忠实于历史事实, 坚持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

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历史, 同要修改教科书的行为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他不惜用十多年的时间打官司, 为尊重历史事实作了

可贵的不懈努力, 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8 月 31 日《朝日新

闻》社论《家永诉讼的战后史意义》指出:“作为一个学者, 家永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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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年坚持上诉,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要表明自己在战争时期没

有进行反战的‘责任’。他说, 战后著书的目的是为了用‘为什么没

有防止战争’这一深刻的思想意识来验证历史。”家永教授的自省

意识及其为此所做的长期奋斗, 令人肃然敬佩。在正确认识近代日

本历史、认识近代中日关系历史方面, 还有许多正直的日本学者在

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

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 我也常常看到有的日本青年反映, 他们

的教科书, 他们的长辈, 没有教给他们日中关系历史的真相。因此,

我向在座各位, 尤其是向在座各位日本历史学者呼吁, 应该本着人

类良知, 把你们所知道的真实的日中关系历史真相教给日本青年,

也教给中国青年。这样, 在你们的可贵的努力下, 就可以培养出能

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也能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的下一代国民。这样培

养出来的真正的“知华派”或“知日派”, 就能在 21 世纪把中日关系

推进到更令人满意的新时代。

在反省历史方面, 中国人作得比日本人要好些。鸦片战争以

后, 中国人一直在进行自我反省。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人更加强了

自我反省。此后, 才有康、梁的戊戌维新, 才有义和团的“扶清灭

洋”, 才有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种种改造社会的主张, 才有孙中山领

导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才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的发生, 才有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诞生, 才有 1978 年以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的提出。中国人正是反省了中日两国近百年关系史, 才认识到只

有抓住日本侵略中国这个中日关系历史的基本线索, 才能展开今

后的中日关系。在反省中日关系历史 (包括反省中国和西方列强的

关系) 的过程中, 中国人认识到, 中国政府的腐败, 经济发展的停

滞, 科技的落后,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或少知, 是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不完整、独立难保证、国家贫穷落后的内

部原因。落后就要挨打, 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帝国主义 (包括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就是利用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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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争取到国家的独立, 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 中国才有可能

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 中国才有可能免除贫穷落后。只有国

家强大了, 中国才有可能同世界各大国发生平等国交。只有这时,

在外国可能觊觎中国时, 才能顶住列强的封锁、制裁, 发展自己; 在

外国愿意与中国交往时, 才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与之发生互利

互惠的平等交往, 而不至于丧失国家的立场和利益, 才能使中华民

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着这样的认识, 中国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

导下, 集中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 在实现我们的先辈提出的国富民强的理想上迈出了扎实

的步伐。这时候, 忽然有所谓“中国威胁论”跑了出来, 在美国、日本

的报刊上广为宣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是霸权主义理论

的曲折反映。中国虽然有了进步, 但国民经济总产值较诸大国还差

很多, 人均产值还排在世界人均数之后, 何来威胁之有?百余年来,

中国受各霸权大国欺凌的痛苦经验载在史册, 我们不会忘记。早在

本世纪 60 年代, 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反霸权主义的同时, 一再表示

不称霸, 并且以此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我相信, 就是将来中国

真正强大起来了, 中国也不会在世界上称霸。

反省近百年的中日关系, 不是要抓住历史不放, 而是要从历史

中总结经验教训, 使后人变得聪明起来, 从而更好地开展未来。学

习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不

久前, 我曾到 1894 年 9 月大东沟海战战场寻访史迹, 不经意间, 在

大东沟 (今东港市)附近的大孤山上发现一块刻着“安部仲　之遗

迹”(安部仲　即阿倍仲麻吕) 的石碑, 此碑已甚斑驳, 显然设置已

很久远。我猜想, 这或者是安部游历之地, 或者是他航行落难之地。

回顾中日交往历史, 我多么希望, 此后中日之间多一些安部遗迹,

不再有战场遗迹啊!
(作者张海鹏, 1939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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