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 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
——

评 马场公彦著 《现代 日 本人 的 中 国 观》

诸 葛蔚东

2 0 1 4 年 5 月 ， 日 本新曜社出 版了马场公彦的 《现代 日 本人的 中 国观》
①一书 ，该书对 日 本主要

杂志涉及中国的报道 、评述进行分析 ， 同时就现代 日本人中国观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 该书研究视角

独特 ，对理解现代 日本人对中认知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 、思考如何改善中 日 两国之间缺乏认同的现

状有
一定的启示作用 。

《现代 日本人的中国观》是马场公彦继 2 0 1 0 年出版《战后 日本人的中 国观 ：从 日本战败到中 曰

复交》
②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 。 在 《战后 日 本人的 中 国观 ：从 日本战败到 中 日 复交》 中 ，作者就以

《世界》 《 中央公论》 《改造》 《 Ｂ本评论》 《文艺春秋 》 和《现代》等 日 本 2 4 种综合性杂志发表的有关

中 国的 2 5 5 4 篇文献进行了分析 ，对中 日恢复邦交前 日本人中 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脉络做了系统的

梳理 ，勾勒出 战后 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轮廓 。 作者认为 ，战后 日 本的中国观应在战后 日 本

思想史的脉络中来把握 。 从战后初期到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前 ， 日本中 国学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在很

大程度上促成了 当时中国观的形成 。

在 《现代 日 本人的中 国观》 中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 ，对 1 9 7 3 年至 1 9 9 2 年之间 日 本人的中 国观的

形成和变迁进行了梳理 。 其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对 《 日 本与 日本人》 《文艺春秋》 《诸君》 《 自 由 》 《 中

央公论》 《世界》 《潮 》 《朝 日杂志 》 《现代》 《思想的科学 》 《展望》 《现代之眼》 《正论》等 日本杂志 中

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述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类 ，就其中的观点 、倾向以及对决策和舆论的影响进

行具体的分析 。 此外 ，作者还另辟专章就 1 9 4 5 年至今 日 本人的台湾观和战后 日 本人的蒙古观进行

了系统考察 。 最后 ， 附有作者对五位中国问题专家采访的
“

证言编
”

。

对于现代 日本人中 国观的变化 ，作者在书中主要介绍如下。

① 馬場公彦 「現代 日本人ＣＯ 中 国像 ：
日 中 国 交正常化加 天安門 事件 ． 天皇訪 中 ＳＴ－

』 、新曜社、
2 0 1 4 年 。

② 馬場公彦 『戰後 曰本人 中 国像 ： 日本戰敗力 文化大革命 ？ 曰 中復交ＪＴ Ｊ 、新曜社、 2 0 1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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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 1 9 7 3 年至 1 9 7 8 年这一时段中 ，作者由对上述杂志 的涉华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得知 ， 当

时论及中国问题的作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是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学者 ，其次是现任或曾

任驻京记者 ，再次是来 自 台湾的作者 ，最后是以 中 国为创作素材的作家 。 值得关注的是
，
就研究中

国 问题的学者来说
，其中可以分为支持

“

文革
”

的学者和持冷静观察态度的学者两种类型 。 但总 的

来说 ， 当时中 国问题研究的
“

主流是客观观察型现实主义学者
”

。
① 当时 日本舆论和学界认为 中 国

虽 尚不具备进行充分改革开放的条件 ，但在民众中间 已萌发 了对改革开放的要求 。 与战后初期形

成的 日本的现代化以战败告终 ，而新中 国的成立代表了新的社会变革方向 的认识相比 ，这时 日本舆

论界的观点是
“

中 国已不再是
‘

学习
’

的对象
，而是

‘

观察
’

的对象
”

ｃ
？

就中 日恢复邦交等议题 ，
作者指出 ，这一时期 日 本主要杂志发表的大多数有关中 国的报道和评

述 ，主要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
，
而不再一味从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价

“

文革
”

等

新中 国的社会改革运动 。

第二 ，在 1 9 7 8 年至 1 9 8 7 年之间 ，随着中 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 中 日两国 间的 民间交流 日 趋频

繁 ，认知不断深入 ， 日本人对中 国的亲近感逐渐上升 。 但在这期间 ，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社会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 中 日 恢复邦交后 ，随着对中认知机会的增多 ，
日本人发现以前通过媒

体和出版物形成的中 国观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中 国 。 同时 ，
日 本人也意识到了 中 国社会的

“

异

质性
”

。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期 ，
作者第一次访中时对过去在书本杂志上了解到的让人憧憬的中 国大

地和人们产生了一种
“

异样的感觉
”

。 在作者看来 ，

“

那紧皱双眉下营养不良的充血的凝视过来的

眼睛
”

巧然是好奇的
“

外星人
”

。
③ 实际上

，
对满怀热情的作者来说 ，初次访中 留下的是一种不悦的

回忆 。 尤其出现了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以后 ，
两 国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 。

此外 ，受 日本媒体对中越战争报道的影响 ，改变了 曾热衷于中国社会主义建国理念的 日本知识

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他们对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感到费解 。

第三 ，在 1 9 8 8 年至 1 9 9 0 年和 1 9 9 1 年至 1 9 9 2 年这两个时段 ， 日 本人的中 国观再度发生变化。

尤其是 1 9 8 9 年政治风波以后 ，
日本追随欧美国家也与 中 国保持

一

定的距离 ，所以 中 日关系一度蒙

上阴影 。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 ’
日本开始重新认识中 国 ’

1 9 9 2 年 日本天皇终于成功访问 中 国 。 但

不能忽视的是 ，这
一

Ｂ寸期 日本主要杂志的涉华报道表明 ， 当时 日 本国 内舆论的整体倾向是反对天皇

访问 中 国的 。

“

就天皇访问中 国 的是与非来说 ，左派杂志几乎都予以 回避 ， 《诸君》 《文艺春秋》和

《正论》等右派杂志在 1 9 9 2 年 9 月 至 1 1 月做了集中报道 ，在观点上几乎都是反刘
＂

天皇访问中国
”

。
④

也就是说 ，尽管天皇访问了中国 ，但现代 日 本人的中 国观与 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华友好 、亲近

态度已完全不同 。 战后初期 ， 自 民党内部的亲中派不乏影响力 ， 由于中 日 间
“

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关系
”

，即使是首相吉田茂对于
“

不屈服于 日本的中 国也许都拥有亲近感和认同
”

。
⑤ 如今 ，

日本人的

中国观可以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在 日本的出版物中表露无遗 。
2 0 1 4 年 1 0 月 ， 日本出版

了加藤直树等著的 《向仇恨出版说不 ： 出版者的责任 》
一书 ，该书认为 日本出版界中出现的

“

厌韩厌中
”

现

象应弓 丨起社会的关注 ，书中援引一项读者调査说明 ’
日本
一

般读者认为 日本书店中批评特定国家和民族

的出版物
“

多
”

。 作者认为出版业界要有社会责任 ，
不应推波助澜 ，通过炒作等方式来追逐经济效益 。

⑥

① 馬場公彦 ｒ現代 日本人Ｗ 中 国像 ：
曰 中 国 交正常化力、 天安 門事件 ． 天皇訪 中 圭 Ｔ－

』
、 3 5 頁 。

② 馬場公彦 ｒ現代 日本人ｗ 中 国像 ：
日 中 国 交正常化旮 天安 門事件 ． 天皇訪 中 法 Ｔ

＂

』 、 3 6 頁 。

③ 馬場公彦 ｒ
現代 Ｈ本人 ＣＯ 中 国像 中 国 交正常化旮 天安 門事件 ？ 天皇訪 中 法

＂

Ｃ ＪＵ 3 5 6 頁 。

④ 馬場公彦 ｒ現代 日本人ｏ 中 国像 ：
日 中 国 交正常化妒 Ｇ天安 門事件 ？ 天皇訪 中 圭Ｔ Ｊ 、 Ｉ 5 Ｏ 頁 。

⑤ 若 宫啓文 ｒ戰後 7 0 年 保 守 ￡ 0 7

＊

7 7
＊

輥Ｊ 、朝 曰新 Ｍ 出版、
2 0 1 4 年 、

3 2 7 頁 。

⑥ 加藤直樹 、明戶 隆浩、神原元 『 ＮＯ、彳 1

？

！ 出版乃製造者责任旮考之 ■＆ 』 、 二 ？？＞ 力义 出版 、 2 0 1 4 年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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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言编
”

包括对若林正丈 、西村成雄 、滨下武志 、船桥洋一和毛里和子五位专家的访谈录 ，其

中船桥洋
一介绍的 《朝 日 新闻》涉华报道框架的变化 ，可以说代表了现代 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

在 1 9 7 2 年中 日恢复邦交前后
， 《朝 日新闻 》的方针是

“

友好第一
，
采访第二

＂

。 当时《朝 日新闻》

所做的有关中国 的报道都是
“

中 日 友好宣传报道活动
”

。
？ 1 9 6 4 年 4 月 ，在松村谦三访华时与 中国

商定双方互设贸易联络处 ，
以推动两国间的贸易合作 ，并商定互换常驻记者 。 根据松村谦三和廖承

志备忘录 ，在双方签订 日 中记者交换协定之后
，
日 中各向对方派遣了 8 名报纸 、电台和电视记者 ，从

1 9 6 4 年 1 0 月 1 日起 ， 《朝 日新闻 》开始在北京派驻记者 ，该报不再用
“

中共
”

的指称 ，开始使用
＂

中

国
”

的称谓。 与同时进驻北京的 日 本其他媒体不同 ， 《朝 日新闻 》的涉华报道有
一个宗旨 ，那就是

“

以 日 中友好、恢复国交为使命的理念
”

。
②

就涉华报道来说
，
战后《朝 日新闻 》曾

一度被认为是
“

亲 中
”

的 。 《朝 日 新闻 》对新中 国 的社会

主义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 ，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赞许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
1 9 7 0 年 4 月 2 2

日 ， 《朝 日 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 《访问 中 国之后》 的报道 ，
肯定文化大革命 。 该报道的执笔

者是时任社长的广冈知男 。 当时广 冈参加了 自民党组织的访华团 ，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他对中国的

实际观感 。 《朝 日 新闻 》的这种涉华报道框架一直持续到 2 0 世纪末 。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 ，随着国 民意识和国 内读者市场的变化 ， 《朝 日新闻 》也开始面临 巨大的挑

战 ，为迎合读者和社会的需求
，
该报的涉华报道基调也已发生转变 。 如 《朝 日新闻 》 曾刊文称当今

日本人的对中认知又回到了
8 0 年前 ： 中国是

一

个
“

不遵守国际规则 以 自 我为中心 的国家
”

。 这一

印象
“

与 1 9 3 1 年
‘

九
一八事变

’

时期的中 国印象是重叠和
一

致的
”

。 当时
，
日本在 日俄战争后获得

了俄国对南满洲铁路等方面所拥有的权益 ，

“

争取归还主权的 中 国和 以条约和法规为依据的 日 本

发生了冲突
”

。 当时 日 本媒体在指责中国时的理论是
“

中 国不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
”

。
③

著名学者毛里和子毫不掩饰其对 2 0 1 0 年以后中 日 围绕钓鱼岛不断升级的冲突所感到的无能

为力和失望的情绪 ，甚至
“

终止了从事半个世纪的中 国研究 ， 把与中 国有关的资料和书籍放置起

来 ，想转行做俄罗斯研究
”

。 然而 ，
不甘心的毛里教授后来还是成立了

“

日 中关系研究会
”

？
，体现

了 日本学界对中 日关系的迷茫情绪 。

四

最后笔者想就《现代 日本人的中国观 》
一书谈以下几点感想 。

首先
， 中国 问题可以说始终是 日本政界 、财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 日 本媒体也充满关于中

国 的议题。 由于个人的立场和见解上的差异
，
日本人的中 国观可以说非常复杂 ，且难以梳理。 本书

作者以战后 日 本主要杂志对中国的报道为素材
，
分析不同杂志的报道框架 ，并进行量化处理 ，在此

基础上对战后 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过程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找 出了其中 的内在逻辑

① 馬場公彦 Ｉ

＂

現代 日本人乃 中 国像 ：
曰 中 国交正常化妒 天安 門事件 ？ 天皇訪 中 法Ｔ

－

Ｊ 、 3 4 8 頁 。

② 粕谷一希 ｒ 迷走 － 誇 報道＃ 国 奁亡（ Ｓｉ
＂

』 、ＰＨＰ研究所 、
1 9 9 4 年 、

1 7 4 頁 。

③ 塩食裕「 曰 中 問題 8 0 年前 （
：：教訓 」 、 「朝 日新 聞 Ｊ 、 2 0 1 2 年 1 1 月 1 4 曰 。

④ 馬場公彦 ｒ 現代 日本人 中 国像 ：
曰 中 国交正常化 ：

ｉ

ｔｐｆｅ 天安 Ｈ事件 ？ 天皇訪 中 圭ＴＪ 、 3 7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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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轨迹 ，研究视角得当 ，选取的材料 、得出的结论也颇具说服力 0

其次 ，
本书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现代 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变化 。 如作者指出 日本的

“

战败
”

和

新中 国的成立对战后 日本人中 国观形成的影响 。 尤其是在战后一个历史时期 内 ， 中国一度成为战

后 日 本知识阶层
“

想象的异邦
”

，不少 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新中 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来寻求 日 本

社会的变革方向 。

但到 2 0 世纪 7 0 年代中期以后 ，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 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乃至人们的意

识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家主义思想得以复兴 。 学界对 日本社会与现代化问题也有了新的

认识 。 以上可以说是本书的作者在第一章中提出的
“

中国 已不再是
‘

学习
’

的对象 ，而是
‘

观察
’

的

对象
＂

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这也是促使其后 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次 ，
在对战后 日本人的中 国观进行深人分析之后 ，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研究 ，

而是

就现实的解决提出 了具体的方案 。

作者认为 中 日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相互不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 中 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隔离

状态和 由此产生的误读。 从 日 本战败到 1 9 7 2 年中 日恢复邦交 ， 中 日 间的交流几乎处于隔绝的状

态 ，
两国国 民之间正常往来的历史也只有 4 0 年的时间 。 在这短时期的交往过程中 ，

一旦对方发现
“

异质性
”

多于
“

同质性
”

就容易立即产生厌恶感 ’甚至一个毒饺子问题就会阻碍两 国间的交流 。 这

说明
“

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像充满稚气的孩童的交往一样
”

，
尚不成熟 。 就建立成年人的交往方式来

说
，
仍需要扩大交流的数量 、时间的积累和交流质量的深化 。

为此 ，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 ，作者就如何达成客观的对中认知提出 了建设性的提议 。 如进

行中 日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研究 ，
以促进民间交流和探求增进相互了解的途径 ，因为 中 曰恢复邦交

的最初的推动力就来 自 民间人士 ， 民间外交也是打开中 日相互误解最切实的管道 。 这一提案不仅

可行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具体的实施途径仍需通过社会各界的合作和努力来解决 。

“

证言编
”

收录的作者对若林正丈 、西村成雄 、滨下武志 、 船桥洋一和毛里和子的专访 ，披露了

当今 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问题专家的治学经历。 上述五位专家和学者在访谈中表达出来的多

是尚未见诸文字的个人心得 ，在某种程度上更能透露出其从事中 国研究的真实感受 ，有利于读者直

窥其内心世界 ，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 ，
也具有格外重要的学术价值。

〔 作者诸葛蔚东 ，
中 国科学 院大 学新 闻 与 传播学 系教授 〕

（ 责任编辑 ：
高莹 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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