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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崛起中的中日关系》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
由及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崛起中的中日关系》的创新与不足等问题。
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现状。
首先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作了界定，然后阐述了这一历史认识问题所表现的四个方面：日本首相及
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
兵海外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十多年时间，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同时崛起，这在中
日两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开始激化，这些矛盾曾经影响中日关系正
常发展，有些矛盾至今尚未解决，这是一段中日两国关系的磨合期。
如今中日关系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研究存在于两国间的一系列矛盾、成因及解决途径，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
继往开来，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文的第二部分从国际体系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这
一变化是导致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激化的根本原因。
接着具体分析冷战后日本、中国的崛起。
日本因推行政治军事大国化导致日本整体国家实力上升。
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实力增强导致中国整体国家实力上升。
同时《崛起中的中日关系》将中、日两国整体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一横向比较，得出中国综合国力上升
速度超过日本，引起了日本的恐慌与不安，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增大。
最后论述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推行的政策和冷战结束后在东亚地区推行的外交战略，是导致两国间
的历史认识问题激化的另一原因。
　　正文的第三部分从国家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
上推行强硬政策的影响。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日本推行的政治改革打破了自民党与财界的共生关系，导致财界在日本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难以
发挥有效影响，逐步被边缘化。
二是日本推行的行政改革，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
化。
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这次行政改革的进程中受到沉重打击，难以在国会内对执政党——自
民党形成有效牵制。
三是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新民族主义兴起。
日本国内这些重要变化对日本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笔者同时认为，日本文化对冷战后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文的第四部分从个人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涉及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上一意
孤行的原因。
笔者认为，个人层次包括日本右翼、日本普通民众、日本首相。
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兴风作浪，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下降，日本国民整体保
守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怪人”性格，以及推行带有强烈小泉特色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两国
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僵持局面。
　　正文的第五部分提出解决或缓解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僵持局面的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应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方向拓展思路。
在中国方面，从长期战略目标看，应该从现实主义出发，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注意保持均衡协
调发展；从近期采取的措施看，正确对待日美安全同盟，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中国媒体对
日本国家形象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中国要抑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在日本方面，向德国学习，坦承面对历史，取信于中国等亚洲邻国人民；应回归亚洲，继续走和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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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做一个民生大国。
从中日双方看，两国还应同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在东亚的多边合作进程中推动双边在历史认识
问题上的缓解或解决。
　结论对上述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一段时间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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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游博，东南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已在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其中，在《和平与发展》上发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美国因素》，在《日本学论坛》上发表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大国兴衰理论述评
》。
另外，《破解中曰关系困局的应对措施》一文入选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研究
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参与编写《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教材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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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二、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四、全书结构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日本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
靖国神社2.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借口（二）教科书事件1.战后以来日本修改教科书风波2.日
本修改教科书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三）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1.关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
质2.冷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四）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兵海外1.日本政坛围绕修宪、护
宪之争的历程和改宪派的政治主张2.日本积极参与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3.制定自卫队派兵海外的法
律和自卫队走出国门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国际层次的视角（一）冷战后东亚地区
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1.冷战后日本的崛起2.冷战后中国的崛起3.冷战后中日两国国家实力对比（二）冷
战后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矛盾激化的美国因素1.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推行的政策2.冷战后美国强
化与日本的安全同盟三、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国家层次的视角（一）冷战后日本推行
的政治改革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二）冷战后日本推行的行政改革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
识问题的影响（三）冷战后日本经济低迷，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其对中日两国问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1.
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表现2.日本经济低迷、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其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四）日本文化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1.集团意识2.日本人的矛盾性格3.天皇信仰与天皇崇
拜思想4.日本的耻辱感文化四、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集体一个人层次的视角（一）冷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1.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2.右翼
势力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二）冷战后日本国民整体保守化及其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
认识问题的影响1.冷战后日本国民整体保守化2.国民意识整体保守化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
响（三）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性格、价值观念和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影
响1.小泉缺乏正确的历史观2.小泉的行为特征是善用媒体造势，在国内获得强大的民众支持3.小泉首相
在涉及中日两国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推行的政策五、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途径（一）
中国应实施的长期发展战略1.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2.要注意综合国力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二）中
国近期应采取的措施1.正确对待日美安全同盟2.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3.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
往来4.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5.要抑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三）日本应学习德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侵略历史1.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2.向被害国
和被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3.努力改善与曾遭受纳粹侵略之害的
国家的和解4.德国在国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表明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四）日本应改变外交上紧
跟美国的政策，回归亚洲，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1.日本不要过分倚重日美军事同盟，要回归亚洲2.日本
不要做政治大国，要做民生大国（五）中日双方应共同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在多边进程中推进
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1.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时代要求和具备的有利条件2.目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现状与
问题3.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结论与展望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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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中日两
国政府为此一再交涉，学者屡发评论，民众反响强烈，国际舆论称之为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
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左翼学者与保守派学者、中国学者内部，都存
在重大分歧。
为使研究顺利展开，有必要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加以界定。
国内学者们下了几种定义，有人认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认识问题；
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三是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
问题）；四是历史根源问题”。
显然，作者主要从概念的外延角度论述历史问题所包含的内容。
有人认为，“不管是‘历史问题’‘还是‘历史认识问题’，都是指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对外发动的一
系列侵略战争的问题。
从字面上来看，‘历史问题’强调的是日本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历史，是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
事实的向题；而‘历史认识问题’则更加突出了如何认识那段侵略历史，是关系到思想认识的问题及
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
这里，作者侧重从概念的内涵角度论述历史问题，并且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两概念的
细微差别作了区分，但还-是将“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互相换用。
还有人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指部分日本人基于他们对二战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而采取的
行动，具体包括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官方不肯就侵华战争作出正式的（
书面）道歉、日本的一些政界人士不时就侵华战争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右翼势力通过大众媒体
（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漫画、书籍等）表达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右翼势力对揭露战争真
相者的攻击与迫害、一些人要求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并编纂代表他们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右翼通过遍
布全国的战争资料展览鼓吹日本是受害者等。
修宪的努力、派兵海外、有事法案、钓鱼岛争端等虽然严格说来不属于上述历史问题，但因为右翼人
士在这些事项中常常比较活跃，这些事件又与历史问题交替发生或纠缠在一起，所以它们常带有历史
问题的影子”。
可以看出，作者使用的是大历史观。
本书认为，“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历史
，特别指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段历史，以及现在如何依据史实考证澄清这段历史事实的问
题。
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指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
争的历史，特别是“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段历史，今天如何去认识的问题，侧重于今日
两国的认识观。
因此，为了使用概念的精确，本书用“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而不用“历史问题”的概念。
客观上讲，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由日本挑起的，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与之进行坚
持不懈的斗争。
“历史认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日本首相及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
侵略战争性质和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兵海外。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自战后以来一直存在着。
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初期的对日政策，是通过民主化改革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日本成为美国
的从属国而不再与美国为敌。
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美苏在欧洲冷战局面形成。
在东亚地区，中国国共两党势力发生逆转，中国已无望成为美国对苏联的前哨阵地。
此时，美国便启用日本，使之发展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成为对抗苏联的基地。
历时两年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作了宽大处理，一大批战犯被释放，包括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在内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崛起中的中日关系>>

一些战犯重新走上政坛，对这场侵略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日本天皇被免予起诉。
1951年9月，美国联合战时盟国同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希望尽早结束对日占领状态，使日本成为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重返国际社会。
该条约放弃了对日赔款。
这些举措有助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
鸠山内阁时期，在1956年初的第二十四届国会上，强行通过了上次国会作为废案的旨在纂改宪法的《
宪法调查会法案》和为了加强军备的《国防会议法案》；新提出了《小选举区法案》、《地方教育委
员会由公选制改为任命制的法案》和《教科书法案》等。
修改选区的目的是为了让自民党在国会中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以便纂改宪法。
教育委员会的任命制，目的在于教育的中央集权化和利用这一办法来对教员进行思想的政治的控制，
推行军国主义教育。
《教科书法案》是企图让文部大臣统制教科书的内容，使之成为实际的国定教科书。
岸信介内阁加速促进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1957年7月，在社会党委员和护宪派学者委员几乎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成立了政府的宪法调查会。
岸信介内阁加强了教科书的审查，“对近代日本战争所具有的侵略性、帝国主义性质的阐述，一概不
许，在审查时强制要求对这些战争进行美化”。
以后的自民党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坚持了鸠山、岸信介内阁的政策。
这说明，日本自1955年政党体制形成以来，国内一直就推行否定侵略战争性质、修改宪法、重新武装
的政策。
只是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加之其他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致力于民族解放
运动、忙于国内事务、发展民族经济而无暇顾及国际事务等一系列原因，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
的历史认识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冷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在对待日本的侵略历史的认识分歧开始凸现，围绕这一问题，
中日之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纠葛不断。
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本质上又是一个战争责任问题。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文件的规定，若具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
行为，就构成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和个人。
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因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战争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当归因于国家。
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也称国际责任，或国际法律责任）。
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1946年，盟国决定在东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宣布了东条英机等多名甲级
战犯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是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
至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承担的国家责任，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放弃了对日本的
战争索赔（不包括民间索赔），因此，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承担的国家责任就是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修
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言论、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及派兵海外，向中国人民作出正式道歉，这
是日本应承担的国家责任。
（一）日本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
招魂社”，1879年6月，明治天皇决定将东京东山九段的招魂社改名，正式命名为“靖国神社”。
在日本文化中，“靖国神社”也就是安邦定国、永事平宁的神社，供奉在这里的“神”就是为把日本
建成一个“和平”国家和“保卫”日本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安魂”。
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通过表彰颂扬
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即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
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的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
国家尽忠。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靖国神社已经完全变为军国主义愚弄和笼络国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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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而在那些被供奉的所谓“
英灵”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
1978年10月，这些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灵位被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东京的品川
寺移到靖国神社。
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
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率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
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选在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战败日。
这个举动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中国，把首相正式参拜合祭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批评以及日本左翼进步力量的抵制，中曾根做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
首先是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于1986年8月14日发表谈话称，“去年进行的正式参拜，在因
为我国过去的行为而蒙受重大痛苦和损害的近邻各国国民中间引发了批判，认为那是参拜对我国过去
的行为负有责任的甲级战犯”。
“必须重视国际关系，并适当照顾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从而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了。
接着中曾根首相在9月3日举行的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上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
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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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屈指算来，我在桂子山上度过了匆匆的几年时光。
对我来讲，这段时光，太匆忙，太紧张，经常穿梭往来于桂子山和三角湖畔。
一边要完成江汉大学的教学任务，一边要完成论文的写作。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
在论文即将付印之际，首先要感谢程又中教授。
程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我在华师的学习成长离不开程老师的指导。
我的博士论文，程老师对论文的选题范围作了及时指导，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到后来论文的篇章结
构、写作思路、选择材料的第一手性等方面都给予了必要、及时的指导。
论文初稿完成后，程老师又在担负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行政公务的情况下，专门抽出时间对论文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审阅，对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为论文的如期完成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
程老师对学生的真诚帮助，令人难以忘怀！
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组李会滨教授、聂运麟教授、徐勇教授、俞思念教授
、项继权教授、唐鸣教授、吴毅教授和曹天绿老师等，以及政法学院陈业宏教授，他们在我的求学历
程中所作的精彩专题报告启发了我的思路，使我深受教益。
黄正柏教授对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多次给予了可贵的帮助，崔启明教授对我的论文的写作也给予了许
多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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