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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关系的时空纬度探讨
侯志公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中日关系的冲突不仅源于历史认知问题,还源于全球国家政治利益的博弈, 也基于对同源文明的传

承方式不同。如何打开中日政治关系僵局已成为 21世纪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确

处理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东亚政局的稳定,更是对全球发展的一种国家责任。因此, 中日双方应着眼于历史,建立面

向未来的正确历史认知观,树立新思维; 中日关系的未来应以发展为指归, 承担和谐发展与全球责任;文化与文明

传承应成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恒久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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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物质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 从来都

是密不可分的, 构成了一切社会活动的经纬。从时空的视角

研究国家关系及国际秩序, 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

的文学空间, /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

的整体中0。一方面, /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

见的东西0,即时间的空间化; 另一方面, /空间则趋向紧张,

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0。社会关系也是如此,

国家关系通过时空展开与时代和历史的对话, 对整个民族生

存处境进行深思。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就是时间性在国际

事件中的淡化, 空间性逐渐凸显出来: 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技

术的双重推动下, 种种视像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形成日新月

异的流动景观, 使人们应接不暇;事件与事件、图象与图象之

间缺乏内在的关联, 国际活动仿佛失去了时间的连续性, 一

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种空间性现实从三个层面展

现出来: 全球政治关系的博弈、历史问题在当代关系的影响、

文化软实力在国民精神方面的渗透与植入等。

一、中日关系发展的时间纬度分析

历史, 我们总难以忘却。而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对于不同

的国家, 却有不同的记忆方式。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 人类

文明的进步史保存了其固有的事实。中日关系源远流长, 跨

越时空。今天我们回顾两千多年来的中日交往史,发现空间

性现实对时间的覆盖 ) ) ) 日本在故意地忘却; 中国在本能地

忆起。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

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

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

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

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

以考察。0¹所谓中日关系的时间纬度,即中日关系今后的发

展在多长时间内达到或初步达到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考

察从古代到现代的中日关系, 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 /与强者

为伍,欺凌弱者0的行事方式, 使得现在的中日关系不得不带

着历史的痕迹在曲折中发展。事实上, 中日关系的演化过程

是在国际事务中复杂的线性的多事项时间的累加,也是中日

两国综合实力较量的一个结果。

1. 中日地缘政治的历史性障碍, 使得日本对中国的有浓

重的 /历史情结0

从历史上看, 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 始终

存在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和冲动。日

本的遣唐使虽被我们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

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行为看,绝非单纯为友谊而

来, 目的是超越中国。中日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与其

他国家相比, 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

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这或许就是日本对

中国长期的 /历史情结0。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

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 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

历史性质, 可以说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自 20世纪初以后

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本土被美国占领, 国家军事机

器被摧毁后, 才换来今天表面上的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局面。

二战后日本借助美国国力得到恢复, 又开始挑衅中国, /一阔

脸就变0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

速崛起的势头, 日本感到类似晚清和抗战前中国处于内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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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机遇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将历史性地崛起, 幷有极大可

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袖国家。而日本除了经济上的大国地

位外, 外交、军事仍在美国的羽翼下蝇营狗苟, 内心日益感到

不安, 日本的 /历史情结0被再次激活了。面对日本这种 /历

史情结0,一味容忍、宽恕、友谊、退让对中国来说不是善策,

不可能带来长久安宁。5论语# 宪问6云: /或曰: 以德报怨,

何如?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0可见孔子不

主张以德报怨, 而是主张以公正为原则对待别人的各种合理

的和不合理的怨恨, 我们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也应如此。

2. 日本历史形成的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使

中日关系呈现不对等的交往模式,形成日本对中国的几种态

度 ) ) ) 称臣、对等、欺凌、竞争合作等

据历史记载, 除了强悍的蒙古统一中原时期外, 历史上

的日本一直对以中国为主的大陆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 而居

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守势。汉族执掌中原

政权时, 一味息事宁人,从未给予日本的嚣张以主动、毁灭性

的打击。这种历史性的迁就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性蔑

视, 使日本养成了长期骄横无理和在内心蔑视中国的习惯。

尤其在明代, 对中国想和就和, 想打就打, 想贸易就贸易, 想

抢劫就抢劫, 中国则有招架之功, 却无还手之力。

考察历史, 我们发现历史中的中日交往前后分为以下几

种性质。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

求册封的时期, 那时日本尚待开化, 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

推古天皇 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

称: /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0。第二次出使隋时又称: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0。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

流, 同中国平起平坐。从此时,日本对中国开始转换身份, 不

间断地与唐朝、元朝对抗, 甚至为拒绝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

抗。到了明代,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 经济、文化、思想、宗教

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 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

验, 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 逐渐产生了要鲸吞中

国、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 /领导者 0想法。近代自 /明治维

新0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

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历史记载着日本的野

心: 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1904年发动日俄战

争; 1910年并吞朝鲜;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

北, 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 1941年发动太平洋

战争; 1945年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进驻日本。从 1972

年 9月 29日中日建交后,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的增

强, 日本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往逐步频繁。尤其是 90年代

后的政冷经热, 充分说明了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合作态度在逐

步加强。

3. 中日交往历史进程中的的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 借力打力。日本尚未统一时, 借助中国的强势为

本土斗争增加砝码。据史料记载, 邪马台女王遣使朝贡魏

国, 是为了在国内增强政治势力。日本大和朝廷为了在朝鲜

同高句丽、新罗、百济周旋, 保住那块地盘而与中国通好并引

入佛教, 这是借助中国在朝鲜进行扩张。国力衰退则对外和

平相处; 一旦国内统一,势力增强, 则毫不犹豫地进行暴力扩

张。在对华侵略、暴力扩张实施过程中,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

顾忌和道义上的障碍。第二, 恃强凌弱。同日本打交道必须

实力特别强大, 而且强大的势力必须得到验证, 它才会同你

/友好0、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

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 如美日同盟; 如果实力不够强大,

或者实力得不到验证, 日本也是敢于向你挑战的, 比如对唐

朝和明朝, 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第三,军事

至上。历史上的日本是标准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0式的国家,

特别崇拜武力, 重视军事力量。由于历史上长期内战分裂和

对外扩张的需要, 日本崇尚和迷信武力有着久远的传统。日

本的工业化起步并非走的是西方商业化的路子, 而是从全力

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开始的。日本

的现代化是以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作为前提的。历史已经

证明, 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是中日和平相处的重要基

础, 是保证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先决条件。中日关

系的长期历史已经凸显了某种规律: 中日 /友好0或和平相处

须以白江村海战、露梁海战、抗日战争的胜利等为先决条件。

这是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长期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 换而言

之, 没有国防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就很难同日本打交道。

二、中日关系发展的空间纬度分析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时间的纬度中显现, 而发展中的

曲折性则是空间纬度的反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中, 中

日关系的发展常常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左右。这一问题可

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其一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 中日关系发

展要受到全球政治大格局的影响, 发展前景不会有大的波

折, 但现实问题会诱发两国关系曲折发展。其二是基于历史

认知的问题, 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肯承认错误, 还一贯

歪曲历史的做法, 会使得今后的中日关系无法打开历史的矛

盾点, 使中日关系扑朔迷离。其三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同质性

是两国未来友好交往的基础, 但日本文化的杂糅性使中日交

往思维呈现文化差异, 从而使得摩擦中有友好。

1. 全球政治关系的制衡与利益博弈使中日关系曲折发

展。在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中, 在分析研究中日政治、安全关

系问题时, 离不开美国因素及台湾问题。目前日美同盟的重

新定位和不断强化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与正在谋求政治与

军事大国的日本相互利用、相互借重、妄图一同遏制中国的

发展并最终共同称霸东亚的产物。日美同盟不断强化是日

本在政治经济困境下外交战略贫困的一种反映, 同时也是美

国在亚太地区推行 /两手0策略, 实现该地区有利于美国利益

/制衡机制 0的重要体现。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

经历 /失去的十年0,而日本所在的地缘气候却发生了深刻变

化,中印经济发展,使东亚地缘力量对比进一步均衡化, 对于

非常倚重经济实力来推动国家对外战略的日本来说, 这些变

化大大削弱了它在东亚格局中的影响力。面对国际政局的

变化, 日本有意识加强所谓国家 /正常化0的活动, 争取成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提升自卫队级别等。归根结底, 维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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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斗而不破0才最为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因此, 美

国也希望通过加强日美同盟, 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 /影响

力0。可以说,中日合作推动东亚合作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

的局面。

另外, 中日之间的台湾博弈始于台湾独特的政治价值。

日本之所以支持台湾独立, 是因为, 假如台湾独立了, 由于地

缘和历史的关系, 日本将代替美国, 成为台湾的宗主国。一

切与台湾有关的利益都将归于日本之手, 再也没有钓鱼岛之

争, 台湾海峡将成为遏制中国的一道防线。中国的利益则相

反, 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台湾能与大陆顺利实现

统一,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总的清算, 中美之间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将消除。全球化进程日益发展和深入

的历史背景下, 对中国来说,稀释和溶解日美同盟消极影响,

积极有效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就是,不断扩大中美和中日之

间的共同战略利益, 发展和建立各种类型、各种规模和各种

层次的多边或双边战略对话, 逐步形成互信基础上的沟通、

协商与合作机制。

2.中日交往中的 /教科书问题0、/慰安妇问题 0、/钓鱼

岛问题0、/靖国神社问题 0成为阻碍中日交往的历史障碍。

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无赖态度是中日关系有永远解不开的

疙瘩。第一, 历史教科书问题。近年来, 一些日本出版社美

化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 否认南京大屠杀, 回避日军慰

安妇问题, 将侵略战争美化为日本的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

战争。目前已有日本大约 30多所私立学校采用这些问题教

科书。日本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暧昧,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

采取 /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0, 对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予以

放行, 认为教科书并不代表 /日本官方0的历史观点。日本这

种纵容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随时可

能演化成两国之间严重的政治事件。第二, 慰安妇问题。二

战期间, 日本军方下令为前线官兵设立慰安所, 有组织地强

征 /慰安妇0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涉及中国、朝鲜、韩国、东南

亚许多国家, 对此, 日本官方态度不明朗, 要么不承认; 要么

承认有, 但辩解是商业行为,没人强迫;或者说是非政府和军

队行为, 为民间劳军行动。事实上, 慰安妇问题是非常清楚

的历史事实, 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历史实行 /三不

政策0 ) ) ) 不认罪,不道歉, 不赔偿,使其复杂化。第三, 钓鱼

岛问题。此问题是中日两国重建近代亚洲史的一个较量。

自 1990年代以来, 伴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两国的正常竞

争关系使日本开始另眼看待中国的 /崛起0, 及其对东亚秩序

的影响。对中国来说, 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

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 ,是二战问题乃至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

的一个延伸和证明,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

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第四,参拜靖国

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里面供奉有东条英机等 14名二战甲级

战犯和共约 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成为日本右翼势力

的精神支柱和聚会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成为伤害二

战受害国民众的重大政治事件, 已成为日本和亚洲受害国之

间的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焦点问题。以上这些空间性的现

实问题, 都构成了中日交往的羁绊。

3. 软实力的较量使中日关系发展曲折中隐含发展机遇。

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外在的表现形式则

是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文化全球化作为一个结果和文化

领域的反应, 是一次深刻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全球

性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重组。一方面,由于文化霸权主义

的消极影响, 日本将其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作为标准在世界范

围内广为推销, 侵蚀着我国的本土文化, 使全球文化同质化

现象日趋明显。另一方面, 全球化同时也创造着不同民族文

化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增加了文化发展中的 /异质

性0因子。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都必然导致对地域性

意识和本土属性的普遍抽象, 使在时间中累积起来的地域性

文化 ) ) ) 一种持续性的精神面临意义 (价值 )崩溃的危机。

保罗# 利科尔 ( P. R icoeur)指出: /这个是一个事实: 任何文

化都不能承受和同化现代文明的震动。0¹文化产业作为文

化传播的代言者, 对一国文化的安全有着潜在的影响。中日

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步性对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机遇与挑

战, 也使得中日文化领域的交往日趋复杂化, 从而激活了中

日关系之间的摩擦。日本的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

先地位, 特别是动画产业在世界动画领域成了领头羊。有些

专家认为, 现代的儿童接触很多引进的动画片, 洋动画给予

他们的皆是它国的表达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征,这可能会

影响儿童对本土文化的接纳, 弱化民族精神。因此, 越是在

全球化的时代, 文化交流对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有着

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必须面

向全体民众, 让全民参与。从这层意义上讲, 中日文化产业

的发展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为认同, 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三、中日关系发展趋向的结论

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体系中, 仍然会带有历史的某些痕

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今后可能会出现以下三

种前景: 多极对抗体系、多元共存体系、多元一体体系。无论

今后的国际格局是哪种体系, 中日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一体,

二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 转换。从这层意义

上来讲, 审视目前的中日关系, 对预测未来的世界格局具有

重要意义。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等因素来看,未来

中日关系改善的必要条件是: 一是中国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

的国家; 二是中国能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中国能够与

美国在竞争中达成谅解。但这将是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 不

可能一蹴而就。

1. 中日关系发展的具体定位: 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

知观

对日本而言, 正确、诚实的历史认知是中日关系的友好

发展的前提。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破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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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关系的时空纬度探讨

的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华历史问题。

日本前首相福田, 曾用 /温故创新 0暗喻两国关系发展的原

则。中日两国应重温过去几十年乃至百年上至千年的双边

交流史, 开创富有创意的、着眼于未来的新型双边关系, 构建

在历史性思维又不囿于此的前瞻性思维。 /温故 0不仅仅是

记住历史教训, 而在于如何把历史教训转化为两国发展 /创

新0关系的原动力。现在,中日突然面临同时强大的现实, 急

需在相互认知方面改变不正常状态 ,才能尽早找到两国 /稳

定的平衡0的支点。正视历史还是忘却历史, 还是歪曲历史,

还是还原历史的真相, 将是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前提, 也

是未来健康发展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 逐步深化对日本现状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选

择对日策略。日本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 已基本走上了

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之路, 不仅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 其政

治上崛起的诉求中国需要理性正视。如何评估这一进程的

影响, 以及包括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扩张、历史问题上的修正

主义倾向等问题的来龙去脉, 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作用等,

均需加以深入全面地研究,并由此积极推动民众对日本的再

认识。而对于日本来说, 也急需摆脱历史情结和意识形态的

束缚, 理性客观地评估研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

及其未来走势, 并学会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认真对待中国民众

的民族情感变化。中日两国都应充分铭记并吸取两国关系

史上的教训, 切不可让官方和政治关系持续前进的温暖氛围

打消了反思历史的勇气,更不可让其阻滞了相互深入全面再

认识的步伐; 相反,应该借助于这一宝贵时机, 从容推进这一

关涉两国关系大局和未来的必经进程¹。

2.中日关系的未来以发展为指归: 和谐发展与全球责任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日两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必须进

行对话。我们希望未来的国际体系是多元一体的,这种体系

是多元共存体系的延伸, 它将摆脱单极独霸、两极或多极争

霸的不和谐模式, 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前进。中日关系

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到亚洲在全球格局的地位,东南亚地区

的合作与共赢也取决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因此, 中日关系的

发展价值不仅仅在于在亚洲称雄, 更多的是对全球的责任。

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责任将使得中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接触。

日本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 也是中国希望

与之维护友好关系的实力最强的邻居。这样做的目的是向

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展示, 中国的崛起对他们并不是个威

胁。日本的经济复苏, 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近年与中国日

益深化的关系。日本因此也急于表明,它并不把中国当作是

威胁, 而是机遇, 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在 21世纪, 亚太地

区将以 A PEC为主体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多元化与

网络化, 实现开放的地区合作, 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体构

成多元化、网络化的地区政治、安全协调机制, 最终形成东亚

安全共同体º。毫无疑问, 中日两国的合作将成为重要的力

量, 为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日本和韩国三

国首脑于 2008年 12月 13日, 在日本福冈县举行峰会后签署

三国伙伴联合声明, 誓言要使亚洲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中

心0。如果中日两个国家合作得不好, 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

和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合作得好, 就能产生超过两个国

家之和的力量。如何突破 /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鼾睡0之类的

旧思维, 需要中日两国领导人充分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 拿

出一种新思维, 而这种富有创意的中日关系新思维, 确实是

维系东亚安全与稳定所不可或缺的。

3. 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恒久纽带: 文化与文明传承

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成为开启未来两国新型关系的钥

匙。从总体上看, 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日

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

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 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

今一万年左右, 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 日

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 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

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

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

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 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而且

绵延不断。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涉及文化的方

方面面, 从狭义文化看, 包含哲学、文学、史学、科学、教育、音

乐、民俗等领域; 从广义文化看, 中日文化交流包括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

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

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

俗等等, 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

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比喻为

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

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特别是鉴

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的传奇一生, 他把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

法传到日本, 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

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

影响重大而深远, 日本人民称鉴真为 /盲圣0 、/日本律宗太

祖0 、/日本医学之祖0 、/日本文化的恩人 0 等, 充分地表达

了日本人民对鉴真崇敬、膜拜的感情。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

特性是固有的, 我们始终相信, 中日关系会在文化基因的滋

养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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