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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国际关系中, 人们一般总是把政治、经济和军事作为国与国关系的首要考量因素, 而把文化认同、民族

心理等要素置于次要地位。但相对于前者的易变性、表层性, 文化和心理要素更能在深层次上发挥潜在的影响作用。中日

作为同属东亚文明圈的两个大国, 两国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 令人困惑。究其原因, 除却双方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之外,

在更深层次上, 它与中日民族间的文化及心理认同的差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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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at iona l re lations, po litica,l econom ic andm ilitary pow er are a lw ays put in higher place than

cu ltural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etc. . H ow ever, compared w ith the variability and superficia lity o f the form er,

spirit and cu lture of one nat ion play a po tentia l ro le effectively. It is puzzling that the Sino2Japanese relations are al2
ways full o f tw ists and turns, though they are the tw oma jor pow ers in EastA sia. Besides the realist ic conflict o f na2
t iona l interes,t the reasons lie on the cu ltura l and psycho log ica l differences betw een Ch ina and Japan.

  2007年以后, 随着双方政治高层 /破冰 0 和

/融冰0 之旅的展开, 中日关系迎来了战略合作的

/暖春0。2008年 9月 8日, 由中国日报社和 /日
本言论 NPO0 共同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联合舆论调

查显示, 尽管中国官民对中日关系普遍持乐观态

度, 但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仍占

4016%, 而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人高

达 7516%。另据日本内阁府 2008年 12月 6日发表

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对中国有好感 0 的日

本人为 3118%, 与 2007年相比减少了 212个百分

点, 创下了 1978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
[ 1]
。

可见, 相对于中日两国的经热政暖, 中日民间认知

的相互信赖感的建立还需假以时日。中日民间认知

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当前中日双方民

间互信难以建立的原因很多, 除却毒饺子、青刀豆

等食品安全事件外, 还存在历史问题认识的分歧,

更存在日本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严重衰

退、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加重等因素。而在

更深层次上, 它与中日之间的文化及心理认同的差

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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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认同的差异是影响中日民间
认知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 中日两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中华文明浸润和滋养日本近两千年的历史。且

不说古代日本 /衣冠唐制度, 诗书汉文章 0, 即使

在今天, 日本仍在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 曾经深深地吸引并征服了日本人,

他们心中的中华情结之深、之固, 是今天的日本人

甚至中国人都难以想象的。0 [ 2]
日本著名史学家、

东洋史 /京都学派 0 创始人内藤湖南形象地比喻

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发挥了 /盐卤0 式的
点化作用

[ 3]
。 /同文同种 0 成为我们形容中日文化

交融的常用词语。然而, 我们也必须承认中日文化

间存在差异, 必须正视和了解中日文化间的差异。

首先, 应当认识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 日

本近代以前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引进是有选择的,

并不是盲目的。

到目前为止, 在不少中国人的认知里, 日本的

古代文化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已;

日本只是一个在快速引进欧洲制度及文化遗产、顺

利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国家。从而,

日本被看成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根基的国

家。不可否认, 这种对日本文化不全面的认识在中

国的知识界和民间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这种认知

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我们对日本文化的全面

认识。

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 并与吸收的外来文

化相结合,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就日本积极向

外学习而言, 日本对外国文化都是有选择地吸收并

加以消化, 而非盲目地引进。而且, 在向外学习和

吸收的过程中, 日本往往都伴随产生一种悖论现

象, 即日本每次向外学习的结果, 最后都将转向对

抗。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 在思想文化领域亦

如此。

早在日本中世时期, 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家思想

的同时, 在思想领域就创办了自己的所谓 /国
学 0, 意欲对抗中华思想。随着国学兴起, 日本思

想界的 /模仿方向 0 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

化在后来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 即: 全盘日本化和

全盘西化。然而, 无论是日本化还是西化, 持有以

上两种思想观点的日本人, 其目光都是从一个模仿

方向上移开的, 那就是被称为 /汉意 0 的儒教思

维或大而言之的中华文明。也就是说, 无论是

/脱亚论 0 或是 /皇国神道论 0, 其对立的参照对

象就是中华思想。因此, 从日本文化的深层角度来

看, 日本民族心理的底流一直在刻意与中华文明保

持一定的距离。直至今日, 中日两国分属不同文明

的观点在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始终存续着。

很明显, 中日两国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上存在着

认同差异。对此, 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曾经说过,

/尽管中国思想具有势不可挡的影响, 但它并没有

原封不动地被日本人所接受。因此中国思想对日本

民族的生活及思想的影响不同于它对中国文化的

影响。0
[ 4]

其次, 应当正确理解和认识中日文化上的

/同文同种 0 和 /大同小异0。

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之间

在相互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 ) ) 中日两国通常都认

为, 两国 /同文同种 0, 所以彼此有着深切的了

解。其实,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日

本学者山室信一曾说过, /回顾 1972年日中恢复邦

交以来, 虽都高唱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友好, 但发展

却未必顺利, 其原因就在于先验地设定了相互认识

中的 -正确答案 . , 结果只是高唱了理想。0 [ 5] /当
今, 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 假定他国 (他人 ) 和

本国 (自己 ) 的同一性, 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

的实现, 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 这本身就会成为阻

塞交流的因素。0 [ 6 ]
长期以来, 中日两国他者的相

互意识中, /同文同种0 以及随之衍生的一些 /先

入为主0 的观念仍在阻碍着双方的交流。

回顾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 在谈到中日关系

时, 人们常常使用 /求大同, 存小异0 原则以求

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应当注意到, 这里的 /大

同0 与 /小异 0 指的是价值意义上的 /大 0 与

/小 0, 而不是对中日间实际存在着异同的描述。
事实上, 如果就中日间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同来说,

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着 /大同0, 同时也存在着 /大

异0。如果我们小看、轻视了两国间的 /大异 0,

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大同 0
[ 7]
。在中

国的日本研究中, 借用金克木先生的话来说, /我

们往往只见其同, 不见其异 0 [ 8]
。金先生的这个判

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忽视束缚着中日双方相关学

者的眼界和思路, 造成对对方文化的误解。日本对

华研究的勤奋和细致实可佩服, 而且有不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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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但是, /终于只是把中国当作资料, 见树木不

见森林, 戴着日本眼镜解说。0 [ 9]
这种情形时至今

日依然如故。

坦率地说, 这种中日文化认同的差异和误区影

响着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

二  民族心理是影响中日民间认知的
重要因素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了日本民

族心理的两面性。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辻哲

郎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归结为具有双重性的 /台风

性格0, /这种性格表现为时而彬彬有礼、温文儒
雅, 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0 [ 10]

。日本也因其既

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 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

感, 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 被一些学者戏称为

/双面影人0 [ 11 ]
。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也是影响

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 ) 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在对华认知上的

双重表现

在日本对华认知上, 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突

出表现在日本人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

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

的蔑视, 反之一旦自己停滞时, 不仅出现 /中国

威胁论 0, 在他者认识中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

溃的阴暗心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

起, 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 这种现象与日本

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有关。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经说过, 从古至今, 日本

人的外国观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强调日本的

落后, 而去理想化特定的国家; 第二种类型是强调

外国的落后, 而将日本自身理想化
[ 12]
。日本这两

种截然相反的外国观都曾反映到中国身上。

明治维新前的 2000多年里, 日本曾把中国视

为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崇拜。之后, 又曾在 /文明

开化0、确立日本民族的认同时, 为树立自身的

/文明国家0 形象而刻意诋毁中国。纵观近代以来

日本人的对华认知, 在日本人心目中, 虽然承认甚

至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精华, 但却对近代中

国的落后感到非常的失望。直至如今, /日本人都

喜爱古代的中国。, ,但是, 一提到当代中国, 他

们往往持鄙视的态度。0 [ 13]
据著名汉学家江藤新吉

所言, 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可用一种爱恨交织的

综合情绪来表达, /当日本人认为中国软弱无能

时, 它们就强调这种爱恨情结的恨的一面, 变得十

分傲慢; 当日本人认为中国更强大时, 它们就强调

爱的一面, 变得相当的卑躬屈膝。0 [ 14]
这也是日本

民族尊强歧弱心理的体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极

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认知。围绕着不断变化的

中国形势, 日本出现了新的 /世代间的断裂 0 的

状况, 即使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日新月异的

中国感到困惑。诚如日本学者高原明生所言, /现

代中国广阔、多样、急剧变化, 怎样去认识, 常常

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烦恼。0 [ 15]
有着浓厚危

机意识、自卑感和优越感相互交织的日本人在对华

认识上呈现出焦躁与困惑的状况, 现实中矛盾重重

的中日关系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日本民族的

这种对华心态。就目前而言,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

本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的情况下, 又发生了百年一遇

的全球金融危机, 接下来日本将面临的是经济陷入

负增长的局面。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政治不

稳定, 这些都将加强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心理, 从而表现出对中国 /没有好感0。

(二 ) 消除中日民族心理中的彼此自卑感是增

强互信的关键

加强互信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 而加强互信

的关键是要消除中日民族心理中的彼此自卑感。从

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 在中日建立互信的过程中,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双方要逐渐消除对对方

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说, 日本在包括经

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

面, 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 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

此相反, 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国际政

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 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

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中

国人的自卑心理与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开

的。目前, 日本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

而中国又担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这与中日相互怀

有自卑感, 又害怕失去各自的优越地位有很大关

系。因此, 消除自卑感是改善中日关系必须克服的

心理障碍。

综上所述, 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和相互认识上的

心理误区使中日两国难以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 甚

至存在许多误解, 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

点。因此, 加强中日之间的国民交流, 增强互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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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三  全面了解和认识日本以及促进中
国的进步发展是推动中日关系良

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国与国之间虽然仍然存在着竞争, 但竞争已不是国

际关系的全部内容, 现实中的中日两国已是一个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日经济存在很

强的互补性, 合作的潜力很大。一个不容置疑的事

实是: 中日两国 /和则两利, 斗则俱伤 0, 中日关
系交恶的最大受害者, 是当事者双方本身。鉴于中

日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日本民族心理的特殊性,

在中国如何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良性方向发展方

面, 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理性地全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慕, 不可

否认的是, 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

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强烈的

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 同西方人习惯看作与

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 其程度是

任何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
[ 16]
。这一点已为日本自

身的成功发展所证明。

日本是一个 /较真 0 的民族, 像广岛、长崎

遭受原子弹攻击, 他们精确统计到每一个遇难者。

这告诉我们处理与日本关系时, 要增强 /定量分

析 0 工作。只有这样, 在历史问题的较量上, 中

国观点才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说服力。

日本或许真的 /欺软怕硬 0, 但怕的是真的

硬。所以, 中国必须先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 这才

是树立民族自尊的最佳途径。曾有一个日本研究者

开玩笑似的说, 日本曾经抱过中国的大腿, 后来抱

了美国的大腿, 等中国将来变强大了, 说不定还会

来抱中国的大腿
[ 17]
。可以说如今的中日两国关系

已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了, 客观上两者都没有让对

方抱自己大腿的绝对实力。

我们必须理性客观地认识日本。一个国家的形

象是多元的, 历史问题不是日本的全部。 /中日关系

不能忘记历史, 但是必须努力超越历史。0 [ 18]
经过战

后 60多年的发展, 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曾经是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 已经

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 有一部

分人放开嗓门呼喊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

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细菌战受

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因此, 当代的日本社会就

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在当前的

国际形势下, 加深国人对于日本民族的认识, 以理

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

其次,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

发展的关键因素。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存在多重变量的社会, 问题

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

展。冷战后, 尽管日本对华外交中加强了防范、遏

制中国的一面, 但其对华战略的最终定位还存在变

数。那么, 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

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在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日本民族

的趋强性以及日本外交中 /与强者为伍 0 的原则

告诉我们, 这是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根本因

素, 也是解决当前中日问题的最终答案。有鉴于

此, 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当前这一战略机遇期, 排除

一切干扰, 迅速发展和壮大自己, 增强综合国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

荣使命。因此, 今后处理中日关系, 总体上还是要

坚持从长远战略出发, 贯彻好 /以史为鉴、面向

未来 0 的精神, 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 着力寻求

和扩大共同利益。对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双

方都需要冷静、理性地对待, 坚持通过友好协商,

寻求符合双方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妥善解决办法。

/中日友好 0 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我们时常听

到的字眼, 也是中日两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友

好是要在差异中克服、调整, 在交流中互相理解,

互相尊敬, 才能慢慢达成的境界。要把中日友好推

向前进, 达到一个真实的境界, 它要求我们必须深

入探讨问题, 找出问题的原因, 并为克服这些问题

做出努力。然而, 这一切的起点是我们必须首先相

互了解, 相互认识, 正确认知彼此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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