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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
中国，这是自2011年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安倍此次北
京之行，显示中日关系从十余年前的冰冷到如今的变暖。
本文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的矛盾，讨论中日关
系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并谈谈两国关系带来的思考。

中日关系的发展
位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相隔东海，常有人用“一衣

带水”形容两国的关系渊远流长。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科技就已经影响了日本，为其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是世界上语文中保存汉字的
唯一国家，可见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之深远。

翻开中日交往的历史，两国大部分时间处于贸易通
商的和平相处的状态，但也有兵戎相见、血淋淋的记载。
从古代倭寇骚扰中国东海及沿岸，到近代甲午海战和二战
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是日本侵略、屠杀中国人和中国割地
赔款的历史。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虽然惨烈获胜，但付
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

1949年后，中国大陆和日本虽有民间交流和贸易往
来，但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
年，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2008年，两国签署了确定
战略互惠关系的文件。

中日双方的矛盾
虽然中日已经建交并签订友好和平条约四十余年，

但中日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它们包括：1.对历
史问题的认识和反省。1982年起，日本多次修改教科书，
掩盖和淡化二战时期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日本首相和政
府高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否认
日本在二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日
本政府未能解决对中国慰安妇和劳工的赔偿问题。2.领海
和领土的纠纷。在钓鱼岛的归属上，双方冲突和对峙不
断。东海油气田开发的争议中，双方互不相让。3.美日战
略联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二战结束后，日本从废墟中迅
速崛起和发展，美国的经济援助、军事的支持和保护从中
起了重要的作要。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追随美国，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它影响了中日关系
的发展。

近十余年，中日双方矛盾激化导致中国国内在2005
年、2010年和2012年发生三次大规模反日游行事件的起因
是日更改教科书、钓鱼岛冲突等问题。舆论的影响、民众
的愤怒和警察的纵容导致多个城市的混乱失控局面，相信
很多国人对其记忆犹新。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再次上台
后，他参拜靖国神社、加强日美军事联盟、修改宪法允许
日本自卫队派驻海外等举措，都受到中国强烈的批评和指
责。这些矛盾均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中日关系回暖的原因及影响
常言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

有共同的利益。中日关系从过去紧张到现在冰释前嫌，由
冷变暖是因为双方共同的利益所致。其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美国增加关税的情况
下，中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为避免经济下滑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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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中国加强与日本
的合作，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是理所当然
的。它是中日关系缓
和的主要原因。

第二.朝鲜半岛问
题。作为东亚的两个
大国，中国和日本为
了各自的利益都希望
朝鲜半岛去核化。中
日双方按照自己的观
点和立场支持和影响
着北韩与南韩这两个
对立的政权。中日关系的变暖无疑将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稳定，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第三.中日双方经济利益的驱使。世界上第一二三大经
济体的美中日的经贸关系微妙，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川
普总统实行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和日本与美国
的贸易及经济交往无疑均受到影响。中日的经贸合作既可促
进两围的经济发展，又可对抗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对中日两
方均有利无害。

第四.有助于中日领土纠纷的缓和。尽管中日对东海和
钓鱼岛有领海和领土要求，但双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
题，不愿意兵戎相见，因为战争对中日的经济和社会都将产
生极大的损害。

中日关系之思考 
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经过时代的腥风血雨，发生了许

多变化。它也反映了某些哲理并值得我们思考。
1.经济实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

立共和制的国家。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混战，国力衰弱。
日本是议会制君主立宪体制的国家，明治维新的改变实现了
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了军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日双方实力
的差距，导致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屡遭日本的侵略和奴役。

2.科学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是强国之路。二战后，日本
在废墟中重建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文化建设，很
快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体之一和最安全、最文明
的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努力
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3.打开国门，加强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促进国家进
步与繁荣。古代日本广派人员来中国，学习科技和文化，使
日本发展壮大。廿十世纪初，数万名中国留学生去日本学习
政治、军事、科学，让中国脱离了封建帝制，走向共和。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向日本学习工、农业和科技现代化，加
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强盛。

结束语
随着中日关系的变暖，它不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里程

碑，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中日两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领域存在着差异，但通过比较和分
析，可以找到彼此的差距。取长补短、发扬光大和缓和矛盾
是两个国家共同的追求。

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思考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6日议论版发

表了哈德逊研究所下属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
劳普西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如何用
冷战取胜北京。”此文意在呼应10月4日美国
副总统彭斯在该所“美对华政策”的讲演，
强调美中关系已达到转扭点，美国必须采取
强硬立场，在冷战中制服中国。

克氏提供两条路线对付中国，一是美国
自动自主，二是联合友邦共同努力，重点是
鼓动东亚国家集体对北京发难，印度和澳大
利亚也要联合助阵。克氏是海军出身，曾在
美国雷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任内海军部出任
高职。他主张的对华战略便也出现了壮大美
国海军威力，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海军势力
的发展。这一招便也是不言而喻，可以为习
近平总统立时领会。再有，美国也要在电讯
战里加强实力，对华可攻守兼备。美国在人
工智能的领域能量强大，应可制敌获胜。

在寻求地区联盟时，他特别重视台湾的
潜力，主张要加强对台军售，美台要高官互
访，美台军舰要进港造访等。他的这一立场
和立论正是美国鹰派人士一贯的主张。

谈及俄罗斯，克氏的高招是“美国应鼓
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现存的诸多冲突加剧，
例如在中亚争霸和抢占北极资源。”针对新
疆和西藏内部少数民族的问题，他认为美国
应该加以关注和运用。

此文的结论是，美国要保持亚太地区的
主导地位，便要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方。要
防范中国政府独霸野心的伸张。要保持美国
安全，就要协助盟邦，显示华府无意在此一
地区退缩。川普政府也要全力以赴，在这一
战略竞争当中，确保美国胜算。

我认为克氏全文立意的失误来自四个
方面：一是误解了中国大陆的本质和实况；
二是误读了美中互动的要点和方向；三是误
判台湾可以应美之需，成其马前卒；四是误
认亚太诸国要与中国对抗才能维护其本国利
益。且容我一一道来。

一，中国大陆本质和实况是，以习近
平为首的中国，虽然他已将党政军大权集于
一身，他面临的第一重点仍然是稳定国内局
势，支撑中共执政权不坠。这一首要任务是
千钧重担不能退却，不易负担。中国对国际
事务的参与和行动都是以“稳内”做优先考
虑。中国缺乏实力也不存野心要去独树一帜
和美国争霸。由于民智已开，信息流通，中
共治国已不能一手遮天，置民心于不顾。但
是，还不能痛下决心，进行脱离一党专政的
政治改革。目前是尽力拖延，自顾不暇，根
本谈不上什么“争霸世界，自成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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