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慢地被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消解，“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

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

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

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①。
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日本打败，反而经此

刺激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李 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

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活动。对这一举动，国外的媒体大多能够给以正面的解读和评价。但也有不少媒

体表达了一种担心，认为在这个中日关系高度敏感的时期，中国的高调纪念活动会在继钓鱼岛争端、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20 周年之后，将中国国民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绪推向新的高潮，由此或许会给中日

两国关系的处理和东亚局势的稳定带来一些隐患。
其实，在东亚，中国的对日民族主义思潮是与日本的对华民族主义思潮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的，

而且二者有着共同的根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背景。

历史原因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由来已久，它是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亡形势相伴兴起的。在诸多列强

中，对中华民族为害最深、最重的是日本。120 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签订屈辱的 《马关条

约》而告失败，被迫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高达 2 亿两。84 年前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此后不到 6 年，日本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援助下终于赢得胜利。这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首次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获得彻底胜利，但是战争造成的伤害也深深渗入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中。由此，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结下了一个难解的结。
20 世纪 70 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日本普通民众相区隔，大度地放弃

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此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顺畅，经历了

一段将近 20 年的蜜月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为中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 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 “慰安妇问题”发表的

“河野谈话”和 199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50 周年纪念日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

的“村山谈话”，虽然是迟到多年的道歉和反省，但还是受到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肯定和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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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 《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1935 年 7 月 29 日第 111 号。



许。然而，进入 21 世纪初叶，日本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在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奉行历史修

正主义态度; 在领土问题上频频与邻国发生争端。不但伤害了中日国民间的感情，而且一再刺痛那根

民族主义的神经。中日之间的关系因此急转直下，日本与其他邻国间的不信任也日渐凸显。究其原

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和斑斑劣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导致日本

部分国民不但缺乏负罪感，反而对中国、韩国等历史上的受害国产生了严重的逆反情绪，这是近年来

日本右翼势力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越孤立，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越高涨，政坛就越是右

倾化。
在历史清算问题上，人们经常将日本与德国作比较，个中原委就连日本人也心知肚明。2015 年 5

月 14 日，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虽然同为二战战败国，但日本对战争历史教

育的充分程度远逊于德国。近半数德国人认为其学校对纳粹德国对战争历史进行了充分教育，而在日

本认为学校对战争历史教育比较充分的只占 13% ; 68% 的德国人知道纽伦堡审判的内容 ( 其中认可

审判的占 92% ) ，相比之下只有 33% 的日本人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 其中认可审判的占

68% ) 。正确历史教育的缺失，导致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出现明显偏差。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性

质，46%的受访日本人认为既是 “侵略战争”，也是 “自卫战争”，而认识到是 “侵略战争”的只有

三成。同时，65%的日本民众承认，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清算努力 “仍不充分”。正像人们所观察的那

样，德国的纳粹战犯至今仍然在被通缉之中，日本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在战后出任了日本首

相; 1970 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著名的 “华沙下跪”闻名世界，而 2001 年至 2006 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

郎 6 次参拜了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在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德国总统能够代表国民发表讲话感谢苏联对纳粹政权的奋勇斗争，而日本首相

仍在质疑“侵略”的定义。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影响着国内的教科书审定，而且无理要求美国出版商

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内容，逼迫国内的公办博物馆撤下有关日本战争暴行的展品，甚至还在固执地

为“神风特攻队”举办 “申遗”活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日本对战争历史教育和认识的偏差，

导致其与受害邻国战后和解不力。前述调查显示，94%的德国人认为德国与受害邻国实现了和解，其

中认为“很好地”实现了和解的有 39% ; 相比之下，只有 46% 的日本人认为日本与受害邻国实现了

和解，认为“很好地”实现了和解的日本人仅有 1%。①

当然，对日本的历史清算不彻底，作为占领国的美国负有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与德国不同，

“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

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个

方面，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

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②。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当年以蒋介

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包庇、利用了部分日本战犯，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同样是不可饶恕的。

现实背景

现实地看，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此消彼长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是近年

来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潮重现高涨的直接原因。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总体上是理性的，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
前已述及，自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至今网络上仍然充斥着

“秋后算账”的言论。日本右翼势力从来就不认为当年的战争失利是中华民族等被侵略民族顽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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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日本战争历史教育远逊于德国》，《文汇报》201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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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是输给了美国和苏联。由此潜伏的互不服气的矛盾心态在中国比较贫弱时并不明显。中国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还有数亿计的贫困人口，而日本已崛起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成

为世界经济巨人。所以，彼时的日本基于国内发展和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需求，还能够向中国的建设慷

慨地施以援手，输出资本并开展经济合作。但是，此后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正是日本经济失

去的十年、二十年，泡沫破裂，停滞不前。进入 21 世纪，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发生逆转。2010 年中国

GDP 总规模超越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二，日本退居世界第三，这一变化给日本人的心理带来强烈冲击。
特别是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军事实力显著增强，日本极右势力开始坐不住了，大有 “狼来了”
的感觉，惶惶不可终日。2015 年 5 月 14 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的一篇文章道出了这些极右势力

的认识: “纵观历史，国家间的实力水平发生重大变化，即‘强者变弱、弱者变强’时，后来居上的

弱者具有向走向衰弱的强者发起全面 ‘进攻’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不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逻辑

吗? 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中日关系的变化正像当年毛泽东在著名的 《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

经历了 20 世纪下半期的战略防御、21 世纪初期的战略相持之后，如今已经进入了“人民战争”最后

的反攻阶段。① 形势紧迫，日本不得不防。
在中日两国国力此消彼长的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局势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日本与

美国的特殊关系，当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美关系改善推动的结果。冷战结束

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似乎岌岌

可危，开始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是美国奉行的新战略，而日本正好

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由此不可能不会影响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同时，在日本

右翼势力看来，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日之间爆发冲突不可避免，届时美国对

日本的庇护是否牢靠也成疑问。因而，日本既要与美国修改防卫条约，将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地绑在一起，又要挣脱来自美国的羁绊，修改“和平宪法”，为自卫队“解禁”，争取成为一个“正常

国家”，还要与那些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串通一气，试图遥相呼应，构建起一个对华包围圈。
安倍政府在致力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明显违背了日本的战后和平承诺。许

多国家已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其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并引发了中国、韩国这些历史上的日本 “加

害国”的强烈谴责、高度警惕和对日民族主义思潮的全面高涨。在此形势下，为得到日本国民的拥

护，日本政府不惜奉行历史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为其以往的战争行为作辩解，为其危险的右倾政

策寻找理论支撑，同时似乎找到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煽动起日本

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与中国、韩国等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 “一较高下”的态势。新加坡

《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 “20 多年的经济发展低迷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冲击就是

自信下滑，而中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则进一步动摇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认同。
与此同时，政治领导力的赤字和首相的频繁更替以及 2011 年的地震海啸核电站泄漏三重灾难，更加

剧了日本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日本社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心。日本急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

的动力来凝聚民心，重塑信心恢复国际地位，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 ‘复兴日本’的一个有用的手

段。”于是就有了所谓“安倍经济学”。但是 “安倍的 ‘日本复兴’战略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

试图把经济繁荣同保家卫国以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可能在他看来单纯用恢复经济的方式，不

足以调动日本国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而必须将发展经济战略同国家安全需要结合才能激发日本复兴

的动力”。② 日本也有学者分析道: 战后日本 “虽然表面上被封锁了，但是日本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

国心在战后 60 年也没有枯竭。回顾我国历史，在国家危机之时，尊皇精神和爱国心就会兴起，超越

危机。现在日本的危机状况，通过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日本传统精神的复兴，必然能够度过”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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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媒: 中国对日“人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环球时报》2015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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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不正在将日本拖出国际社会之外吗?

综上所述，时下中国对日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可以说是日本民族主义助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

说，对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伤害的中国人民而言，日本还欠一个公开、正式的道歉。 “球在日本方

面”，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像德国那样对自己以往的 “加害史”做出彻底的清算，同

时认清形势、摆正心态，与自己的邻国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获得受害国人民的谅解，中日两国针对彼

此的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逐渐自然消解。中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

际高调举行纪念活动，不是为了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更不是为了刺激日本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激

发全民“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同时向全世界昭示中国当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的地位和

作用。费正清说过，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在笔者看来，只有那些看重历史的民族

才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我们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科技实

力、国民素质诸方面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谈论民族主义思潮时

切切不能忘记的。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11BDJ002) 。

① 《“购岛”闹剧促日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参考消息》2012 年 9 月 12 日。

② 黄永祥等: 《不要忘记德国》，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年，第 307 页。

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
不同态度及其成因

孙立祥

日德两国同是当年的法西斯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这段相

同的侵略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导致两国与邻国一个摩擦不断、一个和解共赢的重要原

因。值此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就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

度及其成因展开探讨，当有裨益。

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

1. 战争认识问题

德国的总统、总理、议长等政界要人，不但坦率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表现出应有的政治远见和高度的历史

责任感。其中，既有将德国战败日 ( 5 月 8 日) 定为 “德国人民解放日”的国会决议，也有赫尔佐

克总统在波兰华沙起义 50 周年纪念仪式上“请求宽恕”的谢罪讲话②; 既有勃兰特和科尔两位总理

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犹太人纪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惊世之举，也有魏茨泽克总统和默克尔总理规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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