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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后，不管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还是在有关 “构筑东亚共同体” 的议论中，中国

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都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间的合作正在愈发变得必不可少，尽管如

此，现实中应成为合作基础的互信关系却并没有形成。
　　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两国迥异的社会体制曾被认为妨碍了相互理解，但是随着

197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8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大踏步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两

国间的体制差异急速缩小了。尽管如此，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在90年代以后却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当然，可能会有人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同，依然没有成为自由主义体制，但是，在中日

关系正常化之前，无论是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蒋经国独裁统治时期，还是韩国的朴正熙、全斗

焕、卢泰愚等军事独裁政权时期，日台、日韩之间都保持了良好关系，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相互理

解。由此可见，90年代至今，阻碍中日相互理解的根本因素存在于体制差异之外的其他方面。
　　比如，由司马辽太郎主持的 NHK 特别节目 “丝绸之路” 曾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丝绸之路成为旅

游热点，可同时很多日本人却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同时代的中国的现状。从孔子、孟子、诸子百家、朱

子、王阳明等思想家，到项羽刘邦等三国英雄，以及李白杜甫等唐诗宋词大家，很多日本人对古代中

国抱有崇敬之情，甚至从中感受到了历史的浪漫，可对同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却是另一番心态，在二

战以前是轻视和蔑视，今天则是有些厌恶，这种对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巨大认识差距始终存在。那么日

本人的这种在不同维度上观察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中国观之 “扭曲” 从何而来呢？

　　目前来看，妨碍中日相互信赖、相互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历史认识问

题，但是必须看到，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从19世纪开始的不同的 “现代化” 进程经常起到阻碍作

用这一点上。从日本方面看，本来它的 “中国研究” 应该在相互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实却是从

战前的汉学、支那学直到今天的中国研究其作用都微乎其微。1

　　由此可以想象，一定是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问题。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却只有竹内好、沟口雄三

等极少数学者论及了方法论问题，真正的理论探讨少之又少。在此既有作为方法论的理论问题，也有

深受日中两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关系影响的问题。本书即是笔者尝试从上述两点展开论述的结果。当然，
所述还远未成熟，仅希望以此作为切入这一复杂深奥课题的开端，更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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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本应对从戴季陶开始直至今日的中国的日本研究也予以论述，但本文将重点置于日本的中国研究，故暂且

搁置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