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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在我面前的《“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是作者的新著。
在此书名中，作者以带引号的“大国”作为日本的定语，这一特殊的定语，既反映了日本的两重性，
也规定了本书的逻辑起点。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国要素与大国要素并存的复杂国度。
从幅员、资源以及某些岛国作派等方面看，日本难以算得上大国，但是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政治
组织力和军事实力、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以及强烈的大国欲望等方面，日本确又居大国之列。
这种两重性，给予日本的战略文化以深刻影响。
作者以这种两重性为基础，把日本的大国意识与其战略文化联系起来，探寻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展
开其对《“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的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为了深入揭示日本对外政策的传统和特点，作者还关注到日本与俄罗斯、朝鲜、欧洲、印度、东南亚
和非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描绘出了一幅比较全面的关于当代日本外交概况的图景，从而为分
析本书主题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认识与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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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日本在客观上是大国还是小国，近代以来，日本人在主观上萌生了大国意识却是不争的事实。
本书就是以日本的大国意识作为全书的重点，并把这种意识与它的战略文化联系起来，探索日本的对
外政策，剖析中日关系，同时也对日本的国别外交进行了综合分析，如与俄罗斯、朝鲜、欧洲、印度
、东南亚和非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可以说，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比较全面的关于当代日本外交概况的图景。
当然，本书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探讨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大国意识和战略文化分析的基础上
，尤其对安倍、福田和麻生内阁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美日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
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合理的预测，从而使该书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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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日俄之间至今尚未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条约，尽管双方都有这个愿望，“二岛返还论”
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结果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事实上，现在领土问题仍然是日俄和平条约的
障碍。
尽管在以后的谈判中，领土问题也伴随着围绕日俄两国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外交战略的变化而
有所改变，但是日本始终不能在对俄关系上超出双边分歧，不能在大国外交的框架下使两国关系更上
一个层次。
（一）“日进俄守”虽然1956年日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也要回了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还
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但实际上，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一开始就不想造成以二岛的返还来结束领土
争端的既成事实。
其实，鸠山在“二岛返还”问题上的让步，一开始就是缓兵之计。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政府最终放弃了接受二岛的政策，宁可等待时机一起要回四岛，也不愿接受“
二岛返还论”。
这样，因为领土问题的悬而未决，导致日苏和平条约一直难以缔结。
本来，因为日本的“反悔”（即放弃“二岛返还论”而要求返还四岛的态度）致使苏联拒绝承认两国
之间存在领土问题，导致了和平条约的缔结问题始终难以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冷战的现实给了日本两次机会，又让这个问题变成了两国间的焦点问题。
这两次机会，一次是1972年的中美和解，一次是1991年的冷战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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