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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总算走上了留日的道路！
”40多年前抵日后不久，在一份留学生刊物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令人感触良深。
对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最早的几批亚洲留学生来说，要走上“留日”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
。
首先，是战争的阴影犹存；其次，是各方对日本学术的评价及留日后的出路，与其说是正面和乐观的
，不如说是负面和悲观的。
“到那神风敢死队与宪兵队的故乡，到底能学些什么？
”“日本的一切，充其量只是欧美的仿照。
同样是付出宝贵的青春到海外取经，为何不直接前往欧美？
”在获悉我决定到日本留学时，几乎周围所有的师辈、亲戚和朋友都异口同声发出反对的声音。
“战后的日本有异于战前，饱受战火洗礼的日本人应该会更加珍惜和平。
”“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应该更为实用。
明治百年以来日本近代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正因为这是一条人们少走的道路，更具有挑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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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各报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但与此同时，其报道模式、评论态度、新闻价值的判断与取舍、版面的策划与栏目的“划一性”，也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种“划一性”，再加上各大报纸及各电视台狂轰滥炸式（日本人称之为“集中豪雨”式）的、倾
向于煽情渲染式的激情报道手法，使得日本国内某一时期某种话题和热潮接连不断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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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在新加坡华中和南洋大学受教育。
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
闻学）博士学位。
留日期间，曾不断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
1973年返回新加坡，就职于《星洲日报》，负责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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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第一章 日本大众传媒东南亚报道的特征与基调一、战前报
道的背景和特征在探讨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大众传媒对东南亚问题报道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日本
人在占前与战争期间对东南亚的基本概念，也有必要回顾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史。
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辨清日本当局对东南亚的定位及其相关国策的变化，进而探讨大众传媒在上述背
景下被赋予的任务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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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正如笔者在《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版，日本评论社，2003年）的后记中所述一般，1989
年当笔者从报界转入学界时，不少朋友甚表关心并曾问我有何感受。
我的回答是：对我来说，这只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因为，作为新闻系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我在报界的16年期间，尽管主要的任务是撰写社论与国际
问题的时评，但从未停止过对报史与报学的研究；同样的，在转行进入学界之后，我仍然不停笔耕，
继续为新、马、港乃至台海两岸的一些报刊不定期地供稿。
加之教学与科研的内容基本上仍离不开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日本与亚洲相互报道的课题，日本的
亚洲报道、亚洲论与亚洲外交，遂成为我时时刻刻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于是乎，仔细阅读与观察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比较日本与亚洲各国传媒论调之异同并从而探讨
日本外交之走向，遂成为我每日不能不留意与不断思考的课题。
40年前留日期间为新加坡报社撰写通讯稿时是如此，1973年返回新加坡参与主持报社笔政时是如此
，1989年转入学界后仍然没有两样。
与此同时，也许是与“职业病”有关，或者是说自幼接受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开的看法之影响，笔者在
转入学界后仍然以“学术研究不忘现实社会”为座右铭。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

编辑推荐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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