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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胜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
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且仍然不幸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反复受到“历史问
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
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而把“不正常”中
日关系对象化的知识阐释和思想把握，则是学术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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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平，法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199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课程毕业后赴日本国立宇都宫大学留学：2003～2007年攻读北京大学
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留学两年。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中日关系与中国政治、外交，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当
代中国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开放时代》等多种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50余篇，有论著《
新中国的原点》和译著《日本新保守主义》、《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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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历史再探讨的意义和理论新思维的可能性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一)中日关系
论的意义危机　　(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三)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对学术发展的意义
　二 学术史与研究概观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概述　　(二)日本方面的研究概述　　(三)先行研究
的比较特征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内容　　(一)研究方法　　(二)资料　　(三)本研究的基本结构与内
容第二章 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原型　一 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
日本认识　　(一)野坂参三与中共日本研究的开端　　(二)野坂参三对中共日本认识的影响　　(三)中
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及其历史局限性　二 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　　(一)苏
联、斯大林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原则　　(二)新中国对日外交的起步　　(三)亚洲冷战体制与新中国
对日外交的目标、模式第三章 冷战国际政治体制下“人民外交”的展开及其挫折　一 人民友好意义
的“人民外交”　　(一)协助日侨回国　　(二)“人民间”贸易协议　二 以民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
”与冷战体制的结构性障碍　　(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　　(二)以民促官遭遇困难：美国因素和
台湾问题第四章 政治经济“分离”与“不可分”的原则较量　一 日本的敌视、蔑视立场与中国对日
外交的政治整顿　　(一)引爆中日关系的导火索：从“刘连仁事件”到“长崎国旗事件”　　(二)厘
定原则：中国对日政策调整的过程与逻辑　二 政治经济分离：国民外交攻势下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
　　(一)贸易三原则——国民外交取代人民外交　　(二)民间贸易体制的确立——政治经济分离　三 
政治经济不可分：军国主义复活危机中人民外交的复权　　(一)军国主义复活：冷战转型期的东亚政
治和历史心理　　(二)象征对抗：民间贸易的再“人民外交”化第五章 邦交正常化：“法律解决”与
“政治解决”的攻防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把握　　(一)作为“战后处理”程序象征的“日中关
系正常化”　　(二)作为“唯一合法”主权确认的“恢复中日邦交”　二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
分析　　(一)“政治解决”的思路与试探　　(二)“法律解决”的战术与效果，第六章 结论：中日关
系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和周期性恶化的原理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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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对学术发展的意义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在1980年代开始复兴，进入90年代
明显地形成两个潮流：一是不断地译介西方（主要是美国）理论并尝试用它们来表达对国际问题和中
国外交的看法，二是以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为旗帜，探索以现代中国历史为思想资源的中国
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
必须注意到，西方理论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的问题意识处理西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追求所作的哲
学思考，其思想资源、政治立场当然是西方中心的历史经验和利益设计。
必然地，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特别是一个在近现代历史中被强行纳入西方国
际关系体系而又通过革命从列强的半殖民统治下获得主权独立的新兴国家，所谓民族利益、人类责任
和中国知识者的思想自尊当不待言，单是从作为人类经验之一大部分的中国独特的近现代历史考虑，
没有基于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作为反映现代人类思想文明进程的社会科学之一部分的国际政治
学也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对外关系经验和外交史研究，应该能够为国际政治学贡献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
因此，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是一个理性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追求。
但在长期以来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探讨中，对中国革命领袖关于国际问题的言论和指导新中国外交的
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是比较常见的模式，新中国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的写作也多以革命领袖的思想为
纲领展开，而结合新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研究则严重欠缺。
这给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基础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所得出的结论尚有待于大量的历史实证研究提供充
分的学术支撑。
因为如果缺乏这种支撑，即使纯粹的外交思想史选题，也往往没有交代清楚演变的关节，更难以建立
作为研究者的规范性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了。
例如，关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对于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研究者多是从领导人
的“人民外交”思想出发，长期因循“民间贸易——半官半民关系——邦交正常化”的“以民促官”
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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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9月至2007年7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入选者攻读国际政治
学专业博士课程，以战后中日关系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调整、修改后形成的专著。
感谢我的博士课程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义虎教授。
在李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的学习和研究取得了扎实的进步。
李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宽容和热情耐心的帮助，对论文的指导严谨到斟字酌句的程度，使我感到了师
恩的厚重。
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李玉教授，李老师作为日本研究的权威专家，从我的论文开题到完成，都给
予了细致的指导。
感谢我硕士课程的导师，也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潘国华教授，潘老师是指导我从一名理工
科本科毕业生转向社会科学硕士课程学习和研究的引路恩师，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对
我的博士论文也给予了精心的指导。
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和预答辩指导小组的梁守德教授、张锡镇教授、张植荣副教授、张海滨副教授，
还要感谢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两位校外专家外交学院的杨闯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卫灵教授，在诸位老
师的热情指导下，我的论文不断得以改正不足而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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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在中国舆论热烈拥抱“全球化”的21世纪初，中日关
系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坠入“冰川期”，尤其两国的民意调查、网络言论、街头行动更突显“相互
嫌恶”的特征。
既然“人民友好”失去了统计学支持，那么据其立论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之“人民”所指是谁？
“友好”的逻辑何在？
我们不得不从这种基本概念的“考古学”着手，以实证的历史学和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学重建中日关
系的知识体系；而由此更发现，19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
“周期性恶化”特征提示了“人民友好”表象下的战后中日关系有着不良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只有把
握它，才能克服政治话语失效和历史叙事断裂的危机，才能在基于可靠知识的合理逻辑上尝试“新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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