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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冬去春来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岩松看日本》采访组前往日本进行采访。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近些年来第一次派出阵容如此强大的队伍，前往日本进
行范围如此广泛的新闻采访活动。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大型的新闻采访活动呢？
我想有两个最主要的理由或者说是动机。
第一个理由，中日两国关系，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它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而恰恰这种重要的两国关系在近些年来却不尽人意，令每一个有国家责任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感到忧
虑。
就拿民间来说，我们常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的睦邻关系，但实际上两国民众彼此之间的
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这给我们两国的媒体从业人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现实的课题：如何发挥媒体
的力量来增加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真实了解和良性互动？
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但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国家。
目前，研究日本的著作为国内公众所熟悉的并不多，市面上还是几十年前的那几本书，最有代表性的
是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几十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写道，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同时戴季
陶也反问道，那么中国呢？
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给中国观众提供更多的、更全面的关于日本的信息，是《岩松看日本》此行的一个基本目的。
前不久，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展互访，这也许是中日关系“多云转晴”的一个信号。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考虑制作系列地介绍日本的新闻节目，而中日关系转暖，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提前启程的契机。
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毫无疑问，国家责任感和公众知情权，都是它义不容辞应该承担的
责任。
所以在增加两国民众互相了解和信任、推动中日民间良性互动方面，它必须有勇气先行一步。
第二个理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媒，必须放眼世界，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信息港，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也让中国了解真实的世界。
所以“走出去”、  “走向世界”也是中央电视台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最近几年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对全球各地的新闻介绍大大增加，无论是重大突发事件，还是
普通新闻，我们每天都会在重要时段播出。
这种增幅，是五年、十年前所无法比拟的。
包括一些重要的新闻专题节目，也加大了这方面的报道力度。
例如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东方时空》，这两年就策划制作了许多“走出去”的节目，像大型
系列报道《小萌探维和》、《岩松看台湾》、《直通巴格达》等，都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好评。
如果说我们此前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主要还是以动态信息为主的话，那么此后的《岩松看台湾》，应
该说是带着大陆观众的问题去的。
出发之前先了解了观众的好奇所在、问题所在。
应该说，带着问题走出去的做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次我们看日本，也是带着中国人的问题去，我们通过互联网，通过找各方面的朋友访问，来获知大
家想了解日本什么？
当然不仅仅只是几个老问题，我们是放眼看，昨天、今天、明天，政治、经济、文化，等。
通过媒体的眼睛，带去多元化的问题，带回来多元化的信息。
同时，《岩松看日本》节目不仅在一套《东方时空》栏目播出，还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重点播出
。
《东方时空》在完成《岩松看日本》之后，还将继续推出《东方时空看世界》的系列报道，陆续开始
“看印度”、  “看越南”、“看韩国”、“看非洲”⋯⋯见多才能识广，在这个极为丰富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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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将为中国观众提供全方位的世界报道。
(作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主任高级记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松看日本>>

内容概要

《岩松看日本>以媒体的视角和新闻人的敏感。
对日本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时尚、娱乐等诸多方面作了近距离观察。
并在此基础上将所见、所感、所悟整理成了文字。
书中文字不似专家学者般深奥。
也全无情绪化的议论和泛泛而谈，而是力求以平实、客观的描述。
将一个真实的日本呈现给读者。
为了更好地贴近受众。
满足大众了解日本的需求。
采访人物和专题的设定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网友的建议。
特别是希望把中国未来发展中会遇到的诸如环保问题、老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等。
通过“看日本”而得到一定的解答。
“把爱恨放下，先去了解”，是作者的希望也是“看日本”的宗旨，因为面对未来，不了解别人是危
险的。
不了解别人如何做的就不能请楚自己前进的方向。
日本是一面镜子，走近他们。
可以照见自己。
七十年前。
戴季陶先生曾感叹说，日本已将中国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过千百次，而中国呢?希望《岩松看日本》对读
者了解日本能够有所裨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松看日本>>

作者简介

白岩松，《东方时空》主持人、制片人、编委。
内蒙古海拉尔人。
合著有《岩松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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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媒体需要勇气（序一）行走在爱恨之间（序二）东京：日本初印象靖国神社：极端的日本二战史观和
平博物馆：一种理性的声音神风特工队：一张单程机票渡边恒雄：敢于说不的新闻良心日本媒体怎样
看中国冲突与希望　旷日持久的劳工案　慰安妇问题再起风波　来自中国的高中留学生 防灾：无处不
有的国民意识　日本小学防灾演习　深入人心的防灾观念渡边淳一：爱的顶点是死亡涩谷109百货：亚
洲流行时尚的发源地大相扑：不仅仅是运动从垃圾处理看日本环保落语：日本的单口相声 道顿堀：走
进天下厨房村上龙：我只为少数人写作银色一族的第二人生松下新帅大坪文雄谷村新司：中国观众熟
悉又陌生的日本歌手栗原小卷：与表演艺术的一世姻缘感受动漫神话 鹿儿岛的砂浴涅泉细节决定品质
安倍昭惠：时尚率性的首相夫人滨崎步：最艰难的一次采访中曾根康弘：日本政坛的长青树御手洗：
日本财界总理体验东京地铁七日樱花与杉本姐姐镜中印象 网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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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3月5日，《岩松看日本》采访活动正式启程。
一早6点许赶到首都机场，9点10分乘国航925航班飞往日本东京。
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日本。
很快，好像刚打了一个盹儿，广播里就通知请系上安全带，飞机开始下降，东京到了！
真快啊，只飞了不到3个小时。
据说今天是顺风，飞快了。
可见日本离中国之近，真是一衣带水。
从高空看日本国土，虽然春天还没有到来，树林尚未泛绿，还是感觉到了日本空气的清纯，森林、农
田、房屋轮廓清晰，十分整洁，看不到有裸露的荒土。
这一点，随着飞机降到了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感觉更加强烈。
诺大的一条机场跑道上，真的看不见一片落叶、一点垃圾，这也许是我们见到过的最干净的机场了。
机场离东京市区有100多公里的车程，需要两个多小时。
NHK的关联公司MRI派人来接机，负责与我们联系的邹大庆和公司的老板吉野先生都来了，还有我们
在北京已经认识的翻译杉本小姐也来了。
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我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按照事先制定的采访计划进行工作。
今天我们其中一组要立即赶到NHK总部洽谈相关采访行程。
赶到NHK总部，与传送部的泽部长和国际部的广谷部长洽谈接下来每天的采访安排和节目传送事项。
同时NHK还来了两个栏目的负责人，商谈在日本期间采访我们节目组的想法。
很有意思，在场的七八位日本人，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中文，这很让我吃惊。
在中央电视台，绝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说几句日语。
当从NHK总部出来，夜幕已经降临东京。
深深喘了口气，才感到看日本的第一天快过去了。
从天不亮离家，到天黑时走出NHK大楼，十几个小时我们已经走出准备了好几个月的“岩松看日本”
的第一步，一切顺利，种种的担心和顾虑虽然并未消失，但现在已经不管那么多了，径直往前走吧！
感觉东京气温与上海接近，风是温暖而潮湿的，吹在脸上很舒服。
驻日本记者站的李卫兵陪我们一起回下榻的饭店，车行在东京的大街上，我恍惚有种错觉，似乎并没
有离开中国，仿佛出差到了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也很像台北，因为这里的街道、地名几乎全是
中文的，行人和中国人毫无区别，人们的衣着也和中国南方都市并无多大差别⋯⋯一眼看去，几乎与
中国没有差异感，这跟去欧洲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使我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松驰感。
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东京一个夜晚的侧面，并不准确。
我们下榻的地点位于东京的市中心，在饭田桥，名叫后乐饭店。
这又使我想起了范中淹“先忧后乐”的诗句。
问一旁的邹大庆，他说就是取自中国的这个古训，日本很多地名都与中国文化有关系。
而且这家后乐饭店边上就是日中友好会馆，饭店提供中文服务，因为来这里下榻的大多是中国客人。
到了后乐饭店，果然服务台全是中文服务。
我们和另外一组人马会合，放下行李先吃饭。
餐厅就在饭店的地下一层，有一家中国餐厅，吃的却是日式汤面。
10个人，一人一碗，花了一万多日元，合人民币660多元，一碗面条60多元人民币。
日本的高物价果然名不虚传。
饭后，冒着大雨，全体采访组成员乘车赶到位于东京六本木附近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王毅大使要和
大家见面。
使馆占地面积很大，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东京的各国使馆中算是一个大馆了。
进了使馆，穿过大院子，就到了一幢独立的小楼，这里就是大使官邸，王毅大使在此等候我们，并请
大家一起吃元宵。
哦，这才想起来，昨天是中国传统的元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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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吃边聊，王毅认为我们采访组赴日采访的时机选得正好，并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日本的特点和中日关
系的经纬，这些年来两国关系疙疙瘩瘩，根子上还有一个彼此认知的问题，要建立真正的睦邻友好，
日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接受中国的发展，位了增进双方的了解，不久后温家宝总理将访问日本，在
此时中央电视台全方位、客观地介绍日本，是做了一件很有勇气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王毅大使希望我们以冷静客观的目光将这个复杂的邻国介绍给中国观众。
从使馆出来，已经快11点了，东京下起了大雨。
无暇浏览东京的夜景，匆忙又赶回饭店收拾行李，一大堆行李还放在饭店大堂里呢！
大家分了房间，然后在我房间里开了一个小会，布置了明天的采访安排，即刻休息。
日本，我们曾无数次地谈论过你，此刻我们直接面对着你，你到底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
明天见，东京。
靖国神社其实距离我们住的后乐饭店非常近，坐车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
到了那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马路边那个非常高大的“大鸟居”。
日本的所有神社都有这种“大鸟居”，非常像中国的大牌坊，看到它标志着已经进入了神社。
之所以叫“大鸟居”，顾名思义，就是鸟可以在上面停留和居住的意思，也许还有其它的宗教含义。
日本所有的神社都有这种“大鸟居”，非常像中国的大牌坊，看到它标志着已经进入了神社。
靖国神社对游客全年免费开放，而对于这次中国媒体的采访和拍摄，他们的态度十分谨慎。
2007年2月份，我们就向靖国神社递交了拍摄采访申请。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协商之后，3月初，靖国神社终于同意我们进行有限制的两小时拍摄，但拒绝
接受采访。
其实，相对于实体的靖国神社来说，一个精神的靖国神社才格外让人敏感。
这个精神的靖国神社也被学者们称为“靖国史观”。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来看到在一个实体的靖国神社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种历史观，我们特别还请
到了刚刚拍摄完记录电影《靖国神社》的旅日导演李缨和我们一起看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占地十余万平方米。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正式更
名为“靖国神社”。
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的秋季祭奠，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甲级战犯以及一千
多名在二战结束后被处决的乙级和丙级战犯的所谓“英灵”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
迄今为止已经有246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召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在这里被精确到个人，这其中有中国人熟悉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
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等等。
在进入靖国神社的正门之前，在马路两边，有两个日本陆海军的大灯笼，也就是所谓的纪念塔，在这
两个纪念塔的下方有16个浮雕，上面描绘了历次战争的场面，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和中国有关：有1894
年日本联合舰队击破北洋水师，甲午海战之后攻占天津，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还有日军攻克长城
在长城上面欢呼胜利的纪念性画面等。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为了掩饰其对军国主义的纪念，这两个纪念碑上的浮雕曾一度被涂上了水泥，但
在6年之后，这些浮雕又重新显露了出来。
进入靖国神社的正式大门之后，我们需要到神社的管理部门去办理采访手续，尽管事先已经联系好了
，但还有领取采访证件，还有向我们一一交待采访的注意事项，比如参拜大殿不可以拍摄、不要停留
在神社的中轴线上拍摄等等。
但我觉得，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中国记者，特别有所限制，好像这些规定对任何记者都是一视同仁的。
NHK有一组记者本想跟我们一起进入到靖国神社里面拍摄，因为没有事先提出申请，居然被拒之门外
。
这一点，我觉得日本做事还是比较讲规则的，并不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味，包括这个很政治化的靖
国神社也是如此。
拍摄过靖国神社的纪录片导演李樱，早早来到这里，配合我们一起进行采访。
没有他的帮助和指点，在这座神社里，很多重要的纪念物我们都无法一一辨认和解读，他为岩松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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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帮上了大忙。
进入靖国神社这个大门后就是正殿，进入正殿，我们所有的拍摄将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例如，不能
采访游客，不能拍景物特写等。
靖国神社的馆长拒绝我们采访，但是在书面上回答了我们一些问题，其中两个让我感触特别深。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来参拜过靖国神社？
他说这么多年很难统计，但是去年一年来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超过了500万。
还有一个问题是参观者的年龄大致是多少？
他回答说说不太好统计，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近年来参拜的年轻人明确增多。
靖国神社是右翼分子最经常去的地方，我们来拍摄的这一天，没有见到右翼分子的身影。
但是在有的日子里，在这里会看到数十万的右翼分子聚集到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大肆
进行军国主义等各种右翼宣传。
按照日本神道的说法，靖国神社里所有的灵魂都聚集在一把军刀上，因此，参拜者只要来到这里进行
参拜，就等于参拜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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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岩松看日本》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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