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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四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
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
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在北大听讲座》作为讲座系列的品牌，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和品位，尽可能地还原讲座
的原貌，将讲座奉献给广大有追求有担当的人群。
在第十四辑中，我们从最近的众多讲座中挑选出一些精品，从多个角度反应北大讲座的文化情怀，国
事关切和学术热点，这不仅是对北大学术资源的一种珍视，也是对读者不懈支持的回馈。
我们希望能够借本书将北大的精神、氛围传达开来，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与北大学生共享这份难得的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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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掌声）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这个题目具有很大的尖锐性。
　　从文明史的立场上说，中国与作为自己近邻的日本已经具有了2000年以上的生存联系。
日本从亚洲大陆文明特别是从中华文明中获得过滋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养料。
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日本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
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近代文明进程的历史，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是与侵略和掠夺它的邻国同步的。
虽然从20世纪的中期以来，这种“近代性疯狂”已经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遏止。
但是，统治日本的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时时以“国家主义”和“皇国主义”挑战人类文明的进步
，造成东亚文化圈内各国，当然包括中国在内，与日本的关系在许多层面上险象环生，甚至冰天雪地
。
但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和未来又昭示我们，创造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拓展
中目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推进合作，在合作中建立友好，这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
于东亚，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
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念”的状态。
各位要知道，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
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时，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六十年，一个“
甲子”周期。
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我今天只是站在一个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观察到的日本
，当然也有我在文献上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来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观念。
这个观念只是作为各位自身对于这个历史时代“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一个宏大题目的参考
，或者作为各位自身思考的思维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个人对日本的接触很多。
从1974年到现在，我访问过日本大约有37或38次，我在日本的文部省的研究机构中担任过2年的学术专
家，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担任过客座教授，对他们的财政预决算、教师的职称提升、学术规划等也都
投过票，前后加起来大概有近7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研究东亚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就逐渐形成了我对“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一些材
料积累和由此构建的若干概念和判断。
　　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
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从文革之
后，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是第三个时代。
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我想向各位介绍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
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
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
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6年这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
当强烈。
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我们知道一种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的说法，它拥有比较复杂的“文
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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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
区的生存地位，即它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
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状态”。
　　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的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
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
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1946年日本的经济情况是：全国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
所谓夷为废墟就是说盟军的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地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的时候，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
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
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
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
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
其中40％为豆类。
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
这时候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
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
被抛掷到社会上。
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共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
无家可归。
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
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
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
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
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
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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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
　　——索福克勒斯　　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要可怕。
　　——《圣经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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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汇集时代的思想，探寻人生的意义！
　　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
——索福克勒斯　　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要可怕。
——《圣经外传》　　每一个走进北大的人，都会被它那自由的思想空间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所感染，
仿佛置身于精神的乐土、智慧的海洋，而北大讲座，则是这片乐土上生长五彩缤纷的花朵，是这个海
洋中时时腾起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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