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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汇集了我近年来所写的部分论文，其主题是关于战后日本的舆论、学界与中国。
其中第一章中的第6节《从天皇制看战后日本社会舆论的变化》最初发表于《读书》1999年11期；第二
章《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发表于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2002年11辑；第三章第3节《日
本近代化再考》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9年6期；第四章第3节《从舆论调
查看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的发展前景》（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的部分章
节。
收入本书时，对上述章节的题名和篇幅做了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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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生产了极大的恶果，这就是所说的
日本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
    日本经济完全失掉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平衡。
为了确保庞大的工业生产品的销路，不得不将其商品及资本输出的市场越来越向海外扩张。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不断增大的对工业原料的需要，不得不竭力获取海外资源。
    在国内，垄断资产阶级俨如帝王，甩无止境的合理化压迫、剥削工人。
剥夺了农民、渔民的土地和生计，把中小资本家纳入自己系统之下作为附庸，通过财政、通货膨胀对
人民群众进行掠夺，任凭公害发展，连人民群众的生命也加以剥夺。
    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从属性和侵略性、掠夺性、非人道性是互为一体的。
    当美国在侵略战争的相继失败中消耗了实力．频繁地遭受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的时候，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却积聚了资本和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生产力。
到60年代后半期，日美在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显著起来，日美贸易变为日本方面持续出超
。
    为此，日本的革新组织提出了如下的社会改革目标：首先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因而必须废除“日
美安全保障条约”及所有保证美国在日本特权地位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
从日本领土撤退全部美军，清除其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旌，没收在日美国资本的一切财产，归为国有；
无条件地从苏联收回国后岛、择捉岛、齿舞群岛和色丹岛。
    就政权建设来说，目标是废除天皇制以及所有现存国家机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日本民主共和国，在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建立人民的政府。
这个政府，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小企业主以及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赞成国
家的民主改造的人们的联合政府；解除自卫队和警察及其他反革命韵一切武装，创建人民的军队，人
民的警察，设置民兵；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处罚最坏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收其财产；禁止
一切军国主义团体。
    在对外政策方面，主要是反对大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压迫，实行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独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
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
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牢固的和平友好关系；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
族的斗争。
在经济上，要把一切银行和金融机构合并，实行国有化。
并把支配国家经济的重要企业国有化，或加以严格统制。
统制对外贸易，禁止一切投机活动；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
国家保护中小企业主、店主、工匠等，在资金、原料、销售及其他方面，进行适当的援助；在工厂、
矿山以及运输、通讯等一切单位，工人有权参与生产和分配的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亲美政策和盲目的
膨胀政策造成的日本经济畸形状态，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极端不平衡。
对工业采取调整政策，对农业提供大量的国家资金，扩大农业生产，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以公平的
价格保持农产品的稳定；土地制度以“耕者有其田”为原则，保证农民的耕种权。
为确保农民土地，并防止土地转让到资本家、投机者等人手中，禁止土地的一切买卖，没收大资本家
、大地主所有的闲置土地、山林、原野，把必要的土地都分配给农民，其他作为国有，由国家经营；
包括农业工人、贫农(包括外出做活的农民)、中农的农民组织，管理耕地以及有关农业生产的销售、
购买、信用等；废除向群众课税，实行高率累进课税；放弃日本在发展中国家的一切投资和经济权益
，放弃同这些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经济协定；和亚洲各国建立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经济关系。
在严格尊重对方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的情况下，进行对外援助，帮助发展中
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独立的国家经济。
    在社会、文化政策方面所要采取的措施是，废除一切压制人民的反动法令，完全保护人民的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思想和信教的自由；完全保证工人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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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性别、年龄、学历等的工资判别，实行同工同酬和全国统二的最低工资制，提高工资，消灭失业
，改善工人的生活。
废除社外工制度、临时工制度；改革过度繁重的劳动和不合理的操作制度，确保合理的劳动条件，彻
底地预防工伤事故，以保证工人的安全；必须保证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家庭各方面与
男子平等的权利；彻底消灭对未解放部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歧视；完全保障在日朝鲜人、在日中
国人等的民族、民主的权利；同殖民地性的、反动的、颓废的文化进行斗争，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确立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服务的人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教师、学者、技术人员、医师、
新闻工作者、文学家、艺术家等)的重要作用，帮助他们为服务于革命和民主改造而进行工作；防止环
境污染，完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人民的生活。
    在当时，中国革命在何种程度上被人们所理解可另当别论，但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
第三世界国家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对美国的反越战运动的游行也好，对欧洲的学生运动，中国革命
的思想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在当时欧美社会与非欧美社会的对立格局中，中国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仅局限于日本。
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5．70年代以后对中国韵认识    如前所述，由于当时日本社会现实的变化，70年代初日本的学术界在对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社会现实问题，重新研读马克思主
义。
    70年代除了思想体系上的变化外，东西阵营之间在经济上开始产生一些差距。
在中国大搞“文化大革命”之时，日本则以主办1964年的奥运会为契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以
此为开端推进社会的重建和经济的发展。
    70年代末，伴随着重新评价日本的近代化的思潮，加之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存在着差距，在看待中
国的近代化时，人们则开始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成功的，与之相比，中国则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在中国社会仍有许多封建性的东西，如等级观念、血统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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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章1．问题的设定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在观点上有很大的起伏变化。
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不能只将其简单地看成是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的深化，而应该认识到这是战后半
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发展及人们的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与中国发生关系时态度上的变
化。
这种变化对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考察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过程时，研究不同时期的社会舆论，也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
法。
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舆论都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
社会舆论是公众的言论和意见，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共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
作为流通和表达的方式，社会舆论最初形成于街谈巷议，最后以一些较为恒定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
作为研究舆论的方法，这里主要以舆论调查、报刊等出版物作为考察对象。
    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其客观性，但从历史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在问题意识和观点的形成上
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社会舆论相互影响的态势。
除舆论调查和报刊等媒体外，这里所考察的另外一个对象是以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
学界的研究对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此外，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将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有关联的日本的记者、
政治家或经济界人士的观点也纳入了进来，因为只有通过分析这种社会舆论的变化才能真正把握战后
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
本书所要尝试的就是要通过对一些常见的社会舆论和学界的中国研究的解析，来勾勒出战后日本人的
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过程。
    这种认识在研究日本的中国认识时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拟从战后日本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舆论、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中来把握日本的中国认识，同时亦
将通过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勾勒出日本社会思想文化的一般特征。
作为具体的事例分析，本书拟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中国近代化的模式、传统文化等视角来分析日
本人的中国认识的变迁过程。
作为论证方法，是在各章中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舆论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探讨舆论与日本人的中国认
识的形成背景，以具体的事例来分析中国观的变迁过程。
并通过比较论证，考察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
    考察日本的中国认识，自然离不开论及作为其参照系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有关研究状况，但是，在
这里主要是以日本为考察对象，所以为保持论点的一致性，使研究焦点更加明确这里将尽可能少涉及
国内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在必要的情况下，只对美国的研究作些介绍。
    有必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日本的中国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
各国都与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的。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中国认识是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关的发展的延续，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战后
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也就有必要把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其对中国的研究放在面前加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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