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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倾听对方的观点与看法，在对话与交流中了解对方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双方的
互相理解，也许是当今人们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而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
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智慧在不断地增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在21世纪的今
天，但愿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化解我们的矛盾与冲突。
    伴随中日两国先后步入近代，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什么特点，《田中奏折》是真实存
在的还是伪送的，如何看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分歧倒在哪里，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在两国学术界存在分歧，更进一步影响两国的普通民众，进而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
如何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这中间历史研究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本书就是一批日本在日中国学者试图从加强双方学者的对流与交流入手，增进双方的了解及理解。
进而为达成双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认识上某种程度的一致所做的一项初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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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的确，“革命外交”与抵制日货运动都是以收回包含满洲地区在内的日本的特殊权益为目标的。
但是，政策性地推进“革命外交”的国民政府与抵制日货这一大众运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国民政府虽有时发表强硬的声明，但在外交上一边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一边瞄准目的的实现。
过激的排日运动，对有计划地收回法权与租界的国民政府来说，未必起过建设性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渴望政治与社会安定的政府来说，过激的排日运动也不难成为推行外交方针的累赘。
问题是，国民政府对排日运动，无论是奖励还是禁止，都有诱发政治与外交混乱的可能。
国民政府只有制定对内与对外两种政策，以跨越困难局面。
为此，在外交交涉场合，强烈希望日本的对华协调外交。
    可是，重光公使虽认识到了国民政府掌舵之难，但出于对以收回法权与租界为目标的“革命外交”
的反感，把国民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因应，看作是为有利推进对日交涉的策略。
重光在确认中国要求收回的租借地等权益中也包含旅顺大连及满铁附属地等后，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
识。
外交交涉的齿轮愈加不合，外交的可能性愈加狭小。
对于制定中国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重光，预测到中日对决的危机，又不讲求预防之策，而是集中力
量于危机发生后如何确立日本的有利地位。
他已经不再承认避免战争的外交的可能性。
    满洲事变始于关东军诉求惩罚反日政策之“正当性”。
外务省了解反日运动的构造与国民政府不希望反日运动扩大的方针，却反复强调以“革命外交”为背
景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威胁。
外务省虽不赞同以军部为首的强硬派的满蒙占有论，但把维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理解为国民的一
致意见，这样的外务省不可能成为牵制军部扩张政策的势力，也是当然的。
没有乘广东政府显示“善意”之机的币原外相的判断，虽证明了其不干涉中国统一与内政的外交姿态
，但币原外交也没能跨越的界限依然是满蒙权益。
    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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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世代友好，两国之间无论是在经贸来往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都很密切。
但是，在近现代，这种关系却发生了剧变。
直至今天，无数的问题和纠缠还横亘在两国之间。
《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伪造的？
如何看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分歧倒在哪里？
⋯⋯等等等等。
本书通过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不同视角，重点介绍了围绕上述问题中日近现代史学界的分歧与
不同观点，对中日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与论述。
更重要的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近现代史学界有关上述问题的主流观点。
或多或少，这样的研究和讨论对两国如何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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