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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メントⅢ② 

關於「青年學者 21 世紀日中關係見解」的心得 

陳 進 金 

今年由大阪大學主辦「現代中國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

位有一個新的構思，就是要參與此次研討會的青年學者（博碩士班研究生）們，

針對 21 世紀日中關係提出一己的看法，然後再請三位老師各以 10 分鐘的時間

來加以評論。對於主辦單位如此深具巧思，且具有「傳承與展望」的安排，謹

表示個人由衷的佩服，這樣的安排也使得本次會議更具有意義。但是，對於主

辦單位邀我來擔任今天的評論人之一，我感到憂喜參半，喜的是主辦單位深刻

瞭解到要展望 21 世紀的日中關係，臺灣一定不能缺席，亦即是 21 世紀的日中

關係，應該包括日、中、台三方面錯綜複雜面向的探討與分析，所以找我來代

表臺灣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憂的是原來我已經老到必須來對「青年學者」提

出評論了，原本我還一直認為自己也是屬於「青年學者」，但主辦單位很殘酷

地提醒我，我已經不再「年輕了」。 

今天，在台上的三位評論人，西村老師是我的老師，絕對具有足夠的學術

專業來擔任評論人，江沛院長雖然比西村老師年輕一點點，但是江院長不僅桃

李滿天下，學術成就也令我非常佩服，因此由他來給青年學者點評，正好可以

展現他的功力，至於我可能就會讓各位失望了。其實，臺灣方面最適合的人選

應該是張力教授或許育銘教授，但他們兩位教授恰巧今年都無法來參加此次的

盛會，只好由我這個「二軍」人選來代打了，以下的發言如果有不當的地方，

尚祈在座各位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誠如早上思伈夫教授的報告中所提到的，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已超過 40 週

年的今天，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國；而且，近年來日中

兩國在環保、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不斷地擴展與深化。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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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的是，日中兩國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的歧見與不信任感，其原因包括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責任歸屬、日本首相祭拜靖國神社的問題、釣魚台列島（尖

閣諸島）領土爭議、朝鮮半島的緊張狀態，以及環境生態、人權，甚至於是食

品安全問題等，這些爭議與歧見確實會影響著 21 世紀日中關係的發展，同樣

也關係著東亞地區的情勢能否和平穩定。以去年（2012 年）8、9 月間在中國

爆發的抗日大遊行中，我們甚至看到一則消息是：貴陽的小學生，在老師的帶

領之下，上街猛咂日本所出產的車子。這樣的緊張關係不僅影響中日兩國的正

常發展，也會危及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是以，21 世紀日中關係的好壞，絕對

不只是日本與中國兩國之間的問題，更將關係著亞太地區和全球的安全。 

當我們在展望 21 世紀日中關係時，做為一位歷史研究工作者的我，想先

回顧上一個世紀（即 20 世紀）日中關係的發展，從而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來

檢討與展望 21 世紀的日中關係。我們都知道 20 世紀的日本與中國關係密切，

在 20 世紀正式開始的前五年（即 1894-1895 年），中日兩國就曾因為朝鮮半

島的問題而爆發了甲午戰爭（日清戰爭），那一場戰爭正好檢驗了中日兩國在

實施近代化過程的成果，顯然清朝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成效並不彰，而日

本的明治維新則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之後，日本又在 1904-1905 年在發生於

中國領土的日俄戰爭（日露戰爭）中打敗了俄國，日本已然成為世界強國之一，

也因為接連幾次重大戰役的勝利，使得日本的軍國主義逐漸興起。 

同一時期的中國，歷經了滿清王朝的崩潰、民初軍閥割據，以及國民革命

軍完成北伐等。在清末民初中國所發生的這些重大事件中，日本大多扮演重要

的角色，例如清末的立憲派與革命黨均以日本為主要的場域，1898 年戊戌政

變後的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日本，梁啟超還在日本創立《新民叢報》以宣揚其

理念，1905 年孫中山集合革命力量在東京創設了同盟會，北伐之後成為中國

領導人的蔣介石也與日本有很深的淵源，蔣介石的日本觀經常是學者討論的議

題。 

再以我曾經研究過的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為例，清末民初中國的教育也都深

受著日本的影響：1895 年甲午戰敗後，中國學習的對象由歐美各國轉向日本；

以留學生為例，1896 年清國政府開始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1898 年因日人矢

野文雄倡議，清政府乃命令各省選派留日學生，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固定政策。

晚清經 1900 庚子事變後，變法要求日增，新政用人都以派遣留學生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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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1901-1906 年（光緒 27 年至 32 年）五、六年間，留日學生增加到一萬餘

人。此外，晚清教育方針與目標也同樣深受日本的影響，例如 1906 年清政府

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其內容就是深受日本明治維新教育制度的影響。清末

明所定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端。在奏摺中除了「尊

孔」外，「忠君」、「尚武」、「尚武」、「尚實」都是以日本為例，可知此

時中國的教育文化制度受日本影響之深。 

不過，自從 1895 年甲午戰之後，中日兩國的紛爭也從不間斷，最後甚至

導致再一次的兵戎相見。民國初年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因山東問題而爆發

的五四運動，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的「五三慘案」、「皇姑屯事件」等，

都與日本有關。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使日本佔領中國的東三省，1937 年

的「七七事變」則迫使兩國終究無法避免一戰了，而這場第二次中日戰爭也給

兩國帶來莫大的浩劫，中國歷經 8 年（或 14 年）的浴血奮戰，雖然獲得了最

後的勝利，卻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執政的蔣

介石甚且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敗退台灣。同樣地，日本也在這場戰役中耗損了

國力，甚至在美國兩顆原子彈的攻擊下，幾乎亡國。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選擇與臺灣友善，中日兩國處於

冷戰的對峙狀態，直到 1972 年日本才與中國建立正常的邦交關係。但是，中

日建交這 40 年來，兩國仍然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競合」關係，而且兩國之

間仍存在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使得日中關係面臨一連串的考驗；是以，21 世

紀的日中兩國如何透過交流與合作來促成兩國關係更為正向的發展，正考驗著

兩國領導人的智慧。日中兩國領導人是否有足夠的智慧來達成兩國關係的良善

發展，我實在無法妄加評論，但可喜的是參加此次會議的青年學者們，都能在

自己研究的主題上，針對 21 世紀的日中關係發展提出極為寶貴的見解。以下

我分別從地域政治、教育文化、環境生態與當代東亞等四項主題來談談我的心

得。 

１）地域政治 

此次會議中，青年學者王東、王慧婷、鄒燦、洪正儀、菊地俊介和石羽等

人的論文與地域政治有關。王東透過 1886-1889 年間，中韓兩國關於電報線建

造權等問題的爭論，來分析日本在這場爭論中的影響，進而提到朝鮮半島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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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著未來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進而強調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

是一個十分值得期待的事情，而中日關係的和平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王慧

婷的論文是在討論 1920 年代輿論界對於南京政府「反革命罪」的討論，進而

檢討今日大家所共同關心的人權與自由的問題。鄒燦的論文則討論從七七蘆溝

橋事變後到第一次近衛聲明期間，日本政府的政策、宣傳與對戰爭的認識，進

而對於中日建交 40 週年之際，因領土爭議所引發的衝突，應該試著回到第二

次中日戰爭的起點，從歷史發展中試圖去認識中日兩國對於徵之認知的差異，

進而解開由來已久的歷史心結，中日兩國才能避免紛爭。洪政儀論文則透過相

關國際法規，試圖來探討臺灣海巡署在兩國武力紛爭狀態上的角色與地位，進

而理解如何建立一個東亞海洋的新秩序。菊地俊介的論文，主要是探討中日戰

爭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與交流，這樣的研究將有助於日人對中國的認識，

進而維繫 21 世紀中日和平友好關係。 

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或中國的人權自由問題，確實都會影響著東亞地區的

安全，但是透過中日兩國政府（或人民）對彼此的交流與認識，與建立海洋新

秩序、東亞共同體將有助於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這也是 21 世紀中日關

係發展的重點。不過，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亞太地區是否和平穩定，絕對不僅

僅只是中日兩國的問題，鄰近地區的南北朝鮮、臺灣、中南半島國家，以及美

國都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彼此互信的平台（機制），才是

關鍵問題所在。 

２）教育文化 

論文與教育文化有關的學者有杜慧、張煜、楊靈琳、陳元棪等人，杜慧的

論文主要是討論民國時期山西省鄉村教育的變革與調適，因此特別重視教育事

業的發展，進而說明中國可以學習日本的近代學校體系，同時也提醒要注意鄉

村教育與鄉村社會的複雜性。張煜的論文討論汪曾祺小說、楊靈琳的論文討論

沈從文，因此他們都特別關注近代中國著名文學家，如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日

本經驗（因素），因此強調 21 世紀中日兩國文化（文學）交流的重要性。陳

元棪的論文則是以白鶴梁水文題刻作為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方案作為討論主體，

由於中日兩國同屬東亞地區，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使得兩國在文化上有一定的

相似處，因此保護文化遺產的方法與手段理應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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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理位置相鄰的關係，自古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頻繁，開會前

幾天我第四度到京都、奈良一帶旅遊，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國唐朝文化的遺跡。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在教育文化上的交流更是頻繁，透過文化的交流可以增進

彼此的認識，進而減少誤會或矛盾。因此，展望 21 世紀中日關係，我認為教

育文化發展一定得列為最重點項目，其重要性甚至高於經貿發展。 

３）環境生態 

有關環境生態的論文只有林志晟和潘鈺琳二位，林志晟的論文主要是討論

抗戰時期的中國政府如何推展林業政策的經過，進而提供 21 世紀中、日兩國

思考有關農林資源開發、運用等問題。潘鈺琳的論文則是探討空氣污染的問題，

作者以中國蘭州市為實例，分析了蘭州市的大氣污染特點，進而得到更加有效

的大氣污染監測及防制對策。 

環境生態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而且環境生態是誇國界的問題，

蒙古的沙塵暴都會影響到日、韓、臺灣等；因此，有關農林資源開發（或保育）

與大氣環境問題，不僅是中日兩國所應重視，也是其他亞太地區國家都應該共

同關注的議題。 

４）當代東亞 

有關當代東亞的論文最多，計有和田英男、陳德奇、胡毓瑜、黃貞瑜、王

坤、周妍、馬端潔等。和田的論文透過「反右派」鬥爭與平反的歷程，來探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和「民主」，以及「公民」的權利等議題。進而認

為：「憲政」和「民主」的共同價值觀，是 21 世紀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的基礎因

素。陳德奇的論文討論臺灣的外省人身份認同的變遷，通過研究臺灣外省人之

身份認同，對華人的地域性或身份認同的問題上，期盼會帶來些許啓發。胡毓

瑜的論文則是分析脈波測定技術在中國的實踐與運用，希望透過此一心理學技

術來解決中國高校生自殺與老齡化等問題，進而強調中日兩國合作交流的重要

性。王坤、周妍、馬端潔三人的論文，都是討論當代中國對日本的認識，探討

的主角包括知識份子與《人民日報》，尤其是王坤與馬端潔的論文都是《人民

日報》的日本形象，相信 1980 年代與 21 世紀初期《人民日報》的日本形象應



 

81 

 

該有所不同，但卻也告訴我們《人民日報》對一般中國人民的重要影響。是以，

不除了知識份子外，傳播媒體也將影響 21 世紀中日關係的發展。 

綜合上述觀察，我個人認為展望 21 世紀中日關係，首先要避免衝突（戰

爭），特別是朝鮮半島問題；其次要加強各項交流合作，尤其是教育文化方面；

第三要特別加強環境生態的計畫與合作，組成跨國性的研究團隊；第四則必須

擴大與鄰近地區國家合作，形成一個互信的平台。在上述四項議題中，中日兩

國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