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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Ⅰ② 

序言 

木村 自 

 
2013 年 8 月 21 日及 22 日这两天，在大阪大学召开了第 7 届“现代中国

与东亚新格局”国际研讨会。在本册中收录的即是该研讨会中“研究生・青年

研究者的议题：21 世纪的日中关系”里所发表的论文以及相关讨论。而这里，

我想从亲身经历出发，来记录这论文集发行前所感受到的点点滴滴。 

一 

2012 年 9 月 17 日，我从昆明出发经上海转机而回国了。9 月初，我曾在

瑞丽做调查。那是坐落在中国云南省与缅甸边境的小城，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偏

远的地方，依旧能够感受到钓鱼岛国有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被访者的家中，

客厅间的电视正播放着一个节目，其背景是航行着的军舰，一旁有军人正分析

着中日之间的军力差异。这氛围让人觉得挺不舒服。 
  9 月 15 日，从这边境小城回到了昆明，但这里同样笼罩着不舒服的氛围。

中国的朋友提醒我说，在外面可不要随便讲日语。在昆明的闹市的中心，南屏

街的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警察。17 日将有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举行，而此刻

正有一名男子舞动着五星红旗，占据在广场中央。而在马路上行驶的汽车的前

挡风玻璃上，经常能看到五星红旗与打着黑叉的日本国旗。闹市的珠宝店还趁

机打起了“钓鱼岛是中国的，你是我的”这种媚俗的推销婚戒的广告标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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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城都弥漫着不舒服的氛围，而正是在这不舒服的氛围中，我乘上了 17 日

早上飞往关西机场的飞机。 
  回国后，心中这不舒服的感觉却难以去除。一直想和谁交流一下，通过交

流，希望能有人能感受一下我的感受。我想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通过语言表达

出来，或许只有通过语言表述之后，才能把这种感觉给去除掉。而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在 2012 年 12 月 22 日，举办了以大阪大学的研究生为主的中国学生

与日本学生的交流会。这正是“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的公开讨论会”，而在

会上急于交谈的，却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大家似乎都想做点什么来应对这种

感觉。终于在青年研究生之间，其交流取得了进展，而那不舒服的感觉也有所

缓解。想必所有的参加者，中国的学生也好，日本的学生也罢，甚至是教师们

都有这样的体会。 

二 

“研究生・青年研究者的议题：21 世纪的日中关系”，作为本册 基本的

部分，同时也起到了将不舒服的感觉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作用，在我心中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的公开讨论会”举办之后，我

们就一直考虑着是否有机会能够实现肩负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的研究生、研究

者之间的相互交流。2013 年 8 月在大阪大学举行的第 7 届“现代中国与东亚

新格局”国际研讨会，正是一次促进交流的绝佳机会。故而，以大阪大学法学

研究科的田中仁教授为中心，汇聚了同是该研究科的邹灿同学，人间科学研究

科的潘钰林同学，同我一道开始着手准备本次研讨会中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分科

会。 
 “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研讨会，自 2007年在天津开办以来，每年

都会举办一次，至今为止，已有不少研究生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对于青年研究

者的培养更是本研讨会的主要目的之一。然而，我们认为仅仅这样还不能让研

究生们在研讨会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在第 7届“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国际

研讨会中，研究生们将自主负责担当研讨会中的分科会部分，从肩负 21世纪

的日中关系的青年研究者的立场出发，通过自由的讨论，以期给予研讨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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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而看过本册内容的人想必已经了解到了，正如预期的一般，这一意图已

经成功实现。 

  关于参加者的选定，是拜托了天津的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台湾的东华大

学的陈进金教授，以及以大阪大学为主的日本各大学在职教师，请他们推荐了

合适的学生。其实当时也考虑过公开征集的形式，但由于距离研讨会召开的时

间比较紧迫，故采用了与会教员推荐的形式。 终，有来自日本、中国、台湾

各大学 19位研究生将参加这次会议。 

  参加的学生中，以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居多，此外还有国际政治学、自然科

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我们根据提交的材料，依主题分成了

四个组别，分别是“历史”、“政治与社会”、“文化与科学”以及“认识与形象”，

各自开展更为深入的讨论，以期待在各领域开展日中间的交流，以及对面向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国籍的讨论。 

三 

那么，究竟在何处才能发现中日间的交流平台以及日中关系应当呈现的姿

态呢？在对本册所收录的论文进行探讨之前，我还是想再谈一下那“不舒服的

感觉”。在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对于日中关系抱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显然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 150 多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者，为了改善当今陷入危机的日中关系，于 2013年 10月成立了“思考新型日

中关系的研究者之会”。在政治的，排他民主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当下，依旧有

研究者对于日中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我们这些还是默默无闻的研究

者而言，实是赋予了莫大的勇气。 

  “思考新型日中关系的研究者之会”的代表干事毛里和子认为当今日中关

系会步入危机，关键是缺乏互相交流的平台。以往的政治家，相互间批评也好

赞扬也罢，都是对中国或日本抱有某种情感的。然而在政治家的世代交替进行

中，相互共有的时代气息渐渐消失， 终成为了并不抱有任何情感的双方单纯

的相互对立的局面。时代气息与交流的平台都失去之后，想要构筑健全的日中

关系，实是艰巨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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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那失去了的交流平台，又该如何再构筑？毛里认为，首先应该

以批判排他民族主义为目标。在此之上，提议应当在共通的主题下，去考虑“关

系亚洲所有人安全的事”以及“生命的安全”，而不应还原为仅仅面向国家的

安全保障。应当在共同应对环境问题、人权、民主主义等问题，也就是围绕着

“人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的合作作为共通的基础，两国的实践者、研究者，

甚至是政治家之间进行合作，这是今后应该有意识的去探寻的日中关系的方向。

因为“掌握居民、市民的安全问题是一个与军事相区别的安全保障”。 

四 

  这里我将从毛里提出的“人的安全保障”这个角度出发，来环顾一下本册

中收录的论文。若想了解详细的内容自然是需要去阅读论文和评论，但容易发

现的是，多数论文都讨论了横跨在日中关系中的“人的安全”这个话题。而讨

论的方向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题。其一为“媒体与扭曲的民族主义相关的问

题”，其二为“法制、民主主义与少数派的尊严相关的问题”，其三为“环境的

变化给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影响”。 

  正如周妍在其论文中所述，“可能带来社会的不安定的民族主义可以被认

为是 21世纪中日关系中的 大问题。”（周 336 頁）。这里提到的民族主义，正

是毛里言及的“排他民族主义”，而媒体对于这类“排他民族主义”的产生更

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册中，以媒体为主题展开讨论的有邹灿的论文，

马瑞杰的论文以及王坤的论文。在广义的情况下，菊地俊介的论文则也可以归

入此类。各论文所讨论的，正是日本或是中国的媒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对报道内容进行取舍、选择，以建立起双方的形象。通过这些论文中所举的各

种事例，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由于网络普及，各信息会在第一时间被传播

开来，故而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课题。 

  而对于法制、人权、民主主义以及少数派的尊严等话题展开讨论的，有王

慧婷的论文，和田英男的论文以及杨灵琳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一个共同点是，

都对某一集团中人的包含或排除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在和田的论文中所讨论的

是“公民”与“人民”这两个概念被包含或被排除的历史。1957 年下半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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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生了变化，针对人的包含与排除的概念，“人

民”这个概念开始被广泛的使用起来，而代表了具有权利与义务的自由的个人

的“公民”则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另外，在王的论文中提到，“反革命”

这一类似戏言的概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在国民政府内横行，

利用“反革命罪”这一法律就能轻易的制约人的行为。以作家沈从文为对象的

杨的论文，其贯穿全文的主题同样也是包含与排除。这里我想引用原文中的一

段话作为结束“体会到了被排除的痛苦的沈从文，为了改善痛苦与不公平的命

运…这三类人（军人、妓女、苗族）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甚至连控诉这

被排除的命运，寻求改善的机会都没有。沈从文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同时也是

社会上知名的作家。而他则利用这双重的身份，着手描述他们的世界，让至今

为止被误解，不被世人所认知的他们的真实情况展现出来，以使他们从被排除

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杨 201页）。 
  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此造成了社会与

文化的改变。针对这一点展开讨论的，有潘钰林的论文，胡毓瑜的论文以及陈

元棪的论文。陈的论文讨论的是环境变化之后文化财产的保护。三峡大坝建成

之后，白鹤梁水文题刻将永沉江底，关于这一文化财产的保存，提出了各种设

想和方案，这些都将在论文中看到。胡的论文所探讨的是现代人的心理问题。

伴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以及高龄化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心

理问题的人。文章中所讨论的则是一种能测定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心理疾病

的装置。潘的论文讨论的是由颗粒状物质所引起的大气污染。在当今中国，环

境污染是一令人极度担忧的问题，而在文章中则阐述了基于科学的数据之上对

环境污染展开讨论的重要性。 
  尽管学科不尽相同，但所有的论文都是以“人的安全与尊严”为轴心展开

讨论的。而我们正是以此为基础，寻求构建交流的平台。 

五 

  从在中国的时候算起，时至今日，我一直思考着“不舒服的感觉”。这不

舒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参加了反日游行，打砸着日本产的汽车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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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想必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日本，那街头上宣扬着仇恨言论的日本人，

也必然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对于那些仅仅立足于一个国家

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人，恐怕是无法感觉到的。反而是我们这些从国家“之间”

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人，却不得不承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由这“之间”所产生的不舒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处在“之间”的人们又

到底是为何会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若是能以“之间”作为出发点进行讨

论，或许能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举办“现代中国与东

亚新格局”国际研讨会，正是建设一个与“排他民族主义”对抗的平台，而使

立足于“之间”的年轻的研究者们能了解日中关系，进行交流。本册若是能成

为这类讨论的出发点的话，实乃万幸。 

（胡毓瑜 译） 

*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31129-00000019-scn-cn （2013年 12

月 4日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