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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陈霞）首先请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国际关系及公告事务学院的副院长林

老师。接下来请老师们给我们讲两句。 

（林尚立教授）首先非常高兴第二届中日国

际关系研讨会顺利召开。去年我也参加了研

讨会。讨论的议题有很大的关联性。这说明

这些议题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中日两国

之间的问题是面向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问

题。这是我们青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我们

都是研究政治学的。古代非常著名的政治思

想家亚里斯多德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讲法，就

是：我们不仅要研究问题，而且要为社会的

进步，人类的发展甚至一个良好的政治架构

进行研究。所以我们努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加深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以

继续下去。没有交流，误会会越来越深。当

然，作为我们学者来说，作为我们研究政治

的学者来说，我们的交流不仅在于信息的交

流而且在于对未来的设计。在这个领域不仅

应有真诚的心灵而且要有很好的智慧。对历

史对现实对未来都要有一个大的把握。这是

我们两所有影响的学校的学生所应该努力的

方向。 

我曾在庆应做过一年的研究。我研究的方

向是日本的政党。所以刚才谈的议题我也有

过一定的了解。回到中国以后我就专心研究

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党。今天我听了大

家的讨论后我觉得我还要继续研究日本政

治。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最

后我感谢大家给我了很多想法，我从大家讨

论的议题中想了很多问题。但是我想两国关

系在地理以及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是难以改变

的。我们有责任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中日关

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这不象一对夫

妻可以离婚，这是离也离不开的。所以必须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拿出勇气来。当然，更

重要的是真诚的心灵。我非常希望明年还有

这样的研讨会，非常感谢各位。 

（樊勇明教授）我稍微讲几句。今天我们这

个会是第二次了。刚才对我们两次的成果林

老师已经做了很好的概括。我想这两次会议

虽然时间很短，但几乎讨论了中日关系的所

有问题。现在已是学者的或者将来想成为学

者的人很多，分析问题时角度也各种各样。

中日间存在很多问题，中日经济方面的关系

是飞速地发展。我今天提供一个数据。今年

上半年日本对上海的投资隔四年之久重新超

过美国成为第一位，而其他人员方面的交流

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好得

多。正如刚才林老师所说，我们不仅要提出

问题而且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设计我们的将

来。我还没和小岛仔细商量，我想他肯定回

同意我的想法。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种座

谈不仅仅是交换意见，还要研究一些问题讨

论一些问题。 

日方同学也算不远万里来到上海，大家就

这样吵一顿回去也没什么意思。中方这里刚

刚开学，是这个学期最忙的时候，大家来参

加这次会议也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成果。大家

看怎么样，把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个问题归纳

起来，以后列入几个专门小组，然后通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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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网大家专门来研究。比方说调查团问题。

这次去了什么地方，不光说几次，去了什么

地方还需要研究。还有教科书问题。这本新

编教科书的问题到底在哪？而且日本现在使

用的教科书总体的倾向是什么？还有中国的

教科书制度是怎么回事？中国也不仅是一本

教科书，也有很多选择的自由。再比如说，

对日本来说怎么样的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

而对中国来说怎么样的日本是最值得信任

的？这都是我们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研究

的问题，要一点一点地提出具体的建议。经

过历年的研究，我们再把这些成果再次拿到

这里或拿到藤泽。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不是常

见，而是真正为中日两国的未来设计方案。

我想小岛先生肯定会赞成我的意见。 

谢谢各位到上海来，也谢谢中方各位挤出

时间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至今为止是小

岛先生和我两个人在搞，今后我们要上升到

学院，上升到公共事务学院和综合政策学部。

随着级别的上升，今后质量也要提高。谢谢！ 

（小岛朋之教授）请允许我也谈谈我的感想。

复旦大学的各位同学在新学期刚刚开始之

际，利用两天时间参加我们的会议，非常感

谢各位。樊老师、臧老师和林老师也光临了

我们的会议，我们庆应义塾大学的学生们都

表示感谢。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1972年 9月 15日

毛泽东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时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问，“你们吵架了吗？”也就是

说，不吵架就无法相互理解。我认为，中国

和日本方面坦率地交换意见是很重要的。不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方就不能理解自己。

而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就不能明白双方的不

同之处，就不能发现新的共同之处。因此，

吵架对于加强双方的相互理解是必须的，而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就很重要。在

这一点上，我认为此次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

都存在对事实的理解不够的问题。逐一指出

这些问题大概需要 10个小时左右，因此，我

在这里想指出直接相关的两点。首先，日本

方面的事实上的错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

社之所以提前了两天，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

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另外，中国方面也出

现错误的地方，那就是，中方说，陈水扁现

任台湾总统在成为总统之前访问日本时与日

本首相见了面。我当时也是中间人，我认为

这个消息是错误的。我也是邀请陈水扁访问

日本的一个人，当时既没有让他和当时的日

本首相见面，首相也没有和他见面。因此，

在这里我想指出，基于事实上的讨论是很重

要的。 

另外，樊老师关于日中关系的看法我是百

分之二百赞成的。正如各位所讨论的那样，

现在的日中关系存在很多问题。也有人认为，

日中关系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但是，正如

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讲的那样，我们认为，即

使存在各种问题，也不会导致日中关系发生

决定性的恶化。也就是说，我是日中关系的

乐观主义者。其理由樊老师也已经讲过，因

此我不再做重复。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

是因为亚洲各国都希望日中关系能够好转。

我想，在近代 160 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时

候比现在更加期待在东亚地区确立日中合

作。我希望各位能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

考虑今后的日中关系。我认为，互相理解双

方对历史认识的不同是最重要的。为了共有

历史认识，就首先要理解这种不同。这样共

有历史认识才能成为可能。从今天大家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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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内容来看，还没有达到互相理解这种「不

同之处」的阶段。 

还有一点，为了让日中关系更加牢固，在

谈到「历史」时，我们考虑的是哪种历史，

这很重要。198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

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后，胡耀邦总书记对社

会党访华团这样说：“我们在考虑日中关系

时，必须考虑 2000 年的漫长历史”。我不是

胡耀邦，所以我无法从那样长远的时间来考

虑，但我认为至少有必要从近代 160 年考虑

日中关系。在这之中，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

事实，我们还一定会感觉到日本和中国有相

互合作的必要。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的教训和

各种历史的可能性中构筑未来的历史。 

最后，我还想说“坚持就是力量”。这次是我

们第二次召开这个会议，第一次会议时我们

互相学习，第二次会议时我们畅所欲言地进

行了讨论。我们不能只这样吵过以后就结束

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召开第三次会议。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上海复旦大学的各位

能够到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

报学部的校区 SFC 来。为此，我们要考虑各

种办法。今后，我们湘南藤泽校区还希望能

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学院保持密切

的关系，因此，为了让各位到庆应义塾大学

来，我们要为此考虑一些办法。在此之前，

我们可以尝试樊先生所讲的因特网。比如远

程教育，即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会议进行交

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活用各种媒体来加深

相互之间的交流。谢谢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

学们。 

 

（樊勇明教授）请日方担当这次活动的负责

人和中方的负责人站起来，我们鼓掌向他们

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这次会议

是开不成的。请每位都说一句话。 

（庆应：真锅）能和各位认识的机会来之不

易，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创建面向 21世纪

的日中关系。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几乎全

部在于陈霞同学的努力。我自己也为能够参

加这样的会议而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各位。 

（庆应：叶寒菜）我觉得通过此次会议，不

仅我们庆应义塾大学和复旦大学间取得了好

的成果，对日中关系也大有益处。作为住在

日本、并生活在日中两国之间的中国人，并

且作为此次活动的干事，我感到非常高兴。

谢谢陈霞同学和各位同学。 

（复旦：陈霞） 时间就要到了。结束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中方担任这次会议的主要负责

同学。首先是苏宗文同学，赵玲丽同学，朱

锦屏同学，赵同学，郑浩澜同学。我自己是

负责和日方同学联系的，但没有其他很多同

学的努力，我不能想像这次研讨会能够顺利

地召开。这次研讨会对于我和苏宗文来说是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明年就要毕

业了。说老实话，主持这样的研讨会是蛮累

的，但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两个人学到了很

多东西。我们借这个机会感谢各位老师。还

有，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研讨会的话，希望

诸位能够对我们的后任给予帮助和支持。最

后，我们感谢庆应大学担任翻译的李淼同学。

如果没有她精彩的翻译的话，我们这次会议

也不会开展的这么顺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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