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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决赛的思考：
 

开放与包容是国运久盛之道

 

蓝建学

 

 

 

中日国家足球队在亚洲杯决赛中相遇。由于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这场比赛被赋予

过多的政治色彩，也折射出目前中日关系的不正常。要走出这种不正常的困局，中日两

国就不能不学会从对方立场思考问题。 

二战后，正是透过民间互动，中日才水到渠成地在70年代建交，正所谓“民间先

行，以民促官”，可见民间的谅解对双边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国民之间的好感日益

下降，双方政治家作决断时的回旋余地就十分有限，因为国家本质上是放大了的个人。 

不少日本人和媒体认为，足球场上的恶感是中国推行“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读，因为中国官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包括说服民众促成中日友

好局面，而近年来日方在缓和中国民众“历史情结”方面的做法却比上世纪90年代初严重

倒退。日方应该反省自己近年来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做法，而不能将中国民众对日本好

感的下降简单归结为“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 “中国民众利用日本来发泄内心其他方面

的不满”。试想想，日方为什么对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那么耿耿于怀呢？要知道，二战

期间成千上万的无辜中国人惨死在日军的铁蹄下，这个问题不知比“日本人被绑架”严重

了多少倍。 

当中国政府正在执行某项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决策时，日本官员的不善言论和行为往

往出来泼冷水，使得中国民众感觉被双方欺骗，这也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对日认知出现差

距的原因之一。也许某些日本官员的言行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但是，他们是公务

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应该有那样的言行。 

无疑，两国相交利益先行。两国关系的恶化对双方损失都会很大。就中方而言，对

日友好不是恩赐给日本什么，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越开放越强大，越强大越

开放，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且以开放为起点。 

仅就体育而言，不论在盛唐的长安还是大宋的瓦肆，都不时上演着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体育竞技，演至精彩处观众每每爆发出喝彩和掌声。借此开放心态和对运动

美的会心把握，唐宋声威远播异域，远客近宾云集国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放与包

容是国运久盛之道。 

对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国人同样需要开放与包容。日军侵华的历史我们

需要铭记，也要帮助日本国民了解并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但是，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

发生了，而中日关系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这其中的矛盾怎么解决？需要包容。我们无法

生活在过去，让历史情结来主导我们的对日关系也不明智。因为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

的全部，甚至只是一小部分，让历史情结来主导中日关系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中日



在经济领域、领土问题上也仍然存在争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争端，但

是我们不宜都把它们与历史问题挂钩甚至新仇旧恨一起算账，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解

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