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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关系的艰难求索 

冯昭奎 

【内容提要】 “对日新思维”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关键主张就是“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但并非

主张中国单方面放弃或搁置历史问题，而是主张“双管齐下”（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地处理

对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现状可以说与这种“思维”是完全符合的。尽管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政治关系的

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我们仍然坚信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不以小泉这样的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是客观

的必然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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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中日领导人一再表明的那样：当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但由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频频引发政治摩

擦，导致首脑互访中断，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为了突破历史问题这个中日关系的“瓶颈”或“死结”，中日学者展开了

积极思考，提出了各种建议。自马立诚在2002 年底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以来，“对日关系新思维”（以下简称

“对日新思维” ）成为中日间的一个热门话题。 

    尽管“对日新思维”遇到阻力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但从中日关系现状看，“对日新思维”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

力。 

    一 “对日新思维”产生的来龙去脉 

    ......

    二 “对日新思维”面临的困境 

    ......

    三 从中日关系现状看“对日新思维” 

    ......

    四 “对日新思维”具有生命力的基本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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