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中日邦交史值得研究

金熙德

前不久讲课 时有同学问
,

为何  ! 年 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不 叫
“

建

交
” ,

而叫
“

复交
”
∀ 其实

,

中日 ! #比旧年交往史上周而复始的
“

复交
”

与
“

断

交
” ,

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课题
。

中日邦交
,

指两国间官方外交关系
。

早期的中日交往
,

是在 已进入成

熟发展阶段的封建国家
—

中国大陆王朝与 日本各地方小 国之 间展开

的
。

当时 日本列岛小 国林立
、

尚无文字
,

中日交往史均写在中国史书里
。

《前汉书》#成书于公元  ∃一%& 年间 ∋记载
( “
乐浪海中有侨人

,

分为百余

国
,

以岁时来献见云
。 ”

这一 时期中日交往的显著特征是发展的不平衡性

和交往的非对称性
,

其基本形式是 日本各小国争相前来朝贡和要求册封
。

大和国兴起后
,

开始谋求与中国大陆王朝建立对等邦交
。

∃)  年推古朝

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
,

其国书开头称
( “ 日出处天子致书 日没处天子无

恙
” 。

下一个遣隋使递交 的国书开头又称
( “
东天皇敬 白西皇帝

” 。

但正

如遣隋使
、

遣唐使所 示
,

日本对先进的中国文化则采取 了虚心 学习的

态度
。

官方邦交时断时续
,

民间交流持续不断
,

是古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特

征
。

日本出现大和 国后
,

中国史书在 ! ∃∃ 年至 ∗ & 年中断近 巧) 年的 日

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
。

 世纪初
,

推古朝决定派遣隋使
,

恢复与中国大陆

王朝断绝一个多世纪的邦交
。

公元 % ∗ 年
,

遣唐使管原道真上奏天皇
,

以

“

大唐凋敝
”

等为由
,

建议停止派遣唐使
,

中 日邦交和官方贸易再次中断
。

&  ) 年 & 月
,

明太祖派使节到 日本
,

重启了对 日官方交往
。

但到 了 &%

年
,

明太祖又决定与 日本断交
。

∗) 年
,

足 利义满以俯首称 臣的低姿态

派使节来明朝
,

∗) & 年中日恢复邦交
。

∗ 年
,

将军足利义持反对足利

义满称臣的作法
,

再次与明朝断交
。

每一 次复交之后是贸易与文化交流

的大发展
,

断交之后则是两国交流受到限制和非官方交往的艰难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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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朝与室叮幕府的
“

勘合贸易制
” ,

就是复交以后两国推动官方贸易的

典型辜例
。

几次交战
,

是古代中日关系史的一条副线
。

∃∃ & 年
,

唐朝
、

新罗联军

在白村江 口击败 日本
、

百济联军
。

!  ∗ 年和 ! % 年
,

元军两次对 日远征

均告失败
。

巧 !一 −& 年和 巧 一 − % 年
,

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朝

战争
,

都在明朝
、

朝鲜联军阻击下以失败告终
。

% ∗) 年的鸦片战争成为 日本人转换国际秩序观
、

走向
“

脱亚入 欧
”

的

起点
。

在东西方两种秩序的交汇点上
,

中日于 % 年 月签订 了#清日

修好条规》
。

这是中日间第一个根据近代国际规范签订 的平等条约
。

从

∗ 年足利义持断绝与明朝邦交算起
,

中日又经过约 ∗ − ) 年的断交期才

得以复交
。

%∗ 年的甲午战争
,

是 中日关系向 日强中弱格局发生逆转的转折

点
。

自 & 年制造
“

九一八
”

享变起
,

日本不断扩大 了侵华战争
,

中国奋

起抗击侵略
,

中日进入长期交战状态
。

然而
,

中日正式对 日宣战
、

断交则

推迟到了 ∗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 年 ! 月 日
。

∗ − 年 % 月
,

日本战败投降并被美军占领
。

∗ 年 ) 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然而
,

在美国的推动下
,

日本却选择与已失去政权的台湾国民党当局
“

堆和
” 、 “

复交
” 。

中国政府采取 了
“

以民促官
” 、 “

渐进积累
”

地推动对 日复交的方针
,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
“

复交三原则
” ,

即中华人 民共和 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 . 台湾省是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所谓

“
日蒋条约

”

是非法的
、

无效的
,

应予废除
。

 ! 年 月 ! 日
,

中日终于通

过发表#中日联合声明》而实现复交
,

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了官方关系
。

!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

中日关系进入 了新的转折期
,

以至近年来

呈现出
“

政冷经热
”

的复杂局面
。

这种状态是在两国正常外交关系范 围

内的相互关系调整
,

而绝非回到 了
“

断交
”

状态 . 但与  ! 年后 ! ) 年间

的
“

蜜月期
”

相比
,

则确实出现了严重倒退
。

中日关系史一再证明
,

两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

是保证各领域交流

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

历史上中日为何多次重复
“

复交
”

与
“

断交
”
∀ 其

深层原因及其影响
,

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探讨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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