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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概说
关于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过不少研究。十几年前，笔者也曾从历史学的角度
，就此问题进行过初步考察（参见拙著《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本文主要在前著以及晚近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就历史上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特点等
加以梳理介绍。
在“概说”中，首先介绍考察这一问题的若干方法及视角，其次就历史上日本人中国观的分期问题略
述管见。
1．方法与视角
其一，“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学、跨文化传播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综
合课题。本文主要从史学的角度，依据各个时期的史籍等文献记载，勾勒日本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
的各种“表象”以及形成“表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力图揭示每个时期的总体特征。
其二，历史上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是多层面的，既有官方，又有民间的认识。每个层面的中国观既
相互关联，又各有差异。但限于史料以及篇幅的制约，本文只选取每个时期占据主流层面的中国观，
就其总体倾向加以介绍。与此问题相关，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大都是代表了官方的意向。因而，所谓
每个时期占据主流层面的中国观，实际上也只能是当时的官方或半官方的认识，这一点在近代以前的
各个时期尤其明显。
其三，在考察历史上日本人中国观时，尝试引入近年来在国际关系学等领域里被广泛运用的诸如“他
者（Others）认识”以及“镜像（reflected  image）”等视角及方法。
2．分期及其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关于历史上日本人中国观的分期问题，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通常只是以十九世纪中
期为界，分为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两大时期。在笔者看来，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
（1）第一时期：3世纪（弥生时代）—— 19世纪中期（江户时代末期）；
（2）第二时期：19世纪中期（幕末、明治初期）—— 1945年（二战结束）；
（3）第三时期：1945年 —— 现在。
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个阶段。现将各个时期的阶段划分及其主要特征分述如下：
（1）第一时期：3世纪（弥生时代）—— 19世纪中期（江户时代末期）
这一时期的总的特征表现为，随着公元二、三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日本列岛，日本渐次被纳入中国文化
圈之内，接受了以律令制为首的中国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伦理观念、以及以汉译
佛典为载体的中国佛教等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在
深受中国文化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不时地感受到身处先进大邦之侧的压力。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主流中
国观可以用“敬畏”、“憧憬”、“尊崇”、“亲近”等词来加以概括。具体而言，第一时期又可以
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A）3世纪前半至5世纪（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
（B）7世纪至10世纪（飞鸟、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前期）
（C）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平安时代中后期至镰仓时代前期)
（D）13世纪至15世纪后期(镰仓时代中期至室町时代)
（E）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末期）
在上述五个阶段中，（A）（B）两个阶段的状况比较接近。在此期间，日本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
通过不断遣使，谋求中国王朝的承认，并开始大规模摄取中国文化。这两个阶段的日本人中国观的“
表象” 集中体现于“邪马台国” 的对魏遣使、“倭五王” 的对南朝遣使、飞鸟、奈良时代至平安时
代的遣隋使、遣唐使等官方使团的派遣方面。
在（C）（D）（E）三个阶段中，（C）阶段的两国关系的变化（由官方到民间），（D）阶段的元
军远征日本，都给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到（E）阶段则出现了丰臣秀吉出兵朝鲜
。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前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认识及其中国观发生渐变的时期。尽管如此，从镰仓时代
到江户时代，日本朝野继续对中国文化予以高度的关注。禅宗为首的新佛教、宋学、中国书籍、书画
等中国文化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流入日本，直接促成了当时主流中国观的形成。
（2）第二时期：19世纪中期（幕末、明治初期）—— 1945年（二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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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总的特征表现为，在二百多年的锁国之后，江户幕府派遣的藩士踏上中国大陆，目睹了清
末中国的腐败，现实与理想中的“中国像”形成强烈的反差，以此为契机引起日本人中国观发生巨大
变化，转向“失望”、“蔑视”。其后，在日本“脱亚入欧”，以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来观察中国的
背景下，加之甲午战争的结局，使这种中国观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的主流。但与此同时，日
本人内心深处的慕华情结依然存在，其中国观遂呈现出二元特征。
在第二时期，日本经历了明治、大正、以及昭和时代前期。在这大约百年期间，日本人的中国观基本
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因而可以不用细分具体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最大“表象”是出现了
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该时期的前半段（明治、大正）是近代日本人中国观原型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
，应该特别予以重视。
（3）第三时期：1945年 —— 现在
第三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更加多元化。鉴于本文主旨在于介绍历史上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问题，加之有关当代日本人中国观
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章有过介绍，在本文中不拟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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