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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特点及当代价值探析

游 博

摘要：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前随着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彼

此交往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突出的务实性、相互的平等性、长远的前瞻性。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

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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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 9 月发生所谓日本“购岛”闹剧以

来，中日两国关系再次降到历史的冰点。日本为了

实际控制钓鱼岛，近期真可谓动作频频。加强与美

国军事同盟，配合美国部署亚太反导系统，将防卫

中心转移到西南方向，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密集亮

相世人，计划筹建水陆两栖部队，加强离岛夺还能

力，日美联合“黎明闪电”军事演习以及日本独自进

行的“夺岛”演习纷纷上演。持续的中日两国紧张局

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此刻，我们缅怀为促进中

日友好付出巨大心血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历史见证人的邓小平，挖掘他的对日外交思想，对

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

统一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是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政策主张。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

现原则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1](p1436)邓小

平坚持这一政策主张，并成功运用到处理中日关系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
首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涉及两国历史问

题、领土主权完整等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主张

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含糊，确保中日关系沿着健

康方向发展。一是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针

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予以

揭露，多次谈到日本要正确面对历史，1986 年 8 月

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指出，“最近

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

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

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正确对待历史也

是对日本人民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2](p1128-1129)他向

世人清楚表明日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是发展中

日关系前提基础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二是反对日本

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1982 年 11 月邓小平在

会见宇都宫德马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代表团谈到日

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时说，“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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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

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

主义的影子在作怪。日本确实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

思潮”。[3](p867)表达了他对日本擅自修改历史教科书

鲜明的态度。三是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邓小

平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中国，坚持原则，只不过问题

是同日本有争议，但并不改变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的事实，他说，“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

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4](p87)四是反对日本抛弃专

守防卫。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制约，坚持专守防

卫原则，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维护二战胜利果实所必须的。然而，伴随日本经济

实力增长，大国意识也在滋长。中曾根提出政治总

决算，摆脱战后体制，“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

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

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5](p677)中曾根宣称，“日本一

旦有事，自卫队有权在周围数百海里和交通线 1000
海里的范围内保护‘支援日本的’或‘攻击苏联的美

国军舰’”。[6](p679)“这不但超出《日美安全条约》规定

的适用范围———‘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也突破了日

本政府宣布的‘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6](p680)

对于日本要求行使自卫权，扩大防御计划问题，邓

小平告诫日本政府，“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

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

史。它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

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

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

了。如果形成政策，不但中国人民，整个东南亚人民

都会提出问题的”。[7](p932)五是反对干涉台湾问题。日

本政府在台湾地位归属问题上是向中国政府作出

了郑重承诺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出于

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屡屡制造破坏“一个中国”的事

情发生，光华寮事件就是明证。根据国际法，由于日

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旧中国在日本财产的所

有权和支配权自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
1986 年 2 月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却将光华寮错误地

判为台湾当局所有。邓小平对日本一直或明或暗搞

“两个中国”，不想放弃台湾的图谋保持着高度警

惕，有着清醒认识。1987 年 9 月他在会见冢本三郎

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就光华寮问题时

指出，“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得远

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在‘光华寮’问题

上，我们的看法不大一致。你们看作是法律问题，我

们认为是政治问题，分歧就在这里”。“而‘光华寮’
问题，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

一台’的问题”。[8](p1207)

其次，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同时，不失策略的

灵活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当日本

政府表示不再修改历史教科书，首相不再参拜靖国

神社时，中国政府做到适可而止，不让两国历史问

题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愿意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开

展经贸人员往来。1984 年，3000 名日本青年应中国

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并参加国庆 35 周年庆典，展现

出极大的策略的灵活性。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同样

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出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考

虑，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时，就钓鱼岛问题提出“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办法。很长一段时期，中

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就这个“君子协定”达成默契，

从而确保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二、突出的务实性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正确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将日本当年对外发

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而

广大日本人民却是战争的受害者，从而为中日邦交

正常化铺平了道路。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

体核心后，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对日

外交思想，认为新时期破坏中日友好的军国主义分

子/极右翼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日本人民是赞成中日

友好的，多次在不同场合揭露批判日本极右翼搞军

国主义，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展现出发展中日关系

时的务实性。1987 年 5 月他在会见宇都宫德马时指

出，“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
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

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

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日本军国

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

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9](p1185) 同年 6
月他在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

指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

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

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

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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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然而我可

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百分

之九十九以上”。[10](p1193)针对一位日本议员提出日本

不存在极右势力的观点，他指出，“存在着极右势

力，任何社会都存在。周总理诗碑对日本有什么坏

影响，为什么要破坏？”。“从三岛由纪夫那件事就可

以看出一种倾向”。[11](p1228)

三、相互的平等性

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一味要求一方作出努力，

或者限制一方行为。在某些问题领域，要坚持对等

性，双方都要作出努力，这对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是有利的。比如邓小平坚持中日两国要共同反对霸

权主义。这既是中日双方努力的方向，也是对双方

各自行为的约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高举

反对霸权主义旗帜。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

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他将

反对霸权主义政策贯彻落实到中日关系中，认为中

日两国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这对双方都是约束，

中日关系才能获得健康长远发展。1977 年 10 月他

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

进时指出，“现在越来越看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里写入反霸条款的必要性。这是鉴别我们的政治家

是不是有长远的战略观点、中日必须友好的信念是

不是坚定的一个试金石”。[12](p221)在中日两国共同努

力下，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第二条明

确提出，缔约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

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条约明确写

上反霸条款，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也是对中

日双方行为的自我约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后，邓小平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指出，“条约

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条约里写上反

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

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13](p355)“不

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和平和反对霸

权主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4](p367)“现在我们称霸，

没有资格，这么穷。问题在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

后，称不称霸？到那个时候也不允许称霸。”[15](p368)

四、长远的前瞻性

中日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两国之间确实

存在一些问题，但邓小平认为，局部利益要服从全

局利益，要从长远的、全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中

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邓小平从 1975 年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到 1989 年宣布正式退休的这段时期，

接待了大量日本政党代表团、日中经济协会、日中

友协代表团以及首相议员个人等，并且他特意选择

以会见斋藤英四郎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作为他正式退休前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邓小

平还在许多场合选择同日本各界访华代表团谈话

时阐述中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同大平正芳首相谈到

中国现代化蓝图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会见日本商

工会议所访华团提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即和平与

发展等等。这里包含他寄望中日友好的深意，正如

他自己所言“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6](p349)他总是讲中日近两千年

友好交往，只有一百多年的路程走得不好，因而对

中日友好充满了期待。1984 年 3 月他在会见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

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情超过

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17](p968)

五、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以上对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特点的分析中，

我们看到，要维持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有一个

基本前提，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要有正确的态

度，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否则，中日

关系就会出现困难局面。坚持三个原则，务实性原

则、平等性和战略性原则。一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原

则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成为一个整体构成邓小平对

日外交思想的精髓。只有正确坚持一个基本前提和

三个原则，才能确保中日关系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

发展下去，这对指导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

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应该继续坚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确保中日关系健康平稳

发展。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不改一贯做法，依然在历

史问题上继续挑战中国。小泉首相连续 6 次参拜靖

国神社、2013 年 12 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

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围绕钓鱼岛，2010
年发生撞船扣留中国船长事件，2012 年发生“购岛”
闹剧，打破钓鱼岛现状；力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

专守防卫，从 1992 年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派到波

斯湾排雷到如今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专守防卫

早就抛之脑后。近 20 多年来，日本一直制造“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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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阻挠中国统一。2005 年美日 2+2 会谈发表

公告，公开将台湾列为两国共同保卫的战略目标；

2013 年 4 月日台签订《台日渔业协定》等等。这一系

列事件是导致中日关系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日本

政府只有切实做到如同邓小平所讲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正确面对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有恢复

到正常状态的可能。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有所

转变，中国政府就要适时做出改善对日关系的姿

态。我们看到，自 2014 年 APEC 会议中日首脑会谈

前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015 年纪念万隆会议 60 周

年期间中日首脑再次会晤后，中日关系紧张局面有

所缓和。同时，中国继续批评日本走军事大国化道

路，展现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第二，坚持发展中日关系对等性，反对日本单

方面谋求优势。2010 年中国 GDP 取代日本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屈居第三。中国依然遵循邓

小平的教导，继续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维护在东海、南海的正当海洋权益，

无意也不想挑战既存国际秩序、搞地区霸权主义。
再转过来看日本。当中国 GDP 反超日本，它的急

躁、焦虑、不安情绪表露无遗，不断炒作“中国威胁

论”，让钓鱼岛始终保持一定温度，为日本在国内大

肆增加军费、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寻找合理借口，争

当亚洲第一，搞地区霸权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直露地说，“日益复兴的日本，

今后将在亚洲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抗衡中国的

实力。希望日本成为这个正在为美国撤退和北京军

力增强而担忧的地区的领袖”。“日本为世界‘作贡

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在亚洲抗衡中国”。日本想

当东亚霸主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心态可谓表露无遗，

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关于中日两国不要搞霸权主义

的忠告。

第三，中国继续做好中日民间外交工作。2015
年 9 月，日本国会通过一部战争法案———新安保

法，该法核心解禁集体自卫权，许多日本民众在国

会前抗议示威，这是自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民众反

对国会通过《美日安保法案》以来最大一次抗议行

动，这足以说明大多数日本民众是反对日本政治右

倾化的，也证明当年邓小平将日本广大人民和一小

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将希望寄托于日本人民

的思想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中国应该继续

做好中日民间外交工作，“以民促官”是中国对日外

交思想的精髓之一。当前，两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

充分发挥两国友好协会这种民间组织作用，积极推

动两国政界、文艺界、科学界、教育界、宗教界、卫生

界、体育界乃至工会、青联、妇联等两国各界人士相

互访问交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两国之间的人与

人的接触，特别是加强中日两国青年的往来，促进

中日关系向正常轨道上发展，真正实现邓小平期待

的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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