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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内容概要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认为《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同类作品里最好的一本，不
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由小见大、细微处见精神。希望读者秉持“兼听则明”的精神，不管是
日本还是中国的读者，都能以开放纳谏的态度阅读此书。天儿惠教授认为：“日中间的最大问题是相
互误解”。他的书通篇主题就是如何减少这种误解。但愿我们中国的读者能给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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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儿慧 ，1947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早稻田大学本科生毕业，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社会学博士。
前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长，现任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生院院长。著有《中国革命与基层干部》（博
士论文，1984年）、《中国——脱变的社会主义大国》（1992年）、《日本的国际主义》（1995年）
、《邓小平》（1996年）、《中国是威胁吗？》（1997年编著）、《中日交流的四个半世纪》（1997
年）、《亚洲的21世纪》（1998年）、《现代中国——过渡期的政治社会》（199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1999年）、《等身大的中国》（2002年）、《巨龙的胎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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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精彩短评

1、中日友好

2、＝ ＝ 坦诚地说出来太多东西，嗯，直白的让人无言以对
3、不错的作者。
4、了解是和解的前提
5、重新解读了咱们的世界
6、这本书写于十年之前（2003年），十年过去了，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不是加深，而是更加极端化，
脸谱化，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不是解决，而是加剧。至于天儿慧先生所极力提倡的“东亚共同体”在
鸠山上台后也只是昙花一现。中日关系的死结到底在哪里？莫非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7、还算冷静的考虑，致使这样的人太少。详见blog
8、学者写的书，趣味性不是很强，有的地方重复。很多观点还是有见地。
9、没什么用～～
10、嗯 赞同 日本人值得我们去学习
    曾经的历史 更值得的是我们去反思 去从中找到我们的不足
    中国当时那种情况 就算日本不来侵略 其他国家肯定也虎视眈眈
    所以 这种历史原因 也不能太片面去看待
    开放地面对过去 才能正确地迎接未来
    日本国土资源那么有限 却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
    凭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名族能够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在中国有着很多日本企业
    中国虽然现在发展很快 但也是有很多牺牲代价要算在里面的
    中国版图辽阔 资源远远多于日本
    加上文化悠久
    按道理说 应该优势有一大节
    如果我们能正确对待双方关系 坚持拿来主义
    我们不强大 不超过
    实在说不过去啊
    所以 一定要多多学习我们的这位邻居
    就像商场上一样 一个再好的公司 如果没有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是无法被激励地持久前进的
    我们自己发展 也离不开日本这样一个对手
    我们不去好好地 正确地把握分析对方 学习对方长处 以扬长避短
    而总是跟别人算上辈子的旧账 感情用事地排斥
    实在有点小家子气 而且很幼稚 甚至是有点愚蠢
    我想 年轻人尤其要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未来发展 还是要靠 下一代
    观念不转变 永远都是在死胡同里打转转
    而别人 早已经走了老远了 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11、朴实冷静，值得一读，深度不大。
12、Amako的书原来在国内卖的这么好啊？
    另外推荐个韩国人写的书《缩小的日本意识》李御宁，
    写的也很不错
13、理解即宽容
14、尊敬作者，但其观点未免带有主观色彩，感觉有点文人的天真在里面。
15、日本研究
16、对中日关系前途表示悲观.....
17、研一下读：为减少中日之间的误解而著，以日本人的视角客观分析中日关系。
18、日本外交家如果都是这个见识，日本外交算是完蛋了：中日关系之所以这样是××希望这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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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政和军事经济利益考虑。再怎么交流××都会想法子继续维持这种氛围
19、天儿慧是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书中所写，确实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明显感觉到的日本人
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敏锐看到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和上下其手，这比一般日本人高明。现在的
中日关系，我个人觉得，中国本来有一手好牌，但是没打好。
20、中日的喜、怒、哀、樂，都在裡頭了。天兒老師真棒。
21、作者本身对中国偏见就很严重，把中国很多观念习俗方面的、完全可以理解妥协的差异都抹黑为
恶习。文中对中国一些细节方面的批评是有参考意义的，中国真的是比较落后，即使是今天，跟先进
文明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大是大非面前日本人绝不可信，文中一些观点已被现实打脸，宪法已经修
改了，法西斯已经复辟了，日本绝对是最急切要灭亡中国的国家。之所以评价为为四星推荐，是要警
醒自己，目前日本人对中国的鄙视和仇恨日增不减的现实，同时不忘“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被拙劣的
中学历史教材毁掉的真理。日后中国衰弱之时，便是日寇侵略之日。
22、这本书最初是一个中国通的日本人讲给他的同胞：中国究竟是如何，中日关系究竟是如何。在王
逸舟的努力下，这本书被翻译到了中国。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谦卑的日本民族对于被中国误解的
无奈，也看到了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的中国主流思想体系的荒谬。日中之间的误解存在了许多
年，虽然国际关系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尽量减少误解，但显然这误解越来越深，两家人越来越没法信任
。本书2006年出版，2010年双方的剑拔弩张有增无减。希望更多人了解日本，这对于国家、东亚、世
界的稳定都是必须的。2010年11月，从国图借。
23、　　天儿慧是日本知名的中国及中日关系研究者，曾经在温总访日期间接受过CCTV4记者的采访
，所以在当当上看到这本书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
　　如同序言里提到的那样，这是“一本有助于消除误解的好书”，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更加真切地
体会到日本人（至少是部分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真实看法。书中最有启发的地方，除了介绍日本方
面在“中日战争”、“台湾问题”等若干方面的观点和感受之外，还可以一览（部分）日本学者是如
何看待中国，以及（部分）日本学者对中日未来发展的思考。
　　前段时间77，尽管中宣部已经开始改变以前一边倒的宣传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大“中日友好”的
宣传，但大多数媒体还是致力于历史问题的再现（或者说纠缠），可是只“正视”了历史，忽视了未
来。12号我翻开《南周》，看到慰安妇和中日应该对抗还是合作的辩论，觉得十分失望。不是说这些
不应该讨论，而是说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值得并且应该讨论的东西，比如说中日关系现状对中、日、
美乃至台湾和亚洲产生的影响、中日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才有利于台海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和平崛起
、如何在零散的民间交流和僵持的政府关系之外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频繁的学术、文化、生活交流制度
等等。
　　可这不能完全怪媒体，中国的媒体被阉割以后已经完全不能勃起。相对于充满风险和理性思考，
还是抓住盖棺定论的历史更加安全，也更加巧妙。去吧，去迎合那些自卑又自大的心理吧，何苦背那
卖国的骂名。我只能说，妈的，这群祸国殃民的愤青，妈的，那些培养这些愤青的猪头三。
24、努力超越偏见
25、其实作者因为不治日本文学，所以一些民族性格和情感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真不敢想象如果当
年王沪宁如果真去了日本进修现在会是何种局面⋯⋯
26、你们只是按你们思维方式道歉，日本道歉让人摸不着头脑，看了本书后更让人火大
27、原来如此
28、你们只是按你们思维方式道歉，日本道歉让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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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天儿慧是日本知名的中国及中日关系研究者，曾经在温总访日期间接受过CCTV4记者的采访，所
以在当当上看到这本书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如同序言里提到的那样，这是“一本有助于消除误解
的好书”，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日本人（至少是部分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真实看
法。书中最有启发的地方，除了介绍日本方面在“中日战争”、“台湾问题”等若干方面的观点和感
受之外，还可以一览（部分）日本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部分）日本学者对中日未来发展的思
考。前段时间77，尽管中宣部已经开始改变以前一边倒的宣传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大“中日友好”的
宣传，但大多数媒体还是致力于历史问题的再现（或者说纠缠），可是只“正视”了历史，忽视了未
来。12号我翻开《南周》，看到慰安妇和中日应该对抗还是合作的辩论，觉得十分失望。不是说这些
不应该讨论，而是说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值得并且应该讨论的东西，比如说中日关系现状对中、日、
美乃至台湾和亚洲产生的影响、中日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才有利于台海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和平崛起
、如何在零散的民间交流和僵持的政府关系之外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频繁的学术、文化、生活交流制度
等等。可这不能完全怪媒体，中国的媒体被阉割以后已经完全不能勃起。相对于充满风险和理性思考
，还是抓住盖棺定论的历史更加安全，也更加巧妙。去吧，去迎合那些自卑又自大的心理吧，何苦背
那卖国的骂名。我只能说，妈的，这群祸国殃民的愤青，妈的，那些培养这些愤青的猪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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