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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和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重启了改善中日关系
的希望之窗。从战略高度审视未来，构筑新时期的战略互惠合作，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又成为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时候，我们迎来了中日邦交正
常化35周年。35年前的9月，田中角荣首相与大平正芳外相前来北京，两国政府领导人会谈，高瞻远瞩
，面向未来，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开辟了中日友好合作的
新时代。这一幕历史性场景，后人永远不会忘记。我有幸曾多次访问日本，在列岛的东西南北，从城
市到乡村，走过许多地方，也在国内接待过日本各界的很多朋友，深感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对睦邻友好
合作的强烈意愿。1992年10月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我有幸陪同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两陛
下访问了北京、西安和上海，亲聆他向中国人民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
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天皇的友好情谊，使两国人民都感到温
暖。纵观中日两国关系史，既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史，也有近代闩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然
而，今天，我们和后代都生活在21世纪，“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史更为重要。它离得近，还在发展，
与两国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每天都在续写着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52年开始的10年是“民间往来”；从1962年中日备忘录贸易开启后的10年是“半官半民”；而
从1972年中日复交至今，是长达35年的“官民并举”阶段。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坎坷，不可能阻止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目前，中日政府和民间的友好合作已盛旺于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各领
域，澎湃向前，不可阻挡。我们不应忘记，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是多年来两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广大爱好和平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日子
里，重温两国关系的这一段历史，我认为是有益的。苦尽甜来，温故知新，人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今
天。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难忘的岁月》，所记载的是我们曾所见所闻所历的重要事件。书中所
怀念的贤人，都是战后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者和掘井人，他们为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智慧、财产，
甚至生命。这本书打开了我们记忆的窗口，对读者了解、研究、探讨战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大
有裨益。这本书出于中日两国20余名作者之手，他们大多是新闻界名笔，曾长年从事日本或中国问题
的研究和新闻报道，并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不同时期里作为常驻记者派驻对方国家。他们是中
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又是这本书的策划者和撰稿人。他们通过手中的笔和镜头，将那段历
史上有价值的资料和精彩的瞬间浓缩于这本《难忘的岁月》中。除中日记者外，一些亲历当年重要事
件的日本朋友，如日本前外相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西园寺一晃
等，也为本书撰写了回忆文章。这些当事者的记录，真实客观，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有些台前幕后的
旧事轶闻为首次披露，生动感人，可读性也很强。本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日子里以中、日两
种文字出版。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战后两国友好事业的发展历程，缅怀那些为此奋斗、献身的仁人志
士，共同维护艰难缔造的中日关系，争取两国友好合作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是过去的事，但它不
会消失，永远活在两国人民的心中。先辈们的功绩，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睦邻友好和共同发
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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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是一本跨国界的文章合集。中日两国20余位新闻名笔分别在
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天的不同时期里派往对方国家担任常驻记者，作为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重大事
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珍贵的文字资料和精彩的镜头浓缩于这《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
系》里，引领我们走进那段难忘的岁月。

Page 3



《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稀�

书籍目录

序开启中日关系的希望之窗风风雨雨的历程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奔波——记松村谦三先生三次访华LT
贸易日方创始人之一——高砖达之助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缔约“秘话”——日
中和平友好条约与园田直园田天光光女士的回忆重走邓小平访日之路专访日本天皇中国记者眼中的天
皇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两边有家人协助日侨回国  促进中日友好从战犯管理所里走出来的真诚朋
友日本遗孤的故事战争孤儿的日本寻亲路——与时间的较量盈盈一水间中日互派常驻记者纪实——首
任驻日记者的回忆在北京任常驻记者的日子——首任驻华记者的回忆“中国的窗口”——周恩来“方
式”与记者朱镕基总理与日本市民对话邓小平与中日经济交流润物细无声——谈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
款鉴真的遗产起点——日本人制作的首次中国电视转播节目“把马拉松赛办到天安门广场”故人与故
事随父移居北京的日子生命之火不熄——追忆白土吾夫先生永远的挚友——记日本国贸促理事长中田
庆雄日本绿色使者——远山正瑛良友嘉禾传友情——忆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和原正市绿色的思念—
—追忆日本绿化老人菊池善隆本书作者、合作者暨图片提供者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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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岩城：不光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谓极少数人，日本、中国都有。既然是极少数，就不能让这些人代表
全部。难道不是这样吗?安倍首相访华时达成了一致，日中之间开始共同研究历史。这件事，虽然曾几
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实现还是第一次。我想，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进行这项研究，而不在政治层面上
将问题政治化。重要的是首先要创造环境，使之能提出大量的史料和证据，以便能够客观、科学地进
行学术性研究。孙：中国人的想法是大多数日本人是受害者，鼓吹战争的只是一小撮，从小受的教育
都是这样的。日本国民也有这种意识吗?岩城：我手头没有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孙先生有常驻
日本的经历，感觉怎么样?孙：中国人重原则，事情的妤坏清楚，黑白分明。有些日本人即使心里认为
那场战争不好，也不明确说出来。比如对甲级战犯战争责任的认识上，有些人不是挺暖昧的吗?岩城：
我认为，用“日本人”这样一个词去涵盖日本民众是不可能的。比如，有战争体验的一代人和没有战
争体验的一代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去靖国神社，除了祭扫亲人亡灵并没有别的目的。去问这些人甲
级战犯对与错，是否可取呢?用邓小平常用的话，也许可以说：应该“实事求是”。我认为应该这样理
解：人因所处的立场不同而有种种想法，很难用一个词去作区分。刘：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人，在中国
也是这样看的。对被迫参加那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的人，他们的亲人们去悼念，是自然的事情。我认
为，这与祭拜甲级战犯完全不同。对此，中国是主张要区分开来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胡锦涛“特
别叮嘱”了对方，他说我们要相互遵守三个文件，并要求曰方不要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请日本
的各位体会到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从中国来看，那么多人被杀戮，那么多人的亲人被杀害，请不要
做那种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的事情了。岩城：我认为，这需要在一般国民层次上给予理解。这就是说
，我们有必要开展交流，使一般国民能理解这种感情、心情，以及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
人。在政治层面上，即使再怎样用政治文件进行确认，如果在国民层次上发生了与之不同的状况，那
也是不会结出果实来的。可以把三个文件作为纪念碑、出发点来确认，但今后能否进行交流使之丰满
起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孙：这里，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对待历史。历史是翻
过去的一页，是过去的事情，我认为，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经验，要让历史成为历史。两国关系，
不仅仅是100余年来的历史教训，还有2000多年来的历史财富。中国不会把历史当作一张牌来为难日本
。中国人其实已把历史的一页翻过去，可是日本有一部分人却非要搬出来。我们还是要以史为鉴，使
之变成财富。刘：关于历史问题，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在《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与外交
》一文，说得很到位。他说：“部分日本有识之士中，有人持有这样的意见：把曰中历史问题归结为
防卫和贸易问题，认为中国政府提出过去的战争是为了从日本获得巨额援助；对日本教科书如何定义
那场战争说三道四是干涉内政。这些见解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对中国人而言，19世纪以后
的历史是一部受屈辱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国家赖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对此麻木不仁，曰中关系就永远
不能有飞跃性的发展。”入江氏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即19世纪以后的中
国近代史，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吧。孙：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啊。刘：在这次首脑
会谈中也提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鉴，我想有三点。一是两千多年的友好史，一是时间虽短但实
际存在着的不幸的历史，再有的是战后60年两国人民共同构筑了崭新的中曰关系。35年前，在那么艰
难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两国复交了，这也是一个“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所以，说到以史
为鉴时，不是只提那场不幸的战争，而是要把三个阶段都作为“鉴”。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日
本国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道歉好多次了，怎么还让我们道歉?究竟道歉几次才算完!?”你们
听说过吗?岩城：关于这一点我倒想，最近中国国内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言论，“噢，原来日本人是这
么看的，不能让有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国会演说中说：“要积极评价日本
领导人对历史问题所表明的态度。”我认为这有很大的意义。由于中国首脑有了明确的说法，人们就
会认为，噢，中国政府领导人也不认为曰本还没有道歉。所以我期望，这次演说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孙：说中国非要抓着历史不放，那是误解。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就过去的事
表示道歉时，中国方面反而表示，“那都是过去的事啦，让过去的事过去吧”，当时是那样的气氛。
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争论，基本上都是日本某些政治家“放言”的时候。对这些否认历史的讲
话，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我个人认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正视历史的，否认历史的只是少数人。
另外，有看法认为，“反省”与“谢罪”在含义上也有不同。对此，不少中国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也
是事实。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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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跨国界的文章合集。中日两国20余位新闻名笔分别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天的不同时期
里派往对方国家担任常驻记者。作为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珍贵的文字
资料和精彩的镜头浓缩于这本书里。引领我们走那段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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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评怎么发图片啊？。。
2、http://changweibo.com/  下次试下这个，生成图片会好点，这个竖排的开始来好累
3、　　╔═╤═╤═╤═╤═╤═╤═╤═╤═╤═╗
　　║┊│两│无│┊│是│对│从│┊│Μ│看║
　　║┊│国│知│┊│哪│华│邓│┊│ｅ│完║
　　║┊│好│产│┊│来│友│屠│┊│ｎ│这║
　　║┊│的│生│┊│的│好│到│┊│印│几║
　　║┊│人│仇│┊│？│政│朱│┊│象│个║
　　║┊│，│圝│┊│┊│圝│反│┊│更│故║
　　║┊│是│恨│┊│┊│客│圝│┊│好│事║
　　║┊│不│，│┊│┊│，│腐│┊│了│，║
　　║┊│会│仇│┊│┊│你│到│┊│。│对║
　　║┊│不│圝│┊│┊│们│影│┊│┊│中║
　　║┊│爱│恨│┊│┊│这│圝│┊│┊│国║
　　║┊│和│加│┊│┊│么│帝│┊│┊│这║
　　║┊│平│固│┊│┊│高│，│┊│┊│几║
　　║┊│和│无│┊│┊│的│对│┊│┊│位║
　　║┊│理│知│┊│┊│觉│岸│┊│┊│ｓ║
　　║┊│解│。│┊│┊│圝│日│┊│┊│ｔ║
　　║┊│的│真│┊│┊│悟│本│┊│┊│ａ║
　　║┊│。│正│┊│┊│圝│勇│┊│┊│ｔ║
　　║┊│┊│为│┊│┊│到│敢│┊│┊│ｅ║
　　║┊│┊│了│┊│┊│底│的│┊│┊│Ｓ║
　　╚═╧═╧═╧═╧═╧═╧═╧═╧═╧═╝
　　
　　╔═╤═╤═╤═╤═╤═╤═╤═╤═╤═╗
　　║鼻│章│摊│４│０│直│谁│┊│情│可║
　　║子│叫│在│０│％│接│说│┊│，│爱║
　　║上│︽│中│Ｅ│－│投│日│┊│还│的║
　　║脸│润│国│美│８│资│本│┊│访│明║
　　║了│物│人│元│０│。│没│┊│华│仁║
　　║。│细│头│，│％│Ｏ│有│┊│途│天║
　　║┊│无│上│等│。│Ｄ│赔│┊│中│皇║
　　║┊│声│每│于│到│Ａ│款│┊│亲│不║
　　║┊│︾│人│白│２│的│？│┊│口│仅║
　　║┊│，│两│送│０│贷│不│┊│道│养║
　　║┊│太│美│２│０│圝│算│┊│歉│鱼║
　　║┊│无│元│５│６│款│为│┊│。│，║
　　║┊│声│。│０│年│利│了│┊│┊│不║
　　║┊│了│写│Ｅ│日│息│﹂│┊│┊│仅║
　　║┊│傻│日│美│本│低│私│┊│┊│拥║
　　║┊│圝│本│元│总│到│利│┊│┊│有║
　　║┊│逼│贷│给│共│赠│﹁│┊│┊│伟║
　　║┊│们│圝│中│贷│与│的│┊│┊│大║
　　║┊│还│款│国│了│率│对│┊│┊│的║
　　║┊│蹬│这│，│３│７│华│┊│┊│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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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圝│到│┊║
　　║┊│┊│┊│┊│┊│┊│中│由│目│┊║
　　║┊│┊│┊│┊│┊│┊│友│，│前│┊║
　　║┊│┊│┊│┊│┊│┊│好│和│为│┊║
　　║┊│┊│┊│┊│┊│┊│万│盎│止│┊║
　　║┊│┊│┊│┊│┊│┊│岁│格│我│┊║
　　║┊│┊│┊│┊│┊│┊│。│鲁│只│┊║
　　║┊│┊│┊│┊│┊│┊│┊│撒│知│┊║
　　║┊│┊│┊│┊│┊│┊│┊│克│道│┊║
　　║┊│┊│┊│┊│┊│┊│┊│逊│两│┊║
　　║┊│┊│┊│┊│┊│┊│┊│文│样│┊║
　　║┊│┊│┊│┊│┊│┊│┊│明│东│┊║
　　║┊│┊│┊│┊│┊│┊│┊│。│西│┊║
　　║┊│┊│┊│┊│┊│┊│┊│今│万│┊║
　　║┊│┊│┊│┊│┊│┊│┊│天│岁│┊║
　　║┊│┊│┊│┊│┊│┊│┊│我│雅│┊║
　　║┊│┊│┊│┊│┊│┊│┊│要│克│┊║
　　║┊│┊│┊│┊│┊│┊│┊│加│西│┊║
　　║┊│┊│┊│┊│┊│┊│┊│上│：│┊║
　　║┊│┊│┊│┊│┊│┊│┊│：│自│┊║
　　╚═╧═╧═╧═╧═╧═╧═╧═╧═╧═╝
　　
　　
4、震惊了，这篇居然完全发不出。出此下策。
5、这是一些亲历了建国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中日两国有关人士回忆文章的汇集，透露了很多新闻
背后的秘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一读和收藏。顺便一提，这本书的日文版也很优秀，翻译编
辑水平堪称一流。
6、他生成图片后会给个链接，你把链接放书评里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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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两│无│┊│是│对│从│┊│Μ│看║
║┊│国│知│┊│哪│华│邓│┊│ｅ│完║║┊│好│产│┊│来│友│屠│┊│ｎ│这║║┊
│的│生│┊│的│好│到│┊│印│几║║┊│人│仇│┊│？│政│朱│┊│象│个║║┊│，
│圝│┊│┊│圝│反│┊│更│故║║┊│是│恨│┊│┊│客│圝│┊│好│事║║┊│不│，
│┊│┊│，│腐│┊│了│，║║┊│会│仇│┊│┊│你│到│┊│。│对║║┊│不│圝│┊
│┊│们│影│┊│┊│中║║┊│爱│恨│┊│┊│这│圝│┊│┊│国║║┊│和│加│┊│┊
│么│帝│┊│┊│这║║┊│平│固│┊│┊│高│，│┊│┊│几║║┊│和│无│┊│┊│的
│对│┊│┊│位║║┊│理│知│┊│┊│觉│岸│┊│┊│ｓ║║┊│解│。│┊│┊│圝│日
│┊│┊│ｔ║║┊│的│真│┊│┊│悟│本│┊│┊│ａ║║┊│。│正│┊│┊│圝│勇│┊
│┊│ｔ║║┊│┊│为│┊│┊│到│敢│┊│┊│ｅ║║┊│┊│了│┊│┊│底│的│┊│┊
│Ｓ║╚═╧═╧═╧═╧═╧═╧═╧═╧═╧═╝╔═╤═╤═╤═╤═╤═╤═╤═╤═╤═
╗║鼻│章│摊│４│０│直│谁│┊│情│可║║子│叫│在│０│％│接│说│┊│，│爱║║
上│︽│中│Ｅ│－│投│日│┊│还│的║║脸│润│国│美│８│资│本│┊│访│明║║了│
物│人│元│０│。│没│┊│华│仁║║。│细│头│，│％│Ｏ│有│┊│途│天║║┊│无│
上│等│。│Ｄ│赔│┊│中│皇║║┊│声│每│于│到│Ａ│款│┊│亲│不║║┊│︾│人│
白│２│的│？│┊│口│仅║║┊│，│两│送│０│贷│不│┊│道│养║║┊│太│美│２│
０│圝│算│┊│歉│鱼║║┊│无│元│５│６│款│为│┊│。│，║║┊│声│。│０│年│
利│了│┊│┊│不║║┊│了│写│Ｅ│日│息│﹂│┊│┊│仅║║┊│傻│日│美│本│低│
私│┊│┊│拥║║┊│圝│本│元│总│到│利│┊│┊│有║║┊│逼│贷│给│共│赠│﹁│
┊│┊│伟║║┊│们│圝│中│贷│与│的│┊│┊│大║║┊│还│款│国│了│率│对│┊│
┊│的║║┊│蹬│这│，│３│７│华│┊│┊│爱║╚═╧═╧═╧═╧═╧═╧═╧═╧═╧
═╝╔═╤═╤═╤═╤═╤═╤═╤═╤═╤═╗║┊│┊│┊│┊│┊│┊│日│圝│到│┊║
║┊│┊│┊│┊│┊│┊│中│由│目│┊║║┊│┊│┊│┊│┊│┊│友│，│前│┊║║┊
│┊│┊│┊│┊│┊│好│和│为│┊║║┊│┊│┊│┊│┊│┊│万│盎│止│┊║║┊│┊
│┊│┊│┊│┊│岁│格│我│┊║║┊│┊│┊│┊│┊│┊│。│鲁│只│┊║║┊│┊│┊
│┊│┊│┊│┊│撒│知│┊║║┊│┊│┊│┊│┊│┊│┊│克│道│┊║║┊│┊│┊│┊
│┊│┊│┊│逊│两│┊║║┊│┊│┊│┊│┊│┊│┊│文│样│┊║║┊│┊│┊│┊│┊
│┊│┊│明│东│┊║║┊│┊│┊│┊│┊│┊│┊│。│西│┊║║┊│┊│┊│┊│┊│┊
│┊│今│万│┊║║┊│┊│┊│┊│┊│┊│┊│天│岁│┊║║┊│┊│┊│┊│┊│┊│┊
│我│雅│┊║║┊│┊│┊│┊│┊│┊│┊│要│克│┊║║┊│┊│┊│┊│┊│┊│┊│加
│西│┊║║┊│┊│┊│┊│┊│┊│┊│上│：│┊║║┊│┊│┊│┊│┊│┊│┊│：│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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