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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历史认识》

前言

2005年，在编写《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时，历史
认识问题在东亚成为一个外交问题，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该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策划的，设想的
主要目标读者群是学生和历史教育者，最大的着眼点是整理近代以后的中日关系史中两国的“分歧点
”，并搞清这些分歧是在怎样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且作为历史认识固定下来的。
这项工程同时也是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学的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一种反省。本书作为《超越国境的历史
认识》的续篇，继承了以上问题意识。《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写作目的如上所述，该书的编者刘
杰在前言中使用了“1945年的视点”和“1911年的视点”这两个概念，来说明横亘在日本和中国之间
的历史认识的隔阂。本书的目的是深入挖掘这两个概念中的“1945年的视点”。探讨“1945年的视点
”，意义何在呢？对此，我们想在这里作以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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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5年的历史认识:围绕"终站"的中日对话尝试》着重探讨中日两国学者的“1945年的视点”，研究
了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和“知日”中国人的行动。我们把这一工作中勾画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历史的
理解总称为“1945年历史认识”。中国的研究者与日本的研究者一起，从迄今并未引起充分关注的这
个视点出发，研讨了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可以为中日的历史认识问题揭示出某种全新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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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王俊 等 编者：刘杰 (日本)川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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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战败”这一时代认识
导言 从1945年的时代认识到历史认识，
第1章 战败及日本的责任认识问题——围绕蒋介石政府和汪兆铭“政府
第2章 过去的净化与将来的选择——中国大陆、台湾留学生
第3章 满洲体验精神史——撤退的记忆和历史认识
第二部“终战”与混乱的历史感觉
导言 “终战”与混乱的历史感觉
第4章 虹口集中区：遣返前的上海日侨生活
第5章 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1945～1949）：政治和技术之间
第三部“终战”与留下的人们
导言 “终战”与留下的人们
第6章 “人”的移动与国家逻辑——后期集体撤侨的本质与界限
第7章 留日学生的选择——爱国的热情与历史的影响
第四部 历史认识问题的现在——来自日中美的建议
导言 从东亚的历史认识问题到全球的理性关心
第8章 超越国境同时研究历史——读《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中对话的尝试》
第9章 多重视角下的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国学者的思考与探索
第10章 历史认识的现状：2008
相关年表（1945～1955年）
“日中历史认识问题”参考文献
索引
执笔者介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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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战败后对中国的人力支援构想，即所谓日本人的留用问题格外受到关注。本书中杨大庆的论文
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验证，在此不作详述，纲要中确立了支援中国的原则值得关注。“在中国的各个企
业，在经济部门等的保留、重设以及新的设立、退出，要摒弃旧的权益思想，要以诚意支援中国的复
兴建设，将促进日中合作作为重点”。这样的条款是建立在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的反省的基础
上制定的，强调了日中对等关系的重要性。不管怎么样，在战败后的混乱中，在中国的日本最高司令
官最早设想了新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对中的崭新政策，这一点值得关注。关于提出尽最大努力支持以
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其背景，除了上述的蒋介石宽大的对日政策及冈村总司令官对中国的
个人情结之外，我还想指出下面两点原因。一是对共产主义势力扩大的警戒，二是对蒋介石政权（重
庆政府）政策的延续。首先来谈谈对共产党势力的警戒。对于将苏维埃势力的南下和中国共产党势力
的扩大作为最大危机的日军来说，“共同防共”是几年来对中国的希望。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同样
一直警惕着共产党。蒋介石马上就要成为名副其实支配全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日本来说，构筑跟蒋介
石的信赖关系的捷径就是打出“防共”的理念。因此，派遣军制定了“日军的交涉对象应该是中国的
正规军，不应该和中央军以外的地方军交涉”的方针①，高度警惕着想要通过战争的结束获取武器弹
药并扩大势力的共产党。投降的日军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应对活跃的共产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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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以1945年的“战后”历史是如何映射到当今中日两国历史认识为题目，是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共
同研究的成果。正如本书的诸篇论文阐明的那样，战后东亚世界在经历了人口移动与新国民的形成，
脱离殖民地体制，新分离国家的成立，战争责任感觉的构筑等过程中，形成了当今的历史认识。这次
共同研究的构想是在2007年5月提出的。本系列的前篇是《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该书主要探讨战前
中日关系的争论点，但是在序言中提出了战后历史给中日历史认识带来了何种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
可谓老生常谈，内容如下：如果“1945年的视点”给日本及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带来很大影响的话，形
成这种历史认识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并且两国为了加深对对方的历史认识应该如何评价1945年以后的
发展历程。这些问题在探讨中日历史认识方面极为重要。带着这种问题意识，2007年9月首先日方著者
召开了研究集训；并且，同年11月到第二年的2008年4月历时两次，与中方著者共同召开了中日共同研
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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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5年的历史认识:围绕"终站"的中日对话尝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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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原书本来是日文的 这是中文版刘杰老师的论文很好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只是亚马逊送货
来的时候，书的包装不怎么新，封面有点褶，有点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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