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互利共赢 

――― 纪念中日建交 50周年 

 

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虽然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风波，但总的来说还是

得到了相对健康稳定的发展，中日友好是主流，是今后两国关系唯一的发展方向。 

  讲到中日友好，我就特别怀念在留学期间与日本人的友好交流。那个时候我几乎每个

周末都会被日本朋友邀请到家里做客。而且只要听说哪家来了中国留学生，附近的邻居

们就都会过来探望，经常带着我们参加各种活动，比如祭り呀，卡拉 Ok，慰问老人院呀，

他们都会热情地带我们去参加。聚会旅游也都是他们招待。那个时侯，能够与中国留学

生进行友好交流，对日本人来说甚至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值得炫耀的事。 

 所以我特别感谢和珍惜那个年代交下的日本朋友。大概有五，六家现在我都一直跟他

们保持着交流，即使老一辈去世了，跟他们的儿女也都经常有来往。也正因为如此，让我

始终很留恋北九州，即便参加工作以后，先是到东京再到福冈，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九

州。与其说这是我与北九州的缘分，还不如说是留学期间那一段与日本朋友的友好交流

所起的作用。 

  因此，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我就特别怀念起我留学时期那一个中日特别友

好的年代，也就会思考怎么样才能让中日友好持续下去。当然，这个题目很大，在这里我

就仅仅作为一个在日 30多年的普通华人谈三点浅显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我要说的这三点就是三个 H。哪三个 H呢？第一个 H就是 Why，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中日

友好？第二点就是 What,也就是说，什么是中日友好。第三个就是 How，也就是说，怎样

才能使中日友好。 

  那么首先讲第一大点就是“Why”、即“为什么”要中日友好？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直认为看任何问题都必须首先从研究问题的本质，尤

其是事物的本质目的入手。我的那个拙著「BEST理论」（風詠社 2017年出版）中的“E”

就是 Essence，即“本质”的意思。因为如果不从本质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讲中日友好

就没有动力，也就没有耐力，受不起波折，经不住风雨。那么为什么要友好呢？我觉得最

本质的目的就是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用外交词语就是叫做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为了互利共赢。也就是说，中日友好不是只对哪一方带来利益而是给双方带来利益



的唯一途径，是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中日友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到互利共赢的手

段。不能为友好而友好，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第一大点。 

  第二大点就是“What”，也就是说“什么是”中日友好。 

  讲中日友好不能抽象地去讲，而是要具体化，明确化。只有这样才会有实际意义。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 1 点是相互尊重。这跟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要尊重彼此的性格爱好，生

活方式，乃至价值观，世界观。即便彼此不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否则，

没办法做朋友。那么，国与国之间也不例外，除了最起码的要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以外，还要尊重彼此的民族习惯，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

都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尊重都做不到，谈什么友好呢？这一点是指对对方的

态度。 

第 2 点是相互尊敬，这是指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行为做法要尽量

做到让对方尊敬。尊敬不同于尊重，尊敬是要发自内心的佩服。这就要求我们的行为思

想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以及普世观念。如果一方无理无德的言行过多，那

么自然就无法得到对方从心底里的认可，也就谈不上尊敬。这样的友好只能是“面和心

不和”。这就要求两国人民要特别注意自身的言行。我们华人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代表

个人，还代表祖国。 

第三大点就是“Why”、即“怎样”才能让中日友好。我觉得主要有以下 3点。 

第 1 点就是除了加强官方外交之间的交流以外，更应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沟

通。这点我觉得极其重要。因为外交会很容易受到国际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

宣传机构也会有时为了迎合大众当时的情绪，而难免会使报道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片面

性，极端偏颇性，缺乏真实性，全面性（按「BEST 理论」来讲就是违反“本质论”、“平

衡论”和“系统论”）。这样就会容易让两国人民产生误解，误判。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事

实就是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人和只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反

过来也一样。因此加强民间交流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个别的，一时的，逆

中日友好潮流而上的思想行为占上风。而担当这一重要使命的就是我们在日的华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冈领事馆的指导下，在戴永红会长的带领下，北九州华人华

侨协会自建立以后，一直积极推进促进中日友好的各项工作，展开旨在促进中日文化交



流的各项活动。无论是新春饺子会，还是春季赏花会，以及夏季联欢会，秋季登山会等

等，都会热情地邀请日本九州地区的政界，商界的代表以及日本友人参加。这些活动大

大地促进了华人华侨与当地日本社会的了解和沟通，对中日友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今

后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第 2点就是要把“民族文化”与“民族矛盾”,“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侵略”从根

本上区分开来。 

比如，据说最近在国内发生的仅仅因为穿了和服上街，就被警察逮捕了的事。还有要

举行像日本一样的“夏祭り”活动，建造“日本街”也被批判这是“文化侵略”。实际上

这是从根本上偷换“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侵略”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任何一个民

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的宝贵遗产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甚至包括我们的“一带

一路”政策也被批判为“经济侵略”。实际上这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是经济繁荣和生活

幸福。这怎么能说是侵略呢？！ 

第 3点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不能混淆“中日友好”与“汉奸卖国贼”这两个本质根本不同

的概念。在个别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只要讲到中日友好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这个帽子只要被扣上，你就有口难辨，罪该万死！因此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是非常

必要的。 

第 4 点就是，越是在出现矛盾分歧的时候越要讲友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越是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越要讲究把友好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友情才能够经得起风

雨的考验，才能永恒持久。每当中日关系出现风波的时候，就不敢讲中日友好了，甚至马

上就会有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的危险，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因此，无论任何

时候都要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总之，我认为中日友好的根本目的就是“互利共赢”，重点就体现在“相互尊重”和“相

互尊敬”。为此我们就有必要“不忘初心，反对极端，加强交流，分清是非，锲而不舍，

坚定不移”。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愿我们广大在日

华人同胞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克服困难，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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