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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注定是

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注脚。

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青年周恩来

正 是 去 到 日 本 之 后 才 开 始 接 触 到 马 列 主

义。在他 26 年的新中国总理生涯中，为推

动 中 日 两 国 恢 复 邦 交 正 常 化 整 整 操 心 了

23 年。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联合声明》发

布、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又为缔结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操心了 3 年多，直至 1976
年年初与世长辞。

化开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坚冰，很大

程度上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周恩来清楚地

认识到，对于当时被西方世界包围封锁的

新中国来说，需要借助发展对日关系，打破

在亚太地区被孤立和封锁的局面，搞活同

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

1949 年 11 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

会上时说，“我们要有独立精神，争取主动，

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在这样的方向引领

下，直至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周恩来

一 直 在 坚 定 地 推 行 着“ 民 间 先 行，以 民 促

官”的对日方针。即使其间因日方追随美国

对新中国实行严格出口管制政策而致使战

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不得不宣布延

期之际，中日之间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

依旧是周恩来对到访日本外宾最多提到的

一句话。

“饮水不忘掘井人”

1972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刚刚上任不

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此前的

9 月 9 日，载运着人员和器材的日方专机先

期到达北京——这是战后第一架从东京直

飞北京的日本航班。飞机上坐着的古井喜

实、田川诚一和松本俊一，受时任日本外相

大平正芳委托，携带日本政府起草的联合

声明草案，到北京与中方进行最后确认。飞

机抵京后舱门打开时的一幕震撼了在场众

人——缓缓走下舷梯的古井喜实等人的手

上，捧着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开拓者松村

谦三和高碕达之助的遗像。

1958 年，在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反华的

背景下，日本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的事件，中日关系再度跌入冰点，两

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间往来建立起来

的贸易关系被迫中断。但在当时，日本执政

党自民党内部仍然有一些具有远见的人士

在努力活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周恩来就

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到了松村谦三，这位从青

年时期就留意中国事务的日本人士。

松村谦三与曾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的廖承志同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曾在日

本内阁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大臣。他

主张“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国

家不应追随别国，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

1959 年 10 月 19 日 ，在 中 日 关 系 最 紧

张的时期，松村谦三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

率团首次访华，并将曾在万隆会议期间与

周恩来有过单独会晤的时任日本通商产业

大臣高碕达之助再次正式介绍给中方，希

望启动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来改善日中

关系。当时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刘德有后来

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松村先生的首

次访华，无论从中方或日方来说，都想把它

作为一次重要机会，表明自己立场、了解对

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探索打开中日关系

僵局、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正是得益于松村、高碕和廖承志的配

合，中日双方在 1962 年以民间形式签订了

发展长期综合贸易的备忘录，1964 年又签

订了互设办事处和互相派驻记者的协定。

这为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

阶段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那之后，松村和高碕多次奔走在日

中之间。苦于战后两国间没有直航，他们只

能绕道香港再辗转飞往北京，最快也要两

三天时间。1964 年松村第三次访华时，因不

愿再绕道香港，决定乘货船从日本门司港出

发直接到秦皇岛。他们曾期盼有朝一日可以

从东京直飞北京，但令人唏嘘的是，后来中

日直航开通的时候，两位老人却已作古。

1972 年 9 月宴请古井喜实等人时，周

恩来在致辞中引用了“饮水不忘掘井人”这

句古话，感谢长期致力于中日半官方贸易

和政治疏通的日本“老朋友”。

“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
道一路走来”

田 中 角 荣 1972 年 7 月 当 选 日 本 首 相

时，东京民众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剧团访

日掀起的芭蕾旋风中，日本民间呼吁两国

恢复邦交的声音已十分高涨。

1971 年 7 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与中方共同

发布了中方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告。

在曾追随美国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时任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看来，这等于是美方对

日本来了一次“越顶外交 ”。曾任《朝日新

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的古川万太郎

评论说，“尼克松冲击波”让日本领导层“辨

别方向的神经已经完全麻木”。

1972 年 7 月 7 日，田中内阁成立，大平

正芳出任外相。田中角荣一上任，立即着手

“打开日中关系”这一紧急课题。在第一次

内阁会议之后他即提出，“在外交方面加紧

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田中

特别强调，“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

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1952 年日本政府与台湾签订的“ 日台

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20 天后，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自称替

田中政府前来“探底”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

义胜。竹入义胜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均有

不错的私交。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

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

三项口头默契，请竹入向田中传话。周恩来

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方决定

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考虑到田中刚上

台面临的内部压力，中方所谈内容中也暂

时没有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在台湾问题

上，周恩来要求，《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

日 本 政 府 必 须 撤 走 驻 台 湾 的“ 大 使 馆 ”和

“领事馆”，同时让台湾“大使馆”和“领事

馆”撤出日本。

竹入后来接受日媒采访时回忆说，当

他听到周恩来说出“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

人惹出来的，不应该让人民来负担”时，“自

己整个人都昏了”。他称赞周恩来“身似柔

柳、心如巨石”。

竹入带回日本的记录，后被称为“竹入

笔记”，让田中角荣吃下了定心丸。在上海

芭蕾舞团离开日本的前一天（1972 年 8 月

15 日），他终于抛开一切顾虑，在东京帝国

饭店亲自接见了团长孙平化和肖向前，正

式接受访华邀请，并准备在 9 月下旬或 10
月初成行。田中还表示，希望通过访华“一

举建交”。

在 曾 做 过 周 恩 来 翻 译 的 林 丽 韫 印 象

里，当时日本自民党内有一批亲台的极右

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是排除万

难来北京的”。总是把独生女田中真纪子带

在身边的田中首相，在首次访华特地把她

排除在名单之外，真纪子后来说，父亲当时

来华已经做好了被日本极右势力暗杀的心

理准备。

1972 年 9 月 25 日 11 时 30 分 ，在 尼 克

松访华 7 个月后，战后首架日本首相专机

降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周恩来亲自到机

场迎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手终于握在了

一起。而田中首相后来说，他是“顺着民间

交流铺好的轨道一路走来的”。

“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1972 年在北京，中日双方要谈判的最

重要文件，是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

《中日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连同 1978
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的《中

日联合宣言》和 2008 年的《中日关于全面

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个重要

政治文件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被

称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日两国政府开

始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田中角荣和大平

正芳来京之前就与中方达成的共识，两人

“从政治上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上解决”日中

邦交问题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

周恩来说：“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

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是从条文

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这也成为此后中方在处理台湾问题和“日

台条约”时秉持的基本立场。

1972 年 9 月 26 日上午，在中国外长姬

鹏飞和大平外相首轮会谈中，日方条约局

局长高岛益郎拒绝承认“日台条约”非法和

无效，坚称无必要对该条约中已经涉及的

“双方战争状态宣告结束”“日方已经放弃

对台一切权利”和“台湾当局已宣布放弃战

争赔偿”等内容重复写入联合声明。周恩来

得知后非常生气，并严正质问日方。在曾任

中 国 驻 日 使 馆 政 务 参 赞 王 泰 平 的 回 忆 录

里，周恩来曾两次提到，中方会在中日邦交

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

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许多资料记载，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

会 上 ，周 恩 来 再 次 引 用 了 一 句 中 国 古 话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自 1894 年

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

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

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立的前提，是周恩

来坚信中日双方“能够友好”。

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里，1972 年 9
月 29 日的北京风和日丽，灿烂的朝阳从东

方升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

都 沐 浴 在 晨 光 里 。当 天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东

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

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中日关

系实现正常化。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

举行记者会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

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继

续存在的意义。

这是一次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从 田 中 内 阁 成 立 到 完 成 田 中 访 华 准 备 工

作，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从 1972 年 7 月 7
日田中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到 9 月 29 日签署

联合声明，只用了 82 天。但在这个闪电般

速度的背后，是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中日关系时

表示，希望日本社会能真正树立起客观理

性的对华认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日关系

行 稳 致 远 的 民 意 基 础 。 中 日 友 好 来 之 不

易 、 值 得 珍 惜 ， 正 如 郭 沫 若 1972 年 在

《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 一词结尾中

所 期 许 的 那 样 ，“ 从 今 后 ， 望 言 行 信 果 ，

和睦万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中日复交“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周恩来征得

毛泽东同意后提出的。1972 年接见自称替时任日

本首相田中角荣“探底”的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

竹入义胜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主张，后获日方

同意。这个“两步走”是：先发表联合声明，再“搞一

个和平友好条约”；先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再以

法律形式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将其上升为

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律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领

导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战略眼光。

1972年 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象征两国恢

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

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随着两国关系此后的顺利发展，中方在两国

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以时任中国外长乔冠华

的名义致函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缔约

问题提上日程。周恩来当时明确强调，“和平友好

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还特别提到联合

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

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

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时，因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

岛”）问题，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

联的情绪。直至和平友好条约 1978 年正式缔结之

前，是否要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一直是中

日双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根

源之所在。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

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

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

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

换。”前后 6 次常驻日本的资深外交官王泰平后来

曾刊文感慨说，中方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

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

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

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

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

与前后 6 年的漫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和平条约谈判期间，接任周恩来领导和主持国

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一秒钟”

理论。

1977 年 9 月，两个月前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

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

联盟议长滨野清吾。会见中，邓小平抓住新任日本

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

中友好条约”的动向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

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

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

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

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

也为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条约谈判的

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

要把时间赶回来。”邓小平 1978 年 8 月会见应邀访

华 的 日 本 外 相园田直时，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

“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他提出，“我们

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

间不是没有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这样的问题，现

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王泰平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1972 年金秋，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

日本正在对最大的西洋式建筑、天皇赤坂离宫进行

改建为迎宾馆的工作。田中对周恩来说，待这座迎

宾 馆 改 建 完 成 后 ，希 望 周 总 理 能 够 成 为 第 一 位 客

人。周恩来当时笑着回应：“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

平友好条约，我一定会去日本访问。”令人扼腕叹息

的是，在田中到访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被确

诊身患膀胱癌。

6 年后，1978 年金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

小 平 应 日 本 政 府 邀 请 前 往 日 本 进 行 正 式 友 好 访

问，并出席互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两国批准书

的仪式。日方安排邓小平下榻的地点，正是赤坂迎

宾馆。邓小平此访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成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六年与一秒

2008 年 11 月 12 日，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大使郭晶晶（中）与中日青少年一起唱《明天会更好》。当天，“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在北京签字，

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

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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