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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探索 

——评刘岳兵教授《“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赵 晓靓 

 

中日两民族地理接近，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因

此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有关日本的文字记录，

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

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现存的世界

上关于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较之历史记录，中国的

日本研究虽然开展得较晚，但也早在明朝就出现了两次

日本研究“热”，由于倭寇犯边以及“万历朝鲜之役”的

猝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视线投向了东瀛岛国，留

下了一批关于日本的研究著作。近代以降，由于中日关

系不断震荡，日本研究“热”多次升温，日本研究的作

品不仅在数量上增加，研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戴季陶

的《日本论》、蒋百里的《日本人》、王芸生编辑《六十

年来中国与日本》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49 年以后

中国的日本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呈

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然而，从总体上说尽管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但长期以来从研究史出发总结学术传统，反思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作却是乏善可陈，正如宋成有所

言：“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目前国内已

出版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丰富多彩。然而，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

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依然阙如。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

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不仅对于日本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无疑

都是发人深省的。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

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正是围绕上述课题所展开的、具有

先驱探索意义的一部力作。 

刘岳兵教授在著作中细致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成果，缅怀了前辈

的研究功绩，并且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存在若干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有：首先是关于重建

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的探索，刘岳冰教授的意见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回归原典”。

也就是“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去展现思想史所蕴涵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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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为主地照搬任何理论、套用任何范式”，因为这样所得出的“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只

是掩盖了历史真相的结论。很明显，刘岳兵教授是要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贯彻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

究方法，从而摸索“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路径。在这一重建学术传统的路径中，

刘岳兵教授认为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理论先行”的陷阱：“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

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

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很难再发挥任何的积极作用。没有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史学理论。这样僵化的理论即便被抬出，或许可以一时蒙蔽读者的耳目，但是历史终究会揭穿其

面目。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先行的做法是探究欲衰退与投机欲增强的表现”。其次是对于构建中国

学派的理解。众所周知，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界的一贯主张，对此刘岳

兵教授表示了一定的疑惑和忧虑：“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创建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

系，或者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要有中国意识、中国眼光，会不会有陷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化’

的陷阱之虞？……所谓‘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中提到的要‘突

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令人匪夷所思，而且不言而喻，

过分强调某种划一的立场与观点，也与学术研究的本性相悖”。 

上述两个问题均为关乎中国日本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认识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历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求

真”，因此许多历史学者都十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例如张海鹏指出：“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

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等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占有

史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用史料说话。”然而，问题在于历史的长河里有无数朵浪花，历史研

究者即便皓首穷经也不可能探究每一朵浪花的“真相”，因此只能做“选择性的探究”，那么，选

择的依据何在呢？笔者认为这既涉及研究的目的，也是一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从中国的

文化传统来看，圣人之道其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体，即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等万世不变

的道德修养；二是讲用，即怎样用儒家的学问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也就是经世济民；最后还有

文，指对经、史、子、集各种文献的研究和考辨。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完善个体、建设集体以及

探求知识，三者服从且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当然，现代人对个体、集体和知识的

理解较古人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个体的完善不仅需要道德自律也需要保障权益，对集体的建设

不仅要建立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还必须建设人与环境的生态和谐，更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知识

的根基在于解释现实范围的广度和阐释其所以然的深度，而不在于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

但尽管有了这些变化，上述三项基本范畴仍然体现了研究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绝非相互割裂、二元对立的，二者统一于服务人类的价值理性，以及由

此而派生出的一个个研究者的具体的问题意识。与之相反，没有了价值理性的统摄，无论是理论

建构还是史料考证都将退化成封闭的学术共同体的智力游戏，丧失面向公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接下来也许大家还会问：那么上述三项范畴的关系该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呢？毋庸讳言，当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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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并列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研究者唯有通过一

次一次艰苦细致的研究实践，不断地在价值与价值的张力场中建立起动态的平衡，这，便是研究

工作的宿命所在吧。那么，怎样才能在具体的研究中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以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朱谦之为例，早在民国时期他便以自己独特的历史哲

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方法，进一步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朱谦之的理论和方

法经历了从历史哲学“分期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但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

典之作的法宝，是他始终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高度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以及将史

料分析与理论运用紧密结合的研究手法。朱谦之的研究较好地诠释了史料挖掘与理论运用的辩证

关系，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开辟了优良的传统。正是基于此，刘岳兵教授提出：“我们的日本

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对于建立史料与理论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创

新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其二是如何理解建构中国学派？这不仅是日本史学界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史学科要面临的

问题。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界就发出了“建构中国学派”的声音，30 多年来史

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许多讨论，既有大胆的诉求，也有质疑和批判。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说

中国学派的建构意味着中国史学界提升整体创新能力，为世界史学研究的进步贡献中国力量，那

么创建中国学派无疑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刘岳兵教授的质疑也提醒我们必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建立中国学派”绝非一个“自我确证”和“自我彰显”的工程，学科创新的前提是切

实把握时代的主题和脉搏，挖掘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意识，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提炼出新的

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此，必须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开放的胸怀，融会贯通

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切忌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自我”和“他者”。只有将

中国智慧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紧紧相连，“中国学派”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 

刘岳兵教授的著作内容丰富，涉及日本历史、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笔

者结合自身的思考从中提炼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述评和回应。学术观点和方法历来因人而异，

勿须定于一尊；通过发掘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激发学界的广泛思考和深入讨论，为提

升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做出贡献，便是此书的根本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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