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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基金會(from Asia)國際講座 

第七期「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7) 

講題：以「多民族日本」思考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 

 

南誠(梁雪江) 教授 

(2024.10.31) 

 

摘要 

 

主講人是戰後滯留中國的日本人遺孤後代，出生中國黑龍江省，國中時回到

日本。鑽研歷史社會學與國際社會學，特別重視所謂「中國歸國者」的研究。南

誠教授論及此次講座的目的是，一邊考察亞洲共同體構築被提倡後，爲什麼至今

還很難實現，一邊通過概觀衆多日本人的歷史形成和現狀，以及跨域交流圈的構

築等，來思考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 

 

1.構築亞洲共同體的阻礙要因—歷史認識(記憶) 

1997年的金融危機的契機下，大家開始討論亞洲對歐洲、甚至類似歐盟那樣

的金融政策或貨幣，於是開始有大家來共築「亞洲共同體」的話題。在構築亞

洲共同體上，遇到的難題有政經等諸多要素。講者關注的是「歷史認識」這個

要素。 

以中日兩國為例，依據 NPO的日本輿論調查，中日兩國國民相互對對方國家

印象是不好的。例如：日本人對中國印象不良的前五項是(1)中國政府的作為常

與國際規則背道而馳、(2)中國對資源、能源、食物等等的態度，總以自我爲中

心、(3)常以二戰的歷史問題等批評日本、(4)因釣魚台問題衝突不斷、(5) 中

國媒體不斷報道反日新聞。 

相對的，中國人對日本印象不良的前五項是(1)日本把釣魚台據為國有，引

發中日糾紛、(2)面對侵略的歷史沒有誠懇的道歉和反省、(3)日本連合其他國家

試圖從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包圍中國、(4)日本媒體宣傳中國的威脅、

(5)部分政客的言行不當。 

1997年代以後，構築「亞洲共同體」的聲浪不斷。但從上述輿論調查可以看

到，中日兩國經常在歷史觀的相互不同，不只是政府關係，民間百姓的看法也

是對歷史的觀點各異，這是很大的問題點。2012年環繞釣魚台的主權問題，更

使兩國關係蕩到谷底。 

戰後中國政在政策上對日本採「軍民二元論」，也就是所謂的「日本軍國主

義有罪，日本人民無罪」。但、戰後民間對歷史的認識總是擺蕩在被害與加害、

忘記與牢記、美化與反省、仇視與友好的扭曲心態中。唯有總結過去、面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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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才能好好構思未來。 

 

2.多民族日本中歸國者的影響力 

多民族日本包括了從外國來到日本的外國人，還有戰後回到日本的日本人。戰

後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接納近代文化為基礎，外來文化的融入更是重要因素之一。

1945年代日本總人口約7000萬，其中在外日本人約650萬，也就是當時日本人口

的十分之一在海外。以中國哈爾濱市的方正縣為例。方正縣26萬人口中有5萬多

人（佔20%）來到日本，其中嫁到日本的女生及滯中的日本遺孤佔多數。這些在

海外的日本人歸國的同時，帶回了他們所在國的文化。這些歸國者的影響遍及政

治、經濟、生活等各方面。 

(1)以日本的飲食文化為例，「含多湯(ガタタン)」是滯留東北的日本人帶回

的東北日常料理麵疙瘩。還有東北人最愛的水餃，也是中國歸國者帶回日本的，

據調查日本最喜愛水餃的縣是浜松縣和宇都宮縣，同時這兩個城市的中國歸國者

最多。又，享譽全世界的泡麵是在日台裔的安藤百福所發明。 

(2)日本遺孤團的訪中活動是促進日中友好的橋梁，交流活動讓人憶起歷史、

傳承歷史記憶，反省戰爭。 

(3)位於日本長野縣阿智村的「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2014年開幕），紀念

館由日本民間團體建設運營。1936年日本制定了所謂的「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

住計劃」，組織「開拓團」對中國東北發動經濟侵略。當時有近3.3萬農人到東北，

而最終回到日本的不到1.7萬。「開拓團」的悲慘歷史，值得深入研究。作為「加

害者」，日本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面向未來；作為「受害者」，中國需要爭取廣泛

共識，凝聚和平力量。 

 

3.結語 

雖然日本經常出現單一民族的神話，但從歷史上看，日本社會正在走向多

民族化、多文化化，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現實。圍繞過去歷史問題的認

識，對立總是成爲問題的根源，不僅規範了政治領域，也規範了人們的相互認

識。面對這樣的現狀，重新發現、構築人們之間的聯繫比什麼都重要。本講座

中，演講者認爲在重新發現、構築這些人的聯繫時，建構亞洲共同體是有其可

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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